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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系统分析》课程评价过程 

 

 

首先明确本门课程预期培养的学生能力（a-g），为了能明确定义这些能力，教师将试图：以

预期培养的专业能力的形式表示预期能力等级；强化专业系统分析中通识（非技术）和技术

能力的提高。针对能力（a-g）教师安排了案例、授课、辅导讨论的教学方式，并对应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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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报告和汇报、学生评议非技术能力、测试等方式进行评价 

。 

 

教师发现：在常规的系统分析应用中，某项任务的本质常常是解决问题，于是教

师将在本门课程中充分渗透问题解决能力。此外，为了同时能让学生积极地应用

所学知识，教师采用了 Problem-based Learning（基于问题的学习方法）。学

生能够自主学习，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逐步提高他们对工程问题的理解，此外还

可以增强他们的合作精神、沟通技巧。于是，本门课程共开展了 4个案例，并辅

以授课和课外辅导。 

 

教师对课程内容和形式的反思： 

 

 

教师对案例报告及演讲的反思： 

 

 

教师对学生互评非技术性能力的反思： 

 
 

教师对阶段测验的反思： 



 

 

课后的总结性评价 

以“问题解决能力”为例： 

问题解决能力是通过阶段性测验评价的，测验对应部分的分数直接反应了信息系统分析背景

下的问题解决能力。阶段性测试分布在两个连续的学期中，每个学期有两次测验，于是有以

下的 4 次测验结果。右下图看出，学生解决问题能力是在逐步提升的（除第三和第四次测验

的下降）。 

 

 

以“非技术性能力”为例： 

在本课程开展过程（两学期）中，开展了两次问卷调查（一次在开头、一次在结

尾）。问卷的问题包含对各非技术能力的表述，学生根据他们在案例中的表现进

行评分。 

学生的问题解决能力、沟通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都有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