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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是⾼等学校教学建设的基础，课程建设是有
效落实教学计划，提⾼教学⽔平和⼈才培养质量的重
要保证。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创新教育的⼤⼒倡导，

素质教育的深⼊推进，⾼等学校⼈才培养和课程教学
面临严峻挑战。国家《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计划》要
求： “要⼤⼒推进⾼等教育⼈才培养模式改⾰，特别
是加强课程建设，改⾰课程结构。”



教育部《教育信息化“⼗三五”规划》中明确
指出：“通过深化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教育管
理的融合，强化教育信息化对教学改⾰，尤其是
课程改⾰的服务与支撑，强化将教学改⾰，尤其

是课程改⾰放在信息时代背景下来设计和推进。”



华侨⼤学⼀贯重视课程建设。2016年，为
进⼀步深化教学改⾰，提升教学质量，激励
教师不断提⾼教学⽔平与教学能⼒，学校开
展了“本科教学质量提升计划”和“教学质量年”
活动，“教学质量年”活动的三⼤主题是“课程
建设”、“专业建设”和“教风、学风建设”。



⼀、优化课程体系结构，凸显通识课程作用

华侨大学教务处文件
教务〔2016〕26 号

关于本科专业培养方案（2016 版）
修订的指导意见

2016年，我校开始了新⼀轮的⼈才培养⽅案修
订，积极推进通识教育改⾰，根据《关于本科专业
培养⽅案（2016版）修订的指导意见》的原则，设
立通识课程、专业课程和实践课程三⼤课程模块，
将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有机结合，优化课程结构，
提⾼教学效果。



通识课程以“学会⽣存、学会⽣活和学会
发展”为指导，着⼒创新思维的训练和⽅法论
的学习，增加交叉学科课程，拓宽学⽣的知识
面，增加知识的⼴度与深度，加强个性品质的
训练和公民意识的陶冶、拓展学⽣视野，使学
⽣兼备⼈⽂素养与科学素养，把学⽣培养成
“全面发展的创新型⼈才”。



华侨⼤学的通识课程体系设计面向境内⽣和
境外⽣两⼤学⽣群体，分为通识教育必修课和通
识教育选修课两⼤部分，在通识教育必修课部分，
沿袭了境内⽣思想政治理论类课程体系，构建了
境外⽣独有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结构，对⼤学英
语、信息技术、国防知识和军事训练、体育、⼼
理健康等课程进⾏了重组规划。



在通识教育选修课⽅面，华侨⼤学开设了
⽂史哲经典与⽂化传承、社会科学理论与实践、
自然科学与技术、艺术与审美、当代世界与中
国、创新与创业六⼤模块课程，要求各专业学
⽣遵循“本专业远离”的准则选读通识教育选修
课程。
在全校范围内开展通识课程遴选，共遴选2

批99门通识课程向全校学⽣开放。



启动时间：2016年10月18日

⼆、推进课程质量建设，树立优秀示范典型



各学院推荐名额（综合考虑专业数量、课程门数和教师⼈数等）

各学院累计有效申报课程137门。

学院名称 推荐门数 学院名称 推荐门数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3 经济与金融学院 8

法学院 2 国际关系学院 1

马克思主义学院 4 体育学院 3

文学院 3 华文学院 5

外国语学院 6 新闻与传播学院 5

数学科学学院 5 统计学院 1

机电及自动化学院 9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8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12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7

土木工程学院 6 化工学院 11

建筑学院 5 工学院 5

生物医学学院 1 工商管理学院 11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6 旅游学院 6

音乐舞蹈学院 6 美术学院 6

国际学院 1 其他课程 4

合计 150

1. 学院推荐



2. 专家评审

从11月9日-12月10日，教务处组织了30名教学专家

委员会专家对申报课程进⾏听课评审。

截⽌12月10日，专家随堂听课300多门次；

最终合计107门课程参加会议评审。



3. 课程资源建设

从2016年3月启动“华侨⼤学

数字资源建设项目”

截⽌2016年12月13日上午8时

⽌，在华侨⼤学数字课程中⼼平

台 kczx.hqu.edu.cn ，共有189位

教师申请了278门课程数字资源

建设，涵盖了我校27个教学单位

。



4. 学生支持度测评

从11月20日起，教务处组织

专⼈到本次申报教师的授课班级

对该授课课程的学⽣满意度进⾏

测评。

本次调查采取⼿机⼆维码扫

描的⽅式进⾏，共计调查120多

个班级，回收统计有效调查数据

3455份。



5. 评审结果

12月13日，组织18位专家召开评审会议。

综合考量专家评教值、课程资源建设评分值、其他加分项

、学院评审意见、学⽣测评意见等因素。

通过评审委员会投票决议通过，共有86门课程被评为优质

课程。



学院名称 门数 学院名称 门数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2 经济与金融学院 5
法学院 1 国际关系学院 1

马克思主义学院 2 体育学院 2
文学院 3 华文学院 0
外国语学院 5 新闻与传播学院 3
数学科学学院 3 统计学院 1
机电及自动化学院 6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4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6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4
土木工程学院 4 化工学院 7
建筑学院 2 工学院 2
生物医学学院 1 工商管理学院 10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3 旅游学院 2
音乐舞蹈学院 5 美术学院 1

国际学院 0 其他课程 1

合计 86

各学院获评优质课程数量

6. 优质课程分析



课程性质 门数
校公共课 10
学科基础课 46
专业必修课 25
专业选修课 5

优质课程性质分布
主讲教师职称 门数
教授 13
副教授 33
讲师 36
其他 4

主讲教师职称分布

主讲教师年龄 门数
50岁以上 13
40-50岁 23
30-40岁 46
30岁以下 2

主讲教师年龄分布
主讲教师学历 门数
博士 57
硕士 22
学士 7
其他

主讲教师学历分布

主讲教师性别 门数
男 49
女 37

主讲教师性别分布



2014年，华侨⼤学与上海交通⼤学慕课研究院、⾦

智教育集团、好⼤学在线慕课平台合作共建了“华侨⼤学

数字课程中⼼平台（http://kczx.hqu.edu.cn）”，该平台

定位于教师数字课程资源建设平台和校内翻转课程运⾏

平台。截⽌目前，我校共有400余名教师在平台上申请

了数字课程建设，200余门课程已完成建设并开放给本

校学⽣浏览学习。

三、推动在线课程发展，开启课程改⾰新模式



2016年5月，学校加⼊福建省⾼校在线教育联盟，
成为副理事长单位。

2016年11月，华侨⼤学加⼊东西部⾼校在线教育联
盟。

2016年秋季学期，学校启动了与智慧树⽹的合作，
引进了7门混合式在线课程，分别在泉州、厦门两个校
区同时开设，当期选课学⽣⼈数达到2400多⼈。



为了保障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我们采取了多项
教学措施。
1、学校为每门课程配备了指导教师，并多次召开

指导教师⼯作会议，研究如何做好混合式在线课程教
学⼯作。
2、为了让学⽣更好地了解混合式在线课程，我们

邀请智慧树福建分公司的课程顾问来校为同学们做了
两场混合式在线课程学习的推介会，同学们积极响应，
推介会现场座⽆虚席。



3、为了保障教学效果，我们对课程的选课⼈数做
了限制，仅限于远程直播教室的容纳量。（每门课程
可选400⼈左右）
4、在课程选择上，我们首选“⼤师们”的课程以及

具有较⼤影响⼒的课程，另外，当学校的通识选修课
程出现模块不平衡时，我们也会用混合式在线课程来
弥补相关模块，解决课程开设数量不⾜的问题。
通过⼀年多的教学实践，我们认为混合式在线课

程是⼀种基于先进信息技术和⼿段的新型的教学模式，
它较符合当代青年学⽣的学习特点，丰富了⾼校的课
程体系，⼀定程度上实现了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



在引进混合式在线课程的同时，我们也在积极部署
建设自⼰的混合式在线课程。
2016年9月，学校启动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建设项目，

优先建设量⼤面⼴的通识教育课程和专业基础课程，鼓
励学院、教师协同共建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截⽌2017年5月，学校共立项29门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其中9门课程已经获得福建省精品在线开放课程立项，
《组织⾏为与领导⼒》和《构美—空间形态设计》2门
课程即将在智慧树⽹学习平台上全国共享。



1、学校筹措资⾦建成2间沉浸式远程互动直播
教室和⼀间精品视频拍摄基地（黄天中校董捐资
315万兴建），为混合式课程教学提供了硬件保障。

2、学校将办公主楼25楼整体划拨给教师发展中
⼼使用，投⼊近200万资⾦装修改造，计划打造⼀
个集教师发展、教学研讨和课程建设于⼀体的多功
能教师学习中⼼。为教师研讨、交流和课程制作提
供了很好的场地和空间。

四、保障措施



沉浸式远程互动直播教室——荷风直播教室（C5-103）



精品视频拍摄基地——华园课栈













教师教学发展中⼼整体规划——⾏政办公⼤楼25层



3、为了提⾼教师开设通识教育选修课程的积极
性，学校制定《通识教育选修课课程建设和⼯作业
绩奖励办法》，规定“学校将给予每门课程2万元课
程建设费；通识教育选修课的教学学时；通识教育
选修课课酬由学校统⼀发放给授课教师个⼈；课程
系数体现选课⼈数、职称、跨校区等因素。”

4、列⼊学校精品在线开放建设的课程，给予课
程建设⼈（团队）10万元的建设经费，并优先推荐
参加省级、国家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的评选及认定。



5、学校对百门优质课程获得者给予表彰，并
发给绩效奖励⼈民币1万元（学年末按绩效奖励发
放），优质课程主讲⼈记⼊教师教学档案，作为
教师职务聘任和聘期考核的重要依据之⼀，优质
课程主讲⼈申报⾼⼀级专业技术职务时，任现职
以来获评2次优质课程可抵算⼀定科研任务等。



6、在为期四年的聘期考核中，优质课程、通识
课程和精品在线课程都成了考核的重要指标之⼀，
这些举措极⼤地鼓励和促进了⼴⼤教师投⼊教学改
⾰和课程建设的积极性。

表9

序号 项目名称
1 优质课程、精品课程、通识教育课程的负责人
2 青年教师教学竞赛三等以上奖励

3 指导学生参加各专业类竞赛（按学校相关文件予以认定）
获得奖励

4 获评教学名师、师德标兵或教学先进个人



课程是学⽣和⼤学的结合点，是学⽣和社会的结
合点，是教学和科研的结合点，是学⽣个体⽂化和社
会⽂化的结合点。以课程建设为核⼼，推进教育教学
改⾰，是社会发展的要求，也是提⾼⾼等教育质量的
根本要求。

我们相信，在全体⾼等教育⼯作者的努⼒下，我
们⼀定能够建设好⾼校课程，抓好教学质量，培育出
合格⼈才，真正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让亿万孩⼦
同在蓝天下共享优质教育、通过知识改变命运”的美好
愿景。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