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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aching supervision and teaching evaluation are important links in the teaching quality assur-
ance system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t present, although many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ve 
established the two-level supervision system, there is still no perfect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and 
no consistent evaluation standard in evaluating teachers’ teaching work. In this study, the evalua-
tion index system of the university and college was constructed, the weight was determined by 
expert investigation, and the index system was tested by 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ethod.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weight of the university-level supervisor evaluation was 0.354, and the 
weight of the college-level supervisor evaluation was 0.646. The teaching quality evaluation sys-
tem supervised by the university and the college is scientific and effective, reasonable suggestions 
for implementing the index system are given. This study can promote the teaching supervision 
work to be carried out more scientifically and reasonably, and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teaching 
level of teacher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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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学督导与教学评估工作是高等院校教学质量保障体系中的重要环节。目前虽然很多高等院校已经建立

了校院两级督导制度，但还没有建立完善的评价指标体系，在评价教师教学工作上还没有一致的评价标

准。研究通过构建校院两级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专家调查法确定权重，使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指标体

系进行检验。研究发现，校级督导评价权重为0.354，院级督导评价权重为0.646，校院两级督导教学质

量评价体系科学有效，并给出实施该指标体系的合理建议。本研究可以促使教学督导工作更加科学、合

理地开展，并有效提高高等院校教师的教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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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高等院校经过多年的发展，招生规模和教师队伍已经逐渐稳定，学校逐渐由传统的外延型扩张

向内涵型提升进行转变，教学、科研、管理等各方面都面临转型，这些转变促使高等院校进行校院两级

管理改革。校院两级管理模式是指各二级学院实行实体化运作，学校的管理重心由学校行政职能部门移

至二级学院[1] [2]。学校主要通过制定总体规划和发展目标、优化资源配置、建立制度架构、检查实施过

程、考核绩效、筹措与分配经费以及提供服务保障等实施管理；二级学院在学校的宏观调控下承担明确

的责任和义务，行使本单位人、财、物的支配权，对本单位的办学绩效负责，促使二级学院不断加强教

学基本建设，增强办学活力，深化教学改革，提高人才培养水平[3] [4] [5]。 
因此，目前高校单一的校级教学督导工作模式已经不能满足和适应学校发展的实际需要，迫切需要

向校院两级教学督导体系延伸[6]。探索并完善“校院两级”教学督导体系，不仅能够满足高校各层级教

学督导管理的需要，而且有利于弥补校级单一教学督导制度的弊端，体现各个二级学院的学科差异性，

突出教学质量中的“过程控制” [7]。 
目前虽然很多高等院校已经建立了校院两级督导制度，但还没有建立完善的评价指标体系，在评价

教师教学工作上还没有一致的评价标准。因此，本研究主要在校院两级管理模式下，探寻教学工作中重

要的评价指标，并构建合理的指标评价体系及相应的权重，使教学督导工作可以更加科学、合理地开展，

并有效提高高等院校教师的教学水平。 

2. 校院两级教学督导的组织形式 

教学督导工作是以保证人才培养质量为目的，对高校教学管理质量的监督、控制、评估和指导等一

系列活动的总称。教学督导具备监督功能、激励功能和导向功能。 
校院两级教学督导是在学校的统一领导下，依据一定的评价标准，对教学工作的过程和绩效进行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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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在此基础上对校院两级教学和教学管理工作进行监控和指导[8]。校院两级教学督导是高校教学质量

监控的重要组成部分。校级教学督导部门担任领导和组织督导工作，负责全面组织实施计划，直接作用

于整个学校的教学质量监控。而院级教学督导作为连接校级督导的桥梁，能弥补单一级教学督导中存在

的不足，突出二级学院的专业特色，积极与学院的教师、学生进行直接的交流，除了监督、控制和检查

外，还更注重以督促导、以导为主，充分激发年轻老师的潜能，正确引导教师的自我成长，使督导更具

有针对性、专业性和准确性。 
高校构成校院两级教学督导体系，重在进一步突出并强化院级督导组对本学院教学质量的监控作用，

充分发挥二级学院在专业学科建设及人才培养质量等方面优势，促进院级督导工作与二级学院的教学管

理紧密结合，实现教学督导由重“督”轻“导”到“督”与“导”并举并重的转变[9]。校院两级教学督

导体系促使校院评估机制更趋合理，逐步形成“校级—院级”教学质量保障工作齐抓共管的局面，建立

确保人才培养质量的长效机制。 

3. 教学指标体系构建 

3.1. 建立指标体系 

在研究相对复杂的事物的时候，通常很难用单个指标反映该事物的主要特征，这就需要建立指标体

系来全面系统的反映复杂事物。这些指标具有一定的内部联系，同时也要尽量去除相关部分和信息叠加

的部分，因此指标选取是否科学合理至关重要。 
校院两级督导教学质量评价涉及众多因素，对这些因素的选取将影响对教师教学质量的评价与分析。

选取评价指标根据科学性，系统性，可行性，动态性，可比性等原则，主要应依据以下几方面确定：1) 根
据对学生调查收集的结果进行分析，选择学生在教学中对教师和教学较为关注的因素作为评价指标；2) 
向相关专家及校院两级相关教学管理人员进行咨询，对专家和管理人员提供的资料进行汇总分析，确定

所需选择的评价指标。3) 调查已实施校院两级督导教学评价院校的实际情况，总结其取得的成绩，分析

其存在的不足，找出其中较为重要的影响因素，作为评价指标。 
根据以上途径进行调研，我们确定了校院两级督导教学质量评价指标如表 1 所示。 

 
Table 1. Teaching quality evaluation index 
表 1. 校院两级督导教学质量评价指标 

目标层 A 指标层 B 因素层 C 具体评判标准 

校院两级 
督导教学 

质量评价指标 

校级督导 
教学质量评价 

(B1) 

教学水平(C11) 
① 教学内容是否熟练；② 讲授条理是否清楚； 

③ 语言是否简洁。 

教学态度(C12) 
① 衣着、举止得当；② 备课充分； 

③ 讲课认真有激情 

教学互动(C13) 
① 讲课生动；② 与学生互动交流； 

③ 课堂气氛活跃 

院级督导 
教学质量评价 

(B2) 

专业水平(C21) 
① 本专业知识渊博；② 掌握专业前沿理念； 

③ 能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讲授准确(C22) 
① 基本概念讲授准确；② 基本理论讲授准确； 

③ 基本案例分析准确 

重难点把握(C23) ① 重点突出；② 难点分散；③ 难易结合 

教学信息量(C24) 
① 教学信息量适中；② 教学信息前后相关性强；

③ 学生接受程度 

教学创新改革(C25) 
① 课堂创新改革；② 作业创新改革； 

③ 考试创新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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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级督导主要注重教师的教学水平，教学态度和教学互动三方面，这些指标由于不涉及具体专业内

容，非本专业校级督导也能根据自身工作与教学经验进行判断，打分较为公正；院级督导主要注重教师

的专业水平，讲授准确，重难点把握，教学信息量，教学创新五方面，院级督导对本学院专业更熟悉，

更能从专业的角度去评价教师的教学质量。 

3.2. 确定权重 

确定了指标体系之后就需要对各个指标进行相对权重的确定，也就是对各个指标在评价体系中的重

要程度进行确定。目前权重的确定主要分为主观赋权法和客观赋权法，指标权重的分配将影响到评价的

结果和评价的有效性。本文对校院两级督导制度下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是一个多层次、多因素的指标

评价系统，但选取的很多指标不能量化，同时为了尽量避免主观评价带来的各种偏差和其他因素的影响，

所以选择层次分析法(AHP)来确定各风险评价指标的权重。指标权重计算如下： 
1) 建立层次结构模型 
首先需要建立相应的评价指标体系，建立的指标体系需要条理清晰，内容合理，给出评判对象的因

素集和子因素集，依据各风险评价指标关系构建一个层次结构模型。 
2) 构造判断矩阵 
进行问卷调查设计，根据校院两级督导制度下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实际调查中所考虑的指标项

和子指标项，对同一层次的指标的重要性进行两两比较，得到比较判断矩阵，按照五级标度法把因素之

间的重要性分为五等，如表 2 所示。 
 
Table 2. Five-dimensional sealing 
表 2. 五级标度法 

标度 定义(比较因素 i 与 j) 

1 因素 i 与 j 一样重要 

2 因素 i 比 j 稍微重要 

3 因素 i 比 j 较强重要 

4 因素 i 比 j 强烈重要 

5 因素 i 比 j 绝对重要 

倒数 表示因素 i 与 j 比较的标度值等于因素 j 与 i 比较的标度值的倒数 

 
设计好调查问卷，选取合适的调查对象进行了调查，为了保证权重确定的科学性和客观性，该调查

问卷的被试者主要来自于学生、教师、督导和校院两级教学管理人员。问卷调查完毕后进行整理，并构

造判断矩阵。根据构造矩阵，计算出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根值 maxλ 所对应的特征向量，其排序结果也就

是计算出来的权重值，并进行一致性检验，看是否通过检验，从而计算出各个风险指标的权重。共调查

专家 8 人，根据咨询专家意见，指标层判断矩阵如下： 

1 2 3 4

5 6 7 8

1 1 2 1 1 1 1 3 1 1 3
, , , ,

2 1 1 1 3 1 3 1

1 1 2 1 1 1 1 2 1 1 2
, , ,

2 1 1 1 2 1 2 1

E E E E

E E E E

       
= = = =       
       
       

= = = =       
       

 

对 E1运用 matlab 对矩阵进行最大特征根 maxλ ，并求出相对应的特征向量： 

maxλ  = 2，特征向量为(0.4472, 0.8944)T，对特征向量进行归一化处理，可得(0.333, 0.667)T，接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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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算一致性指标 CI，由公式 ( ) ( )max 1CI n nλ= − − 可得， 

( ) ( )2 2 2 1 0CI = − − =  

计算随机一致性比率 CR = CI/RI，其中 RI 为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取值如表 3 所示。当 0.10CR ≤ 时，

判断矩阵具有满意的一致性，否则应予以调整。 
 
Table 3. Mean random consistency index 
表 3. 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值 

n 2 3 4 5 

RI 0.00 0.58 0.90 1.12 

 
CR = 0 < 0.10，因此指标层的判断矩阵符合一致性要求，因此，第一个专家的 B1权重为 0.333，B2

权重为 0.667。 
同理，对判断矩阵 E2 到 E8 求取最大特征根和特征向量，分别得到它们的权重，最后运用平均法求

出最终结果，结果为 B1 = 0.354，B2 = 0.646。 
因素层由于涉及指标较多，采用专家先统一意见，确定判断矩阵，再对因素层求最大特征根和特征

向量，对特征向量进行归一化处理，并进行一致性检验，计算结果见表 4 和表 5 所示，所有 CR 均不超

过 0.10，因此判断矩阵符合一致性要求。 
 
Table 4. B1 Factor item discriminant matrix, weight and CR value 
表 4. B1 因素项判别矩阵、权重及 CR 值 

因素项 C11 C12 C13 权重 

C11 1 3 1 0.443 

C12 1/3 1 1/2 0.170 

C13 1 2 1 0.387 

maxλ  = 3.018, CI = 0.009, RI = 0.58, CR = 0.015 

 
Table 5. B2 Factor item discriminant matrix, weight and CR value 
表 5. B2 因素项判别矩阵、权重及 CR 值 

因素项 C21 C22 C23 C24 C25 权重 

C21 1 2 2 3 3 0.370 

C22 1/2 1 1 2 2 0.208 

C23 1/2 1 1 2 1 0.184 

C24 1/3 1/2 1/2 1 1 0.110 

C25 1/3 1/2 1 1 1 0.128 

maxλ  = 5.055, CI = 0.014, RI = 1.12, CR = 0.013 

3.3. 模糊综合评价 

模糊综合评价法是利用模糊数学这一工具，对校院两级督导教学质量评价指标进行分析，并对教师

教学质量进行评价的方法。教学质量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而这些因素还要受到一系列子因素的影响。

因此，用模糊数学理论构建校院两级督导教学质量评价模型，综合系统中的多个影响的因素进行多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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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是对高等院校教师教学质量评估较为科学、合理的方法。 
1) 建立高等院校教师教学质量评估综合因素评价集合 V 
根据表 1， 

{ }
{ }

1 2,V B B=

= 校级教学督导评价，院级教学督导评价
 

2) 质量标准化各因素的权重分配，根据上一小节对权重的确定， 

{ }
{ }

1 2,

0.354,0.646

A a a=

=
 

3) 校级和院级教学督导教学质量评价等级 
结果如表 6 所示。 

 
Table 6. Estimation scale 
表 6. 评价等级 

教学质量评价得分(S) 90 80 70 60 50 

等级 优秀 良好 中 合格 不合格 

 
4) 建立评价矩阵 Ri 
由院级专家投票得评价矩阵 R1， 

1

0.8 0.1 0.1 0 0
0.9 0.1 0 0 0
0.8 0.2 0 0 0

R
 
 =  
 
 

 

由院级专家投票得评价矩阵 R2， 

2

0.9 0.1 0 0 0
0.9 0.1 0 0 0
0.8 0.2 0 0 0
0.8 0.2 0 0 0
0.9 0.1 0 0 0

R

 
 
 
 =
 
 
 
 

 

5) 求各因素评价矩阵 
由公式 i i iB C R= × 可得，其中 Ci为因素层的指标权重向量矩阵， 

( )1 1 1 1

0.8 0.1 0.1 0 0
0.443 0.170 0.387 0.9 0.1 0 0 0

0.8 0.2 0 0 0
B C R R

 
 = × = × =  
 
 

 

因此， ( )1 0.817 0.139 0.044 0 0B =  
同理， ( )2 0.871 0.129 0 0 0B =  
6) 建立总评价矩阵 B 

0.817 0.139 0.044 0 0
0.871 0.129 0 0 0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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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求风险评价矩阵 C 

( )

( )

0.817 0.139 0.044 0 0
0.354 0.646

0.871 0.129 0 0 0

0.852 0.133 0.016 0 0

C A B  
= × =  

 
=

 

8) 对工程造价风险评价矩阵 C 进行归一化处理 

( )0.851 0.133 0.016 0 0C =  

9) 求系统总得分 
评价矩阵 C 表明，当教学质量评价状况按五个等级评价时结果的分布情况。如果按表 6 对各种等级

以百分制打分，则可求得系统的总得分 f。 

1 1 2 2 3 3 4 4 5 5

0.851 90 0.133 80 0.016 70 0 60 0 50
88.35

f C S C S C S C S C S= × + × + × + × + ×

= × + × + × + × + ×
=

 

因此校院两级督导教学质量综合评价得分为 88.35，经过调查发现，与该老师以往表现和其他教师及

学生评价情况基本相符。因此评价指标较为科学有效，评价结果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4. 建议 

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校院两级督导教学质量评价体系后，如何在教学实践中持续有效实施是完善校院

两级教学质量评价体系的后续重要问题，因此需要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校院两级督导要通过学习、交流、评比等活动，不断更新自身的教育教学理念，依据教育教

学改革的最新形势，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和工作水平。对于校级督导来说，要增强主动参与意识及全局意

识，加强对院系督导专家的帮、带作用，对教学评价主要关注教师的教学水平、教学态度和教学互动等

问题；对于院级督导，要针对各自学院不同的情况和特色，对教师的教学效果做出更加公平合理地评价，

促使教师的教学水平不断提高。 
第二，完善校院两级教学督导的各项制度，目前大部分院校在校一级教学督导制度方面，制定的较

为完善。但在院级教学督导制度方面，由于各学院情况不同，院级教学督导又多为兼职，教学科研任务

比较重，因此院级督导制度的制定和实施都存在一定的问题。因此，需要对院级教学督导制度规范化，

制定或修订相关院级教学督导工作细则和奖惩措施，逐步建立较为完善的校院两级协同的教学督导制度。 
第三，为了使教学质量评价体系真正发挥持续改进高校教师教学水平的作用，应该改变过去重视检

查打分，不注重纠正问题、改正问题的局面。校院两级教学督导对教师进行教学评价，不能只是发现问

题，进行打分上报，将分数作为教师评优评先的依据，应该采取有效措施，由发现问题向解决问题进行

转变。鼓励教学评价机构或督导及时向教师反馈教学评价效果信息，帮助教师改正问题，进一步提高教

学水平，督导应与教师形成伙伴关系，而不是监督与被监督关系，通过共同努力，共同改进，形成和谐、

积极向上的教育教学环境。 
第四，校院两级督导应该紧密合作，改变过去仅仅以学科为中心的教育思想，要树立整体化知识的

教育理念，当前自然学科，人文学科等学科的边界正在淡化和融合，很多新兴学科正在出现，这些学科

往往都是交叉学科，涵盖不同学科知识体系。教学督导要认识到这种趋势，注重教师在教学中是否有这

一类涵盖其他学科的教学创新，对优秀教师的教学创新发现并进行总结，并进行全校宣传和理念推广。 
第五，校院两级督导在对教师进行监督和改进的同时，也要对学生学习进行督促和引导。学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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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仅只是学工部门的工作职责，校院两级督导也应该将此纳入评价范畴。不但注重老师的教，同时关

注学生的学，从两方面入手，可以更加有效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也有利于促进师生关系的和谐，调

动“教”与“学”两方面的积极性，帮助学校的教育教学水平稳步提高。 
第六，教学管理部门也要改变观念，以往对教师的评价工作多涉及对学院和教师个人的奖惩，对收

集过来的结果只是注重名次，不注重其中的内涵和原因。因此，教学管理部门需要以促进教师发展为重

要目的，建立评价机构与被评价人之间的信任关系，不断改进对教师的教学评价，帮助教育教学的整体

管理水平再上一个台阶。 
第七，为了校院两级督导教学质量评价工作可以更好地实施，需要建立四个例会制度。一是教学职

能管理部门间的联席例会制，每学期初进行，主要由教学主管校长或教学职能部门领导召集主持，旨在

通报工作信息、协调有关问题，创造既职责分明、又团结协作的良好工作氛围。二是校级督导组例会，

每月初进行，主要是安排和及时总结涉及全校性=的教学督导与评价工作，并对紧急和特殊的问题进行研

究讨论。三是校级督导组与院级督导小组联系例会，每月初进行，主要是加强两级专家的联系，通过交

流和沟通，解决教学过程中督导与评价工作共同关注的问题。四是学校教学督导工作总结大会，每学期

期中进行，由教学管理部门、教学职能部门、校级和院级全体教学督导、学生信息员代表参加，阶段性

总结全校教学督导与评价工作，共同研究讨论学校教学质量监控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5. 结论 

通过构建校院两级教学督导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探索高校校院两级督导制运行规律和特点，通

过对校园两级督导教学指标的构建、权重计算以及运用模糊综合评价对教师教学质量进行计算，评价指

标科学有效，评价结果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在此基础上，对校院两级督导教学质量评价提出建议，该指

标体系对提高教师教学水平，形成良好的教风学风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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