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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quality of teaching is the soul of a school. The objective, scientific, and impartial evaluation of 
teaching qualit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improve teachers’ annual assessment and teaching en-
thusiasm. By identifying factor sets, comment sets, weight sets, judgment matrixes, and compre-
hensive evaluation, and carring out a certain calculation, we establish a multi-level comprehen-
sive model of teaching quality evaluation in a school. Our goal is to make evaluation more fair, 
reasonable and scienti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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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学质量是一所学校的灵魂，客观、科学、公正的评价教学质量对提高教师年度考核、教学积极性等有

重要意义。本文运用模糊综合评价，通过确定因素集、评语集、权重集、评判矩阵和综合评判，进行一

定的计算，建立某校教学质量评价的多级模糊综合模型，使评价更具公平性、合理性和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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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教学质量评价就是通过一定的数理方法和其他手段，对教学质量的优劣进行描述的过程，它对于教

学质量的管理具有重要作用。通过教学质量评价，可以真实有效地反映教学质量及变化，是人才培养与

员工考核评价的基础，是教学质量决策与监督管理服务的重要环节之一，也是人才的综合素质评判的重

要手段。 
按某些模糊限制条件从决策域中选择出最优对象是模糊决策的目标之一。教学质量评价中，“教师

效用程度”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很难找出一个分明的界限，从而作为评价效用程度的分级标准也是模糊

的。以某校教师考核指标体系(见表 1)为例，可以看出大部分教师责任心成增加趋势，总用教学情况呈上

升趋势；其教学质量怎么评判呢？标准、分界线等或多或少存在灰色情况。 
 
Table 1. A teacher’s teaching quality quantitative index system 
表 1. 某一教师的教学质量量化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价 

优秀 良好 一般 较差 差 

教学绩效 

教学量 0.7 0.12 0.08 0 0 

教学效率 0.1 0.5 0.2 0.1 0.1 

教学质量 0.4 0.5 0.1 0 0 

计划性 0.3 0.2 0.4 0.05 0.05 

教学态度 

责任感 0.3 0.5 0.05 0.15 0 

团队精神 0.3 0.1 0.2 0.3 0.1 

学习态度 0.2 0.4 0.2 0.1 0.1 

工作主动性 0.3 0.1 0.3 0.2 0.1 

满意度 0.2 0.2 0.1 0.3 0.2 

教学能力 

创新能力 0.4 0.1 0.2 0.3 0 

管理能力 0.2 0.3 0.1 0.2 0.2 

沟通能力 0.5 0.1 0.1 0.1 0.2 

协调能力 0.6 0.2 0.1 0.1 0 

执行能力 0.5 0.1 0.2 0.1 0.1 

学习特长 

出勤评价 0.3 0.2 0.1 0.3 0.1 

技能提高 0.4 0.2 0.1 0.3 0 

培训参与 0.6 0.1 0.1 0.1 0.1 

工作提案 0.7 0.2 0.1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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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表 1 的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一个简单的数字指标作为分界线，界线两边截然分为不同

级别，这样的分级标准不太客观。在教学质量综合评价中，涉及到大量的复杂现象和多种因素的相互作

用，也存在大量的模糊现象和模糊概念。模糊数学的兴起为确定和不确定、精确与模糊的沟通建立了一

套数学方法。 
为了更好的解决问题，常用取大“∨”和取小“∧”算子来定义 Fuzzy 集之间的运算。首先介绍几

个定义与定理[1] [2]如下： 
定义 1 对于论域 X 上的模糊集 A，B，其隶属函数分别为 ( ) ( ),x xα β 。 
i) 若对任意 x X∈ ，有 ( ) ( )x xα β≤ ，则称 A 包含 B，记为 A B⊆ ； 
ii) 若 A B⊆ 且 B A⊆ ，则称 A 与 B 相等，记为 A = B。 

定义 2 对于论域 X 上的模糊集 A，B，称 Fuzzy 集C AUB= ， D A B= ∩ 为 A 与 B 的并(union)和交

(intersection)即  

( )( ) ( ) ( ){ } ( ) ( )max ,C AUB x A x B x A x B x= = = ∨  ( )( ) ( ) ( ){ } ( ) ( )min ,D A B x A x B x A x B x= ∩ = = ∧  

其相应的隶属度 ( ) ( ),C Dx xα β 为 ( ) ( ) ( ){ }max ,C x x xα α β= ， ( ) ( ) ( ){ }min ,D x x xβ α β= ，Fuzzy 集 CA

为 A 的补集或余集(complement)，其隶属度 ( ) ( )1c AA
x xα α= − 。 

定理 1 (择近原则)：设 ( )( ), 1, 2, ,iU V F X i n∈ = � ，若存在 0i ，使 

( ) ( ) ( ) ( ){ }0 1 2, max , , , , , ,i nN U V N U V N U V N U V= �  

则认为 V 与
0i

U 最贴近，即判定 V 与
0i

U 为一类。该原则称为择近原则。 
定理 2 (格贴近度)：设 ( ),A B F X∈ ，则 ( ) ( ) ( ), cA B A B A B= • ∧ ⊗ ，是模糊集 A,B 的贴近度，称作

A,B 的格贴近度。记为 

( ) ( ) ( ), cN A B A B A B= • ∧ ⊗  

基于以上定理和定义，本文以某校某一教师教学质量评价为例，采用模糊数学模型对其进行综合评

价。模糊综合评价是以模糊数学为基础，应用模糊关系合成的原理，进行综合评价的一种方法。基本思

路是由教学质量指标数据建立各因子指数对各级标准的隶属度集，形成隶属度矩阵，再把因子权重与隶

属度矩阵相乘，得到模糊积，获得一个综合评价集。因此在综合评价时，常用到模糊综合评价的方法进

行定量化处理，评价出某个教师教学质量等级。 

2. 模型方法：因素集、评价集及模糊矩阵 

根据模糊关系合成的原理和教学质量指标数据情况，分为因素集、评价集和模糊关系矩阵等，从多

个指标对被教学质量评价隶属等级状况进行综合性评判，其具体步骤如下： 
Step 1. 确定被评判对象的因素论域 U，取 U 为教学质量各单项指标的集合， { }1, , nU u u= � 。 

Step 2. 确定评语等级论域 V， ( )1 2, , , mV v v v= � 为刻画每一个因素所处的状态的 m 种决断(即评价等

级)。通常评语有 V = (优秀，良好，一般，…，较差，差，很差)。 
Step 3. 进行单因素评判，构建模糊关系矩阵 R。 

11 12 1

21 22 2

1 2

m

m

n n nm

r r r
r r r

R

r r r

 
 
 =
 
 
 

�
�

� � �
�

, 0 1ijr≤ ≤                             (1) 

其中 ijr 为 U 中因素 iu 对于 V 中等级 jv 的隶属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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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4. 确定评判因素权向量 ( )1 2, , , mw w w w= � ，W 是 U 中各因素对被评事物的隶属关系，它取决于

人们进行模糊综合评判时的着眼点，即根据评判时各因素的重要性分配权重； 
因素 iu 对 V 的隶属度为 jW ′，则模糊权向量为 

( )1 2, , , nW w w w= � , 

其中 

1

j
j n

j
j

W
W

W
=

′
=

′∑
                                       (2) 

对模糊权向量的确定多采用专家估计法，即请几位专家分别估计出 

( )1,2, ,iu i n= � , 

对 V 的隶属度，然后对不同专家的估计结果求平均，并归一化就可得到 

( )1 2, , , nW w w w= � . 

Step 5. 选择评价的合成算子，将 W 与 R 合成得到 ( )1 2, , , mB b b b= � 。 

( )

11 12 1

21 22 2
1 2

1 2

, , ,

m

m
n

n n nm

r r r
r r r

B W R w w w

r r r

 
 
 = =
 
 
 

�
�

� � �
� � �

�

,                       (3) 

“ �”为模糊合成算子 ( ),M ⊗ ⊕� � ，⊗� 和⊕� 是模糊变换的两种运算，具体形式为： 

( ) ( ) ( )1 1 2 2k k k n nkb w r w r w r= ⊗ ⊕ ⊗ ⊕ ⊕ ⊗� � � � � ��  ( )1,2, ,k m= �  

Step 6. 数据比较少时，对一级模糊综合评价结果 B 作分析，即得结果。 
Step 7. 将因素集 ( )1 2 1, , , ,n nU u u u u−= � 按照某种属性分成 s 个子因素集 1 2, , , sU U U� ，其中 

{ }1 2, , , , 1, 2, ,
ii i i inU u u u i s= =� � ，且满足： 

i). 1 2 sn n n n+ + ⋅⋅ ⋅ + = ， 
ii). 1 2 sU U U U∪ ∪ ∪ =� ， 
iii). 对任意的 , i ji j U U φ≠ ∩ = 。 
Step 8. 重复 Step 1~Step 6，对每一因素集 iU ，分别做出综合判断。设 ( )1 2, , , mV v v v= � 为评语集， iU

中各指标对于 V 的权重分配是 ( )1 2, , ,
ii i i inA a a a= � 。 

根据 Step 3 得到单因素评判矩阵，则得到一级评判向量 

( )1 2, , , , 1, 2, ,i i i i i imB A R b b b i s= • = =� � . 

Step 9. 将每个 iU 看作一因素，记为 

( )1 2, , , sW u u u=� � � �� . 

W� 又是一个因素集，W� 的单因素评判矩阵为 

1 11 12 1

2 21 22 2

1 2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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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 iU 作为 U 的一部分，反映 U 的某种属性，可以按照他们的重要性给出权重分配。 
( )1 2, , , nW w w w= � ，于是得到二级评判向量  

( )1 2, , , mC W R c c c= =�� � .                                (5) 

若每个子因素集 ( )1,2, ,iU i s= � 含有较多的因素，则可将 iU 再进行划分，从而得到三级评判模型，

甚至四级、五级等多级形式。 
下面以某校某一教师的教学质量问题对模型进一步细化如下： 

2.1. 评价因素、评价等级、因素集的定义 

由教学成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得评价因素论域为： 
( )1 2 3 4 5, , , ,U u u u u u=  

分别代表项目教学绩效、教学态度、教学能力、学习特长。 
定义等级论域为： 

( )1 2 3 4 5, , , ,V v v v v v= , 

其含义为(优秀，良好，一般，较差，差)。 

2.2. 评判矩阵 

定义：评判矩阵 

( )
11 12 1

21 22 2

1 2

m

m
ij n m

n n nm

r r r
r r r

R r

r r r

×

 
 
 = =
 
 
 

�
�

� � �
�

, ( )1,2, , ; 1, 2, ,i n j m= =� �  

其中 ijr 表示从因素 iu 着眼，该评判对象能被评为 jv 的隶属度.具体地说，ijr 表示第 i 因素在第 j 个评语 jv 上

的频率分布，一般把它归一化使之满足 1ijr =∑ 。 

2.3. 计算各因素权向量，综合判断，分析 

其余重复模型步骤 Step 1~step 9。 

2.4. 模糊分级分类 

在教学质量评价中，教学管理中常常需要按一定的标准(亲疏关系或相似程度)进行分级分类。对所研

究的对象按一定标准进行分类的数学方法称为聚类分析。聚类分析要经过相似程度求解与分级分类，其

繁琐的工作是求亲疏关系和计算传递闭包。 

2.4.1. 模糊相似矩阵求解(标定) 
设评价因素样本集合 ( )1 2 1, , , ,m mX x x x x−= � ，m 为评价因素样本数目，设每一个样本 ix 由一组特征

数据 ( )1 2 1, , , ,i i in inx x x x−� 表示。建立模糊相似矩阵 R，主要是确定其相似系数 ijr ，即： ix 与 jx 的相似程度.
求相似系数 ijr 的方法很多，如： 

1) 相似系数法： 

( ) ( )
1

22

1 1

m

ik i jk j
k

ij m m

ik i jk j
k k

x x x x
r

x x x x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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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距离法：
1

1
n

ij ik jk
k

r c x x
=

= − −∑  

其中 0 1c≤ ≤ ，适当选取 c 值，使得 ijr 分开。 
3) 最大最小法： 

( )

( )
1

1

min ,

max ,

m

ij ik
i

jk m

ij ik
i

b b
r

b b

=

=

=
∑

∑
, min

max min

ij i
ij

i i

a a
b

a a
−

=
−

                          (6) 

其中 minia 和 maxia 分别表示第 i 个样本平均值的最小值和最大值； ijb 为第 j 个特征第 i 个样本平均成绩的

标准化数值。 

2.4.2. 对评价因素样本集合进行分类(聚类分析) 
定义矩阵的模糊乘法“ �”运算规则如下：若 ( )ijB b= 是 n m× 阶矩阵， ( )ijC c= 是 1m×  阶矩阵，则

( )ikD B C d= =� 是 1n× 阶矩阵。 
传递闭包法聚类：对模糊相似矩阵 R，依次用平方法计算，得到传递闭包矩阵。构造传递闭包矩阵

的 v 截矩阵， λ 由 1 降至 0，进行分类。 

( )
�

�

1, ,
,

0, .

jk

jk

r
R j k

r
λ

λ

λ

 ≥= 
<

当

当
                                 (7) 

3. 模型应用 

教学质量评价中使用的数学模型包括确定性模型、随机性模型和模糊性模型[3] [4] [5]。所谓模糊性

是指元素对集合的隶属关系而言，因此采用模糊定义时需要引入隶属度定义。隶属度用来表示元素 iu 属

于模糊集合 U 的程度，也就是对模糊集合的判断是用元素对此集合的从属程度大小来表达的。用隶属度

来刻画分级界线就使集合界线模糊不清，比较合理。 
Case1：对某一教师的教学质量评价(表 1) 
设专家设定指标权重，其一级指标权重为： 

( )0.3,0.4,0.2,0.2A =  

二级指标权重为： 

( )1 0.3,0.1,0.4,0.2A =  

( )2 0.1,0.2,0.3,0.2,0.2A =  

( )3 0.3,0.1,0.2,0.1,0.3A =  

( )4 0.4,0.2,0.3,0.1A =  

对各个子因素进行一级模糊综合评价 

( )1 1 1 0.35,0.364,0.186,0.038,0.042B A R= =  

( )2 2 2 0.27,0.27,0.155,0.2150,0.09B A R= =  

( )3 3 3 0.45,0.16,0.13,0.14,0.12B A R= =  

( )4 4 4 0.50,0.18,0.10,0.17,0.05B A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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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二级综合评判为 

( )

( )

0.35 0.364 0.186 0.038 0.042
0.27 0.27 0.155 0.215 0.09

0.30,0.4,0.2,0.2
0.45 0.16 0.13 0.14 0.12
0.50 0.18 0.10 0.17 0.05

0.403,0.2852,0.1638,0.1594,0.0826

C AR

 
 
 = =
 
 
 

=

 

根据最大隶属度原则，对该教师的教学质量评价为优，同理可对其他教师的教学质量评价。 
Case2：现有 5 个等级的教学设计模板 ( )1 2 3 4 5, , , ,A A A A A ，待识别教学设计 B.反映教学设计质量的因

素有六项指标，构成论域 U，其中 

( ) ( ) ( ){
( ) ( ) ( )}

1 2 3

4 5 6

, , ,

, ,

U u u u

u u u

= 条理清晰 内容简洁 例题典型

目的明确 习题适当 反思到位
 

设五个等级的教学设计模板对六项指标的数值为：  

( )1 0.8,0.6,0.4,0.2,0.8,0.9U =  

( )2 0.9,0.1,0.2,0.4,0.3,0.7U =  

( )3 0.6,0.7,0.9,0.8,0.5,0.4U =  

( )4 0.2,0.4,0.2,0.2,0.1,0.6U =  

( )5 0,0.1,0.2,0.1,0.6,0.8U =  

待识别的教学设计各项指标 

( )0.8,0.5,0.4,0.2,0.3,0.1V =  

由格贴近度公式计算可得 

( ) ( ) ( )1 2 3, 0.8, , 0.7, , 0.6,N V U N V U N V U= = =  

( ) ( )4 5, 0.4, , 0.3N V U N V U= =  

按择近原则，可以将 V 定为一级教学设计( 1U )。 
Case3：已知物电、信工、土木、食品、农业、生命、经管、数统、化工学院 9 个学院的 16 个新进

教师上课情况的平均成绩如表 2 所列。试用模糊聚类分析方法对新进教师上课情况进行评价。 
Step 1. 用 1,2, ,16i = � 分别表示新进教师， 1,2, ,9j = � 分别表示物电、信工、土木、食品、农业、

生命、经管、数统、化工学院 9 个学院， ija 表示第 j 个学院第 i 个新进老师的平均成绩。 
数据标准化。采用极差变换 

min

max min

ij i
ij

i i

a a
b

a a
−

=
−

. 

式中： minia 和 maxia 分别表示新进教师平均成绩的最小值和最大值； ijb 为第 j 个学院第 i 门课平均成绩的

标准化数值。 
按照上述公式计算得到 9 个学院 16 个新进教师成绩的标准化数据如表 3 所列。 
Step 2. 根据标准化数据建立各学院之间新进教师上课成绩指标的相似关系矩阵 

https://doi.org/10.12677/aam.2018.78125


位瑞英，李银 
 

 

DOI: 10.12677/aam.2018.78125 1078 应用数学进展 
 

Table 2. Average scores of 16 new teachers in class 
表 2. 16 个新进教师上课平均成绩表 

 物电 信工 土木 食品 农业 生命 经管 数统 化工 

教师 1 81 85 70 72 87 80 91 82 92 

教师 2 89 72 68 79 80 82 79 83 78 

教师 3 82 81 77 78 84 83 85 88 84 

教师 4 80 80 80 82 77 84 83 76 81 

教师 5 83 85 85 83 76 82 80 81 84 

教师 6 90 70 65 84 80 81 78 75 85 

教师 7 91 75 75 72 83 87 92 82 84 

教师 8 85 85 81 73 78 85 86 83 82 

教师 9 88 70 70 71 80 80 80 79 78 

教师 10 92 71 80 78 78 82 82 74 89 

教师 11 73 80 85 88 76 90 84 83 73 

教师 12 75 82 90 82 86 91 80 86 84 

教师 13 79 83 75 85 86 81 71 80 76 

教师 14 95 84 73 84 83 85 77 81 75 

教师 15 83 86 82 82 84 92 74 71 83 

教师 16 85 87 95 83 82 83 79 81 76 

 
Table 3. Standardization of average scores 
表 3. 平均成绩的标准化 

 物电 信工 土木 食品 农业 生命 经管 数统 化工 

教师 1 0.5 0.681818 0 0.090909 0.772727 0.454545 0.954545 0.545455 1 

教师 2 1 0.190476 0 0.52381 0.571429 0.666667 0.52381 0.714286 0.47619 

教师 3 0.454545 0.363636 0 0.090909 0.636364 0.545455 0.727273 1 0.636364 

教师 4 0.5 0.5 0.5 0.75 0.125 1 0.875 0 0.625 

教师 5 0.777778 1 1 0.777778 0 0.666667 0.444444 0.555556 0.888889 

教师 6 1 0.2 0 0.76 0.6 0.64 0.52 0.4 0.8 

教师 7 0.95 0.15 0.15 0 0.55 0.75 1 0.5 0.6 

教师 8 0.923077 0.923077 0.615385 0 0.384615 0.923077 1 0.769231 0.692308 

教师 9 1 0 0 0.055556 0.555556 0.555556 0.555556 0.5 0.444444 

教师 10 1 0 0.428571 0.333333 0.333333 0.52381 0.52381 0.142857 0.857143 

教师 11 0 0.411765 0.705882 0.882353 0.176471 1 0.647059 0.588235 0 

教师 12 0 0.4375 0.9375 0.4375 0.6875 1 0.3125 0.6875 0.5625 

教师 13 0.533333 0.8 0.266667 0.933333 1 0.666667 0 0.6 0.333333 

教师 14 1 0.5 0 0.5 0.454545 0.545455 0.181818 0.363636 0.090909 

教师 15 0.571429 0.714286 0.52381 0.52381 0.619048 1 0.142857 0 0.571429 

教师 16 0.473684 0.578947 1 0.368421 0.315789 0.368421 0.157895 0.26315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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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1

1

min ,

max ,

m

ij ik
i

jk m

ij ik
i

b b
r

b b

=

=

=
∑

∑
 

计算得到相似关系矩阵如表 4 所列。 
Step 3. 由平方法可求得传递闭包 4R̂ R= ，其结果如表 5： 
Step 4. 分类结果。根据模糊等价关系矩阵 ( )9 9

ˆ
ijR r

×
= 。基于公式(7)，构造并计算 R̂ 的 λ 截矩阵。等

价传递闭包矩阵中的元素按照从大到小排列，由 1 降为 0， 
{ }0.6137,0.6051,0.5987,0.5914,0.5893,0.5532,0.5362,0.1, 4930λ = ，写出 ( ),R j kλ ，按 ( , )R j kλ 进行分类， 

元素 i 和 j 归为同一类的条件是 

( ), 1, , 1, 2, ,9R j k i jλ = = � . 

分类结果分析与聚类图如下(图 1)： 
 
Table 4. Similar relation Matrix 
表 4. 相似关系矩阵 

 物电 信工 土木 食品 农业 生命 经管 数统 化工 

物电 1 0.456428 0.285711 0.399714 0.475333 0.589268 0.495456 0.451496 0.583518 

信工 0.456428 1 0.493013 0.510195 0.474011 0.536169 0.410317 0.474089 0.466645 

土木 0.285711 0.493013 1 0.423429 0.270684 0.420732 0.300886 0.311713 0.365426 

食品 0.399714 0.510195 0.423429 1 0.459248 0.553192 0.37477 0.389941 0.417331 

农业 0.475333 0.474011 0.270684 0.459248 1 0.584289 0.489518 0.598652 0.561147 

生命 0.589268 0.536169 0.420732 0.553192 0.584289 1 0.613706 0.591361 0.5709 

经管 0.495456 0.410317 0.300886 0.37477 0.489518 0.613706 1 0.55691 0.605088 

数统 0.451496 0.474089 0.311713 0.389941 0.598652 0.591361 0.55691 1 0.496829 

化工 0.583518 0.466645 0.365426 0.417331 0.561147 0.5709 0.605088 0.496829 1 

 
Table 5. Transmit closure matrix 
表 5. 传递闭包矩阵 

1 0.536169 0.493013 0.553192 0.589268 0.589268 0.589268 0.589268 0.589268 

0.536169 1 0.493013 0.536169 0.536169 0.536169 0.536169 0.536169 0.536169 

0.493013 0.493013 1 0.493013 0.493013 0.493013 0.493013 0.493013 0.493013 

0.553192 0.536169 0.493013 1 0.553192 0.553192 0.553192 0.553192 0.553192 

0.589268 0.536169 0.493013 0.553192 1 0.591361 0.591361 0.598652 0.591361 

0.589268 0.536169 0.493013 0.553192 0.591361 1 0.613706 0.591361 0.605088 

0.589268 0.536169 0.493013 0.553192 0.591361 0.613706 1 0.591361 0.605088 

0.589268 0.536169 0.493013 0.553192 0.598652 0.591361 0.591361 1 0.591361 

0.589268 0.536169 0.493013 0.553192 0.591361 0.605088 0.605088 0.59136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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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Classification chart 
图 1. 分类图 

 
1) 当 0.6137 1λ< ≤ 时，将 9 个学院分为 8 类：{物电}，{信工}，{土木}，{食品}，{农业}，{生命，

经管}，{数统}，{化工}。 
2) 当 0.6051 0.6137λ< ≤ 时，将 9 个学院分为 7 类：{物电}，{信工}，{土木}，{食品}，{农业}，{生

命，经管，化工}，{数统}。 
3) 当 0.5987 0.6051λ< ≤ 时，将 9 个学院分为 7 类：{物电}，{信工}，{土木}，{食品}，{农业，数

统}，{生命，经管，化工}。 
4) 当 0.5914 0.5987λ< ≤ 时，将 9 个学院分为 7 类：{物电}，{信工}，{土木}，{食品}，{农业，数

统，生命，经管，化工}。 
5) 当 0.5893 0.5914λ< ≤ 时，将 9 个学院分为 2 类：{物电，信工，土木，食品}，{农业，数统，生

命，经管，化工}。 
6) 当 0.5532 0.5893λ< ≤ 时，将 9 个学院分为 2 类：{信工，土木，食品}，{物电，农业，数统，生

命，经管，化工}。 
7) 当 0.5362 0.5532λ< ≤ 时，将 9 个学院分为 2 类：{信工，土木}，{物电，食品，农业，数统，生

命，经管，化工}。 
8) 当 0.4930 0.5362λ< ≤ 时，将 9 个学院分为 2 类：{土木}，{物电，信工，食品，农业，数统，生

命，经管，化工}。 

4. 结束语 

本文以某一学校教师教学质量为例，利用多级模糊综合评价方法对某校教学质量进行评价与分类。

评价结果表明：教学设计与教学效果归类、教学质量因子评价结果略有差异，但大体上一致。这些情况

与实际情况相吻合，表明教学质量模糊综合评价方法具有一定的实用与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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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程序如下： 
Case1. 
a=load('mhdata.txt'); %把表中的原始数据保持为 jxzl.txt 
w=[0.4  0.3  0.2  0.1]; 
w1=[0.2  0.3  0.3  0.2]; 
w2=[0.3  0.2  0.1  0.2  0.2]; 
w3=[0.1  0.2  0.3  0.2  0.2]; 
w4=[0.3  0.2  0.2  0.3]; 
b(1,:)=w1*a([1:4],:); 
b(2,:)=w2*a([5:9],:); 
b(3,:)=w3*a([10:14],:); 
b(4,:)=w4*a([15:end],:) 
c=w*b 
Case2.类别划分 
a=[0.8 0.6 0.4 0.2 0.8 0.9 
0.9 0.1 0.2 0.4 0.3 0.7 
0.6 0.7 0.9 0.8 0.5 0.4 
0.2 0.4 0.2 0.2 0.1 0.6 
0 0.1 0.2 0.1 0.6 0.8]; 
b=[0.8 0.5 0.4 0.2 0.3 0.1];%数据输入 
for i=1:5 
x=[a(i,:);b]; 
t(i)=min([max(min(x)) 1-min(max(x))]); 
end 
t 
Case 3： λ截矩阵 

R2 = 
1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1     1     0     0 
0     0     0     0     0     1     1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1 

 
R3 = 

1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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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0     0     0     1     1     0     1 
0     0     0     0     0     1     1     0     1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1     1     0     1 

 
R4 = 

1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1     0 
0     0     0     0     0     1     1     0     1 
0     0     0     0     0     1     1     0     1 
0     0     0     0     1     0     0     1     0 
0     0     0     0     0     1     1     0     1 

 
R5 = 

1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1     1     1     1     1 
0     0     0     0     1     1     1     1     1 
0     0     0     0     1     1     1     1     1 
0     0     0     0     1     1     1     1     1 
0     0     0     0     1     1     1     1     1 

 
R6 = 

1     0     0     0     1     1     1     1     1 
0     1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1     0     0     0     1     1     1     1     1 
1     0     0     0     1     1     1     1     1 
1     0     0     0     1     1     1     1     1 
1     0     0     0     1     1     1     1     1 
1     0     0     0     1     1     1     1     1 

 
R7 = 

1     0     0     1     1     1     1     1     1 
0     1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1     0     0     1     1     1     1     1     1 
1     0     0     1     1     1     1     1     1 
1     0     0     1     1     1     1     1     1 
1     0     0     1     1     1     1     1     1 
1     0     0     1     1     1     1     1     1 
1     0     0     1     1     1     1     1     1 

 
R8 = 

1     1     0     1     1     1     1     1     1 
1     1     0     1     1     1     1     1     1 
0     0     1     0     0     0     0     0     0 
1     1     0     1     1     1     1     1     1 
1     1     0     1     1     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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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0     1     1     1     1     1     1 
1     1     0     1     1     1     1     1     1 
1     1     0     1     1     1     1     1     1 
1     1     0     1     1     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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