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Vocational Education 职业教育, 2022, 11(6), 531-535 
Published Online November 2022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ve 
https://doi.org/10.12677/ve.2022.116082  

文章引用: 陈晴, 朱熙, 刘勤勇. 教学案例库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J]. 职业教育, 2022, 11(6): 531-535.  
DOI: 10.12677/ve.2022.116082 

 
 

教学案例库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陈  晴，朱  熙，刘勤勇* 

海军军医大学教学考评中心，上海 
 
收稿日期：2022年9月19日；录用日期：2022年10月24日；发布日期：2022年11月1日 
 

 
 
摘  要 

本文立足教学案例库的建设目标与要求，聚焦教学案例库的核心特质，挖掘教学案例库评价的关键要素

和核心指标，凝练构建科学、系统、全面的教学案例库评价指标体系，希望能为教学案例库的综合质量

评价提供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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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construction goals and requirements of the teaching case base,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cor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eaching case base, excavates the key elements and core indicators 
of the evaluation of the teaching case base, and condensedly builds a scientific, systematic and com-
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icator system of the teaching case base, hoping it can provide a beneficial 
reference for the comprehensive quality evaluation of the teaching case 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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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案例库，是由一个或多个机构根据一定的建设规范，组织收集案例信息、进行案例研究、统一编写

文稿，将案例汇集在一起进行系统管理与维护的案例信息库或案例资源库[1]。案例库是案例的合集，是

案例教学法的支持系统，是案例教学能够成功实施的前提和保障，案例库建设的质量直接决定了案例教

学的效果和一流课程建设的质量[2]。 
为了更好地体现案例教学法在教学中的作用，首先，重视教学案例库建设，其次，就是在建设教学

案例库的基础上，配套构建教学案例库的评价指标，用合理科学系统的评价体系对教学案例库进行持续

追踪评估[3]。通过以评促建、以评促改，为案例库建设和发展指明方向，为案例库改进和优化提供标准

或方法参考，用评价的指挥棒指挥教学案例库的建构、改进与完善，才能持续促进案例库的建设发展，

不断为案例教学积累、提供更好的案例素材，改善和提升案例教学的效果，达到强化学员学习动机、提

高学员自主学习能力、改进教学质量、推进教学改革的目的。 
笔者以“教学案例库”“教学案例资源”和“评估”“评价”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检索，通过阅读

摘要筛选相关文献进行深度研读，然后，在校内进行课堂观察，最后，以 2020 年 7 月~8 月在大学参与

任职培训的学员和授课教员为调查对象，展开问卷调查。经整理 283 份学员问卷、36 份教员问卷以及咨

询校内 18 名专家意见，对教学案例库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与应用形成如下初步研究成果。 

2.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案例库建设评价主体、评价角度、评价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等不同，都会导致评估指标体系的不同，目

前，尚未形成对案例库建设质量进行评价的统一标准[2] [4] [5] [6]。但可以统一的是，教学案例库建设的根

本目的就是为教员开展案例教学法提供优质的案例素材。所以评价教学案例库应立足于案例库的本质特性，

确定能够体现案例库的建设目的与要求的评价指标，对案例库的建设质量进行检验。以相对系统、科学、

全面的评价指标体系化地考查教学案例库的关键内容和核心要素，客观综合地评价教学案例库的质量[7] [8]。 
基于此，评价体系构建必须与案例库建设工作的目标一致。案例库为案例教学法而建，主要用于辅

助教学，供一线教员和学员使用，为了方便教员教学，提高学员学习动机，提升教学质效。因此，评价

指标体系的重点也应落脚在教学上，案例库建设与评价的基本原则就是遵循课程建设“两性一度”的建

设标准，以人才培养目标为导向，突出课程特色，紧扣教学大纲，关注案例库对实际教学效果提升的幅

度。其次，评价指标体系应具有系统全面性。评价指标体系应尽量涵盖多个维度，系统全面、体系完整

才能尽可能客观中性地通盘反映被评价对象的特性，因此，对教学案例库的评价应当包含对案例的评价、

对案例与教学的契合度的评价以及对案例库系统本身的评价等。最后，量化评价指标，增强可操作性。

为避免评价过程过于繁琐复杂，从而导致其评价失去操作价值，失去权威性和可评价性，评价指标数量

的设置不宜过多，且应当尽可能使用可量化指标。评价者要通过参考不同的案例库评价指标，抓住评价

的关键要素，尽可能完整地提炼核心指标，构建一套普适的、基本涵盖要点的评价指标体系，尽快实现

评价指标体系的系统全面性和可操作性之间的统一。 

3. 三级评价指标体系的形成 

根据前期研究，遵照上述基本原则，共设置三级评价指标。首先，科学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关键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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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其作为一级核心评价指标，其中包括：案例本身、案例库系统与使用效果。其次，通过综合提炼较为

分散和过于细节的评价内容，形成能够实现案例库评估需求又切实可操作的二级核心指标。最终，考虑

院校案例库建设的实际情况，形成客观可量化的三级核心指标，作为案例库评价最基础的判断依据(教学

案例库三级评价指标体系见下表 1)。 
 
Table 1. Tertiary evaluation indicator system of the teaching case base 
表 1. 教学案例库三级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案例本身 

格式结构 

是否要素完备： 
案例描述；案例讲义；案例使用说明 

是否格式规范，要素齐全： 
案例名称(标题)；案例背景及相关知识链接 

案例主题内容；结果解析；附录(参考资料、案例相关的图表) 

内容 
是否具备 5 对特性： 

真实性与客观性；典型性与完整性；时效性与导向性；现实性

与行业敏感性；启发性与争议性 

案例库系统 

呈现的形式 
是否以文本为主要呈现形式； 

是否有视频影像、图片、动画等多媒体材料辅助呈现； 
是否界面友好，方便操作使用 

案例库结构 
个案数量是否达标 

案例库格式是否规范 

案例库分布 

是否有科学清晰的分类标准 

是否有系统筹划的分布内容： 
案例覆盖知识面与教材内容的相关性； 
案例内容理论深浅与教学要求的吻合度； 

案例要体现知识的系统性、系列化和整合性 

使用效果 

教员反馈 

对学员学习效果的评价： 
课业成绩，学员学习兴趣、创新能力培养的效果、解决实际问

题的能力等 

对案例库的使用评价： 
案例的广度及深度，案例启发性及实践性，案例与培养目标的

一致性、案例库管理更新的及时性、以及操作使用的便捷性等 

学员评价 

学员个人能力或兴趣指标的提升： 
查阅文献资料的能力、创新能力、表达能力、团队协作能力、

学生兴趣度等 

学员对案例教学的认可度评价： 
对案例的接受度、对案例教学总体设计的满意度、对教员教学

过程的评价。 

4. 评价指标体系的拆分与解读 

4.1. 案例本身 

主要评价案例本身格式结构与案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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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格式结构 
是否要素完备，包含案例描述、案例讲义、案例使用说明等３个必备文件，方便提供给相关学科所

有课程授课教员选择使用。 
是否按照规定格式，统一规范整理和编写，包括案例名称(标题)、案例背景及相关知识链接、案例主

题内容、结果解析、附录(参考资料、案例相关的图表)等结构要素。 

4.1.2. 案例内容 
评价案例内容的优劣，主要侧重以下 5 个特性：1) 真实性与客观性。取材于真实实践，案例描述客

观中立，不带有任何主观感情色彩和倾向。2) 典型性与完整性。在学科方向上具有代表性、影响性，能

够代表某一类事务或现象的本质属性，案例叙述涵盖背景直至问题解决的完整内容，情节描述具体详细。

3) 时效性与导向性。具有很强的适时性与前沿性，体现时代特点，能够涵盖最新的知识和信息，具有一

定的导向意义。4) 现实性与行业敏感性。与我国现阶段军事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相符合，有利于学员快速

融入特定行业特定情境，更好地理论联系实际。5) 启发性与争议性。案例必须为一定的教学目的服务，

帮助学员深化理解教学内容，有争议和结果具有不确定性的案例，给学员提供思维发散的空间，有利于

代入角色，启迪思路引人深思，提升学员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4.2. 案例库系统 

主要评价案例库系统呈现的形式，案例库结构，案例库分布。 

4.2.1. 呈现的形式 
目前的建设水平下，案例应以文本为主要呈现形式，但案例库系统呈现形式应尽可能多样化，该部

分主要考察是否有视频影像、图片、动画等多媒体材料辅助呈现，界面友好，检索功能清晰，方便用户

操作使用。 

4.2.2. 案例库结构 
一方面，考察个案数量是否达标。案例库建设的目标不同，学科专业不同，理论与实践类比不同，

案例库所包含的个案数量也会有所不同。原则上，个案数量基本覆盖主要教学内容即可，在评价时应当

依据具体情形具体分析。 
一方面，考察案例库格式的规范性。案例库的提交格式必须遵循统一规定和要求，规范由负责建设

案例库的主体具体说明。评价时应看其是否严格按照规定实施。案例库存储案例的主要格式应为文本的

“word”和网页的“html”格式。根据需要呈现的形式不同，案例库也应支持“mp4”“rmvb”等，同

时，支持 PC 和手机终端的视频格式，以及“jpg”“png”等常见的图片格式。 

4.2.3. 案例库分布 
一方面，考察是否有科学清晰的分类标准。案例按照科学的分类标准入库，并按照分类标准进行规

范化编码。可以结合院校的属性，以专业和学科方向划分，设置相应的案例库，第二级按照案例发生时

间或开发时间进行分类，再下一级是案例代表的序号等；也可根据学习过程，针对不同学习阶段设置案

例库，或针对不同学习阶段，将案例拆分成不同的部分；亦可根据教学需要，按照不同表现形式设置相

应案例库，如以视频、图片、文字等直接浏览形式为主的案例库和以全景视频、VR 应用程序等可交互形

式为主的案例库。 
一方面，考察是否有系统筹划的分布内容。1) 案例覆盖知识面与教材内容的相关性。案例所涉及的

知识应与教学内容相贴切，以便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为学员构建清晰准确的教学情境，提高学员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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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注度和积极性，更利于学员带着问题看案例。2) 案例内容理论深浅与教学要求的吻合度。案例涉及理

论知识的深浅应根据满足案例教学需要，案例内容涉及理论知识点不宜浅显，会导致学员对知识的理解

不够深入清晰，对案例问题失去兴趣；也不宜太过深入，会使学员对原本知识的理解更为困难，对重难

点产生混淆。3) 案例要体现知识的系统性、系列化和整合性。同一个案例可以涵盖多个知识点，利于系

统串联整个教学内容；一个教学内容可以配合多个不同角度的案例，从多角度展开教学，利于教学重难

点的深挖，帮助学员加深理解强化记忆。 

4.3. 案例教学效果的评价 

主要包括教员反馈和学员评价。 

4.3.1. 教员反馈 
一方面，体现在对学员学习效果的评价上，除了课业成绩，还包括学员学习兴趣是否浓烈、创新能

力培养的效果、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等；另一方面，体现在对案例库的使用评价上，如案例的广度及深度，

案例启发性及实践性，案例与培养目标的一致性、案例库管理更新的及时性、以及操作使用的便捷性等。 

4.3.2. 学员评价 
一方面，是学员个人能力或兴趣指标的提升，如查阅文献资料的能力、创新能力、表达能力、团队

协作能力、学生兴趣度等；一方面，是学员对案例教学的认可度评价，如对案例的接受度、对案例教学

总体设计的满意度、对教员教学过程的评价。 
可靠有效的评估是案例库发展建设与案例教学有效实施的关键。教师可以依据评价指标优化教学案

例的选择、教学设计与课堂实践，教学管理及科学研究人员可以据此正确评估案例库建设与发展整体水

平，发现当前存在的问题，清晰认识案例库建设的发展程度及现实差距。该指标体系只是理论与实践初

步结合的研究成果，后续会尝试将其运用在评价实践中不断验证、改进与完善，从而为教学案例库的评

价提供更多有意义和有价值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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