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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层次分析法智能软件分析百色学院数学与统计学院教学管理中的问题，针对问题给出一些教学管理

的意见，希望能促进本院教学管理水平，提升教学管理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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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e apply 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intelligent software to analyze the problems in the teach-
ing management of the College of Mathematics and Statistics of Baise University, and give some 
suggestions on the teaching management. We hope to promote the teaching management level of 
the college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eaching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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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和教学管理信息化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智能化在教学管理的应用中，显

得更为重要。在互联网+大背景下，能掌握现代化教育技术，将智能分析法运用到教学管理中，分析各教

学环节的利弊，对提高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有很大的帮助[1]。近年来国内教育技术界对于人工智能教育

教学应用的技术开发研究关注度较高，研究范围也比较广泛，涉及教育教学活动的诸多环节[2]。具体集

中在以下几个方面：智能教学系统、智能代理、智能答疑系统、智能决策支持系统等。 
智能决策支持系统是人工智能的重要应用之一，是人工智能和决策支持系统的结合。应用决策支持

系统能够更充分地来帮助解决复杂的决策问题，因而将人工智能利用于教学管理也比较多[3] [4] [5]。 
层次分析法智能软件可归入智能决策支持系统。本文通过调查数学与统计学院教师的教学对于学生

各方面的影响因素。利用层次分析法建立数学模型，分析提高学生成绩的影响因素，了解学生在学习过

程中出现的问题及发现教师教学管理中的利弊，结合智能的分析提出我们的一些建议，希望能有效的规

范管理教学，提高和发展学生各方面的能力，修正教学问题，完善教师的专业素养，最终促进学生的全

面发展。同时，也希望对地方性本科院校相关专业的教学管理提供一些借鉴之处。 

2. 调查相关问题及数据 

为了得到相关的数据，我们设置了问卷调查，对百色学院数学与统计学院的学生做了问卷调查，调

查结果见表 1。 
 

Table 1. Questionnaire survey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eachers’ teaching on students’ 
development in all aspects 
表 1. 教师的教学对学生各方面发展的影响因素问卷调查 

第 1 题 您的性别[单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男 42 32.06% 

女 89 67.94%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31 

第 2 题 您的年级[单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大一 3 2.29% 

大二 56 42.75% 

大三 33 25.19% 

大四 39 29.77%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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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题 您所在专业的类别为[单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 78 59.54% 

数学与应用数学(金融) 28 21.37% 

应用统计学 25 19.08%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31 

第 4 题 您觉得教师的教学态度对您的听课有多大的影响[单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非常大 100 76.34% 

一般 30 22.9% 

没有 1 0.76%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31 

第 5 题 在教师传授知识时，您对自己的学习接受能力满意吗？[单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非常满意 16 12.21% 

满意 52 39.69% 

一般 55 41.98% 

不满意 7 5.34% 

非常不满意 1 0.76%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31 

第 6 题 您觉得教师传授的知识在毕业就业时有用吗？[单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非常有用 27 20.61% 

有用 68 51.91% 

一般 33 25.19% 

没有用 3 2.29%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31 

第 7 题 您认为教师的教学方法您是否能够接受？[单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非常能接受 13 9.92% 

能接受 108 82.44% 

一般不能接受 9 6.87% 

不能接受 1 0.76%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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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题 您觉得您们的科任教师拥有自己的教学特色吗？[单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每科教师都有 59 45.04% 

有些有 67 51.15% 

都没有 5 3.82%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31 

第 9 题 您觉得自己的期末成绩主要是自己期末的复习还是教师上课的结果？[单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自己期末的复习 87 66.41% 

教师上课的结果 37 28.24% 

都没有关系 7 5.34%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31 

第 10 题 您觉得您们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能够很好地实现的教学态度包括哪些。 [多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教师课前准备充分，课堂精神饱满 114 87.02% 

教师积极维护课堂教学秩序，能有效利用课堂时间 111 84.73% 

教师从不迟到早退及随意调停课 86 65.65% 

教师批改作业及时认真，能够耐心为学生解答疑惑 99 75.57%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31 

第 11 题 您认为自己学习的接受能力受哪些因素的影响？ [多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教师的教学态度 110 83.97% 

教师的教学内容 107 81.68% 

教师的教学方法 117 89.31% 

教师的教学特色 98 74.81%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31 

第 12 题 如果教师可以改变上课的教学方法，您希望用什么教学方法上课呢？[多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讲授法 108 82.44% 

谈话法 61 46.56% 

演示法 94 71.76% 

实验法 74 56.49% 

实习作业法 62 47.33% 

研究法 48 36.64% 

讨论法 70 53.44%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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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 题 针对教师的教学您有什么建议？ [填空题] 

1) 教师应该让学生讨论完成问题，在上课的时候要多和学生互动，而不是老师一股脑的讲； 
2) 教师应该尊重学生的学习主体价值，站在学生的角度思考问题，多了解学生的情况； 
3) 教师上课应该多提问学生，抽查学生； 
4) 教师要提前备课，认真对待教学，有责任心； 
5) 希望教师们都能将课堂变得生动有趣； 
6) 讲授的课程最好能配上实际应用； 
7) 希望讲课都能用学生听得懂的术语讲课； 
8) 希望物理老师上课时声音大一些，而且能讲得通俗易懂； 
9) 讲课速度要适中，方便学生更好的接受知识； 
10) 不要平铺直叙，不管学生自己讲自己的。举例子要简明扼要； 
11) 希望教师上课时，能更多的引入知识在生活中或者科研中的应用实例； 
12) 建议加强实践活动； 
13) 希望能多使用黑板给学生讲解题目，而不是只在 PPT 上面讲授,多一些自己的特色，不要照本宣科； 

3. 分析的过程和结果 

通过设置问卷调查，分析调查数据。从“您觉得教师的教学态度对您的听课有多大的影响”这个问

题中，影响“非常大”所占比例高达 76.34%的调查结果可以看出，数学与统计学院的学生越来越重视教

师的教学能力对学生自身的学习有无帮助与影响，迫切的想提高自己的成绩。数据显示，教师的教学态

度(所占比例 83.97%)、教学方法(所占比例 89.31%)、教学内容(所占比例 81.68%)、教学特色(所占比例

74.81%)对学生的学习有很大的影响。而结果显示，数学与统计学院教师的教学中还存在一些不足，针对

这些不足，学生们也提出了一些建议。所以学习应是相互的，在学习的过程中，不仅老师会存在不足，

学生自己也会存在很多的不足。比如：学生自己的学习态度和学习接受能力等。本次调查报告凸显了师

生两方面的因素，直观的体现了教与学的关系，对新的教与学方式提出来了思考。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

比如没有深入细化问卷调查里面学习的态度，如果进行细化分析，效果会更好。针对这些问题，我们会

在将来改进，想办法提高调查问卷的精确度，提供更加有说服力的依据。 

3.1. 建立层次分析模型 

根据调查数据进一步进行研究[2]，使用层次分析系统，建立数学模型(见图 1)，对我院现有的教学管

理制度与我院学生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以及创新能力进行分析，为了更好的提高学生各方面的能力，

也为我院今后的教学管理提供依据。 

3.2. 模型求解 

通过层次分析系统建立数学模型，构造两两比较判断矩阵；由判断矩阵计算被比较元素相对权重； 计
算各层次元素的组合权重。其中提高学生自主探究能力占 0.3470；提升教师指导力度占 0.3664；提高学

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频率占 0.2866。 
由此可知，在教学活动中教师还是占主要地位，而学生主动学习、自主探究能力也尤为重要，而学

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的次数也需要进一步增加。这表明在教学工作以及学生的发展中，教师的指导对于

学生来说是特别重要的，可以为学生指明方向，提供建议，开阔视野，让学生得到更多的启发。 

3.3. 模型优化 

准则层的个数还是较少，还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进一步进行优化，将准则层个数增加。通过优化这

样才能更精确的将影响学生各项能力发展得因素找出来。也能更好的优化学院的教学管理。 

https://doi.org/10.12677/ae.2021.112076


廖千龙 等 
 

 

DOI: 10.12677/ae.2021.112076 494 教育进展 
 

 
Figure 1. Establishment of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model 
图 1. 层次分析模型的建立 

4. 提出建议 

针对模型求解的结果，在教学活动中，我们给出如下的建议：一是注重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自主

探究的能力，多鼓励学生参加各项活动，让学生在大学中掌握一些就业的基础知识，发展学生各方面的

能力，让学生朝着国家需要的人才方向发展。二是注重教师的指导。当代大学生进入大学虽然有自己的

想法，但是他们缺少主见，也不知道在大学要发展哪方面的能力，提升自己哪些不足。从高中进入大学，

首先从教学管理上就可以知道，跟高中有很大的差别，高中是班主任跟班管理，他们的目标是考上大学。

而大学提倡自主管理，要求学生做到自己管理自己。但是在现在的大学里面，很多大学生在大学根本不

知道自己的目标是什么，到了大学反而失去了自己的目标。而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的教师帮助和指导，

让他们明确自己从大一开始怎么努力，应该做到什么。三是注重知识的应用和实践能力培养。这是应用

型本科生应该进一步加强的地方，因为一些教师在课堂上就是为了授课而授课，上完课就走，学生也只

知道学习书中知识，从而忽略了其他方面的发展，比如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就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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