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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模糊综合评价法是基于模糊数学的一种综合评价方法。本文构建了以企业指导人员、学生自我评价和校

内指导教师为评价主体，采用二级过程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评价指标，得到学生顶岗实习综合

评价分的模糊综合评价法，提高顶岗实习评价的有效性和实习实践教学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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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ethod is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ethod based on fuzzy 
mathematics. In this paper, we construct a two-level process evaluation and summativ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which is composed of enterprise supervisors, students’ self-evaluation and school 
teachers’ evaluation. The 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ethod is used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
ness of the evaluation and the effect of practice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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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职院校顶岗实习和成绩评价体系建立的必要性 

教育部等八部门印发《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的第二十七条和自治区教育厅等八部门关于印

发《广西壮族自治区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实施细则(修订)》指出学生实习的本质是教学活动，是实践教

学的重要环节。文件中要求职业学校要会同实习单位，完善过程性考核与结果性考核有机结合的实习考

核制度，根据实习目标、学生实习岗位职责要求制定具体的考核方式和标准，共同实施考核[1] [2]。然而，

目前高职院校学生顶岗实习评价单纯的是校内实习指导老师根据所指导学生实习日常表现、实习日记、

实习总结等打出企业指导老师、校内指导老师分数，进行简单的加权计算，评价主体单一、评价指标简

单化且主观性强。因此，为了克服以上困难，结合高职实践教学，结合过程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方式，

建立多元化的评价主体的评价指标的模糊综合评价法对学校实践教学评价体系的完善有着重要意义。 

2. 模糊综合评价法的数学模型 

模糊综合评价法是一种基于模糊数学的综合评价方法，它根据模糊数学的隶属度理论把定性的评价

转化为定量的评价，即利用模糊数学的相关理论对受到多种因素影响的事物做出科学的评价，方法逻辑

性强、结果清晰、系统性强，能较好地解决模糊的、难以量化、非确定性的问题[3]。 

设影响评价对象的因素组成的评价集合 { }1 2, , , nU u u u=  和其权重 { }1 2, , , nA A A A=  ，其中
1

1
n

i
i

A
=

=∑ ； 

对各影响因子进行评价，得到评价集合 { }1 2, , , mV v v v=  ；建立U V→ 的评价函数 R U V= × ，得到模糊 
评价矩阵 ( )ij n m

R r
×

= ，其中 ijr 为评价因 iu ( )1,2, ,i n=  对应的评价等级 jv ( )1,2, ,j m=  的隶属度；计算 

模糊综合评价向量 B A R= ⋅ ；根据最大隶属度原则[4]，得出评价结果。 

3. 高职生顶岗实习效果模糊综合评价模型的构建 

3.1. 顶岗实习过程性评价体系 

根据职业院校的人才培养目标、岗位技能和职业道德的要求，建立了以学生评价、实习企业指导技

师和校内指导教师的三元评价主体和权重、二级过程性评价指标体系和各个指标的权重。根据顶岗实习

效果评价的目的，我们将其评语集确为： { }1 2 3 4 5, , , ,V v v v v v=  = (优，良，中，及格，不及格 = (95, 85, 75, 
65, 55)。为了全面反映出学生顶岗实习整个过程的知识储备、能力提升和成果展示，因此一级指标 U 分

别包括了学生自评的岗位任务、岗位适应，企业指导老师评价的职业素质、职业能力和校内指导老师的

岗位任务、实习过程心理健康，一级指标的权重为 A = (0.05, 0.05, 0.25, 0.2, 0.1, 0.25, 0.1)；再把一级指标

再细化分为二级指标，二级指标的权重为 ( )1 2, , ,i i i ijA A A A=   = (0.6, 0.4; 0.5, 0.5; 0.5, 0.3, 0.2; 0.4, 0.4, 0.2; 
0.4, 0.3, 0.3; 0.4, 0.2, 0.2, 0.2; 0.5, 0.3, 0.2)。在此基础上建立顶岗实习过程性评价指标[5] [6]。 

为了反馈职业院校顶岗实习效果情况，随机抽选 10 名校内指导老师对所指导的 10 名学生针对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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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岗实习效果评价指标进行评价，具体结果如表 1 和表 2。 
 

Table 1. The table of process evaluation index and weight 
表 1. 过程性评价指标与权重表 

评价主体 
与权重 

一级 
指标 U 权重 A 二级指标 iU  评价标准 

权重 
iA  

评价结果 V 

优秀 良好 中等 及格 不及格 

学生 0.1 

岗位 
任务 1u  0.05 

基础知识 
11u  

服从实习指导老师和 
单位的管理 

0.6 0.5 0.2 0.2 0.1 0 

专业知识 
12u  

掌握实习岗位所需要 
的技能 

0.4 0.3 0.2 0.3 0.2 0 

岗位 
适应 2u  0.05 

职业价值观

21u  
认同和热爱行业 

和岗位 
0.5 0.2 0.3 0.4 0.1 0 

职业素养 
22u  

为人诚实、做事踏实、 
同事相处融洽 

0.5 0.4 0.3 0.1 0.2 0 

企业指导 
老师 0.45 

职业 
素质 3u  0.25 

勤奋与 
责任感 31u  

工作上勤奋苦干， 
有担当与责任心 

0.5 0.3 0.5 0.1 0.1 0 

沟通合作 
能力 32u  

善于与同事合作， 
合作协调能力强 

0.3 0.3 0.4 0.2 0.1 0 

学习能力 
33u  

热爱学习， 
虚心请教 

0.2 0.1 0.5 0.2 0.2 0 

职业 
能力 4u  0.2 

解决问题 
能力 41u  

做事灵活性好， 
处理问题机灵 

0.4 0.3 0.5 0.2 0 0 

工作效率 
42u  工作效率高 0.4 0.3 0.2 0.4 0.1 0 

岗位达标 
情况 43u  

在规定时间保证质量 
完成事情 

0.2 0.1 0.4 0.4 0.1 0 

校内指导 
老师 0.45 

岗位 
任务 5u  0.1 

单位对口 
51u  实习单位对应专业群 0.4 0.3 0.4 0.2 0.1 0 

岗位对口 
52u  

实习岗位对应 
单位群 

0.3 0.2 0.4 0.3 0.1 0 

转岗率 
53u  

换岗位、 
换单位频率 

0.3 0.3 0.2 0.4 0.1 0 

实习 
过程 6u  0.25 

实习纪律 
61u  

遵守学校和 
实习单位纪律 

0.4 0.3 0.3 0.3 0.1 0 

实习日记 
62u  

按时按量按质完成 
实习日记 

0.2 0.4 0.1 0.4 0.1 0 

实习签到 
63u  

按时按量按质完成 
实习签到任务 

0.2 0.2 0.3 0.3 0.2 0 

现场检查 
64u  

实习指导老师下岗位 
检查效果 

0.2 0.3 0.1 0.4 0.2 0 

心理健康

7u  0.1 

个人意志 
71u  

具有独立意识和吃苦精神，

无消极怠工、无故离岗现象 
0.5 0.2 0.4 0.1 0.3 0 

人际关系 
72u  

与他人关系融洽，具有 
奉献精神和团队协助精神 

0.3 0.2 0.3 0.4 0.1 0 

价值观念 
73u  

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 
人生观、世界观 

0.2 0.3 0.2 0.2 0.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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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 1，得到二级指标基础知识 11u 的隶属度向量 ( )11 0.5,0.2,0.2,0.1,0r = 和专业知识 12u 的隶属度向 

量 ( )12 0.3,0.2,0.3,0.2,0r = 。因此，可以得到隶属度矩阵 1

0.5 0.2 0.2 0.1 0
0.3 0.2 0.3 0.2 0

R  
=  
 

。同理，根据评价主

体对其他指标的评价(见表 1)，则隶属度矩阵 2

0.2 0.3 0.4 0.1 0
0.4 0.3 0.1 0.2 0

R  
=  
 

3

0.3 0.5 0.1 0.1 0
0.3 0.4 0.2 0.1 0
0.1 0.5 0.2 0.2 0

R
 
 =  
 
 

，

4

0.3 0.5 0.2 0 0
0.3 0.2 0.4 0.1 0
0.1 0.4 0.4 0.1 0

R
 
 =  
 
 

， 5

0.3 0.4 0.2 0.1 0
0.2 0.4 0.3 0.1 0
0.3 0.2 0.4 0.1 0

R
 
 =  
 
 

， 6

0.3 0.3 0.3 0.1 0
0.4 0.1 0.4 0.1 0
0.2 0.3 0.3 0.2 0
0.3 0.1 0.4 0.2 0

R

 
 
 =
 
 
 

，

7

0.2 0.4 0.1 0.3 0
0.2 0.3 0.4 0.1 0
0.3 0.2 0.2 0.3 0

R
 
 =  
 
 

。 

计算二级模糊综合评价向量： 

( ) ( )1 1 1

0.5 0.2 0.2 0.1 0
0.6 0.4 0.42,0.2,0.24,0.14,0

0.3 0.2 0.3 0.2 0
B A R  

= ⋅ = ⋅ = 
 

， 

( ) ( )2 2 2

0.2 0.3 0.4 0.1 0
0.5 0.5 0.3,0.3,0.25,0.15,0

0.4 0.3 0.1 0.2 0
B A R  

= ⋅ = ⋅ = 
 

， 

( ) ( )3 3 3

0.3 0.5 0.1 0.1 0
0.5 0.3 0.2 0.3 0.4 0.2 0.1 0 0.26,0.47,0.15,0.12,0

0.1 0.5 0.2 0.2 0
B A R

 
 = ⋅ = ⋅ = 
 
 

， 

( ) ( )4 4 4

0.3 0.5 0.2 0 0
0.4 0.4 0.2 0.3 0.2 0.4 0.1 0 0.26,0.36,0.32,0.06,0

0.1 0.4 0.4 0.1 0
B A R

 
 = ⋅ = ⋅ = 
 
 

， 

( ) ( )5 5 5

0.3 0.4 0.2 0.1 0
0.4 0.3 0.3 0.2 0.4 0.3 0.1 0 0.27,0.34,0.29,0.1,0

0.3 0.2 0.4 0.1 0
B A R

 
 = ⋅ = ⋅ = 
 
 

， 

( ) ( )6 6 6

0.3 0.3 0.3 0.1 0
0.4 0.1 0.4 0.1 0

0.4 0.2 0.2 0.2 0.3,0.22,0.34,0.14,0
0.2 0.3 0.3 0.2 0
0.3 0.1 0.4 0.2 0

B A R

 
 
 = ⋅ = ⋅ =
 
 
 

， 

( ) ( )7 7 7

0.2 0.4 0.1 0.3 0
0.5 0.3 0.2 0.2 0.3 0.4 0.1 0 0.22,0.33,0.21,0.24,0

0.3 0.2 0.2 0.3 0
B A R

 
 = ⋅ = ⋅ = 
 
 

。 

由二级模糊综合评价向量得出一级评判因素集矩阵：

0.42 0.2 0.24 0.14 0
0.3 0.3 0.25 0.15 0

0.26 0.47 0.15 0.12 0
0.26 0.36 0.32 0.06 0
0.27 0.34 0.29 0.1 0
0.3 0.22 0.34 0.14 0

0.22 0.33 0.21 0.24 0

R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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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其与一级评判因素权重集 ( )0.05,0.05,0.25,0.2,0.1,0.25,0.1A = 进行模糊矩阵变换： 

( )

0.42 0.2 0.24 0.14 0
0.3 0.3 0.25 0.15 0

0.26 0.47 0.15 0.12 0
0.05,0.05,0.25,0.2,0.1,0.25,0.1 0.26 0.36 0.32 0.06 0

0.27 0.34 0.29 0.1 0
0.3 0.22 0.34 0.14 0

0.22 0.33 0.21 0.24 0

0.277,0.3365,0.261,0.1255,

B A R

 
 
 
 
 = ⋅ =  
 
 
 
 
 

= ( )0 .

 

根据最大隶属度原则，得出顶岗实习过程性评价结果为良好。根据等级分数矩阵，计算顶岗实习的

过程性评价分 ( ) ( )1 0.277,0.3365,0.261,0.1255,0 95 85 75 65 55 82.65X B V ΤΤ= ⋅ = ⋅ = 。 
通过计算，随机抽取的十名同学的顶岗实习过程性评成绩为 82.65 分。 

3.2. 顶岗实习终结性评价体系 

顶岗实习终结性评价包括实习鉴定表评价、实习月度结、实习汇报、实习加分项和减分项是为了鼓

励学生积极全身心投入工作中，而减分项针对实习过程中不配合企业和学校实习工作，出现事故进行评

价，培养学生爱岗敬业的职业道道，教育和警示学生。对上述抽取的十名同学进行顶岗实习终结性评价，

由表 2 得出抽取的十名同学顶岗实习终结性评价平均分为 2 30 12 18 3 9 3 3 4 4 86X = + + + + + + + + = 。 
 

Table 2. Summative evaluation tables and scores 
表 2. 顶岗实习的终结性评价表与分值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价标准 分值 平均得分 

实习鉴定表评价

(40 分) 企业鉴定成绩 实习过程中的总体表现 40 30 

岗位实习报告 
(40 分) 

总结格式 总结格式正确，排版和字数符合要求 15 12 

总结内容 包括实习岗位职责描述、实习收获与体会、 
不足与努力方向 

25 18 

成果展示 
(20 分) 

主导性成果 以第一身份的工作成果 10 3 

辅助性成果 以非第一身份的工作成果 10 9 

加分项 
(10 分) 

工作表现 受到特别表扬、工作中开拓创新等 5 3 

提前签约 工作表现出色，实习期间提前与企业签订劳动人事合同 5 3 

减分项 
(10 分) 

不遵守企业规章制度 迟到、早退、无故旷工，不按时完成工作任务 5 4 

不完成实习任务 实习时间、签到、日记、总结等不达标 5 4 

3.3. 顶岗实习最终成绩 

为了更全面的考核学生的实习效果，本文将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则学生最终顶岗实习

成绩为 1 20.6 0.4 0.6 82.65 0.4 86 83.99X X X= × + × = × + × = 分。 

4. 结束语 

对高职院校学生顶岗实习评价指标体系进行研究，可以促进高职院校顶岗实习管理水平的提升，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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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提升整个学校的教学管理水平，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本文首先分析了高职院校顶岗实习和成绩评价体

系建立的必要性，阐述了模糊综合评价法的数学模型，最后构建了高职生顶岗实习效果过程性评价与终

结性评价相结合的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实例证明了算法的有效性。实习评价方式多种多样，实习的目标

除了让学生体验工作，更多是为了落实工作，因此与文[5]不同的是，文[5]建立了以企业指导人员、校内

指导教师和答辩委员为评价主体，本文以企业指导人员、校内指导教师和学生自我为评价主体，评价指

标还包括了三方协议的落实情况、实习加分和减分项等终结性评价指标。后续工作将进一步完善算法的

模糊算子、评价指标和权重，使得算法更加完善，更能增强评价结果的客观性，促进学生素质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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