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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学质量是高校生存和发展的生命线。本文就当前高校课堂教学质量评价存在的共性问题进行了分析，

在明确问题的基础上，我们应建立教师自评、学生评价、同行评价、督导评价和管理人员评价等多种形

式结合的教学质量综合评价体系，评价内容更趋科学、每个评价主体所占的权重不同，评价反馈机制畅

通及时、灵活。以期使课堂教学质量评价真正助力于高校教学质量的提升，助力于教师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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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aching quality was the vital to th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com-
mon problems of classroom teaching quality evaluation were analyzed. Based on teacher self-eva- 
luation, student evaluation, peer evaluation, supervisory evaluation and managerial evaluation, the 
comprehensive teaching quality evaluation system has been established. And the evaluation content 
should be more scientific, the ratio of each evaluation subject was different, the evaluation feedback 
mechanism should be more effective and timely. Our purpose is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quality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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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教育评价事关教育发展方向，是当前教育改革的一件大事。2017 年 9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指出：要建立健全教育评价制度，建立标准健全、

目标分层、多级评价、多元参与、学段完整的教育质量监测评估体系，健全第三方评价机制，增强评价

的专业性、独立性和客观性[1]。2018 年 6 月，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在“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

会议”上强调：要把教学质量作为教师专业技术职称评判、绩效考核的重要依据，多维度考评教学规范、

课堂教学效果、教学改革研究等教学成绩[2]。2020 年 10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深化新时代教

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目标很明确，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遵循教育规律，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

导向，系统推进教育评价改革。换句话说，立德树人是高等教育的立身之本，课堂教学又是立德树人，

人才培养的主阵地，而课堂教学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人才培养质量[3]。因此，教师能不能尽到教书育人、

立德树人的责任，课堂教学质量好不好，需要一套科学、健全的课堂教学质量评价体系。完善的课堂教

学质量评价体系，既能确保教学质量，又能起到科学管理的作用。 

2. 当前高校课堂教学质量评价存在的共性问题 

近年来，每所高校都可以认识到课堂教学质量评价的重要性，也有相应的课堂教学质量评价办法。

学生评价和同行评价是必选项，有的把管理人员评价、督导评价等纳入。评价过程中存在的一些共性问

题如下所述。 

2.1. 评价目标的偏离 

课堂教学质量评价的目的是什么？毋庸置疑，针对发现的问题和不足，帮助教师改进课堂教学的方

式方法，推敲教学设计，提高教学质量。同时还可以通过听课、评课等，加强教师之间的互相交流，促

进教师的专业职业发展。然而，目前我们的评价只有一个功能，课堂教学质量评价结果用作教师年度评

优考核、职称晋升的依据。但课堂教学质量评价绝不仅仅是这个功能，更重要的应该是促进教师的成长

和发展。 

2.2. 评价主体的权重 

《教育部关于深化高校教师考核评价制度改革的意见》(教师[2016] 7 号)中明确指出，“学校应实行

教师自评、学生评价、同行评价、督导评价等多种形式相结合的教学质量综合评价”[4]。目前，大多数

高校教师自评占比为零，同行评价、督导评价所占比重一般不超过 30%，学生评价占比高，不低于 70%。

确实学生评价比较客观、公正，但权重过高，成为唯一信息来源，课堂教学效果主要依赖于学生的评教

信息，忽略了其他评价主体的作用，尤其是教师自评，需要占有一定的权重。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1.94164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赵丽娅 等 
 

 

DOI: 10.12677/ces.2021.94164 999 创新教育研究 
 

2.3. 评价内容的合理 

无论是学生，还是教师，课堂教学评价就是根据既定的内容进行选项评价，更为荒唐的是评价者根

本不需要看“内容”，就可以做出评价。这与目前高校重科研轻教学，重教书轻育人，对教师的教育教

学工作不够重视等分不开。另外现有的评价内容过于空泛，定量化不强，这样的评价针对性差，实际指

导意义也就不大。 

2.4. 评价反馈的机制 

课堂教学质量评价反馈机制不畅通，起不到“以评促改”的应有作用。由于评价反馈机制不健全，

很多时候，教学管理人员碍于面子，只能笼统给出意见，甚至避重就轻，不能有效帮助教师改进课堂教

学。另外，高校指挥棒的导向，教师公共课、听课、说课等活动往往流于形式，并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 

3. 课堂教学质量评价的思考 

3.1. 课堂教学质量评价的原则 

1) 师德师风是第一标准。教师对学生成长的影响，不仅仅取决于教师的知识储备，更重要的取决于

教师的精神修养和师德。教师的思想、信念和道德，对学生的成长产生着潜移默化的积极影响和教育作

用。因此，教师的师德师风是课堂教学质量评价首先要考虑的标准和原则。 
2) 定性和定量结合的原则。想要做好课堂教学，有一定的规律可循，但因人而异，即“教学有法，

教无定法，贵在得法”。说明教学有的可以定量考评，有的不行。因此，课堂教学质量评价需采取定性

和定量相结合的原则，提高评价结果的公信力。 
3) 科学性和客观性的原则。课堂教学质量评价要坚持科学有效，充分利用信息技术，过程评价与结

果评价相结合，提高教育评价的科学性、专业性、客观性。 

3.2. 课堂教学质量评价的内容及权重 

课堂教学评价范围包含教与学两个方面，是促进学生成长、教师专业发展和提高课堂教学质量的重

要手段。评价主体有教师、学生、同行、督导和管理人员等五大类。由于评价主体不同，评价内容就有

所侧重和不同。 

3.2.1. 教师自评 
上好一堂课的关键取决于教师，可以说教师是课堂教学的第一责任人，因此，教师要参与课堂教学

评价中来。课堂教学除了教学内容正确外，还有很多要素组成，比如教师教学态度、课堂教学结构、设

计、方法、语言艺术、气氛烘托等等……教师的教学感受以及不足纳入课堂评价中，合情合理。 
评价权重：理论上教师所占权重要大，但毕竟评价结果与其自身利益关联较高，因此，教师自评的

比重不易过大。教师自评的比重不超过 10%。 
评价重点：教师的教学态度、教学组织、教学管理、教学设计、教学手段与方法、教学效果等方面

展开，准确给出自身的教学优势、特色、以及问题和不足。 
评价方式：定性描述为主，通过教学大纲、教学反思以及教师自评表获得，也可以设置一些开放性

问题，与学生交流，探讨教学。 

3.2.2. 学生评价 
课堂教学是双向的，教师的授课对象是学生，课堂教学好与坏，学生有最直接、最深刻的体验和感

受，因此，最具有发言权的应该是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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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权重：学生评教相对公正，但也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学生根本不重视，甚至闭着眼睛都可以

评，学生不评教，其惩罚措施就是不能查看学期末的考试成绩。另外，很多高校单独将学生评价摘出来(例
如学生评教的后 5%，教师不能参与当年晋升职称的评定等)，作为教师晋升职称、年度考核等次的依据，

不可避免的会出现一些游说，碍于情面的通融评教，并不能真实反映教师的教学水平。现行学生评教的

比重过大，应适当降低其比例，学生评价的比重不超过 45%。 
评价重点：现行评价指标也从教学态度、教学内容、教学手段与方法、教学效果等方面展开，但指

标权重相同，没有任何区分度。因此构建基于教师与学生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尤为重要。以学生为中心，

构建包括教师教学态度、教学能力、课堂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及手段、课堂氛围、作业批改与评价、教

学效果等指标，主要回答两个问题：第一是学生心中负责任的老师；第二是学生心中行之有效的课堂教

学。 
学生评教的目的不仅仅用于高校行政管理，更重要的是教师能否有效根据学生意见和建议，真正改

进和提高[5]。现在高校新进的教师学历要求肯定是博士，但并没有要求有没有师范背景，换言之，新进

教师并没有经过严格的训练，就第一时间走上讲台，再加上长期重科研轻教学，认为科研就是一切，教

师并没有分配足够的时间来教书育人。如果学生评教的结果真正促进教学，受到尊重，学生评教的动机

才会越纯粹，真实客观才有保障。 
评价方式：网上评教方式，定量评价为主；同时通过学生座谈会、问卷调查等形式，多元化征求学

生对课堂教学的意见和建议。 

3.2.3. 同行评价 
同行教师一般来自于学院，一个学院的学科设置一般相同或相近，在教学内容方面比其他评价主体

更具专业优势，可以说是课堂教学质量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6]。 
评价权重：高校课堂呈现以学术性为主的专业知识，专业学术方面的教学教法以及创新，只有内行

才可以鉴赏。因此，同行教师评价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权重应不低于 25%。 
评价重点：学生评价更多的站在“服务”角度，同行评价是站在“学术”角度，即借鉴授课者的教

学特色，又避免授课者教学中的一些问题，互相促进，提高教学质量。评价内容主要包括学科专业知识(概
念、理论等讲解，学科前沿发展、教学重难点等)、教学设计、教学能力、教学研究水平等方面进行评价。 

评价方式：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同行评价方式多种多样，一般采用内部同行听课、教研

活动交流和探讨方式，还有教学会议交流、外部同行评价等方式。同行互相听课活动最直接，得到同行

的认可和建议。教学研讨目前有些缺失，类似于过去教研室的活动，今天演变为教学团队，教师之间互

相交流，促进成长。教学会议指的是教学委员会委员和行业教师之间交流，探讨教学的可能性及未来的

期待。外部同行评教是指将教学材料送往同业领域德高望重的学者进行评价。 

3.2.4. 教学督导评价 
很多高校的教学督导是由学校教务部门牵头，聘请教学经验丰富、治学严谨的退休教师担任。以湖

北大学为例，每学期每个院不少于 2 位教学督导，采取不定期随堂听课、师生教学座谈会等方式，对部

分教师(重点关注新进、兼职、外聘教师)的课堂教学情况进行随机检查，并最终汇总形成教学督导工作报

告进行反馈。教学督导与教师之间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能够做出规范、客观的评价。 
评价权重：尽管教学督导评价与其他相比，相对客观、公正，但年龄差距导致的教学理念有所不同，

教学信息化等因素影响，并不能全面把握教师的教学信息。因此，教学督导评价权重不超过 15%。 
评价重点：教学督导重点关注教学规范和教学管理。根据听课记录表，教学督导会学习记录教师的

课堂表现，并针对课堂教学秩序、教学效果以及教师的教学全过程进行全面中肯的评价，最后通过口头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1.94164


赵丽娅 等 
 

 

DOI: 10.12677/ces.2021.94164 1001 创新教育研究 
 

交流或者听课记录表的形式告知授课教师。 
评价方式：定性为主，听课、评课的方式评价课堂教学质量。 

3.2.5. 管理人员评价 
高校管理人员中，领导评价一般都是随机听课查课，自上而下评价；教学秘书由于工作关系，与教

师的接触机会增多，比较了解老师。 
评价权重：教学秘书不评价专业内容，主要通过开课、实习、考试等一系列规范和教学档案与教师

链接，管理人员带有随机性，评价权重不宜过高，评价一般不超过 5%。 
评价重点：主要关注教师教学态度、课堂秩序、完成相关教学任务的效率和质量等内容。 
评价方式：定性为主，时间一般安排在期初、期中和期末，进行检查和抽查进行评价。 

4. 结语 

教学质量是高校生存和发展的生命线。不断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是学校和每一位教师的共同心愿[5]。
因此，高校应建立教师自评、学生评价、同行评价、督导评价等多种形式结合的教学质量综合评价体系，

评价权重合理，评价内容科学，反馈机制及时、灵活。通过分析，我们将教师自评、学生评价、同行评

价、教学督导评价和管理人员评价的权重分别是 10%、45%、25%、15%、5%。此外，我们还要注意以

下几点：一是教书育人不能割裂。提到育人，有的教师认为这是思政老师的事情，与专业教师无关。然

而整个教学过程就是育人的过程，二者不能割裂开来。因此，教书必育人的理念要植根于每一位教师心

中。二是注重时效。无论是综合评价还是单项评价的结果都应及时反馈给教师，尤其是听课、座谈交流

的建议和意见更要及时，否则失去了“促进、改进”的教学意义。三是评价内容的多样。除了定量的评

价结果外，定性评价结果应正式提交反馈报告。四是评价结果的应用。课堂教学质量评价结果不单单是

用作教师年度评优考核、职称晋升的依据，更重要的用在提高教师的教学质量上。根据评价结果挖掘优

秀教学案例，促进教师之间的沟通、交流，良性循环，实现教与学相长、师与生共赢，真正实现“评价

是为了改进教学、促进教师发展”的目的，锻造一支品行学问都过硬的优秀教师队伍，这才是提高教学

质量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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