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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学评价的概念 

• 评价＝测量（量的记述）或非测量（质的
记述）＋价值判断 

• 教学评价是在广泛搜集各种信息的基础上，
对教学活动（包括过程及其结果）进行价
值判断，为教学决策提供依据，从而实现
对教学活动的调控，以达到预期教学目标
的过程 

 



二、高校教师教学效果评价的意义 

• 理论意义 

• 实践意义 



• 理论意义 

–  任何系统的反馈信息，是实现其有效控制的关

键环节。 

–  教学评价是在广泛搜集各种信息的基础上，对

教学活动（包括过程及其结果）进行价值判断，

为教学决策提供依据，从而实现对教学活动的

调控，以达到预期教学目标的过程  



• 实践意义 

–为教师改进教学工作提供依据 

–为教学管理部门改进工作提供依据 

–为学生选课提供参考 

–进一步研究提供基础 



三、高校教师教学评价的步骤 

 



1. 明确评价的对象 

2. 确定评价的目的 

3. 确定评价标准 

4. 决定收集哪些信息及其采集分析方法 

5. 采集相关信息 

6. 分析信息，得出结论（包括如何改进的建议） 

7. 用适当的方式报告评价情况 

8. 依照评价结论采取措施――从管理的角度看，良
好的评价必须能够产生有效的行动 

理论研究 

理论研究 

研究方法 



1. 明确评价的对象 

2. 确定评价的目的 

3. 确定评价标准 

4. 决定收集哪些信息及其采集分析方法 

5. 采集相关信息 

6. 分析信息，得出结论（包括如何改进的建议） 

7. 用适当的方式报告评价情况 

8. 依照评价结论采取措施――从管理的角度看，良
好的评价必须能够产生有效的行动 



• 评价的对象：高校教师的教学效果 

                          （teaching effectiveness） 

 

–学生的学业绩效（outcomes） 

–教师的有效教学行为 

 

 

 



1. 明确评价的对象 

2. 确定评价的目的 

3. 确定评价标准 

4. 决定收集哪些信息及其采集分析方法 

5. 采集相关信息 

6. 分析信息，得出结论（包括如何改进的建议） 

7. 用适当的方式报告评价情况 

8. 依照评价结论采取措施――从管理的角度看，良
好的评价必须能够产生有效的行动 



• 确定评价的目的 

–诊断性评价 是指为了解教育活动存在的主要问

题，或使教育活动的形式、内容、过程等更适
合活动对象的自身条件及需要而进行的评价。 

–形成性评价 是指在教育活动过程中，为不断了

解活动进行的状况、及时对活动进行调整和提
高活动质量而进行的评价。 

–总结性评价 是指在教育活动结束时进行的，主
要目的在于对活动结果进行的鉴定性评价。 



• 实践意义 

–为教师改进教学工作提供依据 

–为教学管理部门改进工作提供依据 

–为学生选课提供参考 

–进一步研究提供基础 



1. 明确评价的对象 

2. 确定评价的目的 

3. 确定评价标准 

4. 决定收集哪些信息及其采集分析方法 

5. 采集相关信息 

6. 分析信息，得出结论（包括如何改进的建议） 

7. 用适当的方式报告评价情况 

8. 依照评价结论采取措施――从管理的角度看，良
好的评价必须能够产生有效的行动 



• 确定评价标准 

 

 

              教师的有效教学的标准？ 

 

 
 讨论讨论 



–确定全面反映教师教学效果的标准，是保证教
学评价的科学性和有效性的首要环节。 

–由于教学工作具有复杂性、独立性和创造性，
工作效果具有滞后性和群体性等特点，因而确
定有效教学的标准，既是一个复杂的理论问题，
也是一个棘手的实践问题。  

–“教学有法，但教无定法”，由于影响学生学
习的因素太多，很难获得一套在所有情形中适
用于所有学生的有效的教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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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教学的多维观，即有效教学的教师的

行为特征的结构是复杂的、多维的，存

在着多种定义方式。为此，我们对实际

的教学情景中有效教学的教师的行为特

征进行了分析研究。研究发现： 

 
------魏红、申继亮：高校教师有效教学的特征分析，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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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对评价教

师教学效果有显著影响的教师特征有： 

通过教师的教学，学生的能力得到提高； 

教师的教学表达清楚； 

教师有自己的教学风格和特点； 

教师对教学工作认真负责； 

教师教学重点、难点突出； 

教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 

这六项特征能解释93.8％的教师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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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上述六项教学特征对299名教学效果好的教

师进行样本聚类分析，得到五种类别的有

效教学的教师。这五类有效教学的教师的

教学特征表明，实际教学情景中教师的有

效教学可以有多种形式，具有多维性，因

而存在多种定义有效教学的方式。教师对

教学工作认真负责、有自己的教学风格和特

点是所有有效教学教师最基本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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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五类有效教学的教师的教学特点分别是： 

 

第一类：有62人，教师在教学的各个方

面都非常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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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有63人， 

–稍差：提高学生的能力 

              突出教学的重点难点 

–表现出色：教学工作认真负责 

                     教学表达清楚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 

                     有自己的教学风格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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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类：有92人，在方面做的较差，其他

方面表现出色。 

–稍差：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 

–表现出色：教学工作认真负责 

                     有自己的教学风格和特点 

                     教学表达清楚 

                     提高学生的能力 

                     突出教学的重点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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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类：有27人， 

–稍差：教学表达清楚 

–表现出色：教学工作认真负责 

                      提高学生的能力 

                      突出教学的重点难点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 

                      有自己的教学风格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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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类：有55人， 

–稍差：提高学生的能力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 

–表现出色：教学工作认真负责 

                      教学表达清楚 

                      突出教学的重点难点 

                      有自己的教学风格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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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有法，但教无定法 

• 教学是一门艺术 



有关“有效教学标准”的文献： 



Hildebrand, Wilson, Dienst（1971）在学生的

教学描述问卷（SDT）中，分析了教师有效

教学的五个方面： 

   1.分析性或综合性方法 

   2.组织性/清晰性 

   3.教师的群体互动 

   4.教师的个人影响/作用 

   5.教学热情 



Warrington（1973）在密西根州SIRS问卷中，

包含了五个教师有效教学的标准： 

   1.教师投入 

   2.学生兴趣和成就 

   3.学生与教师相互作用 

   4.课程要求 

   5.课程组织 



   Centra (1979) 总结以往的关于教师效

能的研究，得出多数研究都包含三个

维度： 

   1.教学的组织、结构、或清晰度 

   2.教师和学生间的交流或关系 

   3.教学技巧、表达或讲课能力 



Marsh的学生评价教学质量量表(SEEQ, 

Students‘ evaluations of educational quality)，

其中包含有九大维度: 

   1.学习材料／价值       2.教学激情 

   3.组织                           4.师生交流 

   5.师生良好关系           6.教学范围 

   7.考试／评分               8.分派 

   9.学习负担／课程难度 



Feldeman(1976,1983,1984,1988)在学生评价教
学的文献的基础上，运用逻辑分析的方法，
研究认为，教师在教学中的功能分为三个方
面： 
    1.提供知识 

    2.与学生交往 

    3.管理 

   这三个方面一共包括20项教师有效教学的特
质特征，这些特质特征或是在实践研究中学
生区分出的，或是根据具体特质与学生总体
评价的相关来加以推断的。这些特质有： 



⑴教师在课程和学科知识方面激发学生兴趣； 

⑵教师对学科专业或教学热情； 

⑶教师的学科知识； 

⑷教师掌握知识的宽度； 

⑸教师对课程的准备和组织； 

⑹表达和解释的清晰性与可理解性； 

⑺教师的教学技能； 

⑻教师对课堂水平与进步敏感并且关心； 

⑼课程目标和要求很清楚； 

⑽课程材料的性质和价值有相关性且有效用； 



⑾补充材料和教学辅助内容的有用性； 

⑿学生感受到教育的影响； 

⒀教师对学生评价的公平性； 

⒁教师个人特征、人格； 

⒂教师对学生进行反馈的性质、质量和频率； 

⒃教师鼓励提问并能开放地讨论其他观点； 

⒄智力上具有挑战性，鼓励独立思想； 

⒅教师关心和尊敬学生，对学生友好； 

⒆教师可接近，并能提供帮助； 

⒇课程的难度和功课量 



美国赛拉库斯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教学发展
中心将“良好的教学”定义为：通过运用适当
的方法产生有益的和有目的的学生学习，据此
设计出有效教学的七项品质： 

   1.学科内容和课程的良好组织 

   2.有效交流 

   3.熟悉和热爱学科内容与教学 

   4.对学生持积极态度 

   5.考试和评分公正 

   6.教学方法灵活 

   7.适当的学生学习结果。 



Sherman等人提出以下五点良好教学的特征： 

o 热情（精力充沛、教学中表示愉快、热爱所教
学科、对学科有浓厚兴趣、口头表达生动且富
于变化）； 

o 清晰（概念解释清晰、综合性、总结重要前提、
系统展示教学材料）； 

o 准备和组织（详细的课程大纲、建立课程目标、
每一堂课精心准备、对评价方法有良好的定
义）； 

o 激励（激发学生的兴趣、思考和理智好奇心、
有能力激励学生）； 

o 知识（抓住学科知识、有能力区分相互关联的
知识领域）。  



美国高等教育学会、州际教育委员会和约翰逊

基金会资助的一项研究编辑制定的，从美国

50年来积累起来的关于高等教育教和学的知

识中发展起来的，经由美国知名的高校教学

研究人员组成的工作组讨论后最终形成，并

发表于1987年的“良好本科教育的七项原则”

有(Chickering and Gamson, 1991) ： 



o 鼓励学生与教师之间的接触 

o 鼓励学生之间的合作 

o 鼓励主动学习 

o 迅速反馈 

o 强调学习的时间 

o 向学生表达出高度期望 

o 尊重不同的才能和学习方式 



英国Ulster大学“卓越教学奖”（是英国第一个
此类奖项）的评选准则包括(Ellis, 1993) ： 

o有效地交流学科内容 

o为学生的课程学习提供定期的和有用的反馈 

o对学习领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o激励思考/发展理解 

o向学生提出理智性挑战 

o运用能够反映学生对相关课程材料理解的评
估方法 

o对学生表现出个人兴趣并乐意帮助学生  



魏红，1993的研究表明，教师教学的
有效行为特征有五大维度：  

o教师的教学技能 

o教师所教学科知识的深、广度 

o教学中的教风 

o教师的积极向上的个性心理特征 

o师生之间的交流   



科学性原则 

导向性原则 

可观察性原则 

可比性原则  

 



1. 明确评价的对象 

2. 确定评价的目的 

3. 确定评价标准 

4. 决定收集哪些信息及其采集分析方法 

5. 采集相关信息 

6. 分析信息，得出结论（包括如何改进的建议） 

7. 用适当的方式报告评价情况 

8. 依照评价结论采取措施――从管理的角度看，良
好的评价必须能够产生有效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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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教师教学的信度效度研究 
 

– 同事评价（专家/领导评价） 

– 教师自评 

– 学生评价 

 

                   胡祖莹、魏红，教学评价中信息来源的可靠性研究，  

《高等师范教育研究》，1996年第3期 

讨论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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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生评价教师教学的信度研究  

侧重考察学生作为评价者评价的一致

性程度 

o当参加评价的学生人数足够多时（大

于20人），学生的评价具有较高的信

度值。 

o学生评价教学具有较高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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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生评价教师教学的效度研究  

①用学生的学习成绩作为效标  

②用教师对自己教学的评价作为效标  

③用领导和同事对教学效果的评价作为

效标  

④用往届生（校友）对教师教学的评价

作为效标  



1. 明确评价的对象 

2. 确定评价的目的 

3. 确定评价标准 

4. 决定收集哪些信息及其采集分析方法 

5. 采集相关信息 

6. 分析信息，得出结论（包括如何改进的建议） 

7. 用适当的方式报告评价情况 

8. 依照评价结论采取措施――从管理的角度看，良
好的评价必须能够产生有效的行动 



• 晕轮效应：也称社会刻板印象作用，它
的表现是，人们常把好的特点归结为好
人的特点，坏的特点归结为坏人的特点。 

• 逻辑误差：是在对两个没有必然联系的
属性进行评价时，由于对其中某一属性
肯定的评价而产生的对另一属性肯定的
评价 

• 情绪效应：受情绪影响而产生的评价误
差 

• 首因、末因效应 
 



–如果不严格控制过程误差, 学生评价教师教学

的实施过程及其评价方式也可能对学生评价的
可靠性产生影响。 

 

 



• 评价的时间： 

–学期中，学期末 

–考试前、考试后 

讨论讨论 



• 评价方式： 

–纸笔评价 

–基于网络的网上评价 

 

 

            ------魏红、赵可，高等学校学生评价教学方式比较研究，

《高教发展与评估》2009年第1期 

讨论讨论 



• 评价的过程： 

–组织者 

–指导语 

讨论讨论 







纸笔评价时，按规定程序实施评价，尽量

减少评价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误差  

• 考试前评价 

• 单独评价一个教师 

• 对评价的组织者进行培训 

• 网基评价时怎么控制误差？ 

讨论讨论 



1. 明确评价的对象 

2. 确定评价的目的 

3. 确定评价标准 

4. 决定收集哪些信息及其采集分析方法 

5. 采集相关信息 

6. 分析信息，得出结论（包括如何改进的建议） 

7. 用适当的方式报告评价情况 

8. 依照评价结论采取措施――从管理的角度看，良
好的评价必须能够产生有效的行动 



清除无效数据 

去掉最高分和最低分 

依据评价的目的给出评价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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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价结果的处理： 

–总体评价分    √ 

–各项合计、加权合计 

 



1. 明确评价的对象 

2. 确定评价的目的 

3. 确定评价标准 

4. 决定收集哪些信息及其采集分析方法 

5. 采集相关信息 

6. 分析信息，得出结论（包括如何改进的建议） 

7. 用适当的方式报告评价情况 

8. 依照评价结论采取措施――从管理的角度看，良
好的评价必须能够产生有效的行动 



• 报告评价结果（根据评价的目的选择合适
的方式）： 

–公开、不公开 

–报告哪些信息？ 

• 平均分、标准差 

• 百分比 

• 全校平均分（作为效标） 



1. 明确评价的对象 

2. 确定评价的目的 

3. 确定评价标准 

4. 决定收集哪些信息及其采集分析方法 

5. 采集相关信息 

6. 分析信息，得出结论（包括如何改进的建议） 

7. 用适当的方式报告评价情况 

8. 依照评价结论采取措施――从管理的角度看，良
好的评价必须能够产生有效的行动 



四、评价结果的利用 



学生对教师教学效果的评价的局限性： 
– 我们的研究表明, 对学生评价教师教学效果有显著
影响的背景特征有: 课程的重要性、教师职称、学
生对课程的兴趣、班级学生人数、课程的负担和课
程的深度, 这六项特征能解释25. 8% 的学生评价结
果的变异。 

– Marsh等人的研究十六项背景特征的影响为13% 

 

 

 
                               ------魏红、申继亮，背景特征对学生评价教师教学的影   

                                                           响，《高等教育研究》，2003年第4期 

 



• 教师特征的影响 

不同性别教师的学生评价结果不存在显著差异； 

不同年龄教师的学生评价结果存在显著差异，老
年教师的学生评价分显著高于青年教师的学生评
价分； 

不同高校教龄教师的学生评价结果存在非常显著
的差异，20年以上教龄的教师的学生评价结果显
著高于20年以下教龄的教师的学生评价结果； 



 

不同学历的教师的评价存在显著差异，教师的学
历越高，学生对其评价越低； 

不同职称的教师的学生评价结果存在非常显著的
差异，教师的职称越高，学生对其评价越高； 

不同科研成果的教师的学生评价结果存在显著差
异，有科研成果的教师的学生评价分显著高于无
科研成果的教师的学生评价分。 



• 学生特征的影响  

不同性别的学生对教师的评价结果不存在显著差
异； 

不同年级的学生的评价结果存在非常显著的差异，
一年级到三年级学生对老师教学的评价分是递减
的，四年级的评价分又与一年级接近； 

对考试成绩不同预期的学生对教师教学的评价存
在非常显著的差异，对考试成绩预期越好的学生，
对教师教学的评价分越高； 



 

对所学课程的兴趣不同的学生对教师教学的评价
存在非常显著的差异，对所学课程兴趣越高的学
生，对教师教学的评价分越高； 

不同班级人数的学生对其教师教学的评价存在非
常显著的差异，班级人数为40人以下的学生评价
结果显著高于班级人数为41人以上的学生评价结
果。 



不同学科的学生对其教师教学的评价存在非常显

著的差异，语言类的学生评价结果最高，与文理

科的学生评价结果差异显著，文科和理科的学生

评价结果的差异不显著； 

不同课程类型的学生对其教师教学的评价存在非

常显著的差异，选修课的学生评价结果显著高于

必修课的学生评价结果； 



• 课程特征的影响 
对课程内容深度感觉不同的学生对教师教学
的评价存在非常显著的差异，认为课程内容
深度是“合适”的学生对教师教学的评价分
最高，认为课程内容深度为“较深”的学生
的平价分次之； 

对课程负担感觉不同的学生对教师教学的评
价存在非常显著的差异，认为课程负担是
“合适”的学生，对教师教学的评价分最高； 

对课程的重要性感觉不同的学生对教师教学
的评价存在非常显著的差异，课程对学生越
重要，学生对教师教学的评价分越高。 



• 评价结果的利用 

–最终目的：改进教学，保障并提高教学质量 

–研究表明： 

• 评价早期 
– 魏红，胡祖莹：教师教学质量评价的效果研究，《高等教
育评估与质量保障：来自五大洲的最新经验与发现》，北
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P112。 

 

• 长期评价之后，需要辅助措施—教师发展工作 

 



• 教育评价是一门实践的艺术，仅有良好的
愿望，并不足以充分发挥评价的功能。 

• 评价是一种帮助人们达到目的的工具，它
不会自发产生作用。 

• 评价能够起到什么作用，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人们如何认识它、运用它。 

• 有效地运用评价手段服务于各种目的，尤
其是管理目的，需要深入理解它的性质。 

 



理论和实践 

理想和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