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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 好 一 所 大 学， 要 有 大 楼 ， 也 要 有 大 师 ，
教师起着关键作用。 教师 的聘用、 提 拔和评价

关系到大学教师的队伍建 设， 决定着大 学的办

学质量。 教师的主要工作之 一是教学， 如 何对

教师的教学进行评价， 影响到 学生的培养 以及

教师的福利待遇和职业 发展。 作为教 师评价的

一部分， 学生评教被当作 教师管理的 一种手段

广泛地运用在高校之中， 但是教育政 策的制定

者和大学的管理人员对教 师学生评 教往往看到

的是评价的终结性结果， 注重利用评 估数据来

对教师进行奖优罚劣， 忽 略了利用评 估数据来

改进教师工作， 促进其职 业发展。 有的 高校教

务处工作人员甚至坦言， 根 本就没有考 虑过利

用数据来促进教师教学能力 的提升。 客 观公正

的学生评教可以帮助教师诊 断教学中存 在的问

题。 针对评估数据中所反映 出来的问题， 采取

改进的措施， 可以有效地提高教师的教学能力。
教师教学能力的提升是建设高质量大学的保证，
也有利于调动教师工作的积 极性， 促进 教师的

职业发展， 甚至增加教师的幸 福感。 本文探 讨

如何基于学生评教的数据， 提升教师的教学能力。

一、 学生评教的内涵和实施

1. 学生评教的内涵

学生评教是 教学评估的 一部分， 学生 评教

是指高校组织学生对教师课 堂教学质量 在事实

判断基础上做出价值判断的 活动。 学生 对任课

教师的选用教材、 教学态度、 教 学方法、 教学

组织、 教学效果、 作业批 改、 辅导等情 况进行

评价， 评价的结果反馈给任 课教师， 用于 教学

改进， 结果往往也是教师考核的 重要依据， 与

教师的评优、 评职、 晋级有着直接联系。
我国高校的 学 生 评 教 从 20 世 纪 80 年 代 开

始。 1984 年， 北京师范大学在计算教师工作量

的时候， 进行了简单 的关于教师 教学 “质” 的

评价， 参考了学生意见， 这 一般被认为 是我国

高校中最早的比较正式的学生评教活动。 当前，
在全国高校中， 学生评教活动 开展得越 来越普

遍， 学生评教逐步走向系列化、 规范化、 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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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学生评教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学生评教可全面地反映教师教 学的基本情

况。 通过学生评教， 教师可 以及时了 解学生学

习的体验、 感受以及学习收 获， 了解教学 目标

和学生的学习之间的差距， 了 解教学中取 得的

成绩和存在的不足， 根据评估 的结果自觉 地改

进工作。 二是学生评教为大学管理、 师资配置，
为教师的职位晋升、 奖优罚劣等决策提供依据。
三是国家对高等教育投入了大量 的经费， 办学

要对公众负责， 高校办学要有必要的办学质量，
学生评教的结果是应对广泛的社 会群体对高 校

问责的需要。
2. 学生评教的实施

各类高校在 学校的办学 定位的基础 上， 通

过分类来评价教师教学质量。 中国高校一 般在

教务处下设教学质量和评价办 公室等来 管理学

生评教， 评教工作由学院和教 务处来共同 负责

实施。 学院负责告知教师评教 的重要性、 结 果

的使用和管理办法， 教务处负责 结果的统计 和

管理。 学生评教以网上 评教和纸 质问卷两种 方

式为主， 少部分还辅以 座谈会和个 别访谈。 各

个学校每年开展的学生 评教次数有 所不同， 有

的学校一学期对教师评 教一次， 有的 学校一学

期评两到三次。 评教时间 主要放在学 期末， 有

的学校把学生评教放在选课 系统里， 学 生用学

号和密码登录， 只有对所选的科目进行评教后，
才能进入选课系统。

在评教的调 查问卷方面。 有的全校使 用统

一的问卷， 有的学校使用分门 别类的问卷， 如

实践课和理论课等问卷。 问卷中的 调查内容 一

般由设定好的选择题和 开放式的问 题组成。 结

构性的指标体系主要由教师态度、 教学内容、 教

学方法和教学效果等几部 分组成， 学 生选择性

地进行回答。 在评估中也有 开放式的问 题， 例

如， 对教师课程的整体评价， 或 是本门课的 优

点和缺点有哪些？ 学生可以自由 作答。 中国高

校的学生评教的指标一般都是管理部门设定的。
在国外， 以美国为例， 有 的高校学生 评教的一

部分指标可以由任课教 师根据本人 的需要加上

去。 例如， 麻省理工学院统一的评估问卷包括教

师的教学质量、 课程情况、 作业情况、 学 习 时

间、 教学进度、 评分的合理 性等指标。 在 学校

统一的标准问题之后， 教师可 以根据自己 开设

的课程所需增加评估问题。 如 果教师需要 增加

对课程的个性化的评估问题， 教 师和所在 学院

的主管教学评估人联系， 进行指标的添加。 [1]

学生评教的 结果学校会 向教师反馈， 一般

为教师提供本学期的评价得 分、 学院里的 最高

分、 最低分、 平均分以 及全校的 最高分、 最低

分、 平均分等信息。 定性的 评价结果一 般只向

教师和学院领导反馈。 有的 学校也会把 评估结

果在一定范围内公开。 很多 的高校把包 括学生

评教在内的教学质量评价 结果与教师 的工作量

酬 金 划 拨、 教 师 考 核、 职 务 聘 任、 职 称 晋 升、
校内相关奖励挂钩， 把 评价结果作 为奖励优秀

教师的依据。 对于评价 结果为 “不合 格” 或者

是排名居后的教师， 学院组 织同行专家、 督导

员和党政负责人进行课程质量 鉴定， 然后 再根

据结果采取相应的措施。 通常， 对 于评教不合

格的教师， 学校会暂停 教师的开课 资格、 加强

教师的教学培训， 培训之 后再上岗， 对 于个别

实在不胜任教学的教师给予 转岗。 因此， 学生

评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教师的职业发展走向。

二、 教师教学能力提升的理论基础

对于教学能力， 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定义。
Ronald 认为教学能力应包括六项技能： 学术能

力、 计 划 能 力、 管 理 能 力、 表 达 和 交 流 能 力 、
评估和反馈能力、 人际交往能力。 [2] 周萍、 纪志

成认为， 教学能力是指教 师完成教学 活动所需

要的能力， 是指教师达到 教学目标， 取 得教学

成效所具有的潜在的可能性， 它反映出 教师个

体顺利完成教学任务的直接有效的心理特征。 [3]

讲课既具有科学性， 又是一门 艺术， 教师要 有

很 强 的 学 术 基 础， 授 课 语 言 表 达 要 生 动 活 泼 ，
教师还要有人际沟通的 能力、 整合和 创新学科

知识的能力。 学生也喜欢和蔼、 善于与学生沟通、
讲课生动有趣的教师。 教师的教学能力有共性，
也有教师个人教学的差异。 有研究显示， 高校

教师上课缺乏热情、 教学方法 单一、 和学生 沟

通不畅在学生评教中是得差评的主要原因。 [4] 学

考
察

调

研

报

告

78



JOURNAL OF NATIONAL ACADEMY OF EDUCATION ADMINISTRATION●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7．6

生评教可以反映任课教 师的教学能 力， 从评价

的 指 标 中 可 以 看 出 教 师 教 学 中 的 长 处 和 短 处 。
学生评教的数据可以作为 促进教师 教学能力提

升的助力。
理论研究为 教师的发展 性教学评估 奠定了

基础。 麦格雷戈的 Y 理论是发展性教师评价的

理论依据之一。 麦格雷戈认为， 每 一个管理 者

和管理决策的后面， 都 有对人性和 人性行为的

假设， 他提出了 XY 理论的假设。 X 理论认为，
一 般 人 都 厌 恶 工 作， 胸 无 大 志、 安 于 现 状。 X
理论主张从外部对人的 行为进行控 制， 在管理

中， 要采取承诺、 奖励、 威胁 等强制的管 理措

施。 与此 相反， Y 理论则 认为， 在一定 的条件

下， 一般人并非天生厌恶工作， 人们喜欢工作，
并渴望发挥其潜能， 希望取得 更好成就。 在 管

理中， 该理论主张激发员 工的潜力和 工作的积

极性。 [5] 马斯洛的人类发展需求理论也认为人的

需求分为五个层次： 生理 上的需要、 安 全上的

需要、 感情上的需要、 尊重的 需要、 自我实 现

的 需 要。 其 中， 自 我 实 现 是 最 高 层 次 的 需 要，
即个人实现自己的理想、 抱 负， 最大限度 发挥

个人的能力。 因此， 在实现组织目标的过程中，
考虑每个成员未来的发展， 才能 调动个体工 作

的主动性、 积极性。 教师 入职后， 需要 一定时

间的教学经验的不断积累， 并通过不断 反思和

成 长， 达 到 教 学 能 力 的 提 高。 学 校 需 要 灵 活、
多样、 实用的管理机制 来支持和 促进教师的 专

业成长。

三、 基于学生评教的教师教学能力提升

1. 运用过程性评教， 提升教师的教学能力

当前， 我国高 校的行政管 理人员对学 生评

教的认识普遍不到位， 在实际 的管理中， 对 学

生评教侧重于终结性评价。 一些大 学管理人 员

认为， 对于教学评估不 合格的教师， 要给予坚

决的淘汰， 这样才能保证 教学质量， 在 管理中

忽略了对学生评教的过程 性评价， 对于 如何通

过学生评教促进教师发展则 很少考虑。 终结性

评价通常让管理者和教师看 到的是结果， 是无

情的。 终结性的评价有可能使 部分教师在 还未

来得及反思并改进教学 工作时， 就已 被评价者

贴上了不合格的标签， 挫 伤了一部分 教师从事

教 学 的 积 极 性。 教 师 的 教 学 成 长 有 一 个 过 程，
年轻教师很可能还没有完 全掌握教学 方法， 没

有具备教学能力， 不好的评估 结果有可 能让他

们背上沉重的心理包袱。 在过 程评价中， 教 师

看到的不单单是结果， 而且是自 己在教学过 程

中 的 失 败 和 成 功 的 经 验， 是 师 生 之 间 的 交 流 ，
是学生真实的学习状况。 教师的成 长就是一个

实践、 创造、 尝试、 失败、 改变 以及采用新 策

略的过程。 每一位教师都有可挖 掘的潜力， 都

有积极向上的愿望。 学 校有责任帮 助教师调整

与改善教学， 帮助教师建 立成功教 学的信心和

能力。
目前， 我国一 些高校开始 运用学生评 教对

教师的教学进行过程性评价。 而美国高校 已遍

建有教师发展中心来促进教师 教学的发 展， 给

教师提供过程性的教学咨询和 教师培训， 营 造

校园教学文化， 他们的一些做法 值得我国高 校

借鉴。 以密西根大学教学研究中心 （Center for
Research on Learning and Teaching） 为例。 教学

研究中心成立于 1962 年， 是全美成立最早、 具

有 引 领 和 示 范 作 用 的 高 校 教 学 促 进 专 门 机 构 ，
中心主要为改进教师教学水平 和提高学生 学习

能力提供服务， 创设和培育大 学教学文化。 中

心只协助院系进行教学质量监 控， 给教师个 人

和学院提供建议。 中心 提供的一项 主要业务 是

给教师的教学提供咨询。 在中心开展的工作中，
其中有一项是期中学生教学评估， 主要目的是

对教师的教学情况进行了解和诊 断。 这项工作

是有需要的授课教师自 愿向教学 研究中心要 求

的， 而不是通过学校的行政命令来强制实施的。
教 师 发 展 中 心 的 咨 询 员 和 教 师 建 立 的 是 平 等 、
相 互 信 任 的 合 作 关 系。 在 进 入 课 堂 观 察 之 前，
咨 询 员 和 教 师 之 间 要 进 行 真 实 、 有 效 的 沟 通，
咨询员要仔细地了解地这门 课的课程 设计、 教

学目标和教师希望解决的问 题， 以保证咨 询课

程的实效性。 在授课教师的自 愿要求下， 咨 询

员进入到该教师授课的班级进 行课堂观察 和评

估。 进入课堂后， 咨询员要做好课堂观察笔记。
在授课的最后一点段时间， 教师离 开课堂。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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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咨询员在教室给学生 讲解评估的 目的和程

序， 把学生分组讨论： 课程 教得好的方 面以及

在哪些方面需要做出改变。 每 组讨论的 结果拿

到整个班上进行交流， 达成学 生的共识。 这 样

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对该授课教 师教学的优 势和

不足的意见。 课后， 咨询员及时 把学生反馈 以

及课堂观察的结果告知授课教 师， 并给教师 提

供书面反馈意见， 和授 课教师一起 讨论在教 学

中改进的空间， 制定可 采取的行动 策略。 对于

大班额而且只有很短的时间来进行 学生评教的

课程， 咨询员会利用课 间休息的时 间， 给学生

发放调查问卷来进行课程 教学评价。 过程性的

学 生 评 教 帮 助 教 师 了 解 学 生 在 课 堂 上 的 所 得 ，
听取学生意见和建议， 及时 改进教学， 让 学生

能够有更多的学习收获。 [6] 由此， 可以看出， 高

校从制度方面给予教师 的发展性评 估提供支持

和保证， 制定适合学校 情况的规章 制度， 提升

教师的教学能力。
在学生评教 中， 一些教师 难免会出现 差评

的现象。 这个时候， 这 些教师需 要向有教学 经

验的教师进行咨询， 找 出解决问题 的办法。 基

于学生评教的基础， 学校、 院系可以选 用为人

公正， 具有较高的教学理论 水平和实践 能力的

各学科教学经验丰富的专 家、 督导员对 该教师

的课程进行进一步评议， 及时 指出教师 在教学

中的具体问题， 帮助教师尤其 是青年教师 提高

教学水平。 各高校有不同的专 业学科， 有些 专

业知识， 可能来自不同学科背景 的督导员并 不

了解， 即使是同行的专 家对所有 的专业问题 也

不可能都有很深的了解， 但是专家 可以把握 教

学的大方向， 把握课程的深度和广度。
2. 针对学生评教中所反映 出来的问题， 开

展教师培训和教学科研

学生评教在 一定程度上 可以真实地 反映教

师在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客 观公正的学 生评教

数据是教师教学改进的基础。 缺乏科学 的评价

指标只会误导教师的教学行 为， 甚至挫伤 教师

的教学积极性。
学生评教采 取的主要手 段是给学生 发放调

查问卷， 评价指标即要关注 教师教什么， 教师

基本的教学能力、 对课程的组织 和与学生 的有

效沟通、 课程目标和知识 点的讲解。 评 价标准

主要集中在教师教授知识 的效率和能 力， 也要

关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比 如， 学生学习 是否

有兴趣， 学生学习后的感受和效 果等。 学生 评

教的指标体系要考虑到不同学科 的特点， 在对

不同学科教学进行评估时强调统一， 不同专业、
不同学科、 不同层次的 课程的教学 目标是不一

样的， 艺术类课程、 工科课 程、 体育课 程都有

不同的评价标准， 统一的问卷 很难对这些 课程

进行统一的评估。 因此， 可以制 定有差异性 的

调 查 问 卷。 评 价 的 指 标 还 要 考 虑 学 生 的 能 力 ，
有研究显示， 学生对教师 的教学技 能、 职业行

为和伦理观点、 学生参与课 堂的交流、 师 生关

系、 课堂的组织与管理、 教学的 明晰性和系 统

性、 考试公正性、 学生 学习收获等 方面能做出

比 较 公 正 的 评 价。 但 是， 学 生 对 于 教 学 目 标、
授课内容的适合性和先进性、 评分的宽严程度、
课程和学术有关的内容的评价能力略显不足。 [7]

此外， 学校要加强宣传， 让学生 充分地了解 学

生评教的意义和作用、 评教的目的、 评教过程、
评教指标的内容， 让学生严肃对待评教的工作，
减少调查问卷填写的随 意性。 避免在 评教方式

上， 只注重问卷调查， 而忽 视了座谈会 和个别

访谈， 因为座谈会和个别访 谈是师生间 面对面

的交流， 促进教学关系融洽的 有效手段。 对不

同 的 教 学 评 估 主 体 和 评 估 手 段 所 获 得 的 数 据 ，
要进行相互印证。 学生评教的结 果往往结合 领

导的评价、 专家评价、 同行评价以 及教师的自

我 评 价， 对 教 师 的 教 学 做 出 一 个 客 观 的 判 断 。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 大数 据时代的到 来， 为

整合不同的数据提供了技术 上的可能， 使 教育

评价更加精准和全面， 形成对 教师教学全 方位

的、 立体的、 多视角的、 动态的教学质量评价。
一般来说， 从多种渠道获 得的教师教 学评价数

据中， 可以看出教师教学 中出现的主 要问题以

及 类 型， 数 据 波 动 后 面 影 响 教 学 的 真 正 原 因 ，
在分析的基础上， 学校管理 部门和教师 应该针

对性地制定改进的方案。
教师的教学 和改进看似 是教师个人 自主的

行为， 是教师的个人能力的 体现。 一些学 校缺

乏对教师的教学培训和咨询 的支持， 教师 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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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主要靠自己， 教师的教 学能力提升 处于一种

自生自灭的状态。 实际上， 学校的教学 组织和

管理制度、 校园中的人际关系 等都会对 教师的

教学产生着重要影响。 学校、 院 系有必要针 对

学生评教中所反映出来的教师 的共性问题， 有

组织地开展教师教学的培训。 高 校新聘的教 师

一般学历高， 学科知识丰富， 但是教学经验少，
教学基本功有待加强， 有 的工程专业 的教师没

有到企业工作的经验。 而 青年教师经 过几年的

教学， 已经具备了一定的 教学经验， 逐 渐掌握

了备课、 上课和作业批改等 流程。 但是青 年教

师迫于科研的压力， 容易抱着应 付、 不出差 错

就行的态度， 对教学往往采取按部就班的几招，
从而导致教学观念陈 旧， 教学方法 滞后。 因此

教师教学的培训内容可以包括： 教学管理规范、
心理学、 教学环境、 学生的特 点、 教学理 念方

法、 信息化教学等内 容。 另外， 学校 要引导教

师加强对教学的学术研 究， 引导教师 对学生评

教中所反映出来的问题， 进行深入地 探讨。 教

师的时间有限， 要忙于科研和 教学等工 作， 还

要面对生活的压力。 在高强度的科研指挥棒下，
教师很少静下心来对教学进行 思考。 学校应 创

设制度鼓励教师了解新的教学 途径、 系统地 学

习教学理论； 撰写教学 方面的论 文， 对教学的

典型案例进行反思， 在研 究和反思中 把教学理

念转化为教学行为， 进一 步营造学校 良好的教

学文化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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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ing Teacher's Teaching Ability with
Students Evaluations

Yu Haibo

Abstract: As a part of teacher evaluation, student evaluation is more and more widely applied in
China's university. The evaluation results are taken into teachers' rewards and punishments. However, how
to employ the evaluation dada to improve teacher's teaching hasn't been valued by universities. This paper
argued the ways to improve teacher's teaching with student evaluations, namely, strengthening students'
evaluation on teaching process to identify teaching problems, offering training for teachers and encouraging
teachers to implement teaching study.

Key words: Student evaluations;Teachers' teaching ability impr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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