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 江 工 贸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学 报
JOURNAL OF ZHEJIANG INDUSTRY&TRADE VOCATIONAL COLLEGE

第19卷第3期

2019年09月

Vol.19 No.3

Sep.2019

高职院校课堂教学评价实施中
存在的问题分析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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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建立完善的课堂教学评价体系是当前高职院校的重要任务。从学生评价、同行评价和督导评价等主要评

价主体着手，分析了课堂教学评价中的评价形式及特点，评价主观性过强、评价能力与动力不足、评价时间紧张与时

间安排冲突等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关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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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Classroom Teaching Evalu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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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an important task for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o establish a perfect classroom teaching evaluation system.

Starting from the main evaluation subjects such as student evaluation, peer evaluation and supervision evalu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valuation form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lassroom teaching evaluation,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evaluation,

such as too strong subjectivity, insufficient evaluation ability and motivation, evaluation time tension and time arrangement conflict,

and at last puts forward relevant 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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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评价是高职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部

在《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
年）》中指出，要建立诊断改进机制，以高等职业

院校人才培养工作状态数据为基础，开展教学诊断

和改进工作，推动高等职业院校全面建立完善内部

质量保证体系，支持优质高等职业院校实现更高水

平发展。在国务院印发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

方案》中，也对健全国家职业教育制度框架，完善

评价机制提出了新的要求。

建立完善的课堂教学评价体系，一是能提升学

生学习效果，引导教师将课堂教学中心从教师授课

转移到学生听课上来；二是能诊断教师教学问题，

向教师提供多种途径的反馈，提出针对性的改善建

议；三是能提供多元反馈途径，从学生、同行、督

导等多个评价主体的视点出发作出评价，使评价具

有全面性。四是能推进课堂教学改革，通过评价引

起教师对改进课堂教学效果的反思。

一、课堂教学评价的主要形式及其特点

根据评价主体的不同，课堂教学评价主要可以

分为学生评价、同行评价和督导评价三种类型，而

每个评价主体类型又具有多种形式。

（一）学生评价

在所有评价主体中，学生是最能够直接感受到

教学效果，最具有发言权的。但同时，学生也是对

教学最缺乏理解的群体，考虑问题往往不够全面。

学生评价通常有生评教和教学座谈会等多种形式。

生评教通常由学生全员参与，由于数据量和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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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量巨大，一般都会采用信息化的手段来进行评价。

与其他评价形式相比，生评教具有巨大的样本数量，

在结合科学的算法的基础上，可以降低评分的随机

性。而在教学座谈会中，每个班级都会派出学生代

表，通过交流对话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思想观念，对

每位任课教师的优缺点进行评价，并提出改进建议。

与生评教的评价主体相比，参加教学座谈会的学生

作为班级的代表，责任心和参与度通常较高。

（二）同行评价

参与评价的同行教师通常为同专业或相近专业

的教师，与其他评价主体相比，最大优势就是对专

业的了解程度更深。通常以同行听课的方式进行评

价，另外也会在教研活动时采用复盘研讨等形式进

行评价。

同行教师听课是一种较为科学的评价方式，使

教师能了解更多的教学方法和手段，借鉴他人的长

处改善自己的教学效果。复盘研讨是同行教师听课

的延伸与补充。听课的课后讨论更注重问题的提

出，但由于课间时间有限，往往无法深入讨论所有

的问题。而复盘研讨能有更充足的时间分析听课中

发现的每个问题，通过思维碰撞来更好地解决问题。

（三）督导评价

教学督导是高校教学质量保障体系中的重要组

成部分，教学评价是其主要工作职责之一。教学督

导不但要在监督教师的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的同时

给出准确的评分，还要对教师存在的问题进行指

导，激发督导对象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并使其水平

提升，达到预期效果。与其他评价主体相比，他们

的听课对象更广，更加熟谙教学规律，对不同教学

风格的接受度也会较高，能通过更专业的教学研讨

和参与评分标准的制定讨论，使督导组成员在执行

评价标准时更加统一。

二、课堂教学评价在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一）评价主观性过强

从整体上来看，以学生、同行和督导为评价主

体的各类评价形式都发挥着各自的作用，但其中的

某些评价方式还是存在主观性较强的问题。

在教学座谈会中，每个班级的参与学生人数通

常只有 1至 2人，样本数量较少，因此在评价时不

可避免地会表现出较强的主观性，学生个体间对评

分标准的理解偏差会对评价结果造成显著的影响。

比如，有的学生会给优秀的教师打90分，而其他学

生则可能会给基本良好的教师打90分，优秀的教师

打100分。这样就会使整个评价结果失去准确性。

同行教师听课评价同样具有较强的主观性，即

便制定了科学的评价标准，也难以保证其评价结果

的准确性。除了对评价标准理解的偏差外，主要还

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不同的教师通常都有自己对

教学的理解和擅长教学风格，教学手段和方法也不

尽相同，一个优秀教师的教学方式不一定能获得另

一个优秀教师的认同。二是很多听课教师同时也是

新手，他们希望能在听课的过程中进行学习并获得

启发，而自身并不一定具备足够的评价能力，由其

进行听课评价无疑会影响评价的准确性。三是听课

教师的评价容易受到主观因素的干扰，可能会根据

个人对评价对象的了解直接打了“印象分”，或者给

自己关系较好的教师附加一些“感情分”。如果采用

这些主观性较强的评分作为考核教师的依据，无疑

会影响教学评价的公平性和教师的教学积极性。

（二）评价能力与动力不足

生评教是课堂教学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生

作为课堂教学的主体，参与了学习的全过程，对课

堂教学的有效性有着切实的感受，对课堂教学评价

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1]但在同时，学生在评价能

力和动力方面存在着很大的不足。一是学生大多不

具备教育学方面的知识，缺乏对教学规律的把握。

二是一些学生没有按照评分标准进行打分，而是根

据自己对教师的个人印象进行评分，有的学生甚至

直接给所有教师打了满分，使评分标准形同虚设。

这样敷衍的做法，不但降低了评价的准确性，还容

易使生评教的结果出现获得满分评价的教师人数比

例过高的问题，从而降低了区分度。

（三）评价时间紧张与时间安排冲突

在听课过程中，教学督导除了对教师的课堂表

现作出评价外，还要考虑教师的教学设计是否合

理，及其实施情况是否到位等问题。但若把教学设

计和教学实施两项评价任务放在一节课内完成，会

使评价时间过于紧张，评价者的注意力分配和记录

速度都会受到限制。

另外，在复盘研讨时，并非所有教师都参加过

研讨课程的听课，通常都会有教师由于上课或其他

客观原因无法参与听课。因此在复盘研讨中，没听

课教师对提出的问题不太容易把握，对研讨的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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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效果都会有所影响。

三、课堂教学评价的改进思路与对策

（一）有机结合量化评价与质性评价构建评价

体系

量化评价是指通过收集数量化资料信息并运用

数学分析方法得出评价结论的一类评价，在课堂教

学评价中通常以分数的形式给出评价。[2]质性评价

是指通过收集非数量化资料信息并运用描述分析方

法得出评价结论的一类评价，在课堂教学评价中通

常以评语的形式给出评价，主要包含了优点和缺点

的描述性评价、问题的分析和改进建议等。相较之

下，量化评价具有较强的客观性和可操作性，在甄

别教师教学水平优劣、鉴定课堂教学效果是否达标

以及作为教师晋升、加薪、降级、解聘等奖惩性结

果的依据等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不但满

足了学校在管理上的需要，而且为评价对象提供了

外部动力，对教师的发展起着促进作用。但它过于

强调评价对象之间的共性，因而忽略了人的行为的

主体性、创造性和不可预测性，在诊断问题和找到

改进方法方面力有不逮。而质性评价则是通过评价

主体与评价对象之间的沟通和交流达成理解与共

识，为评价对象带来反思，从而起到改进的作

用。但它的主观性较强，因此在甄别和区分上的

功能较弱。

在课堂教学评价体系的设计中，我们应根据每

种评价形式的特点来确定适合它的评价方式。如生

评教因参与人数多，存在较强的客观性，适合采用

量化评价的方式；教学座谈会、同行教师听课和复

盘研讨的主观性较强，但在发现课堂教学中存在的

问题和解决问题上能发挥更大的作用，适合采用质

性评价的方式；而督导评价在提出问题与解决问题

的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客观性，适合结合以上两种方

式进行评价。另外，质性评价应尽可能采用多种渠

道的评价途径，除了他人的评价外，还应包括被评

对象的自评。（如表1所示）

通过量化评价和质性评价的有机结合，既能满

足学校对教师的考核需要，又能满足老师发现自身

不足，提高自身教学水平的需要。同时，通过奖惩

机制激发教师的发展需求，通过科学地制定量化评

价的评价指标帮助教师制定发展目标，通过质性评

价帮助教师制定对策并提供一些解决方案，从而促

进教师的个人发展。

（二）全方位增强生评教的准确性

1.降低评价难度

学生评价能力的不足主要体现在其缺乏对教学

的理解，即使要提升这方面能力也是事倍功半，难

以达到理想的效果。但我们可以降低评价难度，通

过结构的优化引导学生的评价思路，同样可以达到

提高评价准确性和有效性的效果。

一方面，我们可以对评价指标的分配结构进行

优化，把教学设计是否科学、教学组织是否合理、

教学目标是否明确、课前准备是否充分等评价指标

交给对教学有着更深理解的教学督导与专家进行评

判，同时把课堂氛围营造的好不好、个人兴趣是否

得到激发、教学内容的理解和接受程度如何、作业

内容和评语能否达到效果等和学生实际感受密切相

关的评价指标交给学生评价，通过为各个评价主体

分配更合理的评价指标，增强评价量表的科学性，

同时降低了学生评价的难度，从而提升了评价的有

效性。

另一方面，我们还可以在评价表的结构设计上

进行优化。例如，在生评教系统中，每门课程通常

都有一个独立的页面，学生可以在页面中阅读评价

指标以及对评价指标的说明信息，并在每个评价指

标后进行评分，接着跳转到下一页对另一门课程评

分，直到完成整个评价。经过结构优化后，可以为

每个评价指标提供一个独立的页面，学生可以在页

面中阅读评价指标的说明信息，并对每门课程在该

指标上的水平进行评分，接着再翻到下一页对下一

个评价指标评分，直到完成评价（如图1所示）。这

样不但可以减少学生阅读评价指标及其说明的次

数，强化对评价指标的注意力和理解程度，弱化对

教师的主观印象，还可以在各个指标下分别对每个

老师进行横向对比，从而有效增加了评价的区分度。

2.提升评价动力

要提升学生的评价动力，一是要充分发挥学生

表1 量化评价与质性评价在课堂教学评价体系中的应用

按评价主体分类

学生评价

同行评价

督导评价

自我评价

评价形式

生评教

教学座谈会

同行教师听课

复盘研讨

督导听课

教学设计评价

自我诊断

量化评价

√
△
△
×
√
√
×

质性评价

×
√
√
√
√
√
√

注：△表示限制评价结果的实际应用或降低应用时的权重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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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生评教系统表结构改进前后对比图

在教学评价中的主体作用，通过调整学生心态，让

学生明白教学评价的目的是为了搞好教学、促进教

学，明白学生自己才是提高教学质量的最终受益

者。增强学生责任心，使学生能耐心、公平地对教

师进行评价。二是要加强评价实施过程的指导管

理，安排专人对生评教进行指导，在评价开始前明

确评价的操作要求，降低学生误操作的可能性，同

时加强现场的纪律管理，避免学生之间的相互讨论

和完成评价的学生对未完成评价学生的干扰。另

外，我们还可以对评价系统的界面设计进行优化，

一个友好美观的界面能够拉近人和评价系统之间的

距离，使人在评价过程中也能得到视觉享受和舒适

的用户体验。

（三）有效利用录像评价增强听课评课效果

录像评价是将教师的教学过程与学生的学习状

态以视频的形式记录下来，并在课后进行评价的一

种评价方式。它与现场听课相比有以下优势：一是

可以自主安排观看时间，不用担心抽不出时间听

课。二是可以暂停和回溯观看，不用担心漏过细

节，而且有更充裕的时间观察教学设计在教学过程

中的实施情况。三是可以在观看时进行讨论，甚至

讲课教师本人也能参与到讨论中来。四是可以把评

价中的每个教学优点和教学问题和视频中的具体片

段一一对应，为评价提供扎实的佐证依据[3]。五是

可以进行横向与纵向对比，不但能对比不同教师之

间的差异，还能对比同一教师在不同阶段的进步情

况。因此，在课堂教学评价中，我们可以在督导评

价、教学研讨甚至教师自评中，以录课的形式代替

听课或作为听课的补充，避免了听课评价时间过于

紧张和听课时间安排冲突的问题，使评价结果更加

全面、客观、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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