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第２４卷 第２期

２　０　１　４年６月

陕 西 国 防 工 业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学 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ｈａａｎｘｉ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Ｖｏｌ．２４Ｎｏ．２

Ｊｕｎ．２　０　１　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４－１０

作者简介：赵　熹（１９８２－），男，陕西咸阳人，硕士、讲师、教务处教务科科长，主要从事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研究。

高职院校教师教学质量
“五边形”评价体系的构建与实施

赵　熹
（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陕西 户县　７１０３００）

摘　要：以笔者所在学院国家骨干高职院校建设期间探索实施的教师教学质量“五边形”评价体系为例，阐述了如何

从学生、同行、院部、教务、督导等五个层面建立教师教学质量评价指标及项目权重分配。该体系的构建为高职院校

教学管理工作中对教师教学质量的评价提供了有效工具，也为教师本人提高自身的教育教学水平提供了可供参照

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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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教育部鲁昕副部长在２０１１年度全国职 业 教 育

与成人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反复提到“当前和

今后一个时期，无论是高等职业学校还是中等职业

学校，都要把提高质量 作 为 核 心 任 务”；“职 业 教 育

战线要把提高质量作为检验一个地区、学校和教师

工作成效的基本标准，把提高教学质量作为学校工

作的核心”。既然把提高教学质量作为高职院校当

前的核心任务，那么教师教学质量则是实现这一途

径的重要措施和保证，是突出教学中心地位及作用

的主要动力，是检验教育教学质量的重要手段。

因此，建立一套科学、完善、切合实际、适应时代

发展需求的教学质量评价体系，对保证高等职业教

育教学质量，完善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价，实现高职院

校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１　当前教师教学质量评价体系存在的不足

１．１　评价主体单一

大多数高职院校的教师教学质量评价绝对主体

是学生，学院教学督导、教务处、分院（部）教学质量

评价小组、教学同行等参与度较小或者为了评教质

量分的计算方便而根本不涉及，这就造成了“一家独

大”的尴尬局面。以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为

例（以下简称 “我 院”），在２０１１年 实 施 新 的 教 师 教

学质量“五边形”评价体系之前，就曾因为评价主体

的过于单 一 而 多 次 出 现 教 师 评 教 质 量 分“蹦 极”现

象，即教师评教质量分一学期名列前茅，一学期又排

名垫底。这种现象的出现严重影响了教师教学质量

排名的可靠性和公信力，因此必须同时纳入多元主

体参与评价。

１．２　评价过程重“静”轻“动”

目前大多数高职院校的教师教学质量评价都被

安排在学期末或者学期中进行，无非是是在学生期

末考试前，登录教务系统对该学期任课教师的教学

质量进行打分评价，或者是在学期中，由教务管理人

员向学生发放测评表，由学生在短时间内完成教学

质量表的填写工作，然后上交分院部或教务管理部

门。待所有任课教师测评结束后，便以此为依据，对
教师进行排名。这种“静”态评价方式只注重结果，

不重视过程，很容易得到片面性的评价结果，不具有

弹性，很容易打击教师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不符合事



物“动”态发展的基本规律。

１．３　评价结果反馈不及时

及时、全面地反馈教师教学质量评价结果，有利

于教师改进和完善教学手段，提升教学水平。但目

前大多数高职院校公布评价结果并不及时，在课程

结束后很长一段时间或是新学期开始后才公布评价

结果且只告知最终排名，使得教师无法通过反馈及

时、全面的了解自己教学上的缺陷，从而对整个教学

活动进行有效调节。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制约了教师

教学质量评价本身应发挥的积极作用。

２　高职院校教师教学质量“五 边 形”评 价 体

系的构建

２．１　教师教学质量“五边形”评价体系的构建原则

教 学 质 量 的 评 价 是 一 项 科 学 性 很 强 的 系 统 工

程，教师教学质量“五边形”评价体系的构建应遵循

科学 性 原 则、全 面 性 原 则、激 励 性 原 则 及 可 行 性

原则。

２．１．１　科学性原则

教学质量评价体系必须具有极高的可靠性与准

确性，因此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要有相应的理

论支撑，每个项目指标要有相对独立的、准确的科学

含义。在评价过程中，要力求客观、公正、准确、合理

的搜集评价信息。只有坚持科学性原则，反对任何

形式主义，才能真正调动教师教学的积极性、主动性

和创造性，提高教学质量。

２．１．２　全面性原则

教学质量评价体系的各项指标要能涵盖被评价

教师的全部主要观测点，要注意影响教学质量的诸

多因素及它们之间的联系，全面系统地进行评价分

析。这 样 才 能 对 评 价 对 象 的 本 质 作 出 科 学 全 面

评估。

２．１．３　激励性原则

教学质量评价要有利于调动教师的积极性，达

到促进提高教学质量的目的。评价结果可作为教师

晋级、专业技术职称评聘、评选先进、教学质量奖分

配等的基 本 依 据。但 要 注 意 评 价 指 标 的 制 定 要 适

度，即“看得见、跳一跳，够得着”，过高或过低都不利

于激励政策实施。

２．１．４　可行性原则

教学质量评价要从本校实际教学情况出发，要

注意评价形式、指标等是否切合实际，能够实现；要

注意评价程序是否过烦或过简，不便操作；要注意避

免评价体系的构建流于形式，无法执行。

２．２　教师教学质量“五边形”评价体系的评价指标

及权重

　　教师教学质量“五边形”评价体系包含五个层面

（见图一）。第一层面是学生评教，主要从教学态度、

教书育人、教学实施、能力培养、作业布置批改及辅

导等五方面进行评价；第二层面是同行评教，主要从

德、能、绩、效、勤等五方面进行评价；第三层面是院

部评教，主要从教学实施、授课计划及教案、作业批

改、教师听课、调代课等五方面进行评价；第四层面

是教务评教，主要从教学秩序、教学改革、教案撰写、

作业记录、试卷检查等五方面进行评价；第五层面是

督导评教，主 要 从 教 师 课 前 准 备 情 况、教 学 内 容 传

授、教学过程实施、教学效果、教学事故等五方面进

行评价。

这五个层面分别置于“五边形”的五个顶点，中

心至每一顶点的连线被均分为２０等份，根据每一层

面的评价结果及权重确定连线，最终构成一个不规

则的五边形（见图一深色部分），通过计算不规则五

边形面积则可显示出教师教学质量的整体情况，同

时通过不规则五边形每个顶点与“五边形”顶点的接

近程度显示评价体系每一层面的局部情况。下文中

各层面评价项目“五边形”均具有相同效果，此评价

体系能够形象直观地反映出教师教学质量，具有较

强实用价值。

图１　教师教学质量“五边形”评价体系示意图

２．２．１　学生评教

学生是教师教授的对象，是教学质量的直接收

益者。他们对教师教学效果有着直接、深刻的感受，

由他们做出的评判，针对性强且具有说服力。但由

于受知识水平、个人情感以及评价视角等主观因素

限制，会影响到评价结果的准确性。学生评价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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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图二；

图２　学生评价项目“五边形”示意图

２．２．２　同行评教

同行是指同教研室的教师，他们作为与被评价

教师具有相同或相近专业领域背景，了解彼此的教

学经历，接触时间较多，相互了解。同行评教不仅在

教师教学质量中具有重要作用，而且在共同提升本

专业发展上，也具有很大潜在价值。同行评教项目

详见图三；

图３　同行评价项目“五边形”示意图

２．２．３　院部评教

院部评教是指由院（部）书记、院长、教研室主任

及教师代表组成的评议小组对所属教师进行评价，

主要通过深入课堂了解教学情况，三期教学检查及

平时教学检查等形式开展评教工作，院部评教项目

详见图四：

２．２．４　教务评教

教务评教是指由教学副院长、教务处等相关代

表组成的评议小组对所属教师进行评价，通过开展

学期初、期中、期末、三期教学检查；常规教学巡查等

活动；学生座谈会，来保障和促进教育教学质量。教

务评教项目详见图五：

２．２．５　督导评教

督导评教是指由学院督导员、二级分院部督导

图４　院部评价项目“五边形”示意图

图５　教务评价项目“五边形”示意图

员、校外专家督导、学生信息员等相关代表组成的评

议小组对全校教师进行评价，通过听课、考察教学过

程、座谈及我院自主开发的教学运行实时反馈系统

等多种形式，根 据 教 师 课 前 准 备 情 况、教 学 内 容 传

授、教学过程实施、教学效果、教学事故等五方面考

核教师的教学质量，详见图六。同时，督导们应及时

与教师交流督导意见和建议，促进教师教育教学能

力的不断提高。

图６　督导评价项目“五边形”示意图

２．３　教师教学质量“五边形”评价体系的建设成效

我院自２０１１年８月被国家教育部确定为“国家

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骨干高职院校立项

建设单位以来，每学期对教师教学质量进行一次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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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评价。教师教学质量“五边形”评价体系经五个学

期的运行，针对原先在教师教学质量评价中存在的

评价主体单一、评价过程重“静”轻“动”、评 价 结 果

反馈不及时等问题做了很好改进及优化，本文探讨

的教师教学质量“五边形”评价体系，更好地综合了

五方面因素对教师教学质量的评价，故其结果将更

为全面、真实、公正、客观、及时。他的成功实施也为

我院２０１３年作为西北地区唯一一家以“优秀”等级

通过教育部、财政部验收的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

校夯实基础。

３　结　语

高职院校建立教师教学质量评价体系是一个庞

大的系统工程，涉及学校及教师的方方面面。测评

不是最终目的，应重在反馈指导而不是单纯的考核

评价，要及时将相应的信息反馈至被测评教师，帮助

其改进教育教学方法和提升教学能力，促进高技能

型人才的培 养，满 足 经 济 社 会、学 生 及 家 长 的 更 高

需求。

由于时间、精力以及认知水平的限制，笔者在教

师教学质量“五边形”评价体系的研究过程中，还是

存在着诸多不足之处，希望今后能对高职教育理论、

评价机制、评价指标以及评价的全面性、真实性、公

平性、及时性等方面继续做更深层次的研究，努力探

索出一条适合高职院校教学质量评价的新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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