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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教学质量测评系统的研究与实践 

邓晓岚 

(重 教务处，重庆 4OOO44) 

摘要：介绍教学质量测评体系的基本情况，并针对重庆大学的具体情况，对重庆大学课堂教学质量测评体系的理论与实践进行 

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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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课堂教学质量测评综述 

首先，开展课堂教学测评能有效调动教师的积极性。长期 

储存在计算机中，也可打印出来存档随时查用。从而使学校领 

导和教学管理部门掌握全校的教学情况 ，及时发现和改进教学 

以来，对教师教学质量的评价一直处于“较好”、“比较好”之类的 过程中的薄弱环节，并 

经验评价状态。对教师教学水平的了解只凭印象，缺乏比较全面 

和比较客观的定量依据。虽然学校制定了教师工作量制度，对 

教师工作有了“量”的要求，但是“质”的标准和测量方法却没有得 

到合理的解决，因而，影响到教师的聘任、奖励、提职等工作所需 

其四，课堂教学测评是管理民主化的体现。现代化管理认 

为，双向管理和多向管理能更大程度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除教学管理干部外，教师、学生既要接受管理，又要参予管理，课 

堂教学测评正是这种管理的体现。 

的考核资料，致使提职过程中，一部分教师的积极性受到挫伤。 二、建立简明可行的课堂教学测评指标体系 

建立课堂教学测评制度，无论是对全校教师教学水平总的情况 学校早在 80年代，参照国内外高校对教师教学考核的一些 

的了解，还是对各学院教师个别情况的了解，或对各门课程教学 方法，结合学校实际情况，制订了“重庆大学教师课堂教学测评 

情况的了解，都能以一定的数据表示。有的学院将以此作为教 指标体系”，于1986—1987学年下期实施。通过两年对 80多个本 

师提职的考核内容之一。有利于调动广大教师教学的积极性和 科班次的1 300多名任课教师课堂教学质量测评，发现该指标体 

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 系虽然对了解教师课堂教学情况有很大帮助，但不够全面，条款 

其次，课堂教学测评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教学工作及教风、 模糊，可操作性差。于是，又对测评指标体系进行反复修改，教 

学风建设。学校绝大多数教师的教学态度认真、责任心强，但也 务处组织了由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及教学管理专家，在广泛收 

有极个别教师例外，影响不好。开展课堂教学测评工作，建立比 集信息和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指标体系的方向性、全面性、可比 

较完善的信息反馈机制与渠道，信息的反馈成为一种全面的、日 性和可操作性等特点，最后制定了“重庆大学教师课堂教学质量 

常的工作，在一定程度 t对教师的教学起到了监督与促进作用。 测评指标体系”。教务处将此标准在各学院进行广泛宣传，使师 

其三，课堂教学测评制度是教学信息反馈和质量控制的主 生人人皆知，教师自觉地按此标准要求自己，学生在课堂上主动 

要部分。一方面，进行测评首先要制定衡量教学质量的依据，这 配合教师教学，并客观地评价教师。到目前止，测评指标结合当 

将使教师在教学中有明确的目标和依据。另一方面，综合评价 前教学改革的变化先后修改三次(见表 1)，十几年的实践证明， 

不只是对教师。而是以对教师教学质量评价为基础，进而对学院 它对调动教与学两方面的积极性，尤其是对于调动教师的积极 

教学管理工作进行评价。评价结果用计算机程序处理后，可以 性，提高课堂教学质量起到了促进作用。 

表 1 教师课堂教学情况调查表 

序号课程教师 概 要 簇 薪 翥篙 萼 描 嚣妻 综合 

而体育课的要求是：(1)重点突出，精讲多练；(2)注意运动技 师表，教书育人。 

能传授，促进学生锻炼身体；(3)注意示范动作的准确性；(4)为人 三、课堂教学测评评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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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面结舍，听课制度常规化 

学校领导积极支持课堂教学测评，早在 1989年学校颁布了 

“关于教学管理干部坚持听课制度的意见，”促使学校各级领导 

深 教̂学第一线了解情况，同时，将听课次数进行公布。据统 

计，学院党政—把手、主管教学负责人每学期人均听课达到5—7 

人次以上。各系(教研室)还组织了集体听课，公开教学、观摩教 

学等，学校教学管理干部深 听̂课做得扎实，听课记录交学院教 

务室保存，供对学院教学管理工作测评时和教务处检查时调用。 

在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之后，课堂测评的检查性听课工作进 

一 步向纵深发展。从 1991年开始学校就聘请了30名热心并长 

期从事本科教学第一线的离退休教授，成立了在教务处领导下 

的教学督导组，主要任务是协助教务处、对本专科教学工作进行 

督促、指导、检查咨询等工作。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配合教学 

测评有计划地开展课堂教学质量检查，这种检查性听课深入细 

致，不图表面效应。教学督导组检查性听课每学期 次̂／̂ 以 

上，对部分重点课程以及量大面广的基础课和部分教学效果好 

或差的有代表性的教师更是多次听课，事后诚恳地和教师切磋 

教学方法，交流思想，既肯定成绩，又指出不足，消除了部分教师 

的顾虑，使他们由怕挑毛病变为主动要求督导组专家去听自己 

的课，征求学生对教学的意见和建议。双方交谈内容从一般的 

教学原则、教学方法、教学艺术，到如何指导学生学习，如何加强 

师德修养和教书育人等，得到了教师的普遍欢迎与赞扬。有的 

青年教师说：“我们大多毕业于非师范院校，很需要老教师的帮 

助、指导，学校组织的听课和研讨，对我们在教学上提高自觉性、 

减少盲目性有很大帮助。”学院也建立了院级教学督导组，配合 

学院教学管理开展工作。 

校、学院、系(教研室)负责人和校、院教学督导组专家听课， 

事先均不通知，只是在 t课前进教室时才向任课教师打个招呼， 

这确实成为一种无形的压力，从客观上起到了督促教师认真备 

好课，讲好课的作用，促进了学校整体教学水平的提高。因此， 

近几年学校教学事故减少，教学效果优秀教师比例逐年提高。 

(二)综合测评、科学合理 

要使课堂教学质量测评的结果保持较高的可信度，必须采 

取科学方法。近十年来，学校分学期连续对任课教师进行课堂 

教学质量测评，总结、完善、摸索出了听课与测评结合，学生测评 

与学院、系(教研室)、校、院教学督导组专家测评结合的方法，收 

到了良好的效果。 

首先，组织学生测评。我们在宣传测评的重要意义的基础 

上，在各班选择 8位责任 强，学习成绩中上的学生，按5级记分 

制填写<教师课堂教学情况调查表》，并规定在2—5分之间打分 

(可到小数点—位)，将7项指标分别取权重为： =0．15、 = 

O．15、坞 =0．15、M4=0．2、慨 =O．15、眠 =0．1、鸩 =O．1，然后 

用加权统计法算出学生打分的情况。评价的权重用 腿 表示，学 

生打分用 A表示。如下式 ： 

D,~as：V8X m,Ao 

为权重 ，i=1⋯7，．f=1⋯8(表示学生序号) 

第二，综合加权。在取得了同行专家及领导、学生的评价的 

数据后，将这两个数分别汇总到《=教师课堂教学情况综合评价 

表》中，考虑学生、教师、同行专家、领导所处的地位不同，因而将 

两项评分设不同的权重进行加权，最后取得教师课堂教学情况 

综合评分值。同行专家、领导权重O．55，学生评价0．45。如下式： 

D综合=O．55 D专家、教师、领导 +O．45D学生。在调查表中，都设有 

教学效果绣洽 印象栏 目，但这个指标不统计在加权处理的数据 

中，只作为参考因素加以考虑。 

第三，评价等级。在得出综合i 价之后，按好(≥4．75)、较好 

(≥4．25)、一般(≥4)、差(<4)进行评价。 

对综合澍评结果必须慎重分析，注意掌握两个重要因素，一 

是“可比性”问题，低年级学生对教师教学的评分不能同高年级 

单比较。因为，高、低年级学 

生的思维方式及对教学的具体要求之间存在着差异；基础课教 

师的得分不能同专业课教师的得分进行比较，因为这两个因素 

在理论、结构方面存在着差异。二是“相对性”问题，某个班课程 

教师阵容较强，因此，即使教学水平较高的教师上该班的课，由 

于存在相对性的影响，分数也可能偏低，反之亦然。只有注意这 

两个方面的因素，才能使综合评定可靠、客观、科学。 

第四，评价工作的组织实施。根据我校的实际情况，评价在 

每学期期中教学检查时进行，对本学期任课的所有教师的课堂 

教学质量都要进行测评。 

四、注重反馈，充分发挥测评作用 

开展教师课堂教学测评工作的最终目的是让测评结果在提 

高课堂教学质量 匕发挥积极作用，使优点得到发扬，存在的问题 

得到改进。为此，及时、准确、全面地向教师反馈测评结果至关 

重要。十几年来，学校通过信息反馈，使测评工作得到广大教师 

的理解和支持。主要做法是： 
一 是课后研讨反馈。听课后校、院教学督导组专家约请教 

师讨论。交换意见，不少校、部(处)、学院负责人听课后，也以不 

同方式同教师交换意见，深受教师的欢迎。 

二是测评后单向反馈。测评后的单项指标的内函对教学情 

况反映得一目了然，教师可据此检查自己的长处和不足，对教师 

本人扬长避短，改进教学提供参考。 

三是测评后向学院、系(教研室)领导反馈。这是指测评结 

束以后，各学院将测评情况分别同教师所在系或教研室主要领 

导进行通报，让他们心中有数，作为在教学任务安排、专业技术 

职务晋升以及奖励、评审等方面的参考。对于存在某些不足的 

教师，教研室采取适当的方式配合研讨反馈，给予帮助指导，使 

其得到改进提高。 

四是澍评汇总后集体反馈。这是指将学期或阶段性测评结 

果利用学校教学副院长例会，向各学院通报。内容多为汇总后 

带有共性的问题，目的是希望各单位针对存在问题采取相应措 

施。这种集体反馈方式容易引起各学院重视，加上不涉及具体 

人员，也易于获得较大范围的收效。 

实践证明，教师课堂教学质量测评工作得到了广大教师由 

衷的支持，我们相信，这一工作，对提高救学质量，对提高学校的 

办学水平已经产生并将继续产生深远影响。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