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 9月 
期 第3期 

高等建筑教育 
JOURNALOFARCHITECT URALEDUCATION IN 

INSTITUT10NS OF HIGHER L队 RNING 

Sept．2000 

．
36No．3 

一  

对高等学校教学工作评价的思考 

l 

[美麓{司】 肆 
[摘 要】本文论建 

束机制等同题。 

段锚  2． 

(安徽建筑工业学院 嘈 藤  合肥 230022) 

／，、 

建立社会评价机制以及建立高校自我澈励、自我约 

(中圈分类号】G40—058．1 【文献标识码]A 【论文编号]1005—2909{2000103—0079—02 

Thoughts on evaluation of college teaching work 

DUAN Zong—zhi 

cD印t．ofAdnfinistraticaLEngineering．Anhui InstituteofArchitecture，Hdd 230022．China) 

K目 wm'ds：teach／rig,avxk；teaching t~aluafion；social Ⅲ  ∞；th。 

AI，醴 ：11-e article dkseusses some problems，such∞ carrying out~ hing evaluation，perfeet~ ev~mtion systeln1．and bailding e． 

valuationmechanism of society a sd卜 stirauhttrg ．sd{一restrictingmecbanisan of coUege
．  

一

、开展教学工作评价是在新的高等教育体制 

下国家间接管理高校教学工作的重要手段 

原有计划体制下形成的高等教育体制，是由国 

家集中计划、中央部门和地方政府分别办学并管理 

的体制，存在着与市场经济体制不相适应的方面，主 

要是政府及其教育管理部门对高校统、管得过死．包 

得过多。在教学工作方面突出表现在：同类专业人 

才培养模式划一．专业口径过窄，教学内容、手段陈 

旧，学校所实施的教学过程也基本相同，同类专业人 

才基本上是用一个“模子”倒出来的等等，学校难以 

根据自己的办学条件、环境、优势，站在自己的层次 

上，自主办学，办出自己的特色。学校在招生、教学 

计划设计、教学过程的组织与实施没有自主权，政府 

作为唯一的投资主体、办学主体，配置好学校的人、 

财、物(教育资源)，下达指令性招生计划，规定人才 

培养模式，学校主要是完成教学过程的组织与实施， 

最后学生如期毕业，由国家包分配工作。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 

变，高等教育体制正由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政府 

集中计划，直接管理的体制向着政府统筹规划、宏观 

管理指导，高校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体制转变。扩 

大高校办学自主权，把属于学校的权限，坚决下放给 

学校，已成为新体制建立的重要内容。在新体制下， 

学校自主确立办学指导思想，自主确定人才培养模 

式，在人才培养目标、规格和基本要求上，与其他各 

级各类学校的同类专业要有“差异”，根据自己的办 

学条件、环境、优势把教学工作做好，办出自己的特 

色．使毕业生在基本达到培养目标和规格要求前提 

下，在某个方面具有较强竞争力。对高校教学工作 

整体进行评价就是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后国家及其 

教育管理部门对高校教学工作由直接管理转变为间 

接管理的一种手段。它改变了传统体制下对高校管 

得过死的状况，做到既管，又管而不死，既放，又放而 

不乱，使国家及其教育管理部门能有效监控学校的 

教学工作。 

教学工作评价的依据是教育部《高等工业学校 

本科教学工作评价方案》(以下简称《评价方案》)。 

《评价方案》是规范本科教学工作的依据。体现学校 

为达到培养目标而应具备的基本条件，反映高校在 

传授知识、培养能力、提高综合素质方面的教学效 

果。它使学校对如何抓本科教学工作有了遵循的标 

准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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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工作评价是对高等学校教学工作的社会价 

值进行判断的过程，是对学校的政府约束，是对学校 

在办学条件、教学状态、教学基本建设、人才培养质 

量等方面是否达到国家基本要求的鉴定。因其所具 

有的诊断、建设、激励、导向等功能，能起到规范本科 

教学工作、“以评促建”的作用。通过教学评价，改善 

了学校办学条件，进一步明确、端正了学校办学指导 

思想，理清了教学工作思路，优化了教学过程，为教 

学过程的实施创造了必要的良好的内部和外部条 

件，促进了教学效果的提高，引导了学校在人才培养 

方面形成自己的特色。 

二、完善评价制度．建立社会评价机制 

我国目前高校基本上还是政府投资，政府办学， 

还存在明显的政府垄断性。在高等教育领域计划经 

济体制的“烙印”还很深，学校内部管理体制中仍然 

沿袭计划经济的许多做法。政府与学校的关系实际 

上还是“父子关系”，政府对学校不可避免地存在“父 

爱主义”。从这一点来讲，教学评价实际上是“自家 

人”评“自家人”，教学评价对高校的约束、规范从根 

本上是软性的。 

高校将逐步拥有充分的办学自主权，依法面向社 

会自主办学，其价值最终将由社会来判断。学校除了 

受政府约束，还应受社会约束、市场约束。因此，对学 

校的教学工作不能没有社会评价，要完善教学评价制 

度，在《评价方案》中建立一套社会评价机制。 

1998年《评价方案》中，有关社会评价的内容， 

集中体现在毕业生质量调查这个项目上。对这个项 

目的评价要求是学校要建立稳定的毕业生质量信息 

监测反馈点；定期开展毕业生质量调查工作，并对调 

查情况进行研究分析，使之成为改进教学工作的重 

要依据。但在实际工作中，受社会用人单位和学校 

等因素影响，其效果不理想，对学校教学工作产生不 

了什么影响。正如《评价方案》研制组认为的评价方 

案中社会评价方面还比较弱，今后要创造条件，加强 

社会评价。应通过评价加强高校与社会的联系。 

社会评价实质上是社会各界人士对高等教育现 

状及其发展趋势的评价。它具有客观性、公正性和 

准确性。这种评价会对高校的社会声誉产生重大影 

响，从而直接影响高校的生源、师资、经费投人等方 

面。因而会格外受到高校领导的重视，对高校的激 

励作用会更加明显。过去的教学工作评价主要是由 

教育行政部门执行或发起，在学校自评自查基础上， 

由教育行政部门组织专家组进行复评(验收)，很少 

有社会直接参与，也难得到来自社会的准确、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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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这种评价方式易使高校产生偏重于对上负 

责，忽视社会对它的看法。毕业生的质量是高校教 

学质量的主要标志，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素质和表 

现形成评价性看法，是高校教学评价中不可缺少的 

依据。因此，应有组织、有目的地开展社会评价，建 

立学校、社会、政府三位一体的教学评价制度，是高 

校教学评价体制的发展方向。 

教学工作评价应该引导学校走以政府办学为 

主、社会参与办学的路子，改变高校投资主体单一化 

的状况，形成投资主体多元化。评价方案中应增加 

这方面的内容。 

教学工作评价还要形成周期性的动态教学评价 

制度。一定时期后，对高校“自主办学”情况，按照在 

办学条件、教学基本建设、教学质量等方面的国家基 

本要求和学校办学质量的基本保障体系进行评价， 

以鉴定办学成绩，发现问题，找出差距，使教学工作 

处于建设状态。 

三、加快高等教育改革，建立高校自我激励、自 

我约束机制 

要解决教学评价合格后不出现教学工作滑坡现 

象。关键是要逐步建立学校的自我激励、自我约束 

机制。只有学校自我激励、自我约束机制建立起来 

了，学校就能自觉遵循《评价方案》所确立的本科教 

学工作的规范和所体现的本科教育教学基本规律搞 

好教学工作，学校人才培养质量才能从根本上得到 

保障。 

建立学校自我激励和约束机制的途径是深化学 

校外部和内部体制，包括办学体制、管理体制、招生 

和毕业生就业体制、投资体制、高校内部管理体制等 

五个方面体制的改革，使高校成为法人实体、竞争主 

体。通过改革，要让学校承担投资成本，注重提高资 

金投人效率，注重优化教育资源组合．最大限度释放 

教育资源的生产力；要让学生真正自主择校，自主、 

主动学习；要让杜会真正唯才是用，任人为贤，形成 

竞争的人才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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