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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职教学质量评价内涵

教学质量评价主要指对教育教学活动在多方面的价值判断，

包括但不限于考核教师的教学水平、教学方法与策略的有效性、

课程设置的科学性、学生综合学习成果等等 [1]。当然，其也可以

按照不同分类标准，分为教师评价、学生评价和学校评价等，分

为整体评价、部分评价等。也就是说，教学评价按照不同的分类

方法有多种多样，高职教学质量评价体系构建也是一项系统性工

程。但一般来说，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探讨高职教学质量评价及

其内涵：一是以学生为主体进行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过程

与效果等的综合性评价，考察学生上完一节课后的知识技能、情

感态度与价值观等的发展情况；二是以教师为主体进行教学环

境、教学设计与活动等的整体性评价，甚至教师也对自身言行、

教学效果进行评价，对于教学过程提出问题、改进问题目 [2]。

前，部分学校教学质量的管控甚至教师本身都没有意识到，学校

检查和监督也是流于形式，对于学生的思考探究、综合实践来说

是非常不利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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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职教学质量评价体系建设的必要性

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

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完善立德树人体制机制，扭转不科学的教

育评价导向，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

子的顽瘴痼疾 [4]。这充分指出高职教学质量评价体系建设的重要

性，要求我们深入一线工作进行完善、创新。笔者认为，建立教

学质量的评价体系，重在配合人才培养模式和工作过程系统化课

程建设思路，以核心知识、教学过程与质量为上，形成完整的评

价机制。对于高职院校来说，就应当改变学科教育体制下的学生

理论成绩为主要考核方法，而要在评价中增加学生的职业能力水

平、职业素养水平等，并合理分配考核的权重，将知识、技能与

态度相结合，使学习效果评价与企业标准相吻合，建立一个较为

完整、科学的教学评价体系 [5]。尤其在可持续、常态化教学质量

评价工作机制的作用下，教育管理人员更要加以重视，以自身视

角密切关注教与学的动向，以社会用人标准为导向，对学校育人

过程、育人成果进行理性而全面的诊断，带动学校评价信息化、

学生评价自主性，是的高职院校的教学管理工作以教学质量评价

为依据，对现行教育教学工作进行全面的优化与调整，达到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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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目的。

三、高职教学质量评价体系建设与发展现状

（一）缺乏科学性评价指标

高职院校各专业、各课程教学中缺乏科学性评价指标，许多

教师采用统一标准衡量每一位学生，甚至“成绩”指标更是全校

统一，显然难以适应围绕学生主体和职业能力培养的教育改革趋

势 [6]。部分带有“奖惩性”色彩的评价指标更是不符合高职院校

办学宗旨，需要在今后的质量监控与评价体系建设过程中优化完

善。比如说阶段性考核中光通过测试、卷面评定来考察学生一阶

段内的学习收获，显然是缺乏多元评价指标进行量化评定的，也

可能造成单一视角问题，而导致教育评价不适应学生真实情况，

达不到理想教育效果 [7]。

（二）缺乏多元化评价主体

高职教学质量监控和评价体系建设中，很多时候都采取较为

简单、粗暴的管理方式，仅仅是管理层打分、学生打分，无法真

实反应教与学的成果。前者缺失的是教师视角，也就缺失了教学

评价的第一视角。后者缺失的是层次化、有效性，同样值得我们

深入研究 [8]。以思政课程为例，高职院校思政课程是基础课，因

而采取大班制授课，教师一旦与学生交流不密切，就会出现学生

间的“两极分化”，学生评价自然“两极分化”[9]。还有部分思政

知识晦涩难懂，即使教师解读后讲授，也有学生听不懂、难以掌

握的情况。那么，部分差生就会产生消极心理，因而评分缺乏有

效性。

（三）缺乏综合性评价方法

高职教育着重学生能力素质、思想文化进行培养，如果教学

评价方法过于单一必将影响学生的学习态度和兴趣。目前，高职

教育质量评价体系建设缺乏综合性、有效性评价方法，需要我们

深刻反思。诸如填表、打分、座谈会等，偶尔也会邀请专家进入

课堂参与评价和意见，但相对来说，这样的教学评价方式稍显单

一，对师生进行改进的实际作用不够突出 [10]。高职学校、教师乃

至学生都应当参与到评价工作中来，在考试的基础上拓宽过程性

评价，再增加信息化、综合性评价等，体现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价

反思效果。

四、高职教学质量评价体系构建策略与实践路向

（一）认识教学质量评价的地位和作用

教学质量指学生在校期间由于学习、实践，而在知识技能、

文化素养、价值观念等方面形成的增量。如果能够将这一部分量

化并呈现结果，便能够了解当前的教育水平与学生情况，而做出

全面、客观、真实的教学评价。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

试行》明确了“发挥评价就是要实现促进学生发展 \教师提高和

改进教学实践的功能”，意味着教学评价的主要功能和根本意义

是反馈信息，用来改进教学过程，提高教学质量 [11]。而教学评

价体系建设，正是要以评价促建设、改革、融合，实现教育的高

质量、现代化发展。通过教学质量评价体系的监督、引导作用发

挥，能够诊断教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不断解决问题进一步发展

教育 [12]。也由此推动高职教育健康、有序发展，帮助管理者、

教育者了解更多信息，帮助学生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优化改

进，可谓一举多得。

（二）完善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价的制度

完善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价制度首先要建立以学生为中心的教

学信息员制度，在每个班级、小组中设立学生信息员，负责记录

学生学习情况、活动情况等，收集学生群体在教学质量方面的意

见建议。组织学生进行教师课堂教学质量测评，也从教学态度、

教学方法、教学基本功、教学模式等方面做出客观评价，整合多

层次、多维度学生的反馈，形成有效性评价。其次，充分发挥同

行交流学习的积极作用，让教师评价侧重思想性、科学性、创新

性等，对教学过程形成反馈和建议。这就需要交叉课堂进行教学

观摩，让更多教师在听课、磨课、评价方面下功夫，而推动课程

改革与教学创新 [13]。最后，除了学院督导组的日常检查工作外，

其他各系、各级部门也要成立教学检查小组，深入日常教与学过

程进行检查。通过对于教学计划、教学内容、教学目标执行情况

等的了解，能够保证教师保质保量完成教学任务。而基础水平的

教师因此投入更多精力打造高效课堂，提高教学质量。更多教师

能够引起重视，不断提高教学质量水平，对学校和教师有更多

反馈。

（三）制定适合学院、学情的评价标准

高职教学质量体系建设有其特殊内涵与外延，实际上有多元

的评价指标、方法等作为支持，只有在统一制度和流程基础上，

适应各学院、专业和年级去调整，才能够达到预期的评价反馈效

果，并反馈到教学体系之中。这意味着我们要重视评价指标与侧

重，尽可能降低知识性考核，而加强教师启发或引导学生活动的

指标权重或分值。也就是说，添加创造性、创新性、思维性引

导，围绕学生学习活动和讨论、实践等展开，形成不同的评价标

准。对于教师的评价也是相同，要引入更多视角进行更多方向和

维度的评价。比如说，对初级职称教师的考核评价，应当注重教

学基本功、思政实践力、信息素养等；而对于高级职称教师的考

核评价，应当与之职称相对应，引入科研指标、学院对老师的期

望等，将教学评价过程作为一个发发现优秀教师的过程，评价他

们的同时给出客观存在的问题、学生和学校的期望、改进的方向

等，让更多优秀教师被发现和推进高等教育改革创新。

（四）建立有效的评价反馈机制

顺畅的评价反馈机制，能够真正解决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发

挥其监督和引导作用，使得教育趋向全面化、现代化方向发展。

也就是说，提高教学评价体系反馈水平、反馈问题的解决水平，

才是保障教学质量的关键。因而要深入到评价信息整合、分析和

推广之中，通过座谈会、个别交流、书信与社交媒体等手段，将

评价结果及时反馈到相关人员，表扬先进，激发后进，共同推动

高等教育改革与创新发展。对于教师来说，要反思自身能力水

平，朝着专业化方向发展，充分发挥“以评促建，以评促改”的

功效 [14]。具体通过座谈会，共同发现问题、共同解决问题，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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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其协调发展。有条件的情况下，还要用好网络平台，定期发布

班级、专题等的评价结果，同时收集学生对目标任务的建议和意

见，了解发展需求，调整教学行为，不断提高教学效果 [15]。这之

中，学校发起号召，教师坚决执行，学生参与意见，调动了所有

主体的积极性，也使得评价反馈通过多种模式收集和实施，对于

高职教育发展有着强有力的推动作用。

五、结束语

总的来说，高职教学质量评价体系构建不是一蹴而就的，学

校管理者、教育者应当明确评价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诸如评价主

体单一、内容片面性、方法缺乏创新和结果功利化等，对症下

药、综合施策。具体来说，凝聚多方力量进行评价改革，构建科

学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多元有效的评价方法体系等，将所

得反馈到下一阶段教学计划之中，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教育效

果。未来，高职教育将借助评价改革与体系建设更上一层楼，带

给学生真实的反馈，助力全体高职大学生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胡俊杰 .高职院校设计实践类课程改革中教学评价体系的创新研究 [J].纺织报告 ,2024,43(07):116-118.

[2]曾珍 .教学评价体系建构——以现代学徒制下高职数控技术专业为例 [J].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4,(06):123-125.

[3]张政扬 .CIPP评价模型下高职院校思政实践课教学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J].黑龙江科学 ,2024,15(09):113-115.

[4]叶苗苗 .高职院校“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评价的问题刍议与路径探索 [J].大众文艺 ,2024,(08):160-162.

[5]蔡金洋 ,孙凌杰 .高职院校课程思政教学评价设计与实施研究——以“PLC运动控制系统集成与应用”课程为例 [J].机械设计与制造工程 ,2024,53(04):130-134.

[6]熊薇 ,姜娜 ,陈茵 ,等 .“三教”改革背景下高职护理专业教学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与模式应用探析 [J].创新创业理论研究与实践 ,2024,7(05):1-4.

[7]张健 ,王雁 ,梁旭 .新时代高职教师“多元全程性”教学评价模式研究——以广西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公共基础部为例 [J].科教导刊 ,2022,(36):100-103.

[8]原钰清 .产教融合背景下高职院校发展性教学评价的理念、困境及其突破 [J].职教通讯 ,2022,(12):71-77.

[9]刘运华 .多元教学评价在高职会计虚拟仿真实训课程中的应用研究 [J].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 ,2022,35(22):155-157.

[10]唐丽 ,张一春 .高职教师如何践行信息化教学创新——来自质性研究的发现 [J].数字教育 ,2022,8(03):42-48.

[11]陈慧群 .基于矩阵计算的高职课程教学评价数学模型研究——以思政课教学为例 [J].现代职业教育 ,2022,(23):52-54.

[12]游明伦 ,暨星球 ,姜山 .“双高计划”视域下高职院校校本教学质量评价一体化改革探究——以贵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J].铜仁学院学报 ,2022,24(02):17-30.

[13]郭青 .基于产出导向法的高职英语混合式教学评价模式研究 [J].济南职业学院学报 ,2022,(02):31-34.

[14]张山 .高职院校混合式教学评价研究——以川信为例 [J].现代交际 ,2021,(07):47-49.

[15]唐静娴 .“三教”改革背景下高职汽修专业教学评价模式探究 [J].南方农机 ,2021,52(06):167-1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