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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本文通过3个一级指标、9个二级指标和27个三级指标构建了虚拟教研室评价指标体系，为虚拟教研室管理运行和质

量监测提供了思路和借鉴。一级指标包括平台建设、服务成效和资源配置三方面，平台建设是虚拟教研室发展的保

障，服务成效是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的核心支撑，资源配置是教学创新的重要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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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is  paper  establishes a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virtual  teaching-research units  through  three 

first-level  indicators, nine second-level  indicators, and twenty-seven  third-level  indicators, providing 

insights and  references  for management,  operation,  and quality monitoring. Platform development 

serves as the cornerstone for virtual teaching-research units' growth, service effectiveness acts as the 

fundamental pillar  for  teaching quality and  talent cultivation, while  resource allocation  functions as a 

key driver.

Keywords :     virtual teaching-research units;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basic-level teaching organi-

zation

引言

教研室作为基层教学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才培养、教学管理、资源共享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随着大数据、人

工智能、大模型、现代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信息化、智能化促使传统教研室向虚拟教研室转型迭代，线上线下混合式开展教育教学活

动打破了时空约束，虚实结合的虚拟教研室逐渐形成新型基层教学组织，为更好的促进学科发展、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推动教研改革提

供了新思路。2021年，教育部在开展虚拟教研室建设（教高司函 [2021]10号）中指出“虚拟教研室是信息化时代新型基层教学组织建

设的重要探索”，2022年公布了两批虚拟教研室建设试点名单（教高厅函〔2022〕2号，13号），虚拟教研室作为新型基层教学组织得

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

虚拟教研室建设能够发挥一流专业、一流课程、教学名师团队等方面的示范引领作用，充分利用“智能 +”信息化技术在跨学科、

跨地域间开展协同教学教研，创新教学模式，辐射推广可借鉴的教学方法，完善课程（群）建设，实现优质教学资源建设、共享、共

用，提升资源利用效率，促进教育资源均衡发展，更好的解决教育教学中出现的共性问题，推动学科发展，培养高素质人才。

一、文献综述

已有的虚拟教研室研究可分为三类。一是理论研究方面，大

多从建设内涵特征、目标定位、建设路径、困难挑战及运行机制

等方面展开。曾建潮等总结了虚拟教研室建设内涵，分析了虚拟

教研室四条建设的职能和使命，探索了建设的定位和原则 [1]。桑

新民等从虚拟社群和课件开放两类协同教研回顾了虚拟教研室发

展，以学习环境、学习主体与学习资源三要素为基础提出互动生

成学习理论，从虚拟教研室建设的理论基础与工程设计思路出

发，设计了虚拟教研室工程建设模型，提出了五个建设的战略重

点 [2]。战德臣等认为基于现代信息技术平台，由区域、院校、学

科不同的教师联合开展协同教学研究与改革实践是虚拟教研室的

重要组成部分，总结了面向课程（群）、学科群和教研教改的三

类虚拟教研室，归纳了七大特征 [3]。严笑分析了传统教研室建设

中存在的五个问题，给出了虚拟教研室的建设内涵、困难挑战

及运行机制 [4]。陈静和谢长法阐述了虚拟教研室内涵特征，从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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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存在、成长和历史逻辑出发梳理了其建设逻辑框架，并提

出了推进路径 [5]。李雪和张家琼分析了高校虚拟教研室的内涵特

征、建设意义、现实挑战及推进路径 [6]。黄茂勇和徐爽分析了高

职院校虚拟教研室的建构策略，基于共同体建构理论视角，认为

高职院校虚拟教研室的内部结构上应包含情感、利益、资源及技

术共同体四要素 [7]。

二是以课程（群）为例研究了虚拟教研室建设及运行机制。

董春桥等探讨了面向课程的虚拟教研室建设与应用情况，从教学

师资、教学内容、评价管理和线上平台等方面总结了课程类虚拟

教研室的建设原则和方法 [8]。谢劲和何吉指出虚拟教研室包含区

域协同育人、教师教学研究与教学资源共享三部分，基于电路原

理课程分析了虚拟教研室建构设计的平台、模式、成果和教学等

四个模块 [9]。金霞等分析了现有教研室存在的问题，讨论了虚拟

教研室建设目标、建设内容等，探索教研室运行机制 [10]。

三是从不同理论角度展开了虚拟教研室研究。祖强等基于协

同学理论对虚拟教研室进行分析，给出了建设路径 [11]。孔亚暐

等基于“教学学术共同体”视角解析“新教研”理念，从教学范

式、课程、资源、平台与团队五个方面进行阐述，分析了建设思

路与实施路径 [12]。杨挺和李素军基于社会互赖理论视角，从目

标、行动等五个要素及负责人、制度等四个支持条件出发总结了

共生共长的虚拟教研室教师共同体构建框架 [13]。

已有研究大多聚焦与虚拟教研室内涵特征、建设路径、运行

机制等，对虚拟教研室建设提供了理论保障，但是仍存在一些不

足：一是系统性建设框架研究较少，缺乏全过程整体设计；二是

尚未涉及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难以科学评估建设成效并进行质

量监测。本文旨在构建科学、合理的虚拟教研室建设框架与评价

体系。

二、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一）指标体系设计原则

构建科学、合理的虚拟教研室评价指标体系，对于客观评估

建设成效有重要意义。在设计评价指标体系时，应当遵循科学

性、系统性、可操作性及可持续等原则。科学性指的是指标设计

能反映教育教学规律、虚拟教研室特征、建设水平及实际效果。

系统性指的是指标体系应覆盖虚拟教研室建设的关键环节，并形

成有机整体。可操作性要求指标数据能够获取且可测量，评价方

法简便易行。可持续要求指标体系能促进虚拟教研室长期可持续

健康发展，能反映动态变化。

（二）指标体系构建

简言之，虚拟教研室是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学研究活动

构成 [2]，将原有的小范围互助合作升级为跨学科、跨地域协同交

流，能够将优秀师资、最新的教育教学理念和教学模式、优秀教

学资源等以低成本、无障碍的进行共享，缩小时间、空间距离带

来的差距，因此对高校教育教学升级、教师无边界交流分享、学

生学习能力提升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构建了包含3个一级指标、9个二级指标和27个三级指

标的虚拟教研室评价指标体系。虚拟教研室的建设目标应至少涵

盖教育教学平台建设、服务成效和资源配置三方面，因此一级指

标包括平台建设、服务成效和资源配置三个维度。平台建设包括

硬件和软件，硬件是管理机制、运行机制、保障机制等，软件是

在线协作平台，如集成资源共享、教学组织实施、数据分析等功

能模块。服务成效是建设的核心，包括教师、学生和社会影响三

方面。教师层面包括教学改革实践、教学创新等，学生层面由学

习质量、知识巩固、能力提升、素养提升等构成，社会影响涵

盖合作项目、交流辐射等。资源配制包含资源数量、质量与共

享。通过建设虚拟教研室，旨在打破时空限制，构建跨学科、

跨地域的“教、学、研、用”共同体，实现优质教学资源共建

共享，创新教育教学模式，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具体评价指标见 

表1。

表1 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主要观测点

平台

建设

管理

机制

教学管理制度 组织架构完整性、规章制度健全性

创新激励制度

运行

机制

教学创新制度
衡量教学运行时长、参与广度和深度及

更新频率

教学运行制度

教学评价制度

保障

机制

运行经费保障 衡量长效性与稳定性

技术支持保障

服务

成效

教师

教学创新模式
衡量教学理念、教学模式、教研科研、

学科竞赛

教研改革实践

科研水平提升

学科竞赛指导

学生

知识巩固 衡量学生知识、能力、素养等

能力提升

素养提升

参与度

满意度

社会

影响

合作项目 衡量辐射交流等社会影响力

宣传报道

交流辐射

资源

配置 

资源

数量

资源多样性 衡量教学资源种类

课程覆盖率

资源

质量

原创性 衡量教学资源质量

创新性

规范性

更新频率

资源

共享

共享范围 衡量教学资源共享

获取便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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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评价过程说明

在具体的评价中，以下几点需要注意。1.考虑到各校的人才

培养定位不同、学科专业的特殊性及师资生源等差异，表1给出的

三级指标并没有完全细化，可根据具体情况进一步细化或优化。

2.一些指标如管理制度等，既可以采取定量的连续变量，也可以

使用定性的离散变量，这仍然取决于具体的虚拟教研室评价目

标。3.权重赋予非常重要。作者建议将服务成效的权重设置为最

大，因为服务成效考量的教师教学能力和学生学习质量是虚拟教

研室评价中的重点。平台建设的权重次之，虚拟教研室长期可持

续发展离不开良性的管理、运行制度和保障机制。资源配置的权

重最低，为防止低质量教学资源、低层次的刷数据行为。同时，

资源访问量、视频时长等指标的权重不应设置过大。4.数据收集

时应结合多元评价，即定量定性评价相结合、过程结果评价相

结合、内部外部评价相结合等。5.可通过平台数据分析、问卷调

查、学生访谈座谈等多种方式获取信息对数据进行监督反馈，将

评价结果反馈给师生，为虚拟教研室更新和完善提供助力。6.评

价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持续改进和优化虚拟教研室建设，可根据具

体成效增加支持力度，给予激励，使虚拟教研室发展形成良性

循环。

三、结论

本文构建了包含平台建设、服务成效和资源配置3个一级指

标、9个二级指标和27个三级指标的虚拟教研室评价指标体系，

为虚拟教研室评价提供了思路。平台建设是虚拟教研室发展的保

障，服务成效则是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的核心支撑指标，资源是

教学创新的重要载体。随着信息化的不断深入，融合跨学科、跨

地域的虚拟教研室将在教学模式创新、学术交流、信息交互、资

源共享等方面迎来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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