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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本文以我国高校为研究对象，旨在构建科学的教学质量评估体系。首先分析高校教学质量评估现状，发现存在评估指

标体系不完善、方法单一等问题。为提高教学质量，提出一套科学、系统、实用的评估体系，以科学性、系统性、实

用性和动态性为构建原则，从教学资源、过程、效果、管理及教师发展等方面设置评估指标。同时，针对该体系设计

实施策略，包括内部保障、外部监控、动态反馈以及激励与约束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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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is paper takes Chinese universitie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iming to construct a scientific teaching 

quality evaluation system. Firstly, it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eaching quality evaluation in 

universities and finds problems such as incomplet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and simplistic methods. To 

improve teaching quality, a scientific, systematic, and practical evaluation system is proposed, based 

on the principles of scientificity, systematicness, practicality, and dynamism. Evaluation indicators 

are set from aspects such as teaching resources, processes, effects, management, and teacher 

development. Additionally,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are designed for this system, including internal 

guarantees, external monitoring, dynamic feedback, and incentive and restraint mechani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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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越来越受到重视。高等学校作为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重要阵地，其教学质量直接关系到

国家的人才培养质量和科技创新能力。然而，当前我国高等学校教学质量评估存在一定的问题和不足，如评估指标不科学、评估过程不

透明、评估结果不合理等，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教学评估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因此，构建一套科学、合理、有效的教学质量评估体系，

对于提高我国高等学校教学质量，促进教育公平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简介：董晓航（1984-），女，汉族，黑龙江人，硕士研究生，助理研究员，教育学。

一、高等学校教学质量评估体系现状分析

（一）我国高等学校教学质量评估现状

我国高校教学质量评估体系以教育部为主导、各省教育行政

部门参与，对高校教学工作全面评估。评估内容涵盖教学资源、

管理、质量、教师队伍建设等，还对专业、课程、实验室等评估

认证。该体系注重内外结合，内部由高校自评，检查教学计划、

过程、效果以提升质量；外部由教育部门或专业机构评价，保证

客观公正。同时强调过程与结果结合，过程评价关注教学各环

节，结果评价关注学生学习成果，全面评估教学质量。此外，还

注重动静结合，动态关注教学改革进展和质量逐年变化，静态关

注某时间点教学质量。通过动态评价与静态评价相结合，全面了

解高校教学质量的发展态势 [1]。

（二）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我国高等学校教学质量评估体系实施中存在问题与不足。一

是评估体系重量化指标，忽视教育质量内涵与多样性；过分强调

结果，忽视过程，使高校追求短期效果而忽略教学本质；部分指

标设置不合理，不能全面反映教学质量。二是实施中存在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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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如指标权重分配不科学、评估方法单一、主观因素影响

大，导致评估结果公正性和准确性受质疑，影响体系有效性。此

外，评估体系运行机制待完善，评估工作主要靠政府推动，高校

自主参与度低、缺乏动力；评估结果反馈和利用不充分，未形成

有效激励约束机制，对提升教学质量作用有限 [2]。

二、高等学校教学质量评估体系构建原则

（一）科学性原则

评估体系指标设计要遵循科学性原则，明确评估目标与内

容，使指标全面准确反映教学质量各方面，如教学资源、过程、

效果、管理等，同时注意层级划分与权重分配，保证结果科学

有效 [3]。其次，评估方法选择也应遵循该原则，客观准确反映教

学质量实际状况，常用方法有问卷调查、访谈、实地观察、数据

分析等，需依评估目的和条件选择组合，提高结果可靠性与有效

性。此外，评估过程要注重数据收集和处理的科学性，收集应客

观、公正、全面，确保准确且具代表性，处理采用科学统计方

法，提高结果客观性与可信度。最后，科学性原则要求评估结果

真实反映教学质量实际情况，解读和应用需基于科学态度和方

法，以推动教学质量提高。 

（二）系统性原则

系统性原则要求在评估体系中各个要素之间要有清晰的逻辑

关系和层次结构。评估体系应该包括内部保障机制和外部监控机

制，内部保障机制主要包括学校内部的教学质量保障措施，如教

学管理制度、教学质量监控等；外部监控机制主要包括教育管理

部门对学校教学质量的评估和监督 [4]。此外，评估体系还应包括

动态反馈机制和激励与约束机制，动态反馈机制可以通过定期收

集教学反馈信息，对教学工作进行持续改进；激励与约束机制可

以通过奖励优秀教师和团队，约束教学质量不达标的教师和团

队，激发教师的教学积极性和创新能力 [5]。

（三）实用性原则

评估体系应具备较强操作性。评估指标要简明易懂、便于操

作，评估方法灵活多样，可定量或定性，以适应不同高校。评估

过程应简化，提高效率。其次，评估体系需有较高信度和效度。

信度指结果稳定性与一致性，效度指与教学实际的符合程度。为

提高信度和效度，要广泛调研，听取多方意见，且定期修订更

新。再次，评估体系应注重发展性。评估不只是总结过去，更要

为未来教学改革发展提供指导，关注教学问题并提改进建议，提

升教学质量。最后，评估体系要强调公平公正。评估中确保高校

在同等条件下比较，避免结果失真，评估结果要公开透明，接受

社会监督。 

（四）动态性原则

首先，动态性原则要求评估体系能及时反映教育教学活动新

变化与新趋势。因社会发展、科技进步，教育教学内容、方式及

学生需求不断变化，评估体系要及时捕捉这些变化，调整指标和

标准以适应实际教学 [6]。其次，评估体系需及时反馈结果，为教

学改进提供有效指导。评估结果是教学改进依据，及时反馈才能

促进教学改进，所以要建立有效反馈机制，确保结果准确反馈给

相关主体。再次，评估体系应及时适应教育教学改革的发展和需

要，为改革提供有效支持，毕竟教学改革是推动教育发展的重要

动力。最后，评估体系要及时推动教育教学创新，因为教学创新

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途径。 

三、高等学校教学质量评估体系指标设计

（一）教学资源指标

教师是教学主体，其数量、质量和结构影响教学质量，评估

体系应考察教师学术背景、教学经验、科研成果和教学能力等。

其次，要重视教学设施，包括教室、实验室、图书馆等基础设

施，以及多媒体教学设备、网络资源等现代教学技术手段，这些

设施为学生提供学习场所和资源，有助于提高教学效果。再次，

需注重课程设置，课程是教学核心，其体系、内容、难度和深度

影响学生学习效果，评估体系应关注课程合理性、科学性及与社

会需求的适应性。此外，要留意教学经费投入，这是保障教学活

动的重要条件，评估体系应考察学校生均教学经费、教学设备更

新经费等情况。最后，要强调教学改革与研究。这是提高教学质

量的关键，学校应关注教育教学改革项目数量与质量，以及教师

参与教育教学研究的积极性与成果 [7]。

（二）教学过程指标

教学设计是教学过程的基础，要根据学生实际情况和学习目

标合理设计，涵盖课程内容、教学任务、教学计划等。其次，教

学方法是核心，需依教学目标和内容选择，如讲授法、讨论法

等。再次，教学手段是工具，要根据教学目标和方法选取，包括

多媒体教学、网络教学等。此外，教学组织是教学有效实施的保

障，要建立科学形式，如班级教学、小组合作学习等。最后，教

学评价是重要环节，要全面评价教学过程，包括学生评价、同行

评价等。 

（三）教学管理指标

教学计划管理指标评估学校教学计划制定与实施，涵盖科学

性、合理性和可行性；教学过程管理指标评估教学过程组织与管

理，涉及课堂、实践、毕业设计等环节；教学成果管理指标评估

教学成果整理与应用，包括教学研究和改革成果推广。教学管理

指标制定与实施需全体教职工共同努力。学校领导应重视教学管

理，加强领导指导；教务部门具体负责指标制定实施，健全规章

制度，加强检查评估；教师要加强教学研究，参与改革，提高教

学水平；学生要遵守纪律，参与教学活动，提升综合素质。 

（四）教师发展指标

教师学术水平是衡量其发展的重要指标。高校应关注教师学

历、学位、科研成果和论文质量，鼓励提升学术素养与科研能

力，重视学科交叉与跨界合作，促进学术交流与合作研究。其

次，教师教学能力是影响教学质量的关键因素。高校应关注教师

教学经验、方法、课堂管理和学生互动，通过培训等活动提升教

学水平，鼓励教学改革与创新，探索新教学模式。再者，教师社

会服务能力体现高校社会影响力。高校应关注教师社会服务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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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鼓励为企业等提供服务，提升高校社会声誉。此外，教师国

际交流合作能力也是衡量其发展的重要指标。高校应关注教师国

际学术会议等，鼓励参与国际交流合作，提高国际视野与竞争力。 

四、高等学校教学质量评估体系实施策略

（一）内部保障机制

高等学校应建立健全教学管理制度，明确教学工作的各项规

定和要求，加强对教学过程的监督和管理。这包括制定完善的课

程设置、教学大纲、教学计划和教学评价标准，以及实施教学质

量监控和考核制度。其次，高等学校应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升

教师的教学能力和水平 [8]。这包括加强教师培训和发展，推动教

师参与教学改革和科研活动，提高教师的教学热情和责任感。同

时，高等学校还应建立健全教师激励机制，鼓励教师在教学质量

上取得优异成绩。此外，高等学校还应加强学生学习支持和服

务，提升学生的学习效果和满意度。这包括建立健全学生学习辅

导和指导机制，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源和设施，以及开展学生学习

评价和反馈 [9]。

（二）外部监控机制

政府作为高等教育主管部门，应加强对高校教学质量的监

管。可制定相关政策法规，明确教学质量评估标准与要求，确保

评估规范化；还应定期组织或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评估，将结果

作为高校办学水平的重要依据。其次，社会监督在高校教学质量

评估体系中作用重大。新闻媒体、民间组织和学生家长等社会力

量，可通过舆论监督、投诉举报等方式进行监督，以提高教学质

量，促进高校为社会培养人才。再次，学术组织在高校教学质量

评估体系中有专业优势。高校间可成立教学质量评估联盟，通过

同行评价、教学成果奖评选等促进交流合作；学术组织还可定期

举办教学质量研讨会，分享教学改革创新成果，推动教学质量提

升 [10]。

（三）动态反馈机制

建立多元化信息收集渠道，通过学生、同行、领导评教收集

教学评价信息，保证结果全面客观；用问卷调查、访谈了解相关

人员需求期望，提供数据支持。其次，实施周期性教学质量评

估，按学期或年度评估教师教学质量，确保评估持续稳定；关注

教学各环节，全面了解教学状况。再次，强化评估结果反馈与运

用，及时反馈结果给教师，指出优劣并提建议；将结果作为绩效

考核等依据，激发教师积极性。此外，建立教学改进机制，根据

评估结果制定改进计划与措施，推动教学质量提升；鼓励教师参

加培训，提升教学能力。最后，注重评估体系完善，在实践中总

结经验，调整评估指标、方法与流程，使其更科学合理；关注国

内外动态，吸收先进理念技术，提高我国高校教学质量评估体系

水平。 

（四）激励与约束机制

激励机制可以通过设立教学奖励、晋升职称、科研项目资助

等方式，激发教师的教学积极性和创造性。对于在教学质量评估

中表现优秀的教师，学校可以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和精神鼓励，

同时在职称评定、职务晋升等方面给予优先考虑。此外，还可以

鼓励教师参与教学改革和研究，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从而进一

步提高教学质量。约束机制则通过建立教学考核、问责制度等手

段，对教师的教学行为进行规范。教学质量评估体系中应设定明

确的评估指标和标准，对教师的教学工作进行定期评估。对于评

估结果不合格的教师，学校应采取相应的问责措施，如取消教学

资格、调整工作岗位等，以此促使教师不断提高教学水平 [11]。

五、结论

本文构建了科学的高校教学质量评估体系，分析了国内外现

状及问题，以四原则设计指标，从多方面设置具体指标并制定实

施策略。该体系可提升教学质量，为高校教学改革提供支持，具

科学性与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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