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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生态学视域下高校思政课教师评价路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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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高校思政课教师评价对于提升思政课教学质量、优化教师队伍、推动思政教育改革意义重大。基于教育生态学视域分

析，当前高校思政课教师评价体系存在评价主体的结构性失衡与主体性遮蔽、评价维度的同质化桎梏与创新性消解、

评价范式的静态固化与生态适应性缺失等问题，应从引入多元化评价指标、建立动态调整机制、加强社会效益导向、

调整评价内容等方面探索高校思政课教师评价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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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 evalu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teacher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improving the teaching qualit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optimizing the 

teaching team and promoting the refor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educational ecology, the current evaluation syste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er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s some problems, such as the structural imbalance of the evaluation subject and the 

shading of subjectivity, the homogenization of evaluation dimension and the elimination of innovation, 

the static solidification of evaluation paradigm and the lack of ecological adaptability. We should 

explore the evaluation path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er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rom the 

aspects of introducing diversified evaluation indicators, establishing dynamic adjustment mechanism, 

strengthening social benefit orientation and adjusting evaluation 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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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核心课程，高校思政课承担着培根铸魂、启智润心的使命，其教学质量不仅关系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教

育的实效性，更决定着青年群体在意识形态建构中的价值坐标。思政课教师作为理论阐释者与价值引领者的双重主体，政治素养的纯

度、教学创新的力度以及育人使命感的温度，直接形塑着课程内容从知识体系向信仰体系转化的深度。科学、全面、有效地开展思政课

教师评价能够起到激励和导向作用，激活教师内生动力，促进教师个人发展，形成健康的育人生态，[1]对于推动高校思政课的创新性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高校思政课教师评价的意义和价值

（一）以科学评价为导向优化教师队伍生态结构

在教育生态学视域下，教师群体构成教育生态系统的关键种

群，其年龄梯度、专业背景与能力结构的适配度直接影响着系统

能量流动的质效。建构以发展性为导向的新型评价体系，能够激

活教师内生动力，促进知识更新与技能迭代。当每位教师都能在

评价体系的导航下，依据自身学术积淀与教学特质找到适配的发

展路径时，整个教师群落将呈现出结构稳定、功能互补的良性态

势，为教育生态系统物质循环与能量转化提供持续动能。

（二）以动态评价为驱动激发思政教育创新活力

在教育生态系统中，改革是推动系统发展和进步的重要动

力。通过改革评价机制，可以激发教师的创新精神和创造力，推

动思政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的创新和改进。这种评价机制促使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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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不断反思和审视自己的教学实践，从而发现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和不足，进而寻求改进和完善的途径。这种持续改进和创新的过

程，不仅有助于提升思政课的教学质量，也有助于推动思政教育

的整体改革和创新，使其更好地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和学生成长

的需要。

（三）以价值引领为核心增强教师育人使命感

教师教育情怀的强度与持久性直接影响着思政教育生态链的

稳定性。这种情怀不仅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坚定信仰，更

体现为将育人使命内化为生命自觉的精神特质。通过构建科学、

合理、有效的评价机制，可以激发教师的教育热情和教育责任

感。当评价机制成功激活教师群体的情感势能时，思政课堂将突

破单向灌输的“教师一言堂”，形成“以情启智、以情促行”的

生态化育人场域，使学生在价值共鸣中完成从知识接受到信仰确

立的质变跃升，这正是教育生态系统良性运转的应然状态。

二、当前高校思政课教师评价的问题与瓶颈

（一）评价主体的结构性失衡与主体性遮蔽

现行高校思政课教师评价体系存在显著的主体性困境，呈现

出“管理主义”与“专业主义”的双重挤压态势。这种外部主导

型评价模式从本质上看是教育生态系统能量流动的单向传导，即

学校管理层凭借行政权力垄断评价标准的制定权与解释权，将教

师异化为被观测的“他者”，导致教师作为专业发展主体的反思

意识与实践智慧在评价过程中系统性缺席。其制度性缺陷具体表

现为两方面：第一，主体间性理论视域下的多元对话机制缺失，

学生作为直接受益者、社会作为价值转化端的评价权重严重不

足，形成“校方意志主导－教师被动应答”的畸形评价生态。第

二，发展性评价理念遭遇技术理性消解，当同行专家评价聚焦于

可量化的显性指标时，教师的教学创新尝试、隐性育人成效等质

性发展要素往往被排除在评价视域之外。这种主体性遮蔽不仅造

成教师专业发展内驱力的持续耗散，更使评价体系陷入“工具理

性膨胀－价值理性萎缩”的恶性循环。

（二）评价维度的同质化桎梏与创新性消解

现行评价体系在内容设计上存在显著的“生态位窄化”现

象，其深层症结在于工具理性对教育本质的僭越。基于泰勒科学

管理理论衍生的评价范式，将教师专业发展强行纳入“教学标准

化生产－科研定量化产出”的工业逻辑框架，导致如下方面的生

态失衡：在价值取向上，过度强调可测量的显性成果，使教师政

治素养的锻造过程、价值引领的渗透效果等质性要素沦为评价盲

区。在内容结构上，形成“科研 GDP崇拜”导向，教师为完成

核心期刊指标被迫采取“快餐式”研究策略。在实践层面，标准

化评价模板与教师个性化发展需求产生剧烈冲突，擅长实践教学

的教师受困于科研硬指标，而理论型教师则可能因教学创新不足

遭遇发展瓶颈。这种“一刀切”的评价内容设计，实质是教育生

态系统多样性法则的违背——当评价体系无法识别教师在情感劳

动、价值传播等隐性维度的差异化贡献时，必然导致教师群体的

生态位重叠与内卷化竞争，最终削弱思政教育系统应对时代变革

的进化能力。

（三）评价范式的静态固化与生态适应性缺失

在新公共管理理论范式影响下，诸多高校将“效率至上”的

科层制管理逻辑移植至教师评价领域，形成“指标驱动型”评价

模式。通过构建以论文数量、项目经费、课时量为核心的量化指

标体系，将教师专业发展异化为可计算、可比较的数据竞赛。这

种评价异化导致两大实践悖论：其一，思政课教师作为“铸魂育

人”的特殊职业群体，其核心使命被降维解构为科研 GDP的机械

累积 [2]，致使课堂教学沦为“完成规定动作”的技术流程，教师

对学生的价值塑造、思想引领等质性育人成效在评价系统中处于

系统性失语状态。其二，评价导向的功利化诱发教师的策略性生

存逻辑，为达成考核指标出现“重科研轻教学”“重显性成果轻隐

性育人”的实践偏航，衍生出学术泡沫化、团队恶性竞争等教育

生态污染现象。

三、高校思政课教师评价路径探索

（一）引入多元化评价指标，提升评价全面性和个性化

传统评价体系在衡量思政课教学成效时，往往囿于试卷分

数、到课率等量化数据，这种“知识本位”的评价范式虽能检验

学生对理论要点的记忆程度，却难以观测价值观塑造、理想信念

培育等思政教育的核心效能。尤其在“00后”群体呈现圈层化认

知特征的背景下，单向度的考核指标既无法捕捉教师课堂中情境

浸润、情感共鸣等软性育人成效，也难以反映教师通过课外实践

指导、网络思想引领产生的延伸教育价值。为了全面、准确地评

价高校思政课教师，需要引入囊括教学质量、科研成果、教学态

度、师生互动等要素的多元化评价指标，以全面反映教师的综合

素质和实际教学能力。

评价指标的设置应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避免片面强调某一

方面的表现而忽略其他方面的发展。例如，教学质量评价可以采

用学生评教、同行评议等多种方式进行，科研成果评价可以注重

教师的学术贡献和社会影响力等方面，教学态度评价可以关注教

师的敬业精神和服务意识等方面，师生互动评价可以考察教师与

学生的互动情况和学生的反馈意见等。通过引入多元化评价指

标，可以更加全面地反映高校思政课教师的综合素质和实际教学

能力，促进教师的全面发展。当然，这种评价方式也可以激发教

师的工作热情和创新精神，提高思政课教学质量和效果，为培养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提供有力保障。

（二）建立动态调整机制，实现评价灵活性和适应性

动态调整机制本质上是教育评价体系的自适应系统，通过构

建“标准弹性化－审查周期化－反馈制度化”三重逻辑，实现评

价体系与教育生态的协同进化。其内核在于破除传统评价的静态

固化模式。首先，评价标准设置采用“基础框架 +动态变量”

的模块化结构，基础框架锚定思政课教师的政治素养、师德师风

等核心指标，动态变量则根据新理论、新技术、新问题等实时调

整观测维度，如增设网络思政效能、跨学科融合能力等时代性指

标。其次，建立以三年为周期的系统性审查制度，对指标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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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测方式等进行科学迭代。再次，构建“监测－预警－修正”反

馈机制，通过采集教师发展数据，精准识别评价体系与教育实践

之间的适配偏差。

机制的有效运行需要构建“多元共治”的实施框架。在组织

层面，成立由校领导、教育专家、教师代表组成的评价改革委员

会，采用民主协商程序修订评价标准。在技术层面，开发智能评

价管理系统，运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分析教师的教学反思日志，

为动态调整提供精准数据支撑。在文化层面，实施评价认知提升

工程，通过工作坊、案例研讨等方式消解教师的制度焦虑。此

外，还需建立弹性容错机制，对因标准调整引发的阶段性评价波

动设置缓冲区间，允许教师在新旧标准转换期选择适配自身发展

阶段的评价方案，为教师专业发展预留成长空间。

（三）加强社会效益导向，注重思政教育价值的实现

高校思政课教师的专业发展须突破校园边界，建立与时代需

求同频共振的社会服务评价维度。通过设置社会服务贡献度评估

指标，将教师在社区治理参与、公共政策宣讲、传统文化传承等

领域的实践成效纳入考核体系，形成“课堂育人－社会服务－价

值反哺”的生态闭环。这种评价导向既要求教师将马克思主义理

论转化为解决现实问题的行动方案，又通过设立专项奖励机制，

对在基层理论宣讲、红色文化传播等社会服务中表现突出的教师

给予资源倾斜，有效激发教师群体投身社会实践的内驱力。

深化评价改革需打破教育场域壁垒，构建“政府需求端－高

校供给端－社会支持端”协同发展模式。通过与党政机关共建理

论宣讲实践基地、与企事业单位合作设立社会治理观测点，为教

师搭建理论应用与价值转化的实体平台。在此过程中，重点考察

教师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方法破解社会难题的能力，以及将研究

成果转化为决策咨询报告、政策解读方案等智力产品的质效。同

时建立动态反馈机制，将政府部门、社区组织的服务评价作为教

师考核的重要参照，使思政教育的社会价值实现可量化、可追

踪，最终实现教师成长与社会发展的双向赋能。

（四）调整评价内容，适应新时代思政教师发展需求

高校思政课教师承载着特殊使命，“政治要强、情怀要深、思

维要新、视野要广、自律要严、人格要正”的“六要”素质标准

从政治立场、价值情怀到人格修为形成全方位要求 [3]，其职业特

性决定了评价体系必须具备“铸魂”与“赋能”的双重功能。基

于“德—知—能”三维观测框架，核心素养评价需突破传统能力

本位的局限：知识维度构建“理论深度 +实践广度”复合型知识

体系，既要求教师深耕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又需掌握跨学科知

识以应对复杂社会议题；能力维度强调“教学创新力 +价值引领

力”的协同提升，通过创设“理论阐释—现实解构—价值建构”

的教学链，培育教师破解学生思想困惑的实践智慧；情意维度则

聚焦政治定力与教育情怀的深度融合，将意识形态敏感度、人文

关怀温度等软性指标纳入评价范畴，形成可观测、可量化的素养

图谱。

区别于传统量化考核，思政课教师绩效评价应体现教学为

核、多维共生的生态逻辑 [4]。教学绩效着重考察教材体系向教学

体系的创造性转化、知识传授向价值引领的实效性转化、传统教

学向智能教育的适应性转化。科研评价强化反哺教学导向，重点

评估理论研究成果的教学转化率及其对社会思潮的引领价值。社

会服务绩效则建立双向赋能机制，在考察教师参与基层理论宣

讲、政策咨询的贡献度的同时，测量其社会实践活动对学生价值

观塑造的辐射效应。

最后，构建发展性评价体系需遵循“三维协同”原则：在结

构维度，实施“基础性指标 +特色性指标”弹性组合，既保证政

治素质、教学规范等底线要求，又为教师创设特色发展通道。在

过程维度，采用“形成性评价 +增值性评价”复合模式，通过教

师成长档案追踪专业发展轨迹，运用大数据分析捕捉教学改进的

增值效应。在效用维度，建立激励相容机制，将荣誉体系与资源

分配梯度关联，同时构建“帮扶—预警—退出”的约束链条。这

种动态评价体系通过周期性指标迭代，始终保持与思政教育改革

同频共振，既规避“五唯”痼疾，又激活教师队伍的内生发展动

力，最终实现个体成长与教育生态优化的协同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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