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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高等院校学生评教体系的局限性

【摘     要】

【关键词】

自“双一流”院校建设目标提出以来，如何通过教改达到一流院校、一流学科建设与发展目的，成为高等院校需解决重要问

题之一。其中，学生评教体系作为从受教者角度出发反馈教学成果的教育评价手段，是根据学情建设“双一流”院校有力举措，

可有效弥补教育缺陷，为提高高等院校教改质量给予支持。本文通过探析高等院校学生评教体系局限性，以期助推高等院校

教育评价机制良性发展。

高等院校；学生评教体系；局限性

学生针对教师教学现状进行评价一方面能反应教师教育能
力发展动态，另一方面可体现出教师的师德师风，为教师团队
科学建设奠定基础。然而，高等院校学生评教体系却存在目的
不明、方法单一、功能性差问题，无法通过学生评教助力教育
改革。基于此，为提高高等院校教育管理质量，探析学生评教
体系局限性及发展方略显得尤为重要。

1、高等院校学生评教体系发展必要性
1.1 深化教学改革
培育应用型人才、复合型人才、“双创”型人才是高等院

校工作核心，这就需要高等院校以解决优质人才培养难题为导
向组织学生针对教师教学现状进行深入评价，从教师精神状态、
言行举止、教学方法、教育内容等角度出发展开评价，教师在
统筹评教结果基础上能发现自身教育短板，如不善于师生互动、
教育模式僵化等，同时可了解学生较为喜爱教师类型，朝着该
方向不断努力。阶段性、周期性评教活动能起到监督作用，鞭
策教师加强教学改革，助力教师调整教学改革轨迹，优化教学
改革对策，提高高等院校教改质量。
1.2 洞察教学问题
课堂由师生共同创建，基于育人为本理念的课堂学生不再

是从属者，是教学活动驱动者，教师则转变角色为教学活动策
划者、组织者、引领者，为此学生能在参与教学活动同时发现
更多教育问题，如实验室利用率低、图书馆线上服务质量较差、
教学情境创设效果欠佳等，继而通过评教敦促教师改进教学管
理对策，使教师自身教育缺失无所遁形，将学生评教结果视为
一面镜子，找到教学问题并积极教研，指引高等院校教师不断
成长。
1.3 加强师风建设
除从教育角度出发进行评教外，学生还可围绕教师性格、

行为举止、思想观念等方面进行评价，关注教师职业道德，引
领高等院校教师弘扬我国师德师风，贯彻《关于加强和改进高
校教师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见》等党政决策，助力教师加强
师风建设，避免出现侵害学生合法权益消极现象，有利于维护
良好高等院校教育管理秩序。
1.4 优化教育管理
教学管理离不开学生评教结果，通过分析该结果高等院校

教育管理部门能从宏观视角切入了解教学情况，掌握学生学习
成长规律，明晰教育管理重点及难点，以此为由集聚教育管理
资源，为教育管理科学决策提供依据，避免高等院校教学管理

活动脱离实际，凸显学生针对教师教学实况进行评价的价值 [1]。

2、高等院校学生评教体系局限性
2.1 目的不明
有些高等院校组织学生进行评教并构建评教体系主要目的

是实现“双一流”院校建设目标，这虽有益于学生成才，但与
学生全面发展直观性并不强，学生无法从评教体系中汲取成长
养分，有悖于立德树人，存在评教体系功利性有余、生本性不
足问题，不利于发挥评教体系推行优势，使之存在局限性。
2.2 方法单一
通过对高等院校评教体系发展实况进行分析可知，组织学

生群体进行问卷调查是较为常见评教方法，受调查问卷设计合
理性及学生心态、教师暗示等因素影响，部分学生无法从本心
出发如实填写有关内容，调查问卷结果科学性、可用性受到质
疑，学生评教体系局限性予以显现，无法有效发挥“以评促教”
优势。
2.3 功能性差
学生评教并非终点，而是高等院校教育管理活动的起点，

然而当前学生评教体系存在功能性差问题，主要源于其与教学
管理机制联动性有待增强，未能助力高等院校改善教学管理实
况，评教体系与高等院校综合发展体系割裂，学生评教活动流
于形式，体现出高等院校学生评教体系的局限性 [2]。

3、高等院校学生评教体系发展良策
3.1 明确学生评教体系发展目的
第一，贯彻党政教育决策与方针理念。新时代国家针对高

等院校建设与发展提出若干要求并颁布诸多政策，如《普通高
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
等，这就需要高等院校通过组织学生进行评教看到自身培育学
生综合素养实况，树立立德树人目标，找到评教工作归宿及出
发点，为高等院校治学及办学指明方向；第二，有效深耕教材
及推行教学大纲。教学大纲是国家研制统一教学指导文件，是
提高教学质量基础，根据学生评教内容教师能更加明确教学任
务、目标及要求，结合学情深耕教材，确保教育资源集聚与学
情相符，教材内容能转化为学生综合素养，对学生思想行为带
来积极影响；第三，根据学生身心成长规律加强教学设计。有
时教师教学设计出发点具有前瞻性、发展性，然而并不能被学
生认可与接纳，主要源于教学设计与学生成长规律不符，与育
人为本原则相悖，为此高等院校需组织学生评教，助力教师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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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教学经验，把握教学规律，将评教结果视为权衡教学设计方
案有效性重要依据；第四，增强教学活动综合性。高等院校办
学核心目的是培育优质人才，人才综合素养是影响教改走势的
内驱动力，为此高等院校从心理健康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劳
动教育、创新教育、职业规划等教育角度出发展开评教活动，
一方面可赋予该体系全面性，另一方面能敦促教师多视野融合
教育资源，增强教学活动综合性，使学生身心能够健康成长 [3]。
3.2 丰富学生评教方法，优化高等院校评教体系
为保障学生评教结果科学可用，高等院校需营建民主、自

由、开放评教氛围，不给学生评教施加心理压力，助力学生积
极参与评教活动。例如，高等院校可在教务处设置意见箱，为
学生匿名提出教改意见提供便利条件，教务处在统一搜集学生
意见过程中能提炼评教内容，助力高等院校改进教育管理方案。
再如，高等院校可提高调查问卷设计质量，追加开放式问题占
比，为学生从主观出发抒发学习感受并针对教师进行评价奠定
基础。除问卷调查外，高等院校还可组织学生进行访谈，为消
除学生顾虑，高校可立足“智慧校园”通过校内师生交互平台
进行访谈，确保学生在足够轻松、自在、安全的环境下参与访谈，
使评教结果更具科学性、可行性。为使问卷调查及在线访谈内
容能被高等院校所利用，还可运用大数据技术针对有关内容进
行搜集、总结、挖掘及分析，在此基础上剔除无用内容，节约
评教结果分析时间，确保学生评教内容与高等院校建设及发展
需求相契合 [4]。

3.3 增强高等院校学生评教体系功能性
第一，通过学生评教反观高等院校与企业合作育人实况。

“校企合作”是高等院校培育优质人才途径之一，为此高等院
校可围绕“校企合作”育人现况设计评教方案，旨在助力教师

了解自身参与合作育人活动情况，为教师筛选合作育人对象，
加强职业教育指导，关注学生岗位实习动态提供有力条件，继
而挖掘“校企合作”教改潜力，增强学生评教体系功能性；第二，
将“互联网 + 教育”活动与评教活动融合在一起。为践行我
国教育信息化改革行动计划，发挥“互联网 +”育人优势，通
过网络丰富教学模式、引入先进教育理念、充实教材内容，高
等院校需围绕“互联网 + 教育”组织学生进行评教，旨在落
实信息化教改目标，指引高等院校构建“智慧校园”，与学生
携手创建智慧课堂，积极开发网络学习空间；第三，将学生评
教体系与高等院校教师考评体系关联在一起。在以往教师考评
体系中学生参与度较弱，为此可基于学生评教体系从教师师德
师风、职业素养、教改成果、教研效率等角度切入进行综合性
考核，使教师考核结果更为全面，同时能根据该结果组织开展
教师培训活动，指引教师学习先进教育理念及育人方法，在此
基础上提高教育管理工作有效性，继而建立“教学实践 -- 学
生评教 -- 教育改革”育人体系，消除高等院校学生评教体系
局限性，通过学生评教推动教育活动稳健发展 [5]。

4、结语
综上所述，高等院校学生评教体系具有一定局限性，如评

教方法单一、功能性差等，为发挥学生评教深化教学改革、洞
察教学问题、加强师风建设、优化教育管理等优势，高等院校
需明确学生评教体系发展目的，丰富学生评教方法，优化高等
院校评教体系，增强高等院校学生评教体系功能性，如信息化
教改功能、提升师资水准等功能，在此基础上推动高等院校教
育活动与时俱进，旨在立足新时代培育优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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