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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教师教学能力评价模型构建和测度分析
——基于全国职业院校教学能力比赛的视角

陈　安

（台州科技职业学院，浙江 台州 318020）

摘要：提升高职教师教学能力是教师教学发展工作的主旨，也是高质量课堂的根本保证。全国职业院校教学能力比赛作为提升高职

教师教学能力的重要途径，引起了各省市职业院校的广泛参与。本文以教学能力比赛为切入点，应用层次分析法与模糊综合评价法构建

高职教师教学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和数据结构模型，并进行测度分析，提出了提升教学设计能力，深化教学实施能力，提高教学评价质量，

重视课后反思改进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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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新职教法的出台把职业教育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提高职

业教育水平的关键离不开提高教师的教学能力。教师的教学能力

是指教师在担任教学工作时所需具备的与教学相关的知识和技能，

也被视为其教学工作的必备条件。教学能力被认为是教师核心专

业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决定教学效果和质量起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是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能力的重要保障。从能

力系统维度来看，教学能力主要包括教学主体完成教学任务所需

的专业知识、教学技能和综合素养 3 个层面。从教学活动维度来看，

教学能力涵盖了大学教师在教学活动中所展现的多个方面，包括

学科知识的应用、课程设计的规划、教学过程的执行、教学后的

反思与评估，教学学术的研究能力。

全国职业院校教学能力比赛是为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和推进职

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而设的重要赛事，它作为一种有效的激励机制，

旨在选拔优秀的教育人才。从参赛教师数量逐年增加可看出，比

赛对教师教学能力的影响是显著的。我们应积极探索与适应职业

教育课程的特点相适应的教学方法，包括项目教学法、案例教学

法、情境教学法等。同时，重视将课程思政融入教学设计，科学

有效地改善学习成果的评价方式，强调过程评价，探索增值评价，

完善综合评价。本文以教学能力比赛为契机，构建高职教师教学

能力评价模型，并进行测度分析。

二、教学能力比赛特点与高职教师教学能力的现状分析

（一）教学内容：按照生产实际和岗位需求设计开发课程

教学能力比赛重点考察一支由 3-4 人组成的教学团队，他

们需要针对某一门课程中的特定教学内容，完成从教学设计到课

堂教学实施，再到达成教学目标，最后进行反思改进的全过程。

2023 年国赛进一步提出了新的任务，即要完善岗课赛证综合育人

机制，按照企业生产实际和岗位要求设计并开发实训类课程，以

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这意味着教学团队需要将实践教学与理论

教学相结合，以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和应对生产实际的能力。

而目前高职教师在构建教学内容时，还是以学科知识体系为主，

尚未体现岗位任务体系转型，忽视了与实际工作岗位需求的紧密

联系。究其原因，不乏与教师的专业背景、教学资源的限制、评

价体系的导向等有关。

（二）教学设计：针对不同生源分类施教、因材施教

根据国家教学标准、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标准，教师针对参

赛教学内容，进行充分的学情分析以便分类施教，在此基础上确

定相应的教学目标，并制定教学策略。提高课程思政内涵融入课

堂教学的水平。而目前高职教师在教学设计时未能充分考虑不同

生源的学情，设计适合不同学情的教学计划和课程内容，较少采

用差异化的教学策略。原因可能是教师的教育背景和培训不足，

缺乏教育心理学和差异化教学理论的知识和培训。学校教育制度

和考试评价机制的压力也是一个原因。

（三）教学实施：强调学生的主体地位，重视课程思政教育

第一，教学能力比赛要求教师能够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和教

学目标，合理设计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注重课前、课中、课后

三个教学环节的组织和管理，提高教学效果和质量。第二，教学

实施强调实践性和创新性。比赛要求教师能够通过实际操作和实

践来展示教学能力，同时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技能。

第三，比赛强调学生的主体地位，在习得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同时，

更要提升学生综合素养，即要求教师利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注

重课程思政的融入和贯穿，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职业素养、自

主学习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而目前高职教师的教学实施主要还

是停留在课堂教学，未能重视课前、课后两个环节的培育，对课

程思政的融入还停留在表面，或生搬硬套，或喊口号似的思政融入，

都达不到理想的育人效果。

（四）教学评价：对学习行为展开精准分析 + 个性化评价

教学评价是教学能力比赛的重要环节。聚焦教学目标达成，

关注学生全面成长，着重关注教学流程中的核心步骤，将形成性

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关注学生课前、课后的增值输出，通

过任务、测试、项目、实习实践等形式进行评价，以此确保学生

能够真正理解和掌握所学知识，并能够灵活运用于实际问题中。

为了更好地评价学生的学习成果和学习效果，教师应积极运用现

代信息技术，如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对学生的学习行为进行精准

分析。通过收集和分析学生的学习数据，可以更好地了解学生在

学习过程中的表现和问题，并给予他们个性化的指导和评价。

三、高职教师教学能力评价模型构建和测度分析

（一）高职教师教学能力评价模型构建

本研究应用层次分析法与模糊综合评价法构建高职教师教学

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和数据结构模型。邀请教学能力比赛国赛获一

等奖的 5 名专家参与评价指标判定，通过查阅相关文献，发现相

关学者已建立相关层次分析模型，参考奚雷等的研究，最终明确

目标层、准则层（4 项指标）、子准则层（15 项指标）3 级评价

指标体系，如表 1 所示，以期量化评价高职教师教学能力模型。

根据层次分析法，将总目标层标记为集合 Q，准则层评价指

标集为 B=（B1，B2，B3，B4），子准则层评价指标集分别为 B1=

（C1，C2，C3）；B2=（C4，C5，C6，C7）；B3=（C8，C9，

C10，C11）；B4=（C12，C13，C14，C15）。

（二）构建评价指标的判断矩阵 

运用判断矩阵计算各层级两相比较指标数值。通过逐级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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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层 B1，B2，B3，B4 及其下设子准则层 C1，C2……C15 各要素

间做两两比较评判其相对重要性并标值，结合 1 ～ 9 标度法并邀

请教学能力比赛国赛评委 5 人、校企合作企业负责人 15 人、专业

老师与学生 30 人，共计 50 人做问卷，构建相应指标判断矩阵。

（三）确定高职教师教学能力评价分析指标权重及一致性检

验 

1. 检验判断矩阵的一致性

运用和积法并通过层次单排序求解各判断矩阵，得出被比较

因子相对性权重，从而进行一致性检测判断数据权重合理性。数

据表示，当 CR ＜ 0.1 时，判断矩阵结果具有一致性，权重配值合

理。本文各层级判断矩阵结果 CR 值均小于 0.1，符合矩阵一致性。

2. 权重数值获取 

通 过 计 算 得 出 矩 阵 内 准 则 层、 子 准 则 层 对 应 权 重 向 量

W1 ～ W5，数据如下：准则层 B：W1={0.45757，0.25802，0.16877，

0.11564}；教学设计能力评价 B1：W2={0.30962，0.32019，0.37019}；

教学实施能力评价 B2：W3={0.21190，0.29762，0.28035，0.21013}；

教 学 评 价 能 力 B3：W4={0.20990，0.22507，0.37574，0.18929}；

反思改进能力 B4：W5={0.28550，0.2656，0.29309，0.15581}。

3. 建立评价语集 

我们使用李克特 5 级量表法，为教学能力的评价设置了五个

级别：满意、较满意、一般、较不满意、不满意。每个级别都对

应了相应的分值，满意为 100 分，较满意为 80 分，一般为 60 分，

较不满意为 40 分，不满意为 20 分。这样，我们就可以清晰地量

化教学能力的结果。请根据您的实际情况和教学反馈，对教师的

教学能力进行评价。由此得出评语集：V={ 满意、较满意、一般、

较不满意、不满意 }={100，80，60，40，20}。 

4. 模糊评价计算 

针对教学能力评价问题发放问卷共 568 份，有效问卷 521 份，

问卷有效率达 91.7%。调研问卷涵盖高职毕业生、专任教师、合

作企业导师及负责人。基于问卷调研数据统计，构建准则层及

子准则层下设元素模糊评价矩阵 R。以层次分析法推算各级权重

向量 W，子准则层各级指标综合评价向量分别为：BC1，BC2，

BC3，……BCn，n 为评价指标个数：

B=WR=（BC1，BC2，BC3，……BCn）

表 1 高职教师教学能力综合评价得分

目标层 得分 准则层 得分 子准则层 得分

高职教

师教学

能力评

价指标

73.86

B1 教学设

计能力
82.55

C1 教学内容设计 81.00

C2 精准学情分析 79.60

C3 确立教学目标 86.40

B2 教学实

施能力
65.55

C4 教学策略设计 73.00

C5 课程思政融入 65.20

C6 创新教学方式 60.10

C7 信息化教学手段 65.80

B3 教学评

价能力
63.06

C8 知识目标达成评价 67.20

C9 能力目标达成评价 56.80

C10 素质目标达成评价 65.00

C11 学生满意度 62.10

B4 反思改

进能力

73.72

C12 教学反思 71.60

C13 更新教育理念 76.20

C14 培育数字素养 79.20

C15 社会调研能力 63.10

四、教学能力比赛对高职教师教学能力提升的对策建议

根据上述模糊综合评价法的结果，对目标层高职教师教学能

力评价得出详细的结论和建议如下：

1. 教学设计能力得分为 82.55 分。这在高职教师教学能力的

四个准则层得分最高，说明教师对教学内容的设计、精准学情分析、

确立教学目标方面表现较好。建议进一步加强师资力量，提升教

师的教学水平和教学方法，以确保学生的学习成果和技能培养达

到更高水平。进一步丰富个性化培训方式，根据学生的不同学习

经历和需求提供差异化的培训计划。

2. 教学实施能力得分为 65.55 分。这个分数表明目前教师的

教学实施能力表现相对一般。教师需要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根

据不同学生的特点和需求，设计富有针对性的教学方法。这包括

运用启发式、探究式、讨论式等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和积极性，培养他们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教师应将

实践环节融入教学过程中，加大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教师在

授课过程中，不仅注重理论知识的传授，还要关注学生技能的培养。

3. 教学评价能力得分为 63.06 分。教师应聚焦教学目标达成，

关注学生全面成长，重点考核学生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注

重过程评价与结果评价相结合，探索增值评价，健全综合评价；

鼓励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开展学习行为的精准

分析，个性化评价学生的学习成果和学习成效。

4. 反思改进得分为 73.72 分。教师应深度思考在教学设计、

教学实施、教学评价过程中的经验与不足，总结在更新教育理念、

落实课程思政、优化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模式、转变教师角色、

改进教学评价、运用信息技术、培育数字素养等方面的改革与创新，

做到设计理念、教学实施、育人成效的有机统一，成为传道授业

解惑赋能的“大先生”。

综上所述，要进一步提升高职教师的教学能力，需要关注和

加强以下方面：提升教学设计能力，深化教学实施能力，提高教

学评价质量，重视课后反思改进。通过这些努力，可以进一步提

高教师教学能力的质量和效果，才能不断提升职业教育的质量，

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更多有实际能力的人才。

参考文献：

[1] 王建伟，王小刚，蒋亮 . 西部“双非”高校教师教学能力

提升现状及对策 [J].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23（06）：165-174.

[2] 张文霞，赵华敏，胡杰辉 . 大学外语教师课程思政教学能

力现状及发展需求研究 [J]. 外语界，2022（03）：28-36.

[3] 黄元国，陈雪营 . 大学教师教学能力：内涵、困境与实践

路向 [J]. 当代教育论坛，2019（06）：49-54.

[4] 杨巧玉，朱良武，张信，徐照明 . 教学能力比赛促进职业

院校教学改革的实践与反思 [J]. 电化教育研究，2022，43（03）：

85-90+104.

[5] 时益之，杨兆山 . 高等教育评价现代化的内涵要义与实践

路径 [J]. 现代教育管理，2023（04）：1-11.

[6] 奚雷，孙宇 . 课程思政背景下高校教师教学能力评价及提

升路径研究 [J]. 邢台学院学报，2022，37（04）：87-93.

基金：2023 年校级重点领域教改课题《职业院校教学能力比

赛对全面提升高职会计教师教学能力的影响研究》（2023Czjg04）

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陈安，女，1983.9，硕士研究生，副教授，会计师，

主要研究方向：职业教育与会计实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