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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时代高校学生评教体系构建与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某医学院的实证分析

费丹华

（杭州医学院教务处，浙江 杭州 310053）

摘要：构建数字化时代高校学生评教体系是“推进教育数字化”的重要环节之一。在参考相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本研究构建了 4

模块（维度）6 指标（变量）的数字化时代高校学生评教体系预案。依据此预案，在对某医学院 2018 年至 2023 年 15512 份学生评教数据

进行统计分析发现，该套评教指标体系具有较高的信度与效度；数字授课变量可以显著影响教师在理论、实验、体育和同行 4 个模块上

的得分。因此，高校教师应该在传统教学的基础上积极纳入数字化的教学方法和手段，从而提升学生的课堂参与度，进而提高教学质量

和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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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评价教师教学质量，即学生评教，是当前受国内外高校

广泛认同的国际化通用教学评价方式。从 1987 年迄今，我国绝

大多数高校已经建立了相对体系化的学生评教制度和工作方法，

这项工作不仅促进了我国高等学校教师在改善课程、完善教学的

基础上不断提高教育质量，同时也对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高速

发展起到了积极且关键的支撑作用。随着时代变化和中国式现代

化发展的实际需要，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要“完善学校

管理和教育评价体系”“推进教育数字化”的重要论述，这无疑

也为高等教育研究者们在数字化时代继续完善和深入探索学生评

教体系工作指明了方向。既往研究显示，当前我国高校的学生

评教体系普遍还存在着指标体系设置不够科学、指标论证不够严

谨、指标内容同质化程度较高等问题，而特别针数字化时代背景

下的高校学生评教体系的研究至今仍未系统展开。依据预案，本

文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对某医学院 5 年内（2018 年—2023 年）的

15512 份学生评教数据进行综合性统计分析，旨在系统构建和验

证学生评教体系的基础上，着重探索数字化教育教学手段对教学

效果的影响，从而为完善数字化时代我国高校学生评教体系，推

动高校教育评价数字化转型，进而推进我国教育的数字化、现代

化提供参考和支撑。

一、研究方法

（一）研究问题

本研究主要围绕解决以下四个问题展开：（1）在数字化背景

下如何构建一套符合中国式现代化高等教育发展需要的高校学生

评教体系；（2）如何科学构建和验证这套学生评教体系的可靠性

和有效性；（3）数字化教学手段是如何影响学生评教得分的；（4）

在实践中，相关教育工作者和一线教师该如何通过数字化教学手

段提高教学效果和质量。

（二）研究对象与研究工具

1. 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一般可分为目标人群、抽样人群和研究对象三个部

分来描述。本文的研究目标人群为全国高校参与评教工作的大学

生及教师群体；抽样人群为浙江省杭州市某医学院全体在校师生；

研究对象为某医学院全体在校师生从 2018 年第一学期至 2023 年

第一学期共计 5 年 9 个学期的真实评教数据。总数据样本量（sample 

size）为 15512。由于 2020 年第二学期后评分规则发生改变，满分

变为 100，为了保持前后的一致性，将所有满分制转换为 5 分制，

即将使用满分制打分除以 20。

2. 研究工具

调查，是绝大多数社会科学研究领域重要的研究手段之

一，本次调查研究主要运用的研究方法包括访谈法（interviewing 

method）和问卷法（questionnaire method）两种。其目的主要是收

集一手数据资料，为后续的综合分析提供一定的数据支撑。在本

研究中利用访谈法的目的主要是通过访谈内容抓取关键词频数，

从而归纳并抽取出评教体系模型中的主要变量和主要维度；在本

研究中利用问卷法的目的主要在于收集样本群体的评教数据。

本研究在查阅和参考相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依据医学类高

等院校日常教育教学和行政管理工作的实际情况，再结合前期对

部分学生和教师关于本校教学评价工作相关问题的访谈结果，拟

定了此版学生评教指标体系预案（如图 1）。

图 1 数字化时代高校学生评教体系预案的设计结构图

3. 统计方法

本研究利用 SPSS 21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运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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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方法主要有两类：第一，描述统计（descriptive statistics）。

主要用于整理此次数据，即某医学院全体在校师生从 2018 年至

2023 年 9 个学期的评教数据，描述本次样本数据全貌以反映样本

的一些整体特征与性质。第二，推论统计（inferential statistics）。

主要运用假设检验、参数估计和回归分析等统计方法，通过此次

样本数据所提供的信息，推论该校评教体系的整体效果，同时探

索可能影响教师评教得分的关键因素。

其中，Score 表示得分，x 表示各打分指标，包括治学严谨、

充分准备、数字授课、内容充实、理论结合实践和满意程度指标，

ε 表示模型扰动项。i 和 t 分别表示 i 打分人员 t 时刻做出的打分。

3. 相关分析结果

本研究对评教体系中的各个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相关分析，

以为进一步考察指标变量对学生评教得分的影响提供数据分析的

前置条件。

从上述相关性表格中可知，评分指标 X1-X6 与 Score 之间存

在着正向的相关性，说明评分指标能够显著影响得分。同时从表

整体来看，各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符合进行回归分

析的前置条件。其余模块的相关性系数可见附件。

4. 回归分析结果

为了进一步从量化分析的角度分析评教指标体系中各个变量

对评教得分的影响，本研  究从 X1—X6 六个变量维度上对学生评

教得分进行分层逐步回归分析（hierarchical multiple regression）

由 模 型 一 到 四 可 知，X1—X6 均 进 入 回 归 方 程， 这 说 明

6 个 指 标 变 量 均 可 以 显 著 影 响 四 个 模 块 中 的 评 教 得 分，6 个

指 标 变 量 对 4 个 模 块 回 归 模 型 的 解 释 率 均 在 90% 以 上（Adj 

R2=0.977/0.942/0.984/0.993）。其中，数字授课 X3 有关的评分指

标与因变量得分 y 均在 99% 的置信水平下显著为正（p ＜ 0.01），

即数字授课可以显著影响评教得分，且数字授课的程度和水平越

高，教师得到的评分越高。

二、分析与讨论

（一）数字化时代高校学生评教体系的构建

理论基础是科学构建数字化时代高校学生评教体系的基石。

一方面，本研究在建构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基础上，参考依据社会

认知理论、行为主义理论、教育评估理论、教育技术理论、数据

驱动决策理论、大数据分析理论和相关文献资料对数字化时代高

校学生评教体系进行顶层设计，特别设置了“数字授课”变量以

考察数字化教学对学生评教结果的影响。在指标预案设计的具体

实施过程中特别注重运用教学心理学、心理测量学和统计学等相

关理论把控评价指标遴选、量表制定和权重系数测算的客观性与

科学性。另一方面，笔者认为科学构建数字化时代我国高校学生

评教体系需要有明确的价值指引。

依据相关理论和参考相关文献，本研究前期采用访谈法对该

校主管教学的校领导、教务处相关行政人员、教学评估办公室相

关行政人员、教学督导、一线教学教师和学生进行开放式和半结

构式访谈，其目的在于初步收集评教指标范围。将在访谈过程中

出现频数最高的评教指标进行分类整理，在经过专家讨论和研判，

专家对评教指标的遴选给出以下几条建议：（1）数字化时代的高

校学生评教体系构建要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总目标和“推进教

育数字化”的时代要求，要在具体的指标设置中体现或反映出上

述内容或内涵；（2）指标体系要完整，要覆盖高校中已经开设的

所有类型课程，主要包括理论课、实验课和体育课三大类；（3）

根据既往相关研究经验和参考其他高校学生评教体系，建议加入

同行评分模块综合评估教师的教学水平和教学效果，以尽量避免

完全由学生评教得分来决定一线教师教学效果的一些弊端；

（二）数字化时代高校学生评教体系的指标遴选及检验

根据专家建议，本研究在评教体系构建的指标预案中设计了

理论、实验、体育和同行四个评分模块以覆盖全校所有课程类别。

在参考前期访谈结果的基础上，具体的指标设计分别设置为：治

学严谨（X1）和充分准备（X2），主要反映教师的师风师德和教

学态度；数字授课（X3）和内容充实（X4），主要反映教师的数

字化教学手段和教学规范；理论结合实践（X5），主要反映教师

的实践性教学能力和水平；满意程度（X6），主要综合反映参与

评教人员对被评教教师的主观评价。同时，为了进一步验证此次

编制的数字化时代高校学生评教体系指标预案的可靠性和有效性，

本研究将某医学院 2018 年至 2023 年 9 个学期的评教数据带入模

型进行科学性验证。

三、结论

综上，基于此次调查数据，本文依据相关理论综合利用访谈

法、调查法和统计学方法构建的数字化时代高校学生评教体系具

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但未来仍需要更多相关实证研究提供进一

步经验支撑；数字化教学手段对各个课程门类的教师评分有着显

著的正向影响，即数字化教学手段越多、效果越好，同学及教师

同行对该模块教师的认可度就越高，相应地评分就额越高。因此，

在中国式现代化高等教育的发展中不断“推进教育数字化”，不

仅有利于加强新时代高素质高校教师队伍的整体建设，同时也有

助于实现高校教育教学效果和质量的优化发展以更好地完成“立

德树人”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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