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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视角的大学课堂教学评价浅探
谭志合

（九江学院管理学院，江西 九江 332005 ）

摘要：大学课堂教学评价是大学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学

生视角评价课堂教学长期以没有得到足够重视，本文从学生视角

提出了三种大学课堂教学评价方法：关键指标法、主观打分法、

横向比较法，对课堂教学的主要任务以及整体效果给予了足够的

重视，丰富了大学课堂教学的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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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教学活动是大学的日常活动，是大学践行使命的重要阵

地，是大学鲜活血脉延续的源泉。以中国一所规模较小的本科大

学为例，每年级按 3000 在校生计算，四个年级，12000 人，平均

每班 40 人，共 300 个班级，每个班级一学期 6 门课，每门课每周

2 节课，一学期上 18 周课，一学期共 3000*6*2*18=64800 节课，

一个学年则有 129600 节课。在目前中国大学规模的办学背景下，

这是很保守的估计。绝大多数大学在校生规模每个年级都在 3000

以上，多的甚至达到 7000 以上，只有极少数规模较小的大学，在

校生每个年级不足 3000 人，所以说按 3000 计算是很保守的了。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课堂教学在大学活动中的地位，课堂教学质量

的高低关系着大学的生死存亡。“课堂教学质量的优劣往往通过

评价来检验或改善，课堂教学评价便成为大学教育的重要工作和

课堂教学的制衡器。”1 对大学课堂教学进行评估是理所当然、

天经地义的事情。课堂教学评价是对课堂教学价值判断的过程。

大学课堂教学评价是大学评估的一个重要方面。大学课堂教学评

价从评价主体看有学生评价、同行评价、上级评价、外聘专家评

价和社会评价，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体系，本文拟从学生的视角（学

生主体）探讨构建多元的大学课堂教学评价，以期推动大学课堂

教学评价体系的改革。

一、学生视角的大学课堂教学价值判断

“学生评价是指学生结合课堂教学体验，依据学生评价指标

体系对教师教学与课堂质量进行主观层面的价值判断活动”。2

学生视角的大学课堂教学价值判断的对象是教师，内容是教师一

切与教学相关的诸多因素。大学课堂教学是为了一切大学生，为

了大学生的一切。学生是否满意应该是大学课堂教学评价的重要

依据。从学生的视角，大学课堂教学的价值是什么？主要从两个

维度判断：教师受到学生的喜爱程度，教师在课程学习方面给予

学生的帮助与引导程度。

（一） 教师受到学生的喜爱（欢迎）的程度。影响教师受到

学生喜爱程度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教师的师德修养、学术背景、

学术成就、过往业绩、亲和力、教学方法、精神状态、人格魅力、

奉献精神、教学手段的运用等等，可能是某个方面的作用，也可

能是几个方面或多个方面的综合作用。大学生虽然已经成年，但

仍然是有喜怒哀乐的活生生的有丰富情感的人。大学课堂教学和

中小学课堂教学的价值在这一点上没有根本的区别。从学生的价

值判断角度，首先关注的是教师是否受到学生的欢迎，学生是否

喜欢教师。学生喜欢的教师，学生也就喜欢其课程，学习该课程

的积极性就高，学生对该教师的评价就高，相反就低，这是心理学、

管理学、教育学中非常普遍、非常自然的晕轮现象。学生喜欢的

教师，是不是就是好老师？未必。学生喜欢的老师是不是课堂教

学效果就好？也不一定。这个维度考虑的是学生对大学课堂教学

的主观判断，虽然不一定客观、公允，但是从课堂教学的实践来看，

教师是否受到学生欢迎是大学教学课堂教学的非常重要的甚至是

首要的要素。

（二） 教师在课程学习方面给予学生的帮助与引导程度。在

目前的社会背景下，在现在的社会发展阶段中，在当前的技术条

件下，大学课堂教学仍然是大学生学习的主要阵地，虽然有各种

各样的探索与实践，但是大学课堂教学主阵地的地位没有丝毫被

撼动的迹象，也就是说大学生的课程学习仍然继续是在课堂上进

行，大学生在课堂上主要的任务具体的任务就是进行课程的学习。

学生在课程学习方面得到了教师的多少帮助与引导？换言之，教

师的教学工作在学生的课程学习方面起到了多大的帮助与引导作

用？这是学生视角判断课堂教学价值最核心最重要的内容。

从全局来看，大学课堂教学承担着传授知识、激发兴趣、培

养理想、探索未知、训练方法、养成习惯等多重目标，这些目标

的实现有赖于一门门具体课程的教学来完成，课程教学的化学反

应催化总体目标的实现。大学课堂教学的价值判断针对的是具体

的某一门课程或者某一个具体教师的课程教学。

学生进行课堂教学价值判断关注的核心就是任课教师是否完

成了课程的使命。大学课堂教学活动的总体目标无非是激励学生

成人成才，作为某门课程的教学活动更多的是要培养学生的专业

素养。学生的专业素养在这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大学课堂教学早

就不能仅仅满足于一般性知识的传授与学习了。大学的课堂教学

活动需要解决课程的难点与重点、需要引导学生走向学科的前沿

阵地、需要激发学生专业学习的兴趣、需要培养学生探索的方法

与习惯、需要学生能把知识转变成能力与素养。

二、三种学生视角的大学课堂教学评价方法

（一）关键指标评价法

下图是一个典型的传统课堂教学的评价标准。

教学准备 教学大纲、教材、教案及老师仪表、精神面

貌等。

25 分

教学能力 教学目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手段、语

言表达、理论联系实际、师生交流、板书多

媒体运用等。

25 分

教学管理 教学目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手段、语

言表达、理论联系实际、师生交流、板书多

媒体运用等。

25 分

教学效果 教材拓展、课堂氛围、学生听课率、教师授

课特色等。

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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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某个大学的课堂教学评价标准，一级指标仅有四项，但

二级指标多达几十项，可谓大而全，很明显，这不是关键指标评

价方法，这也不是学生视角的评价方法，这更像是一个评价完美

教师的方法。

学生视角的关键指标评价法，一是要看学生是怎么看待教师

的，学生是怎么看待课堂教学的，学生是怎么看待课程学习的；

二是要抓住几个关键的指标，既然是关键指标评价，不管是二级

指标项还是三级指标项都要压缩到不能再压缩的程度。

根据本文第一部分内容的观点，本方法仅仅设计了三个一级

关键指标，每个指标分了四个级别，并赋予了相应的分值。

指标 等级 得分（满分 100 分）

受学生喜欢程度 非常喜欢（21-25 分）

喜欢（15-20）

比较喜欢（10-15 分）

不喜欢（1-9）

课程教学效果 非常好（41-50）

好（31-40）

比较好（21-30 分）

差（1-20）

学生获得感 很好（21-25 分）

好（16-20）

比较好（10-15 分）

差（1-9）

 这个方法的特点：（1）适用于大学所有的课程，适用于所

有的课堂教学活动；（2）从学生的视角牢牢抓住三个关键指标，

不关注教学活动中的细枝末节问题；（3）跳出了泰勒式科学管理

的窠臼；（4）考虑到了教学活动的很多特殊性；（5）解决了常

规评价解决不了的一些问题。举例：教师 A 有很多缺点，比如普

通话一般，不擅长做课件，教态不好等等，但是该教师专业扎实，

对专业有浓厚的兴趣，对学生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学生给出

了很高的评价分数。教师 B 专业方面一般，但是同样得到了很高

的分数，主要原因是能够和学生搞好关系，能够引导学生投入课

程的学习之中，善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一个大学生如果想学

习的话，即使没有老师的帮助，绝大部分课程也能够学得很好，

这是得到普遍认可的事情。相反，教师 C 没有教师 A、教师 B 那

么多的缺点，用传统的评价方法来评价，也许他的得分要高一些，

但他不一定是学生所需要的教师，不一定是学生欢迎的教师，不

一定是学生有获得感的教师。

（二）主观打分（等级）法

主观打分法，学生凭自己的主观感受对课堂教学打分，1-100

分，或者进行等级评价。

这种评价方法简单直接，工作量小，重视学生的整体感受，

与关键指标法比较，学生更容易忽略一些与课堂教学核心内容无

密切关系的一些细节，比如，某节课迟到了一分钟，板书不好，

某个课件不能正常打开，讲错了一个知识点，不修边幅，等等。

忽略这些问题，并不意味着承认这些就是对的。这涉及到一个理

想的大学和大学的理想问题。学生对教师的某些问题课后会吐槽，

会当做课堂糗事去讲，并不影响学生对课堂教学的整体评价。学

生心理有一杆秤，关心的是某个教师、某门课程究竟给予了他们

什么，学生有什么短期收获与长期收获，乃至可以终身受益的内容。

也就是说学生关心的是某个教师、某门课程的价值，他们会忽略

与价值无关的一些因素，这些因素在管理者看来、在同行看来有

可能是重要的，在学生看来则可能无足轻重。

（三）横向比较法

横向比较法即由学生对一定范围内教师的课堂教学评价进行

比较。该方法有两种具体的路径：一种是运用关键指标法、主观

打分法的结果进行横向比较，一种是由学生对一定范围内教师的

课堂教学进行排序或打分。

横向比较法涉及到一个范围的问题，这个范围可以是二级学

院、专业或班级，范围不宜太大。举例：某班级有 7 名授课教师，

第一名 100 分，第二名 90 分，第三名 80 分，第四名 75 分，第五

名 70 分，第六名 65 分，第七名 60 分。名次的分值可以根据实际

情况调整。

为什么有了关键指标法、主观打分法，还要有横向比较法。

这个方法是对前两种方法的有效补充，可以找出相对优秀或者更

加优秀的教师。

三、三种评价方法的评价与选择

这三种方法的共同点，关注学生对课堂教学的整体感受，没

有对课堂教学进行肢解；关注课堂教学最本质的任务，忽略无足

轻重的细枝末节；简便易行，工作量不大。

这三种方法没有优劣之分，但各有特点。关键指标法从三个

方面进行评价，主观打分法直接关注整体感受，横向比较法对一

定范围内的教师进行排位。

实际操作中如何选择呢？

两个组合：横向比较法与关键指标法组合，横向比较法与主

观打分法组合。

应用举例：

教师 A 运用关键指标法得分为 97 分，横向比较法得分为 85

分；教师 B 运用主观打分法得分为 80 分，运用横向比较法满分为

100 分；教师 C 不论运用什么方法得分都是 70 分以下；教师 D 不

论运用什么方法得分都高。很明显，教师 A、教师 B、教师 D 的

课堂教学都得到了学生的充分肯定。

组合的好处就是不会遗漏学生视角中的好老师、好课堂，教师、

学生两个角度的公平感都得到明显的上升。

以学生的价值判断为大学课堂教学的价值导向，以学生的获

得感为大学课堂教学的准绳，这应该成为未来大学课堂教学评价

改革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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