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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KANO 模型的职业院校教师教学质量影响因
素分析

韩平  王树勇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  广东  广州  510900

【摘  要】很多学校采用问卷对学校教学质量进行评估。采用的方法大多数是原始统计法和横向对比法，涉及的

广度和深度有限，数据分析受限制，在实施过程中，也发现有些不尽完善的地方。本文应用 KANO 模型调查，选择

了 250 位不同年龄的教师进行问卷调查，筛选出 23 个属性进行考量观察，按照 KANO 的因子划分，把这 23 个属性

划分为：一、期望因子；二、必须因子；三、基础因子；四、附属因子。利用 KANO 模型对这四个因子进行分析和

对比，了解了教师的期望和需求，寻求对策，针对性的建设和投入，提高教师的满意度，促进教学质量的优化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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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发现到 KANO 模型原理与赫茨伯格的双因素理

论是非常接近的，都是偏向于二维的满意度模式，也就

是满意的对面一定就是没有满意，这种对质量特性的满

足调查偏向于调查者的主观感受，但是其最为突出的优

势是能够按照服务的质量特性以及重要性进行排序，能

够帮助分析者对各个层次的需求都有所了解，借此来识

别用户的最满意的层次以及因素有哪些。 

一、对象和方法
影响课程教学质量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些可

以定量，而有些则只能定性。如何根据教师的教学表现，

通过客观、科学、准确的评价给出其所任课程的教学质

量，指出其应该如何进一步改进，这是各校都十分关心

的一个问题。

（一）对象。选取某高校 250 名教师按三个年龄段

进行调查。调查表的结构为：教研活动、基础课、专业课、

学生水平、学习气氛、教学能力进步、办学模式、学校

政策、学习机会、职称评定、工资收入、福利待遇、教

学测评、科研奖励、校园环境、课程结构、专业能力进步、

职业精神提高、理论与实践结合、专利发明、课外工作、

职业生涯规划、未来期望等 23 项。

（二）方法。按照 KANO 模型理论设计教师满意度

问卷。问卷分为两部分：基本信息和 KANO 模型调查表。

KANO 模型调查表有 23 个观测点，其中 22 个每个观测

点有 5 个级别的回答，另外 1 个观测点有 2 个级别的回答。

（见下表 1）。
表 1 KANO 模型属性级别表

（三）统计分析。

1. 按照 KANO 模型理论，故每项配对问题会有 25

种以上结果，将不同的感受进行定性划分，列出 KANO

模型属性分类，期望因子，代码为 Q；必须因子，代码

为 B；基础因子，代码为 J；附属因子，代码为 F。

2. 按不同的年龄段，青年教师：24-35 岁；中年教

师：36-50 岁；老年教师：51 岁以上。对 23 个属性和 5

个级别进行调查。

教师课堂教学质量总体满意度为 78.11%。23 项指

标中，期望因子有 5 项，占 22%，必须因子有 7 项，占

30%，基础因子有 6 项，占 26%，附属因子有 5 项，占

22%。( 见表 2)

表 2 KANO 属性统计表
表4  KANO属性统计表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KANO类型 J F B B J B F J B Q Q Q B J F B B J B J F J F

满意度 教研活动 基础课 专业课 学生水平 学习气氛

教学能力

进步 办学模式 学校政策 学习条件 职称评定 工资收入 福利待遇 教学测评 科研奖励 校园环境 课程结构
专业能力
进步

职业精神
提高

理论与实
践结合 专利发明 课外工作

职业生涯

规划 未来期望
非常满意 43% 42% 43% 45% 42% 36% 50% 48% 42% 43% 42% 44% 43% 28% 44% 26% 34% 31% 30% 28% 34% 28% 56%
满意 32% 36% 30% 31% 31% 26% 30% 31% 37% 36% 32% 31% 32% 26% 36% 28% 37% 37% 43% 30% 34% 37% 44%
一般 24% 21% 25% 24% 23% 31% 19% 19% 20% 18% 24% 23% 24% 32% 18% 42% 25% 29% 25% 39% 29% 30% 0%
比较不满意 1% 0% 2% 0% 3% 5% 0% 0% 1% 2% 2% 2% 0% 7% 1% 4% 3% 2% 2% 3% 2% 5% 0%
非常不满意 0% 0% 0% 0% 0% 2% 0% 1% 0% 1% 0% 0% 0% 6% 1% 1% 1% 1% 0% 0% 1% 0% 0%
青年教师 64 64 65 67 64 58 74 71 65 65 64 68 66 45 66 37 52 47 47 40 49 42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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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因子和属性分析
（一）KANO 因子分析

1. 期望因子有：学校政策、学习机会、职称评定、

工资收入、福利待遇。期望值为 74%。期望因子的功能，

是教师期望得的和可以争取到的属性，期望值实现与满

意度正比，（见下图向上直线）。对这些属性要加大这

方面的工作和投入。

2. 必须因子有：专业课、学生水平、教学能力等 7

个属性，其期望值是 63%，必需因子的功能是教师期望

和理所当然的功能。一达到一定的需求就得到满足，且

满意度就会放缓。（见图向下弧线）。在这方面也要加

强工作和投入。

3. 基础因子有：教研活动、学习气氛、科研奖励、

课程结构等 6 个属性。其期望值是 52%。基础因子的功

能是当一个基础的不具备时，老师会感到不满意，而当

它存在时，用户会感到满意，但到了一定的程度，老师

的满意度水平就不再上升了。（见图向上弧线）但是基

础属性必须具备并有良好的品质。以后在这方面只是维

护和完善，无须大幅度的追加的投入。

4. 附属因子有：校园环境、课外工作、未来期望等

5 个属性。其期望值是 22%。附属因子的功能教学系统

的一个附属因素，当某个属性满足时，教师会感觉愉悦。

（见图水平线）如校园环境，但有些属性达到一定程度

（二）典型属性分析

1. 职称

从职称角度看，高校教师的总体教学能力差异性显

著，获得高级职称的教师 ( 均值为 4.00) 教学能力强于中

低职称教师的教学能力 ( 均值为 3．94)。教学策略能力、

课堂管理能力、促进学生投入能力均差异显著。

图 1 教师能力性别以及职称差异

2. 年龄、教龄

从年龄上看，高校教师的总体教学能力差异性显著。

不同年龄教师群体的总体教学能力均值从高到低为：老

年教师 (4．01)> 中年教师 (4．00)> 青年教师 (3．94)。

具体维度上，不同年龄的高校教师在教学策略能力上差

异显著，在课堂管理能力上差异非常显著，而在促进学

生投入能力上差异不显著。从教龄上看，高校教师的总

体教学能力差异性显著，教学策略能力、课堂管理能力、

促进学生投入能力均差异显著。从图 2 可以看出，高校

教师教龄在 30 年以下时，其教学能力随着教龄的增长

而呈现增长趋势；超过 30 年时，教学能力开始下降。

图 2 不同教龄的教师教学能力均值

三、提升教学质量及满意度对策
（一）提高期望因子属性的满意程度

从老师的期望值和满意程度指数可以看出，要提高

职业院校教学的质量，就必须提高期望因子和必须因子

各个属性的满意程度。期望因子有：学校政策、学习机会、

职称评定、工资收入、福利待遇。中青年老师对学习机会、

职称评定、工资收的期望值更大。老年老师，对工资收入、

福利待遇、学校政策的期望值更偏向。对这方面的投入

要加大力度。

1. 整体提高教师的总收入

研究结果也显示，教师迫切需要更好的物质条件满

足个人、家庭、生活需要，弥补与公办高校教师地位上

的心理落差。教师的个人收支情况对其教学能力有显著

影响，收入大于支出的教师的教学能力强于入不敷出的

教师。安居方能乐业，提高高校教师的整体福利待遇和

薪资水平，解决高校教师的“后顾之忧”，方能促使他

们脚踏实地、全身心地提升教学能力，提高教学质量。

2. 提供优质的学习机会和晋升渠道

中青年教师，必须不断学习、继续学习，在教学实

践中逐步提高教学能力、教学方法、完善教学模式。不

断的充实自己的知识层面以及改善自己的教学方法。学

校不仅是要为青年老师提供优质的学习机会，如在职硕

士、博士班，访问学者等，也应在政策上和学费上给予

扶持。鼓励教师在科研和教改方面钻研，建立项目，编

写论文和专著，集累晋升的材料和条件，学校每年按量

提供中、高级岗位和指标。

3. 建立有效的评估和激励机制

研究结果显示，中高学历教师的教学能力弱于低学

历教师，本科院校教师的教学能力弱于专科／高职院校

教师。高校应建立有效的评估机制，科学评估教师的教

学质量和工作业绩；平衡好教学和科研的评估权重，抓

住“质量”这个核心。研究结果还显示，高级职称教师

的教学能力比中低级职称教师强。这说明高校职称评审

中，教师教学能力对评审结果的影响较大。基于此，应

建立完善的激励机制，有效发挥职称评定、绩效考核等

评估机制的激励作用，促进教师教学能力提升。

（二）有所比重提高必须因子属性的满意程度

从老师的必须因子期望值和满意程度指数可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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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有所选择的要提高必须因子的满意程度。对教学质

量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 构建教学发展共同体、提高教学能力

利用老教师、优秀教师的教学经验丰富的特点，通

过组建课程学习小组、信息化教学小组等，构建起教师

教学发展共同体，对于提高教师整体教学能力将大有裨

益。教师教学发展共同体可以增强教师的交流合作意识，

通过不同教师群体互相交流教学工作的难点和重点，探

讨解决方案，形成长效探究式培养机制，实现教师教学

能力提升。高校可以有层次地展开职业培训，如对青年

教师开展教育学科知识培训，对中老年教师开展专业学

科知识提升培训；可以通过实体教学训练组织，搭建教

师教学技能提升平台，开展常规性的教学能力发展活动。

2. 完善教学条件和教学设备

学校中的教学器械以及实验设施都需要不断完善，

缺乏这些教学必备的设备必然会让师生对教学质量的满

意大打折扣，从这一点分析我们需要不断加大教育设备

资源的投入，尝试使用高端的教学设备，比如多媒体等

等。

结束语
KANO 模型是一种对客户需求满意度分类调查的工

具，我们把 KANO 模型加入到职业院校的教学评价中，

其一是为了改良原有质量评价方法的单一性以及不够科

学性；其二是 KANO 模型的分类，进一步的提高教学质

量评价的合理度；其三、通过对不同年龄段的老师调查，

更能全面、客观地评价影响教学质量的属性和因子；其

四，按照属性的分类和因子的分析，可以提出对应的且

有意义的对策。

本评价并不仅仅局限于教师，也要把学生加进来，

甚至是学校的管理者，教学督导等等，通过多个角度的

评析，为管理者改善课堂的教学质量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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