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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职教育的信息化是指运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包括计算机技
术、网络技术、多媒体技术等，实现校园的网络化管理，提高科
学管理水平[1]。信息资源的数字化应用，有利于实现教学与科
研的现代化发展。信息化发展是中职教育教学中的必要途径，符
合社会信息化发展要求，能够促进自身的现代化发展。在中职信
息化发展中，构建信息化评价体系必不可少，需要积极探讨评价
方法，合理评价中职信息化教学体系，促进中职信息化教学体系
的不断改进和完善，实现中职教学体系的信息化。

1　中职信息化教学评价体系现状
国外的高校信息化建设测评主要是美国的CCP评估，评估内

容包括教学应用、信息技术发展规划、师资培训、经费投入等方
面，经过详细统计后实现评估；美国非营利组织 EDGCAGSE的评
价体系从学习经历、管理经历、学生生活、服务和消费四个方面，
实现对学校信息化水平的评估；亚洲 ACCS项目的评估内容包括
更多，例如信息化教学、信息化规划、信息化资源、管理与政策、
经费预算、信息化教学与学习、信息化设施、信息化服务、信息
化发展趋势等[2]。

国内对教育教学信息化体系的评价研究也越来越多，有学者[3]

认为获取信息化综合指数，需要综合考虑多个评价指标水平，
如信息化基础设施、信息化资源配置等；构建[4]信息化评价指标
体系，主要包括9个不同方面的评价指标，如信息资源、基础建
设、经费投入、教育网站等；有学者[5]认为评价指标体系的主要
内容应该是战略定位、信息资源、基础设施建设、组织机构、信
息管理、信息化人才、信息化应用等；有学者[6]认为评价指标体
系的主要内容应该包括：人员素质、信息技术教育、信息基础设
施、综合管理、信息资源、应用系统与网站、应用效果、经费投
入等。从当前研究情况来看，指标体系的选择难以确定量化指标
的基准，定性指标的评价有一定的难度。一些指标体系的研究缺
乏实证应用案例，其可操作性和实用性难以验证。因此，需要对
中职信息化教学评价体系进一步完善，并通过实证不断加以修正。

2　基于模糊综合评价的中职信息化教学体系研究
2.1简述模糊综合评价
2.1.1模糊综合评价法的定义
模糊综合评价是目前比较客观、科学的评价方法，以模糊

数学为依据，通过对模糊集合变换原理的应用，以评价因素、权
值、等级标准为基础，构造模糊评判矩阵，通过多层复合运算，最
终确定评价对象所属等级[7]。简单来说，就是以模糊数据中的
隶属度理论为基础，转换定性评价为定量评价，也就是说对事物
或者目标的不同影响因素进行综合评价。应用这种综合评价方法，
可以解决不同的问题，得到清晰的结果，适用于难以量化或者比
较模糊的问题。

2.1.2模糊综合评价法的优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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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职信息化评价涉及多个因素，既有量化指标，也有定性
指标。定性指标的评分过程中，获取精确数值的概率较低，一般
的评价语多为“高”、“差”、“一般”等，具有较大的模糊性。但
仅仅依靠定性的方法或一般的数学评价方法来衡量和评价中职教
学体系的信息化水平是不全面的，难以做出准确、合理的判断。利
用模糊综合评价法，恰如其分地对这些模糊评价作出描述，对不
同方面的因素进行综合考虑，全面分析评价对象，才能将评价结
果进行量化。模糊综合评价法的应用比较客观合理，能够实现多
因素决策，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方法，可以整体评价受多种因素影
响的事物，适合在中职信息化教学体系评价中应用[8]。

模糊综合评价应用在中职信息化教学体系评价中，优势十分
明显，表现在：应用模糊综合评价后，可以得到一个模糊子集的
结果，能够对中职信息化水平进行准确刻画；进一步加工模糊综
合评价结果，可以提供更多的参考信息。模糊综合评价复杂的事
物，有利于客观地描述中职信息化水平。

2.1.3模糊综合评价法的步骤
（1）确定评价对象的因素集和评语集
把对各种会对评判对象造成影响的因素集合在一起可以组成

因素集，组成人员通常为相关领域的专家，组成依据为相关研究
成果和经验[9]。因素集可以表示为：U={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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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化评价中将评语划分为五个等级：分别表示信息化水平“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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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确定权重集
模糊综合评判中，因素集包含的评判因素不同，具有不同

的作用。但是为了对不同因素的重要程度进行区分，可赋予不同
程度的权重[10]。本文应用模糊综合分析法时，主要通过层次分
析法量化决策者的经验判断，运用多因素分级处理来确定因素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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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确定隶属关系，建立模糊评价矩阵
从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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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U

 i
中的各因素进行单因素综合评判，B

 i
 =A 

i
 ·R 

i
 =

（b 
i1
 ,b 

i2
 ,…,b 

in
）（i=1,2,…,s），其中 å

=

=
m

k
kjikij rab

1
，

再把B 
i
作为U 

i
的单因素评判向量进行评判，可得出关于U的

全部因素的评判矩阵,B=A·R=（b 
1
 ,b 

2
 ,…,b 

n
），其中

å
=

=
s

i
ijij bab

1
，根据模糊综合评价的最大隶属度原则确定中

职信息化水平，即 { }nj bbbb ,,,max 21 L= ，可确定该对象隶

属于等级V 
j
。

2.2模糊综合评价在中职信息化教学体系中的应用
以某中职信息化教学体系的现状为例，应用模糊综合评价法

进行综合评价。第一步建立指标权重集，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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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0.2005，0.3365，0.1933，0.2163，0.0534）
由max（0.2005，0.3365，0.1933，0.2163，0.0534）

=0.3365 及最大隶属度原则可判断该中职信息化教育体系达到较
高水平。

由此可知，中职学校信息化综合评价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
程，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无疑是一种可行的方法，在定性的基础
上对中职信息化教学体系应用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进行科学的评价，
能够在较大程度上克服主观臆断，获得公正、合理的评价结果。

3　总结
把传统的定性评价和相对客观的定量评价结合起来，可以使

信息化课堂教学效果的评价更加客观、科学，有利于进一步推
进信息化课堂教学的实施，从而进一步促进信息化课堂教学的实
施，提高信息化课堂教学水平。信息技术对促进教师专业发
展、优化教学过程、创造有效的实践环境、加强交流效果等都
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应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中职信息化教学
体系进行客观评价，保证信息化教学体系的科学化和合理化十分
必要。不仅能够促进中职教学的现代化发展，还能提高我国教
育教学水平，可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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