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572020 年第 2 卷第 3 期 经验交流

疫情期间高职教学衔接效果评价指标分析
吴丽然

（成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成都 610000）

摘要：本文提出线上线下教学衔接效果评价指标体系，以保证教学衔接措施发挥作用，也可为日后教学效果评价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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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学衔接采取的主要措施

1. 将前期未实现的教学内容与后续教学内容重新组合，课上

进行新旧课程内容的衔接教学，夯实已学过的教学内容，完成新

课程内容教学计划，建立新旧知识的联系性。

2. 利用雨课堂教学平台，组织混合式教学，提高教学效率。

通过自主开发的课程资源，并继续充分利用免费开放的教学资源，

将课程教学拓展到课前及课后。

3. 根据测评结果及教学目标的需求，将班级内同学划分学习

小组，强弱组合，并根据阶段性测评，进行动态分组。充分发挥

团队互助、由强带弱的作用。

二、教学衔接效果评价指标构建原则

1. 客观性。在制定评价指标时要依据课程教学的实际情况。

2. 全面性。评价指标要能覆盖评价课程教学的全方面，包括

课程课前准备、课中实施过程及结果，并且要广泛收集教师、学

生以及教育专家的评价。

3. 科学性。评价指标应尊重教育规律，运用严谨且科学的统

计方法、手段和技巧，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过程与结果

评价相结合。

4. 可行性。教学效果评价中所指定的评价指标体系可真正运

用到实际，评价指标和标准符合实际情况，简单易行。

5. 可比性。同级或不同级指标之间不能相互重叠和包含，也

不存在因果关系。

6. 指导性。评价的结果能够对教学模式的应用、学生的发展

和教师的教学有借鉴作用。

三、教学衔接效果评价指标的初步构建

（一）一级指标

将教学过程三个阶段确定为一级指标，即课前准备、课中教学、

课后巩固。

（二）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

课前准备阶段的二级指标，包括教学资源和任务单。教学资

源要评价学生是否愿意主动学习，并辅助学生温故知新，引导学

生对新知识有初步的理解，发挥教学内容衔接的作用，资源的深

度与教学内容和学生的认知相匹配。任务单三级指标为学生完成

的成绩测评。

课中教学阶段二级指标，包含对教师教学效果和学生学习效

果评价两方面。教师教学效果三级指标主要从教学内容与课标的

匹配度，体现新旧知识的连续性，教学能力条理性、课堂互动的

带动性，混合式教学应用灵活性等方面评价。学生学习效果三级

指标包括学生课堂参与度、问题解决能力。

课后巩固阶段二级指标，包括效果检测和自我评价。效果检

测的三级指标是课后测验的成绩，检验学生是否实现教学目标。

自我评价三级指标是学生主观评价自己学习效果。

表 1  教学衔接效果三级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评价标准 分值

课前准备 教学资源 趣味性 具有趣味性，吸引学生
主动学

1 2 3 4 5

衔接性 与已学知识联系，帮助
复习已学知识

1 2 3 4 5

引导性 引导学生预习新课 1 2 3 4 5

匹配性 资源的深度与教学内容
和学生的认知相匹配

1 2 3 4 5

任务单 提交成绩 平台提交任务单得分 1 2 3 4 5

课中教学 教学内容 连续性 前后内容的连续 1 2 3 4 5

重点突出 明确学习重点 1 2 3 4 5

教学目标 与课标中教学目标一致 1 2 3 4 5

理实联系 理论联系实际，不空洞 1 2 3 4 5

教学能力 条理清晰 思路清晰，有条理 1 2 3 4 5

课堂互动 带动课堂氛围 1 2 3 4 5

手段多样 混合式教学方式灵活运
用，教学资源、设备合
理运用

1 2 3 4 5

教学设计 教学进度 快慢节奏合理 1 2 3 4 5

生动有效 吸引学生学习兴趣，注
意力集中

1 2 3 4 5

因材施教 根据不同学生进行差异
化教学

1 2 3 4 5

学习效果 课堂参与 学生讨论参与是否积极 1 2 3 4 5

解决问题 课堂测验或抽检是否合
格

1 2 3 4 5

课后巩固 效果检测 成绩评测 成绩测验是否合格

自我评价 自我测评 学生对自己知识、能力
和素质题提升测评

1 2 3 4 5

四、德尔菲法重构评价指标

邀请几位教育专家，对上述指标进行评分，将专家给各指标

的评分以平均值、标准差和变异系数进行计算。指标的平均值为

指标的集中度；指标的标准差为该指标的离散度；离散度与集中

度的比值为该指标的变异系数。集中度、离散度和变异系数综合

表示该指标的必要程度。根据计算结果，对评价指标进行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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