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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高校教师教学质量评价制度的现状及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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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高校教师教学质量对于高校人才培养质量至关重要。文章在陕西 6所高校教师教学质量评价制度现状的基础上，分析发

现陕西高校教师教学质量评价制度在评价主体、评价指标、评价流程方面存在不足，进而提出创新高校教师教学质量评价制度的思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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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eaching quality of college teachers i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quality of talent train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Based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eachers' teaching quality evaluation system in six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Shaanxi,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re are deficiencies in the evaluation subject, evaluation index and 

evaluation process of teachers' teaching quality evaluation system, and then puts forward the idea of innovating teachers' 

teaching quality evaluation system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Key words: college teachers, teaching quality evaluation, evaluation system 

 

一、高校教师教学质量评价研究综述 
教师教学质量是高校教育教学质量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

高校教学质量监控的主要对象。近年来，诸多学者围绕高校教师教

学质量评价的内容、方法展开了研究。首先，从国外高校教师评价

的发展来看，教学质量评价在定量与定性之间保持一定的平衡才能

较好地实现评价目的，其中定量评价方面主要通过学时数、学生人

数、教学手段等体现，定性评价方面通过学生、专家、主管教学院

长评价等方面来衡量[1]。其次，从国内主要研究观点来看，熊光红

（2019）指出，高校教师教学质量评价体系普遍存在的不完整、不

标准现象导致评价准确性、可靠性出现问题[2]；丁艳，万千一（2021）

梳理了高校教学质量评价的研究成果，发现目前高校教学质量评价

体系存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评价理念、评价主体、评价指标、评价

过程等方面[3]；匡中芹（2021）提出了包含教师自评、学生评教、同

行评议、督导评价、部门评价在内的应用型本科高校多主体教学评

价理念，并讨论了各评价主体的关系[4]。 

可以看出，现有研究成果能够为高校教师教学质量评价制度创

新的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在破“五唯”新背景下，高校教师教学

质量评价也面临着改革，如何创新教师教学质量评价思路、引导教

师潜心育人成为当前研究的特点。 

二、陕西高校教师教学质量评价制度的现状 
根据陕西统计年鉴资料，目前陕西共有普通高校 96 所，其中本

科高校 57 所。为了解陕西高校教师教学质量评价制度的现状，本文

选取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大学、陕西理工大学、延安大学、西安工

程大学、西安培华学院 6 所本科高校作为研究样本，这 6 所本科高

校中部属院校 1 所，地方院校 5 所（含民办院校 1 所）；从地域分布

来看，陕北地区 1 所，关中地区 4 所，陕南地区 1 所。接下来将从

教师教学质量评价主体、评价指标、评价流程、评价结果运用四个

方面展开调查分析。 

1.评价主体 

评价主体是指由谁对教师教学质量进行评价。根据上述 6 所高

校相关教学质量评价制度，从评价主体的构成来看，各高校差异不

大，主要包含三种，分别为督导评价、学生评价和同行评价，并以

这三个主体作为教师教学质量评价综合得分的主要构成部分，其次

还有领导评价、教学管理人员评价等主体，西安交通大学还设有教

师自评；从评价主体对教师教学质量综合得分的影响程度看，各高

校权重差异比较明显，例如，西安交通大学各主体所占权重随着参

评率不同而不同，总体来看学生评价权重高于同行权重高于督导权

重，学生评价权重 高能达到 70%；西安工程大学督导评价权重

高，为 40%，其次为同行评价 30%，学生评价 30%（含网上、网下

评价各 15%）；西安培华学院学生评价权重 高，为 50%，其次为督

导评价 30%，同行评价 20%。 

2.评价指标 

评价指标是考量教师教学质量评价的要素。教师教学质量评价

大多采用定量评价的方式，通过若干反映教学质量的要素进行加权

计算得出评价分值。评价指标基本包括教学态度、教学内容、教学

方法、教学效果等指标，部分高校还包含师德师风、教风学风、教

书育人等指标。从指标权重分配来看，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比重较

大，如西北大学教学内容评价权重 35%、教学方法权重 30%；西安

工程大学教学内容权重 40%、教学方法权重 30%。教学内容的观测

主要通过教学内容的组织，内容的深度、广度、前沿性以及表达的

逻辑性来评价；教学方法的观测主要从课件质量、启发思维、课堂

互动等评价。 

3.评价流程 

评价流程是教师教学质量评价开展的方式及步骤。关于教师教

学质量评价的流程，一种是由各教学单位组织开展，一种是由教务

管理部门和教学单位共同组织开展。从具体各类评价来看，学生评

价一般在课程结束后开展，督导、同行评价一般在课程教学过程中

进行。评价结束后，一般由组织单位汇总评价结果，并向教师反馈。 

4.评价结果运用 

教师教学质量评价的结果一般作为教学质量界定依据，近些年，

评价结果不仅仅停留在教学质量的水平反馈、教师教学水平改进的

参考，还有了更广泛的运用。根据各高校教学质量评价制度可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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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教学质量评价结果在教师职业生涯各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

作用。评价结果在教师年度考核、职称晋升、评优评奖等方面，作

为教师教学效果评价的重要依据，甚至计入教师教学档案。 

三、陕西高校教师教学质量评价制度存在的问题 
1.评价主体不全面，学生主体地位不明显 

现有评价主体以学生、督导、同行为主，领导、教学管理人员

为辅，基本上涵盖了教师教学质量评价的各类主体。但是，按照全

面评价原则，教学质量的评价主体应该是全方位的，现有评价主体

中缺少了教师个人评价。 

此外，学生作为直接受众，对于教师教学过程有 深刻、完整

的体会，因此学生应该在教师教学质量评价中占据重要地位，然而，

目前学生评价在 终教师教学质量评价结果中的比重并不突出，部

分高校学生评价权重低于督导、同行权重。究其原因，应该是考虑

到学生评价不可避免存在主观性、非专业性，主观性的问题可以通

过统计方法在整合评价结果时剔除掉相关不合规数据，非专业性问

题则可以通过评价指标、评价内容的设计和引导让学生科学完成评

价。 

2.评价指标缺乏创新，评价内容针对性不高 

首先，为了持续关注教师乃至学校教学质量变化，教师教学质

量评价制度一经发布，往往沿用较长一段时间。近年来，受外界环

境影响，高校教学模式也随之变化，涌现出了线上教学、混合课堂、

微课、慕课等多种教学方式，因此教学质量也面临各种挑战。然而，

评价指标和内容的修订和调整，相对比环境变化显得有些滞后，评

价指标相对传统、缺乏创新。 

其次，评价指标和具体指标内容是教师课堂教学质量评价的核

心要素，也是评价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评价指标的确定关系着评

价结果的准确度和公正性，因此现行制度中的评价指标大多基于能

评价所有课程的目的，这也就导致评价指标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同时

缺乏针对性。事实上，学科之间存在的差异使教师教学方法多种多

样，要准确评价其教学质量，使用普适性的标准收效甚微。 

3.评价流程不完善，过程性评价未重视 

一方面，现有评价流程重评价、轻反馈、少追踪。教师教学质

量评价中心放在了评价环节，待评价结束后，易出现反馈不及时或

未完全反馈的现象，教学质量评价仅发挥了诊断作用，没有发挥导

向和激励作用；同理，评价反馈后的追踪环节也很必要，教师是否

结合评价意见进行了改进？教学效果是否有改良？培养目标是否进

一步达成？这些问题都需要在教师教学质量追踪环节考查，缺少追

踪环节，使教学质量评价对于教学质量提升的促进作用没有发挥出

来。 

另一方面，现有学生评价多数为结果性评价，即评价发生在教

学结束后，这种评价方式虽然能更为全面的对教师授课效果进行评

价，但是评价得出结果的时候，授课也结束了，因此对于教师教学

质量的持续改进作用有些滞后。过程性评价是在教学过程中开展的

教学质量评价，相对比结果性评价，过程性评价能及时反馈学生评

价信息，使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根据学情不断完善教学方法，从而确

保教学效果。 

四、陕西高校教师教学质量评价制度创新思路 
综合上述分析，针对陕西高校教师教学质量评价制度存在的问

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创新现有制度： 

1.建立多元参与的教学质量评价体系 

第一，丰富校内评价主体。将教师个人自评作为评价主体之一，

教师可对自身授课设计、教学方法应用、授课效果、值得推广的经

验或存在的不足等方面进行总结评价，以此强调教师对个人授课过

程的总结和反思。考虑到教师个人自评得分难免主观性较强，可降

低该分数在教学质量评价中的权重，或不列入综合得分的构成部分。 

第二，引入校外评价主体。教学质量关乎人才培养质量，这方

面行业、企业也有发言权，因此教学质量评价也可增加行业、企业

评价，尤其是实习实训类课程的评价，可针对教学设计的有效度、

教学目标的达成度、教学效果满意度等方面进行评价、反馈。 

第三，强调学生主体地位。作为教师教学质量第一受众，学生

评价的份量可适当增加。当然，强调学生在教学质量评价中的主体

地位不是单纯提高学生评价在教师综合得分中的权重，而是通过质

量文化营造，使学生理解教学质量评价的重要意义，从而客观评价、

理性评价、真实评价教师教学质量。同时畅通学生评价信息的反馈

渠道，充分重视学生意见的反馈和整改追踪。 

2.提高教学质量评价体系的科学性 

第一，优化评价指标。优化现有评价指标首先要处理好评价结

果准确性和公平性的矛盾。准确性侧重细化评价指标、分类评价；

公平性侧重评价结果的说服力，采用普适性评价指标。解决这一问

题的关键在于教师教学质量评价工作的组织者以及评价结果的应用

方式，如果是学校主管教学质量的行政部门同一组织，那么很难保

证准确性，因此建议由开课单位组织实施教学质量评价，根据该学

科特点设计并实施评价指标体系，评价结果的应用和对比也以该开

课单位范围为限，以确保公平。 

第二，丰富评价类别。高校教师教学质量评价应根据课程类别

分别构建评价指标体系，以充分体现不同学科教学的区别，提高评

价的针对性。例如，实验、实训、实习等实践教学课程的教学和理

论课区别很大，故其评价指标体系要和理论课评价指标体系区分开；

体育类课程、艺术类课程也有其独特的授课方式，也应制定并执行

专用的评价指标体系。指标体系划分越细致，评价针对性便越强。 

3.规范过程性教学质量评价流程 

第一，建立教师教学质量持续改进机制。落实评价结果反馈机

制，及时告知教师教学质量评价结果和建议，使教师对自身教学质

量有清晰、客观、全面的认知。对于教学质量欠佳的教师，应由督

导、所在学院、所在专业进行帮扶整改，并对改进效果进行再次评

价，以形成教学质量持续改进的良性循环。 

第二，重视教学过程质量评价。评价类型可划分为过程性评价

和结果性评价，过程性评价应在教学过程中开展，要畅通沟通渠道、

及时反馈，形成教师教学质量自觉改进意识，真正实现教学质量评

价促进质量提升的目的。同时应注意评价路径和平台建设，提升信

息化处理手段，避免因评价任务过多、过重而导致评价者厌烦情绪，

影响评价结果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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