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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评价与高职教师专业发展研究 
范凤华  王秀英* 

（黑龙江护理高等专科学校  黑龙江哈尔滨  150036） 

摘要：人才是第一资源，伴随着知识时代的到来，高职教师专业能力越来越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点，同行评价作为高等

教育体系建设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于高等教育教学质量的提升和保证起到监督作用。在此背景之下，本文研究剖析国内外同

行评价制度的开展特点，分析其概念、内容和不足之处，最后研究提出高职教师队伍开展同行评价制度的具体路径，希望本文可以

为高职教师专业发展产生客观有效地积极引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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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alent is the first resource，with the arrival of knowledge era，higher vocational teachers professional 

ability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the focus of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peer evaluation as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the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construction，to improve and ensure the quality of teaching in higher education plays 

a supervisory role. Under this background，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eer evaluation system at home 

and abroad，analyzes its concept，content and shortcomings，and finally studies and puts forward the specific path for 

vocational teachers to carry out peer evaluation system，hoping that this paper can produce objective and effective 

positive guidance for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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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的专业素质是决定学科的教学水平和高职院校的办学质量

第一评判标准。同行评价是高职院校教学队伍建设的重要环节，在

日常的教学任务开展之中，同一领域的教师、教授对于其他教师的

教学过程进行评定分析，同时针对课堂进程、结果和优缺点进行集

中讨论分析，以此来建立健全高效、合理的高职院校教学评价制度

提升学科的综合教学能力。高职院校的教师在业界具有一定声誉，

因此以提升教师队伍整体专业素质建设为目的进行同行评价，有利

于教师之间明确教学目标，促进教师之间内部交流，提升专业教学

能力[1]。同行评价教学制度的开展，有利于遵从国家教育改革的指示，

更加高效地加快高职院校教师队伍改革的步伐，满足社会对于高职

院校优质教育的需求，同时也是高职院校教师专业素质提升的根本

途径。高职院校大多教学以职业化教育为主，从事的教学活动具有

较强的专业性，这也导致在高职院校教师教育教学过程中，工作质

量和效率难以达到统一的水平，采用同行评价这种激励措施可以有

效建立起高职院校学科专业教育的发展目标，以同行评价为监督和

依托，提高高职院校教育教学质量和水平，引领高职院校教师专业

长远发展[2]。因此，研究同行评价与高职教师专业发展有着积极的引

领作用。 

一、同行评价的概念和方式 
1、同行评价的概念 

同行评价制度是教育教学活动开展以及监督教育教学质量的有

效指标，同行评价制度监管的复杂性决定了教育教学方式的科学性，

这就要求在教学活动开展中教师和学生之间的教学活动，不仅仅只

依靠教学内容的评价，还需要对教学实践教学对象、教学效果以及

取得的成绩用简单的量来进行全面的测量[3]。同时这也要求同行评价

需要具有公正性和客观性，同行评价量表的设定需要符合所有专业、

年级、学科老师的需要。同行评价的结果需要进行得分和分析，以

此来引导教师了解自己的得分情况，也明白自己在教学活动开展中

所面临的不足。但过于片面地去追求同行评价的分数，会导致得分

高者欢喜，得分低者悲伤，难以提升教学质量，反而容易使同行评

价制度过于形式化，不符合国家和政府对于高职院校教师队伍建设

的要求。从教育教学体系的建设上来看，整个教学的过程是一个具

有多目的，顺序性较强的各教学环节的统一体。各个教学环节之间

相互联系，相互配合，相互影响，共同实现教育教学活动开展的目

的。传统的教学评价单单只是对课堂教学进行简单的打分，这种简

单的教学评价，只能对教师在课堂教学中的表现进行评分，无法全

面地了解教学的实际情况，容易误导评价人和被评价人，认为只要

完成了教学任务就是讲得好，至于课前准备和课后分析不在考核的

范围之内。尽管面临着信息收集和辨识信息真伪方面的困难，但是

事实上追求卓越的教育就必须关注同行评价，同行评价无疑比传统

教师自评的方式更具说服力，有利于促进教师的良性发展。 

2、同行评价的方式方法 

自从高等教育改革以来，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的教学

模式深入人心。教师既是课堂活动的管理者和组织者，也是学科教

学的引导者和引路人，这就要求教师在课前对教学活动进行精心准

备，同时在课后与学生代表进行认真讨论，反思和辅导，以此来达

到良好的教学效果。目前我国高职院校的教学评价体系，以学生评

价，同行评价和督导组评价三个方面共同构成。在授课前的准备过

程中，教师通过书写教案来进行严谨的教学设计。通过教案书写，

明确教学目标和任务，提出教学的重点难点，设计教学大纲明确教

学知识点，同时可以通过布置翻转课堂的形式，引导学生进行课堂

互动，预先设计参考书目，以供学生进行预习。同时在课堂的教学

过程中，教师应时刻注重教学语言，教学内容，教学进度和教学手

段，针对不同的班级和不同的学生，采用不同的教学方式，提出自

己的教学特色，同时对于教学内容进行前瞻性的研究。在课堂教学

之后，教师应该对学生进行作业布置，针对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出现

的问题给予解答，教师也应该在教学任务完成之后，在教案上书写

出教学的反思和总结。同时学校的培养计划、教师的教学风格以及

学生的需求三者之间的关系也是“学评教”中尚难以解决的问题。

多种评价制度共同进行，对于完整的教学过程有了更深层次的要求

和管理。为了鼓励和监督教师认真上课，在学期结束时基本都会采

用“学评教”的方式作为综合评价的一部分。 

二、同行评价的形式和特点 
1、同行评价的形式 

同行评价最通常采用的评价方式为课堂教学行为的评价。参评

小组深入课堂，走进被评价人的课堂教学之中，通过观察和记录被

评价人的教学行为，为同行评价获取第一手资料。通过观察同行评

价前后被评价人在课堂上的交流、沟通和引导当然教学行为，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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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和结果反馈，以此来检验被评价教师在课堂中的真实情况。但

在课堂评价进行之前，评价者要和被评价教师进行充分沟通，也需

要和该课堂的学生进行情况说明，达成一定共识之后，明确听课的

具体时间和注意事项。在进行同行课堂教学行为的评价之前，教师

可以先进行简要汇报，以此来说明课堂教学的情况，遇到的教学困

难，在双方建立良好沟通和共同信任的合作关系之后，评价人可以

针对课堂教学中的优缺点，进行记录考察和评价，发现不足和值得

学习的地方，以此来为会后的开会讨论留下积极地反馈资料，通过

同行交流的方式，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 

同时开展教学成果交流会，也是同行评价的一种形式。被评价

教师将自己工作一年的教学成果，例如听课记录、教学大纲、教学

内容、教育教学改进情况、学生评价、业务学习笔记、课堂观察情

况等资料整理成册，交给学校的同行评价小组进行整体评价。再将

评价结果和教学成果进行公开展示，通过成果展示，教师们可以互

相取长补短，发现别的教师的优点和值得学习的地方，同时找到自

己的缺点，在以后的教育教学时候进行改进。评价小组成员也可以

采取匿名小组的形式，对于教师的职位升级，奖惩和职称进行评定。

通过组成具有较高学历多年从教经验和已获得终生成就的教授组成

一个小组。可以有效地客观地评价教师的教育教学成果，以此来进

行公正的评判。 

2、同行评价的特点 

在陶西平主编的《教育评价词典》中，评价是这样定义的：对

人或事物的价值做出判断，依据一定的价值标准，通过系统地收集

资料，对评价对象的质量、水平、效益及其社会意义进行价值判断

的过程。因此同行评价活动的开展情况决定了同行评价具有系统性

和专业性。首先同行评价是多个教学环节相统一的有机整体，想要

对教师进行同行评价，就需要对整个教学过程进行充分了解，所以

无论是从学生、还是同行、还是督导组，都应该对课前准备、课堂

教学、课后分析、课余辅导这四方面进行系统地了解[10]。同时同行

评价不单单要将关注点放在被评价的教师身上，还要对课堂教学中

的学生进行关注。同行评价小组要了解学生对于课堂教学的看法，

关注教师在教学中是否对学生给予足够的尊重和帮助，了解学生的

实际需要，通过谈话聊天和匿名问卷调查来分析学生所需要和所设

想获得的知识是否得以满足，能否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掌握了足够的

知识，技能和技巧。 

另外高职院校的同行评价具有较强的专业性，高职院校的教育

教学注重职业培养，因此不同的专业和不同的研究领域，应该根据

学生特点和未来职业需要制定不同的教学评价，科学的教学评价标

准应是具有个性和共性的统一，既要满足高职院校的整体教学规划，

也要具有学科的特殊性。所以只有对教师教育教学行为和教师的专

业发展进行充分了解和描述，才能就教学质量进行科学正确的同行

评判，在同行评价实施的过程当中，同行评价的结果既要反映具体

教学行为，也要客观地进行感受和打分。此外，“同行专家”是具有

相对意义的评价群体，评价项目的变化可能使得同行发生重组[11]。

评价者自身的主观态度和情感、偏好以及同行评价中的信息可靠性、

完整性和真实性也会对评价结果产生一定的影响。 

三、同行评价在高职教师专业发展的作用 
1、同行评价对于高职教师专业发展具有长远意义 

同行评价有助于教师专业长久发展，有效的同行评价对于教师

的专业素养具有引导和促进的作用。在同行评价的过程中，评价人

和被评价人双方都对于课堂教学给予了认真积极的态度，充分完整

系统的分析收集和评价有关信息，并对于评价内容进行分析与讨论，

被评价人坦然面对同行的评价结果，虚心接受评价者给予的建议和

批评，以相互促进，相互沟通的合作关系，提升自身的专业技能素

养。同时同行评价可以有效促进高职院校教师的进步和发展，通过

高职院校教师的自我反思，自我调整，自我发展，建立起优秀的教

师队伍，不掩饰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共同积极寻找解决问题的可行

性路径，同行之间的信任也使同行评价不会成为行政管理部门，在

学术领域的延伸不会成为追名逐利的工具。同时也有助于教师自身

的学科知识素养，可以有效地帮助学生将各知识点之间进行串联明

确学科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应用与差距找到教学任务的关键，营造一

种积极向上，敢于冒险享受知识的班级氛围。 

2、同行评价对于高职教师专业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每一位高职教师的发展都不是一个“孤军奋战”的过程，高校

教师队伍建设是一项具有复杂性的创造性工作，只有追求教学上的

合作共赢，才能积累不同的教学经验。因此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中提

高教学质量是所有学校的首要目的。高职院校通过建立相对完善的

教学评价体系，来提高教学质量。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我国传统

研究型学术界文化。但这已经不适应目前的学术研究氛围，现行的

高职教师评价制度，更偏向于科研能力和科研成果，对于同行评价

并没有给予足够的认识，因此高校应该做出引导，通过推行同行听

课制度，有效促进教师专业水平提高。同行互助听课，既能取长补

短也能了解不同教师之间的教学差异，共同分享教学经验。但同行

评价制度的开展也会受到人际关系的影响，由于同行评价的双方是

评价人与被评价人的关系，二者站在平等的地位之上，因此评价的

准确性容易受到情感的影响。这也就要求评价人与被评价人应该正

视同行评价的要求和规定，秉持着为自己负责为对方负责的态度，

进行客观有效的分析和评价，根据一定的标准做出科学的评定，通

过教师之间的互相评定，可以将正式或非正式的评价手段，进行有

效应用，帮助教师认识自我，建立自信，形成良好的学术互助氛围。 

3、同行评价可以深化教师专业内涵 

高职院校的教师作为成熟型的教师更应该关注同行评价的重要

性，在高职院校教师回顾教学过程当中，可以有效地利用批判性思

维理清思路，提高认识，发现问题，改进问题。只有通过成熟型教

师之间的同行评价，才能使同行评价不仅仅停留在狭隘肤浅的互相

评价之上，更可以使教学经验变成相互学习的过程，反思自己在教

育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回顾同行评价给予的信息，认真反思自

己教学的优点是什么？缺陷是什么？同时客观公正的同行评价，有

助于形成良好的教师队伍氛围，在同行评价过程中形成的信任，有

助于教师队伍的基础建设，教师队伍之间相互信任，相互扶持，对

于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有效解决，不逃避，客观科学的改进自己

的教学方式，加强教师自身对于教学活动的反思和总结。职业倦怠

和定式思维是教师专业发展的一块巨大的绊脚石，除了正确观念的

树立以及自身的调节外，更要增强反思意识、破旧立新才能在“不

进则退”的教学生涯中把握好专业发展的方向。 

四、讨论 
同行评价对于教师专业素养的长远发展，专业素养的深化和教

学手段的促进，都有着积极的意义。因此同行评价作为高职院校教

育教学活动监督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已经成为高职院校教育评价体

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通过平等的手段，对教师的教学产生科

学监督，也为学校监控教师的教学行为提供了有效依据。通过教师

之间的研究交流学习，可以加强教师队伍之间的粘合性，提升教师

队伍的整体水平，有助于教师的专业的全方面发展，对于高职院校

的教师来说，同行评价制度的发展可以有效的提升高职院校整体的

学术水平，形成良好的学术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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