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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学生评教是教学质量评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教学评价活动的重要环节, 是提升学校教学管理水平、提高教

学质量的重要手段. 本文对高等学校学生评教过程中的现存问题进行了系统梳理, 并提出了相应的策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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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udent rat ings of teach ing effectiveness ( SRTE ), as an im portant part o f teach ing qua lity eva luation, is

the key section o f teaching evaluation activity and the m ajor m eans to improve teach ing m anagem ent and teach ing

qua lity. This paper rev iew s the current status of SRTE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 system at ica lly, and corre�
spond ing strateg ies and m easures are provided fo r im provem 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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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现存问题

学生评教是指学生对教师的课堂教学活动以及教学效果等方面的评价活动, 具体包括教师的教学行

为、态度、水平和效果等方面,学生评教主要是为改进课堂教学提供反馈信息
[ 1]

.从本质上说,学生评教是学

生对教师课堂教学质量在事实判断的基础上做出价值判断的活动.

当前学生评教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以下 3个方面:

( 1) 理论基础囿于因素分析模式. 学生评教现存问题的产生是研究者们囿于因素分析模式的必然结

果.长期以来,研究者们一直采用因素分析模式设计学生评教理论体系,即僵化地从教学情境、教学实施、教

学方法等环节抽出若干所谓能反映课堂教学效果的指标要素, 并将这些指标要素简单地组合成一种理想的

教学效果模型,并针对组成这一模型的若干指标要素的达成情况进行评价. 上述做法的局限性在于研究者

们普遍认为教学是一种客观存在的活动, 存在特定的教学规律.如果教师能严格按照特定规律进行教学, 即

严格遵循某种理想的教学效果模型, 就势必产生好的教学效果.在因素分析模式视角下,课堂教学的建构性

与生成性被彻底抹杀.必须指出,脱离特定教学情境的抽象的理想教学效果模型是不存在的, 由各种教学情

境抽取生成的理想教学效果模型在特定的课堂教学中适用性甚小;

( 2) 实施过程过于推崇科学主义范式. 学生评教过程中,对科学主义范式的过于推崇,将不可避免地使

学生评教过于依赖量化测量工具,具体表现为学生评教不断追求指标体系的细化, 从而导致以下问题的产

生: 首先, 指标体系设计过于侧重于 �教 �.教学活动是一项双边活动, 是由教师的 �教 �和学生的 �学 �共同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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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 如果指标体系侧重于 �教 �,无疑是片面的.受制于此,教师千方百计让课堂满足于学生的 �听 �的需要,

阻碍教师创造性地开展教学;其次,指标体系过于统一. 简单化一的评教指标体系, 无法有针对性地对不同

类型高校、不同学科、不同专业的教学情况进行科学、全面评价, 往往造成学生评教的片面化、主观化, 严重

制约学生评教功能的全面发挥;再次,指标体系设计超越了学生评教能力范围. 目前, 各高校采用的学生评

教指标体系中的某些二级指标学生无法判定. 如某高校要求学生对教师 �全面达到教学大纲规定要求 �和
�讲课内容丰富, 反映当代学科发展水平�两项指标作出判断, 这就严重超越了学生评教能力范围;

( 3) 结果处理与使用存在管理主义倾向. 当前,部分高校学生评教过程中存在的管理主义倾向. 具体表

现为: 学生评教工作开展的决定权并不在教师手中, 教师仅仅是被评价者; 学生评教结果的公布、使用等权

利教师也不享有.教师仅仅是被动接受者,在组织者、评价者和被评价者中处于劣势地位, 信息严重不对称.

管理主义倾向的存在,导致学生评教在部分高校中、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学校奖惩教师的工具, 严重制约学生

评教整体功能的发挥.

2� 解决策略

( 1) 摈弃因素分析评教模式,确立第四代评价理论指导地位. 20世纪 80年代末,著名评价专家枯巴和

林肯 合作撰写出版了�第四代评价�一书, 提出了第四代评价理论的构架. 以第四代评价理论指导学生评

教,首先要关注多元利益相关者的价值诉求, 特别是对长期被忽略的被评价者 � � � 教师的价值诉求要给予
充分关注;其次, 要根植于建构主义. 第四代评价理论建立的基础是建构主义范式. 建构主义范式的基本假

设和传统的科学主义范式的基本假设是根本相对的.建构主义范式对现实采取一种相对主义的立场, 认为

描述和理解世界的方式有多种,所以要依不同的情境而定, 不能与情境脱离, 在研究方法上要更多地采用质

化研究方法;再次,第四代教育评价理论的核心就是协商
[ 2]

. 在第四代评价理论中,协商是个关键的环节, 但

又贯穿在评价的全过程中,是形成共同建构的途径, 也是建构与再建构体现最明显、发生最频繁的过程. 协

商是从出发点 �各方面的关注焦点�通向 �共同建构 �的必由之路;

( 2) 以哲学系统论为基础, 构建全方位评教体系. 在学生评教过程中,要坚持以系统论作为哲学基础,

构建全方位评教体系.系统论认为,每个具体的系统都与外部事物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既包括元素或子系统

与外部的直接联系,更有系统作为整体与外部的联系.作为学生评教系统中的评价客体的教师, 与外部其他

元素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因而, 对其任课教学情况的评价不仅仅来自于学生, 也应来自于教师自身的评价,

还应包括该教师同行的评价、非同行的评价、领导以及专家的评价.只有这样,才是对该教师最真实、最客观

的评价,也只有当学校里的每一个教师都得到这种最真实、最客观的评价时, 整个学校的教学状态才能得到

最真实的反映;

( 3) 加强参评者、被评者及组织者的沟通, 克服管理主义倾向. 学生评教前, 要组织相关教师代表、学生

代表、学校主管部门代表及相关专家开展深入的调查研究,制定切实可行、兼顾各方利益诉求的评教方案.

此外, 还要对学生开展相关培训教育工作,使其明确学生评教的意义及重要性,避免学生心理因素造成学生

评教结果失真.学生评教后要及时将学生评教结果向广大教师、学生公布,做到信息透明, 使教师、学生对教

学情况有清醒认识,以便广大教师进一步根据学生评教反馈结果完善教学工作.

3� 结语

学生评教是教学质量评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教学评价活动的重要环节;是提升学校教学管理水平、提

高教学质量的重要手段.正确认识学生评教过程中的现存问题,坚持以第四代评价理论为指导, 构建全方位

评教体系,进一步加强参评者、被评者及组织者的沟通与协调, 克服学生评教过程中的管理主义倾向, 必将

为教学管理人员科学决策提供重要依据, 有力推动学生评教工作的全面深入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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