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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学生为中心”场域下的学生评教指标体系构建及方法研究 

——以 W 学院为例 

刘 丽*，宋睿瑾 

文华学院  湖北武汉 

【摘要】教学质量保障体制的完善，关系到独立学院的办学质量和办学定位，而学生评教体系又成为了目前

高校开展教学质量监控最普遍的抓手，因此学生评教指标系统的构建和完善就显得更为关键。本文基于目前国内

高校中普遍现行的“以学生为中心”的核心教育理念，发掘其中的学生评教指标体系构建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并利用文献研究法、问卷调查法、座谈法等方法，对独立学院 W 学院现行的学生评教工作进行分析，对当前的

学生评教指标体系进行问题诊断，发现了一些在高校学生评教中阻碍“以学生为中心”评教指标体系构建的核心

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就如何建立“以学生为中心”的学生评教理念提出建议和改进措施，为国内独立学院“以

学生为中心”教育理念下的学生评教指标体系的构建及完善贡献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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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ng a student-centered evaluation system for teaching quality: A case study at w college 

Li Liu*, Ruijin S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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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enhancement of the teaching quality assurance system is crucial for the academic standards and 
strategic direction of independent colleges. With the student evaluation system becoming the most widely used tool for 
monitoring teaching quality in higher education, the development and refinement of this system are paramount. This paper, 
grounded in the widely adopted “student-centered” educational philosophy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investigates the challenges 
encountered in constructing a student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Employing methods such as literature review, questionnaire 
surveys, and focus group discussions, it analyzes the current student evaluation practices at Independent College W, identifies 
the key issues hinder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tudent-centered” evaluation system, and suggests ways to foster this approach 
in student evaluations. The paper aims to make a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and enhancement of the student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under the “student-centered” educational philosophy in Chinese independent 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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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评教活动最早于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高校兴

起，真正传到我国的时间一般认为开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1]。评教活动可以作为反映教师教学质量的手段之

一，一直成为教育管理领域关注的焦点。W 学院是在

刘献君教授的“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下办学的，

“以学生为中心”理念的核心，在于实现从传统“教”

本位向“学”本位的深刻转变。高校不应再拘泥于“课

堂、教师、教材”构成的“老三中心”模式，而应积极

构建以“学生、学习、学习过程”为核心的“新三中心”

格局，切实将教育关注的焦点对准学生的学习体验与

收获[2]。本文基于这一教育理念，从学生评教这一会影

响高校教学质量的活动入手，发掘以 W 学院为例的独

立学院大学生评教指标体系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并在

构建科学的独立学院大学生评教指标体系方面给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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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建议。为了深入了解独立学院学生评教指标在学生

评教过程中的使用情况，本研究以 W 学院为研究对象，

采用访谈法问卷、问卷调查法等方式进行。 
本次调查以 W 学院在校大学生为调查对象，分别

在 2021 级、2022 级、2023 级在校大学生中发放问卷，

在教师、教学教务负责人中发放问卷，对部分学生进行

访谈得到相关数据。问卷针对不同群体对目前的评教

指标体系的内容和看法，填写评教问卷的认真程度和

真实性等方面来统计，调查问卷以匿名的形式进行，本

次研究发放了 500 份问卷，回收 450 份，问卷有效率

89%。 
1 W 学院学生评教工作的现状 
笔者所在的 W 学院，目前使用的大学生评教方式

是问卷调查的形式，学生通过在该门课结课之后提交

问卷调查结果，即可查看期末考试成绩，未提交者无法

查看，教师学期末可以在教务系统查看学生的综合评

教分数和文字描述。评教的内容涉及了四个维度，教学

态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效果。这四个一级指

标每个一级指标分为 5 项，5 项，5 项，7 项二级指标，

其权重分别为 0.2，0.25，0.3，0.33，从这 22 项二级指

标对教师的教学质量进行评价。目前 W 学院的评教指

标体系从有效性、灵活性和科学性方面来看，存在诸多

不合理之处。 
在刘献君教授的“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下办

学的 W 学院，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己任，相对于公立

大学而言，对于教师教学效果和质量的评价更为注重。

学生作为教师教学的对象，深度参与教学全过程，同时

也是学生评教的主体。学生评教指标体系的完善与否

对 W 学院的教学质量和办学定位起着关键性作用。 
2 W 学院大学生评教指标体系存在的问题 
2.1 评教指标单一 
W 学院目前的二级评价指标虽然有 22 个，但仅从

教学态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效果四个方面出

发，将学生作为学者和专家来评估教师的教学态度、教

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效果等，这些项目过于抽象、

过于原则，很难做出简单化的评判[3]。且指标单一，不

同类型课程（理论课、实践课、实验课、体育课等）、

不同性质课程（选修课、必修课等）、不同阶段课程（基

础课、提高课等）采用的是相同的评价指标，显然不能

更科学的反映教学效果。 
2.2 评教指标缺乏量化标准 
从本质上来说，上述指标体系的设计理念依旧围

绕教师的 “教” 展开。从教师教学出发进行评价，学生

学到了什么，学习效果如何在量表中几乎体现不了。现

存的指标体系，没有量化指标，没有统一标准，仅靠学

生的主观感受。比如，教学效果中的“作业布置得当，

批阅及时”这个指标，缺乏量化标准，再如，评教指标

中“联系学术发展动态，将学科最新成果引进课堂”，

对于大部分本科生课堂而言，本专业最新学科成果能

否在一门课的信息量中得以反映，学生是无法进行评

价的。针对不同种类的课程，有的学生觉得作业一周一

次比较合适，但是有的又觉得两周一次更为妥当，因此

不利于获得课堂教学效果的真实反馈，教师无法从评

教结果中得到更为具体的数据。 
2.3 学生对评教的认可度不高 
就问卷调查的情况来看，W 学院的学生普遍对评

教的认可度不高，首先，W 学院在设计学生评教指标

之初，没有广泛听取学生的意见，未真正关注学生的需

求；其次，在评教的指标体系设计上没有以“以学生为

中心”为导向，设计的问卷更多是以第三人称的表述方

式，而非第一人称的学生；再者，在评教组织过程中，

仅仅依靠课程结束前的一次问卷调查来进行评教，没

有最大限度的保证评教数据的真实、可靠性，访谈中有

的学生反映她们在大一认真填写过评教问卷，但是全

班同学公认教学水平差的老师，并没有改进教学方法，

仍然在以往常的方式给他们上课，他们认为学校没有

重视学生评教结果的利用，因此再也不愿意认真填写

评教问卷。 
2.4 评教结果导向不合理 
从问卷调查结果来看，在关于“学生评教结果如何

使用”这个问题上，W 学院采用的是以约束为主的方

式，将学生评教结果与职称评聘、岗位聘任、年终考核

等关于教师切身利益的事项挂钩。这种方式存在的问

题是，部分教师会为了获得较高的评教分数故意迎合

学生，导致评教工作的结果不够真实有效，从而失去评

教的意义。学生评教不等同于教学评价，教学质量评价

是由教师自评、同行评价、督导评价、领导评价等多个

方面构成。在 W 学院的教务系统里面，学生评教直接

归类到了“教学质量评价查询”里面，进而让学生评教

与质量改进的初衷渐行渐远。 
3 “以学生为中心”评教指标体系的构建 
W 学院近年来经过了几次评估工作，在人才培养

方案的修订和课程教学实施方案改革等方面取得了重

大进步，学生评教作为教学质量监管保证体系的重要

一环，也需要进行相应的改革。总的来说，建立起“以

学生为中心”的学生评教理念是我们目前所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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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构建科学的学生评教指标 
在评教指标的制定方面，学校应利用调研、座谈会、

访谈等方式广泛征求学生的意见，以学生的需求为出

发点，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叙述，如“在教师的教学中，

我学到了教材以外的专业知识”等，采用定性和定量结

合的方法设置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在问卷末尾增加

开放性和半开放性问题，且不同类型课程、不同性质课

程、不同阶段课程采用不同的评价量表，保证评教指标

的科学性。 
3.2 制定科学的学生评教流程 
在评教组织的过程方面，学校师生应该人手一份

“评教手册”，从教师和学生两方面进行解释说明，保

证师生能正确理解评教指标并合理打分。每学期进行

两次学生评教，分别放在期中和期末，期中的可以设计

成“形成性评教问卷调查”，形成性评价一般在课程实

施期间，在每学期的 4~14 周，可以是非强制性、多次

评价[4]。期末的可以设计成“终结性评教问卷调查”，

可以是强制性、一次性评价，保证评教过程的灵活性。 
3.3 提高学生对学生评教的认可度 
在制定评价量表之初，广泛搜集学生的意见，让学

生感受到自己的真实需求被重视；针对学生对评教工

作不了解，对评教行为重要性认识不足的情况，建议在

评教工作开始的时候，通过教务系统信息化平台和

APP 推送等方式加强组织、宣传，同时纳入《学生手

册》中进行宣传和引导。学校应该在评教结果出来后及

时反馈给老师，让教师知道自己教学中的优点与不足，

并将改进意见反馈给学生，达到师生“对话”的目的，

当学生接收到教师的反馈意见后，才会感受到学校对

评教结果的认真程度，从而从内心认可学生评教行为，

认真填写评教问卷，以保证评教工作的真实性。 
3.4 促进评教结果的良性导向 
在评教数据的统计、评教结果的发布和通知方面，

在一定程度上向专业、教师和学生定期发布评教结果，

各类人员有评教数据访问权，让评教数据在一定范围

内可使用。评教结果还应用于教学质量的改进，教师可

以根据评教结果进行教学改进，将教学方法改进的成

果用于教师的晋升、职称评定、考核和提薪方面，而不

是直接将评教结果用来判定教师教学质量的优劣，从

而和教师切身利益挂钩，应该看到教师的反馈和改进

后再进行评判。因为学生评教只能展示出教师过去的

教学效果，是静态的表现，而学生评教旨在持续提升课

堂教学质量，是可持续性的动态的目标。只有动态的、

可持续改进的学生评教结果，才可以使教学质量监管

体系达到闭环。 
4 “以学生为中心”学生评教指标体系构建的意义 
4.1 提升评教的“灵活性”和“科学性” 
“以学生为中心”的评教指标在设置的时候，为不

同类型课程、不同性质课程、不同阶段课程设置不同的

评价量表进行评教，可以提升评教的科学性。建立即时

的、动态的形成性评教指标体系和问卷库，可以让学生

在教学过程随时进行评教活动，并将评教结果及时反

馈给任课教师，及时改进教学方法，相对于单一的“姗

姗来迟”的终结性评教而言更灵活、更有效。 
4.2 为教师获取课堂真实信息提供渠道 
在设置之初“以学生为中心”的评教指标体系会广

泛吸取学生的真实需求，同时在评教结果的导向上切

实用于教学方式的改进，只有学生真正感受到学生评

教的严肃性和公平性时，才会将自己的真实想法表达

出来，而非草率应付。教师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通过评

教获取到真实的教学反馈，才能真正做出有利于促进

教学的改善。 
4.3 促使教务主管部门实施管理手段 
传统的评教方式，在推进参评工作的同时将管理

部门的工作推到了学生的对立面，导致学生心理上产

生了抵触和消极应付的心理[5]。且教务主管部门未将评

教结果在一定范围内及时公布，未及时反馈给教师进

行教学改进，容易让作为评教主体的学生对学生评教

工作产生消极抵触情绪，“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切实

做到让学生在评教指标体系设置、评教活动过程、评教

结果导向各个层面参与其中，真正体现学生在教学质

量监管体制中的主体地位，真实的让学生感受到自己

是学生评教的最大受益者。在此基础上，教务人员作为

教学质量的管理者和监督者，可以通过评教信息汇总，

分析教师的教学规律及大学时代课堂学习规律[6]。教务

主管部门才可以得到评教活动最真实、有效的反馈信

息，并对现阶段的教学质量进行总结反思，在学校层面

给与教师指导和帮助。 
5 结束语 
教学质量是决定高校办学成功与否的关键，构建

“以学生为中心”的学生评教指标体系对于诸如 W 学院

等独立学院提高教学质量而言至关重要。对教学质量

进行真实、客观的评价是提升学生学习效果、促进教师

能力发展的重要手段[7]。当前高校间评教指标特色性和

针对性不强，无法突出本校评教指标对学生实际情况

的“量身定制”和高校对自身实际情况的“量体裁衣”

功能[8]。W 学院要立足实际情况，构建符合本校特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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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学生评教指标体系，与课程教学改革方案、完全学

分制等措施并驾齐驱，建立教学质量标准，实现管理者、

教师、学生三者的良性沟通，以评促建，有效指导教学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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