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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校课堂教学评价是高校教学管理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保障人才培养目标的关键一环，更是推动

高质量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抓手。文章从评价的不同维度出发，基于OBE教育理念，结合高校课堂教学

目前普遍存在的评价客体内容窄化、评价主体参与失衡、评价形式偏向量化、评价指标千篇一律、评价

目标追求错位等问题，提出建议：融入发展性的教学评价理念、关注评价内容特色与整全性、构建多元

主体协同评价体系、健全课堂教学评价反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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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lassroom teaching evaluation in college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teaching management process, 
a key link to ensure the goal of talent training and an important starting point for promoting the de-
velopment of high-quality higher education. This paper starts from different dimensions of evalua-
tion, based on the OBE concept, combined with the common problems in college classroom teaching, 
such as the narrowing of the evaluation content, unbalanced participation of evaluation subject, quan-
tification of evaluation form, uniform evaluation indicators, and misplaced pursuit of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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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s, put forward several suggestions: integrate the developmental teaching evaluation concept, 
pay attention to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integration of evaluation content, build a multi-subject collab-
orative evaluation system, and improve the feedback mechanism of classroom teaching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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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2 年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人才是第一资源”的论断，这一论断不仅凸显了人才在国家和社会

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与核心地位，也为高等教育的教学革新与进步提供了明确的指导方针。在高等教育

大众化、普及化已成“定局”的新时代中，需要在“过程管理”和“出口管理”等方面加大对人才培养质

量的管控力度，以公正、全面、可持续发展的课堂教学质量评价确保教学高质量[1]。课堂教学评价作为

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不仅有利于规范和引领教师的授课行为，而且能够保障高等

教育教学质量、促进教学持续改进，是促进教师能力提升和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可以说，课

堂教学质量的高低以及如何打造科学的课堂教学质量评价体系都是新时代高等教育发展路途中必须解决

和回答的现实问题[2]。因此如何解决高校课堂教学评价中的现存障碍，促使教师教书育人根本使命的彻

底践行，是推动新时代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此外，教育部印发《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育教

学审核评估实施方案(2021-2025 年)》强调：应全面对接“学生中心、产出(成果)导向、持续改进”的国际

先进理念，并将其作为高校教学评价的核心理念。因此，将成果导向教育(Outcome Based Education, OBE)
的理念贯穿于教育教学质量监控的整个周期，不仅实现对高校课堂评价机制的持续优化，也对全面提高

课堂教学品质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2. OBE 理念与高校课堂教学质量评价的契合性 

2.1. OBE 理念及内涵 

OBE 理念来源于 20 世纪 90 年代的美国，强调在教育体系中应以学生为中心，以学生的教育成果为

核心，确保学生能够在未来的生活中获得实际的成果和经验。该理论不仅强调学生的学习内容、教学策

略、教学目标等基础评价内容，而且更强调了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思想、以成效为重点的评价目的，以

及对课堂教学评价体系持续改进完善的发展性理念。 

2.2. OBE 理念和高校课堂教学评价之间的关系 

在高等教育内涵不断深化的新时代下，在外延式发展转变为内涵式发展再提升至高质量发展的趋势

下，高素质人才的培养目标逐步提高、培养过程愈发充实，培养难度越来越大。将成果导向教育(OBE)理
念融入高等教育的课堂教学质量评估中，以学生的学习成果为核心，制定合理科学的教学质量评估标准。 

OBE 理念与高校课堂教学质量评价的核心具有统一性。OBE 理念强调一切教育行为都要围绕学生展

开，考虑学生的实际需求，重视学生的学习效果。而高等教育要始终以学生为中心办教育，真正把内涵

建设和质量提升体现在每一个学生的学习成果上。因此 OBE 理念强调教育过程应以学生学习成果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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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这与教学质量评价的核心目的——确保学生学习效果的实现——是一致的。在 OBE 框架下，教学设

计、实施和评价均围绕预设的学习成果展开，这要求教师明确课程目标、设计相关教学活动，并采用有

效的评价工具来衡量学生达成这些目标的程度。高校课堂教学质量评价通过评估教学内容、教学方法、

教师素质、学生学习成果等方面，确保教学活动与学生学习成果的紧密对应。这种评价不仅关注知识的

传授，更重视学生能力的提升和综合素质的发展。通过这种评价，可以及时发现并解决教学过程中的问

题，促进教学方法的创新，提高教学效果，从而实现 OBE 理念所追求的教育目标。 
OBE 理念与高校课堂教学质量评价的内容具有一致性。检验学生的“学习成果”来评估教学是 OBE

的核心概念。理查德·萨文森(Richard J. Shavelson)认为，学习成果是指学生在学完一门课程、一个专业

后所了解的知识、形成的思维及所做的事情，除标准测验所能测验出的能力外，还包括在特定学科和专

业领域内的理解力、认识力、批判性思维能力，以及在人际交往、公民责任、社会参与和跨文化交流等方

面的“非硬性”学习成果[3]。OBE 既重视知识、技能的达成，也强调情意的达成。在高等教育领域，高校

课堂教学质量评价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复杂过程，其内容和目标与“学习成果”的核心价值紧密相连。 

3. 高校课堂教学质量评价的问题审视 

3.1. 评价客体内容窄化：重知识传授，轻能力培养 

作为涉及众多变量、参与者和动态变化的教育阶段，高等教育展现出周期性、滞后性和互动性等特

征，这些特性同样映射在高校教师的教学评价中，使得评价过程显得更为复杂、灵活且充满变数。当前，

多数高校采用以教师为主导的知识传递模式进行教学评价。无论是学生对教师的评价、教学督导的评价，

还是同行之间的评价，其焦点都集中在教师在课堂上的教学表现上，导致评价维度未能涵盖更广泛的教

学要素，从而缺乏全面性。其次，高校教师教学评价要充分考虑到“教”与“学”两个方面，但是目前高

校的课堂教学质量评价在根本上忽视了对学生学习效果的考查，评价往往只聚焦于知识传授的接受程度，

而很少深入探讨学生在参与教学活动后认知结构的演变和实际应用能力的提升。 

3.2. 评价主体参与失衡：重形式多样，轻实际成效 

当前，多数高校在课堂教学质量评价的形式上已经形成多样化参与主体，构建了一个以学生评价为

核心，辅以教师自评、同行评审和教学督导评价的多维评价体系。但是高校课堂在教学品质评价过程中，

各评价主体间的交流与合作尚显不足，多方主体协同评教机制尚不健全。评价主体仍侧重于学生评教，

辅之以其他管理部门的监督。而学生作为教学的直接受益者，一般被采用问卷调查法的评价方式接受调

查，受到时间、地点等各个因素的影响，确保所有学生在评教时能够自发、真诚且公正地表达意见始终

存在难度。教学本质上是一种“共同善”关系确立的过程，是联结师生感情的渠道，而情感关系的发展

是难以控制和具体量化的[4]。 
另外，由于同行互评时存在人情面子、流于形式等问题，多数教师并没有真正参加到同行教师的评

价中。而督导评价通过直接参与到教师的课堂教学中从而获得教学活动和教学评价的第一手资料，但是

大部分督导评价习惯性将重点过于放在教师的教态、教姿、板书、纪律等一些表面化的评价指标上。除

同行评教和督导评教，高校教师自我反思同样缺失。目前教师自评的信息主要见于教师教学档案袋中，

缺乏规范和系统化的评价体系。 

3.3. 评价形式偏向量化：重分数统计，轻问题反馈 

在课堂教学质量评价的过程中，学生主要通过填写期末课程评教表(问卷)来完成。量化的评价标准在

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评价过程的公正性，但是评价问卷中的形容词通常过于概括，评分结果缺乏客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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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大学教学评价所追求的可量化的评估原则越来越与绩效主义相关联。目前的高校教学评价逐渐

偏离了其原有的目的，依赖科技手段量化的数据来区分所谓的教学质量，而关乎教师与学生在教学关系

中所渲染的学科魅力、所传递的情感价值、所塑造的价值观念却没有也无法体现在量化评价体系中，而

恰恰是这些难以量化的东西才是现实大学课堂所缺失和所追求的。 

3.4. 评价指标千篇一律：重统一规定，轻因地制宜 

当一所大学只能用一种标准、一套评价来看待每个学生的价值追寻时，这所大学是失败的[5]。在大

学中，课堂教学的主要内容是以高深学问为基础的知识谱系，这往往难以进行统一规划和控制。这是因

为评价过程涉及到两个重要的影响因素：一是课程所涉及的知识谱系；二是授课教师的个性特质。不同

知识谱系的内在逻辑和知识结构的不同，决定了课程内容的建构方式和演绎方法的差异[6]。另外对于授

课教师的个性特质来说，每个教师不同的性格特征、对专业知识的理解、对教学的认知、对师生关系的

看法等等，使每一位教师都具有不同的教学风格。因此，对于不同课程、不同学科、不同专业来说，一张

“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线上调查问卷并不能准确有效地评价教师的教学效果，更难据此有针对性地提升

大学教师的教学水平、保障教学质量。 

3.5. 评价目标追求错位：重管理效率，轻教育价值 

教学评价通常有两种认识，即基于管理的目的和基于发展的目的。这两种理念共同构成了课堂教学

评价的价值基础。教育价值决定了教学评价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证明，而是为了改进，即教学评价不是

为了“筛选”评价分数落后的老师，用奖惩措施的手段干涉教师的教学自由，而是为了促进教师自我提

升。因此作为课堂教学过程的一个收尾环节，课堂教学评价更需要关注的应该是其调节、激励、促进教

学的功能，落脚点始终都应立于“教”的价值上，而“评”仅仅是一种手段。正如拉姆斯登所言：教学

业绩评价体现了狭隘地关注专任教师的个人表现，以及老师之间相互竞争完善教学的单向模式[7]。这种

功利性的评价制度违背了教师成长的本质规律，同时也制约了教师在提升专业技能和塑造独特教学风格

方面的进步。一个好的课堂教学本就建立在教师的个性化、教学风格的多样化之上，而这天然地与控制、

计划、流程、目标等概念不相容[4]。 

4. OBE 理念下高校课堂教学质量评价的关键要素分析 

产出导向教育(OBE)理念作为改进高校课堂教学质量评价的主要导向，将对提升课堂教学质量评价

与培养目标之间的契合度提供重要价值判断[8]。深入探究成果导向教育(OBE)理念的基本原则及其在高

等教育课堂教学品质评价中的适用性，我们可以归纳出几个核心要素，这些要素构成了 OBE 理念指导下

的高校课堂教学质量评价的基础。 

4.1. 课程评价重视学生主体体验 

“以学生为中心”是 OBE 教学理念的核心要素之一，是以学生的学习成果为导向、致力于教学成果

评估的教育模式。高校教学工作的根本在于促进学生的内在成长和发展，教学质量作为一种能够促进学

习者个体发展增量的教学活动，是判断高校教学质量高低的根本标准[9]。因此，在构建高校课堂教学质

量评价体系时，应基于学生的学习体验和反馈，重点评估学生能力的提升和学习成果的实现。 

4.2. 课程评价关注持续改进成效 

“持续改进”也是 OBE 教学理念的核心要素之一，这一理念强调在教学评价过程中，必须构建一个

周期性的“评价–反馈–改进”机制，以促进教学实践的持续优化和教学质量的不断提升，并形成多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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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的全过程评价模式。在教学评价的实际操作中，评价的重点应从教师的教学表现转移到学生的学习成

效上，即评价的核心标准应是学生的学习成果是否得到了实质性的改进，而非仅仅关注教师的教学技巧

或方法[8]。 

4.3. 课程评价倡导相关利益群体共同参与 

在当前高等教育领域，各高校课堂教学质量评价体系普遍以督导评价和学生评教作为主要的评价主

体。然而，在 OBE 理念的指导下，评价体系的构建应当超越传统的评价主体，扩展至包括用人单位、家

长等在内的所有利益相关群体，以实现评价视角的多元化和全面性。为了完善评价体系，需要综合运用

多种评价视角，将学生评价、同行评审、教学督导评价、社会评价以及教师自我评价等多种评价手段融

合起来，构建一个全面、多维度的评价体系。 

5. 基于 OBE 理念的高校课堂教学质量评价体系的改进策略 

5.1. 融入发展性的教学评价理念 

发展性原则设计有三个方面。第一，基于学生的发展性原则。高等教育课堂教学质量评价的核心目

标之一在于实施评估分析与诊断，通过协助教师积极主动地构建并应用教学策略，灵活运用因材施教的

教学组织方式和过程，以推动学生在多个维度上的综合全面发展，包括认知、情感、价值观等多元能力

要素。第二，基于教师的专业发展。课堂教学评价不仅仅是对教师的教学过程和行为的批判性反思，也

是教师与同行和专家进行交流和分享的重要机制。第三，基于师生关系的发展。教师作为学术研究者和

教育者的双重角色，必须以培养大学生的理性、严谨、批判精神的态度为己任。基于师生主体间所蕴含

的情感交互，进而构建有意义的教学状态。正如杜威所提倡的教育基本机制，是以参与为核心的沟通过

程，这种相互理解与信任的交往方式是教学民主的根本内涵[10]。 
另外，OBE 理念强调评价活动需贯穿于整个教育过程，以确保评价的全面性和连续性。具体而言，

全过程考核机制要求评价者不仅关注终结性评价——即在教学活动结束时对学生学习成果的评估，同时

也要重视形成性评价——即在教学过程中对学生学习进展的持续监测和反馈。 

5.2. 关注评价内容特色与整全性 

《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明确提出改革教师评价，强调要根据不同学科、专业与岗位

特点对高校教师进行分类评价[11]。学科专业的特性决定了大学教学不仅仅是简单的知识传授活动，而是

复杂的认知研究活动。为了确保高等教育课堂教学评价的准确性和专业性，必须建立分类的评价指标体

系，以适应不同学科的发展特色与建设环境。除学科差异之外，教学评价体系的构建仍要考虑理论课程

与实践课程的不同特点，评价标准应当反映出不同课程类型的独特性。 
除以上差异化、个性化设计外，教育评价体系还需考虑评价内容的整全性。目前教学评价倾向于重视

学科知识的考核，而往往忽略了情感、智慧和价值观念等其他关键维度。因此，为了使教学评价制度发挥

其应有之义，必须正视且正确理解、应用 OBE 理念，对现行的教学评价体系进行深入的改革，将知识、情

感、智慧和价值观等“硬性”能力与“软性”成长纳入考量，确保评价体系能够全面反映学生的全面发展。 

5.3. 构建多元主体协同评价体系 

在成果导向教育(OBE)理念的引导下，课堂教学以教师的引导和学生的主动参与为核心，教师作为教

学互动的关键角色。因此，在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评价体系中，教师的自我评价实际上是一个至关重要

且不容忽视的环节。除此以外，构建多元主体合作的课堂教学评价体系并不是单纯地将评价主体进行简

单地相加。这表示评价参与者之间应发展协作关系，共同确立评价准则，并在评价实施过程中进行灵活

https://doi.org/10.12677/ae.2025.151048


陈婷婷 
 

 

DOI: 10.12677/ae.2025.151048 327 教育进展 
 

包容的调整。使不同评价主体成为权责统一体，并发挥不同主体参与评价的多元有效作用[12]。这要求在

制定课堂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与内容时，应摒弃现行评价制度中趋同性的指标设计和语言表述，明确不同

主体参与的方式，并共同建构评价体系。 

5.4. 健全课堂教学评价反馈机制 

一个完善的反馈系统充当着沟通的纽带和信息交流的途径，有效地将评估者与被评估者连接起来。

牛津大学认为：“讨论评价结果可能是整个评价过程中最重要的一步。”学校管理部门担负着构建和维

护一个科学的评价反馈系统的重要职责。该系统的核心目的在于通过规范化的流程，及时地收集和整合

来自学生、同行、教学督导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评价数据和意见。另外评价反馈系统的设计和应用不

仅可以实时收集和分析当前的教学评价数据，还能够对教师在近几年内针对某一课程的教学实践进行纵

向比较分析。最后，高校的教师发展中心或培训部门应根据教师的优缺点与职业发展目标的差距，制定

科学的教师培养、培训计划，有针对性地满足不同教师的需求[13]。鼓励教师根据反馈结果制定个性化的

教学改进计划，并提供必要的资源和专业支持，如教学咨询、教学研讨会、教学技能培训等，培养教师

多方面的教学技能、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和教育智能化的技能学习。 
综上所述，一个科学、全面、持续的评价反馈系统，通过历史数据的纵向比较、全面明确的评价结

果、以及开放的申诉机制，不仅能够为教师提供有针对性的教学改进建议，还能够保障评价的公正性和

透明性，从而有效地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和教学质量的提升。 

6. 结语 

新时期我国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意味着“质量提升”取代“数量增长”成为首要目标。OBE
理念在课堂教学质量评价中的正确认识与应用，应以不断强化“以人为本”为原则，关注学生的全面发

展，坚定“人才培养质量乃学校生存之本”的主张，为构建更加完善的高质量课堂教学提供理念支持。

为确保课堂教学质量评价的客观性、全面性和科学性，高校应采用多元化的评估工具和评价方法，综合

考虑来自不同评价主体的反馈和意见，以学生的个性化学习需求和发展目标为导向，关注每位学生在各

个学习阶段对每项课程的学习期望值的达成情况，以及个人各方面学习成果的实现程度；更应着重强调

学生的可持续成长与发展，鼓励学生进行自我反思评估，以促进其自主学习能力的提升。基于 OBE 理念

的高校课堂教学质量评价应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深度融合，通过科学、合理的评价方法，全面反映不同专

业、课程的教学效果，为教学改进提供依据，为学生各方面能力的全面发展提供支持，从而推动高等教

育质量的持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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