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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广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为例，研究高职院校学生评教由结果性评价向过程性评价的改变，提出了

基于过程评价的高职院校学生评教指标体系的设计原则，设计了针对课程教学和学生学习过程的学生评

教指标体系，阐明了课程教学不同阶段评教指标的设计意图，设计了与过程性学生评教指标体系相对应

的学生问卷内容，经过四门课程的学生评教应用实践，对基于过程评价的学生评教指标体系进行了改进。

实践表明，通过应用基于过程评价的学生评教方式，提升了学生课程学习成效，提高了教师课程教学质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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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takes Guangxi Electrical Polytechnic Institute as an example to study the change of stu-
dents’ evaluation of teaching in vocational colleges from result based evaluation to process based 
evaluation. It proposes the design principles of a process based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vo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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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al college students’ evaluation of teaching, designs a student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course 
teaching and students’ learning process, and clarifies the design intentions of evaluation indicators 
at different stages of course teaching. A student questionnaire content corresponding to the process 
based student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was designed. Through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student 
evaluation in four courses, the student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based on process evaluation was 
improved. Practice has shown that the application of student evaluation method based on process 
evaluation has improved the effectiveness of students’ curriculum learning and the quality of teach-
ers’ curriculum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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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目前，高职院校的学生评教多为结果性评教，其在提升学生学习成效和教师教学质量方面的效果并

不理想[1]。本文以广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为例，通过基于过程评价的学生评教指标体系设计实践，探究

学生评教形式由结果性向过程性的改进。目的是注重学生主体学习感受和收获，注重教师教学过程反馈

和改进，提高学习和教学的成效。 

2. 设计原则 

过程性学生评教是以包含课程教学实施准备、教学实施过程和教学实施结果的课程教学全过程为评

价对象的上课学生对授课老师的教学准备、内容、方法、实施、效果等多方面全过程的评价。过程性学

生评教覆盖课程教学的各个环节，从教学准备阶段的教案设计、教学资源收集，到教学实施过程中的课

堂互动、教学方法运用，再到教学结果的作业布置、考试评价等，学生都能给出具体反馈。这种全方位

的评价方式有助于教师精准了解自身在教学全过程中的优势与不足。学生在课程进行中即可对教师的教

学方法、内容呈现等进行评价，教师能够及时获取这些信息。教师便能迅速反思并调整后续教学，有助

于提高教学效果。过程性评教鼓励学生积极参与教学过程，学生不再是被动接受知识的对象。促使学生

更加关注课堂，主动思考教学内容和方法，从而提高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教师也会更加重视学

生的意见和建议，努力改善教学以满足学生需求，营造出良好的师生互动氛围。过程性评教关注教学的

动态发展过程，激发教师的创新意识，推动教学方法和手段的革新[2]。 
过程性学生评价也有局限性。学生在进行过程性评教时，可能会受到个人情感、学习态度、学习习

惯等因素的影响，导致评价结果具有一定的主观性。过程性评教需要在教学的各个环节持续进行，涉及

大量的评价信息收集、整理和分析工作。这不仅增加了教师的工作负担，也对学校的教学管理和评价系

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过程性评教和结果性评教有诸多不同。过程性评教侧重于教学过程中的各个环节，关注教师的教学

准备、实施和学生的学习体验。结果性评教主要关注教学结果。过程性评教贯穿于教学全过程，学生可

以在课程进行中对教师的教学进行评价。结果性评教通常在课程结束后进行一次性评价。过程性评教的

目的是促进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断改进和提高，帮助学生更好地学习。结果性评教的目的是评估教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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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的效果，为教学管理和决策提供依据。 
基于过程评价来设计学生评教指标体系，其设计原则侧重学生主体性，注重课程教学过程和教学的

有效改进，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2.1. 学生主体原则 

目前学校常用的学生评教多为结果性评价，侧重教师的教学行为，包括教学方法、教学态度、教学

内容、教学效果等评价内容。这种方式属教师主体评价原则。基于过程评价的学生评教以学生主体为原

则，注重学生学习兴趣、学习过程和学习收获[3]。评教指标的设计要充分考虑学生的学习过程，注重从

学生学习质量的角度来评价教师教学效果。 

2.2. 课程主体原则 

目前学生评教多为教师主体评价，即对教师教学行为的整体性评价，很少有以课程为主体的评价。

而一门课程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授课方式、进度计划等方面正是授课老师教学技能的直接体现。授

课教师通过教学设计和实践将一门课讲授给学生，让学生学到知识，这个过程需要教师付出许多智慧。

以课程为主体的评价方式能够直接评价出教师对本课程的教学情况，同时将课程教学过程中的评价情况

反馈给授课教师[4]，有利于本课程教师教学的及时改进和学生的课程学习成效。 

2.3. 结果并重原则 

结果性学生评教多为一次性结果性的评价。基于过程评价的学生评教是在结果性评价的基础上，同

时注重教学和学习全过程的评价。过程性的学生评教并没有放弃结果性评价，而是遵循过程和结果并重

的原则。合理设置过程评价和结果评价的比重，一方面教学和学习成果得以评价，同时，教学过程中的

教学付出和学生感受也得以评价。 

2.4. 教学改进原则 

基于过程评价的学生评教，其在结果运用方面最主要的作用是持续有效的教学改进。目前，高职院

校很少应用过程性学生评教的效果来评价教学效果，少有针对过程性学生评教情况来及时改进教学，有

的院校的评教结果不进行反馈，对评价结果进行公开的更是少数。基于过程的学生评价侧重点在于教学

和学习全过程的及时有效的评价和反馈，注重教学过程中的问题解决和教学持续改进。学生评教的本位

职能也应该是持续性的教学改进，是帮助教师改进教学的有效信息来源[5]。 

2.5. 动态调整原则 

学生评教指标体系应该是一个根据实际情况不断动态调整的过程，其在设计初期可以先形成一个相

对成熟的框架，在评价实施的过程中，根据评价结果的分析和教学实际情况不断的进行动态的调整。评

教指标体系架构也可以根据不同性质的课程进行微调，其目的依然是根据教学过程实际及时反馈以改进

教学，提升学习和教学成效。 

3. 设计实践 

学生评教指标是指学生对教师教学质量、教学效果和课堂体验等方面进行评价的具体维度和标准。

学生评教指标体系由教学相关各方面的多个评教指标构成。每个指标具有明确的定义，以确保评教的客

观性和有效性。学生评教指标体系的设计，应结合培养目标和课程标准，结合实际教学经验和学生反馈，

参考国内外已有的评教量表，借鉴科学有效的评教指标，并结合高职院校的实践特点、职业技能和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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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等情况进行设计。 
本文针对课程和教学过程设计了基于过程评价的学生评教指标体系，并设计了相应的问卷。 

3.1. 评教指标体系设计 

基于过程评价的高职院校学生评教指标体系采用分级设计，包含 6 个一级指标、11 个二级指标，详

见表 1。 
 
Table 1. Student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based on process evaluation 
表 1. 基于过程评价的学生评教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课前学情 
学生学习期望 

学生学习基础 

教学技能 

教学设计 

教学实施 

教学反馈 

鼓励引导 

学习作为 
主动学习作为 

合作学习作为 

学习成效 

知识成效 

能力成效 

素养成效 

考核方式 —— 

改进建议 —— 

 
按照课程教学的时间先后顺序，6 个一级评价指标按照以下方式展开。 

3.1.1. 课前学情 
每门课程开始讲解授课内容之前，授课教师通常会向学生介绍本课程的整体架构、学习内容和课堂

要求等。因此，在课程授课之前让学生参与课前学情方面的评价，可以对学生的课程学习期望和学习基

础进行充分了解，有利于授课教师在授课开始之前进行有针对性的备课，以获得更好的授课效果。此阶

段学生评教的主要内容是学生学习期望和已具备的学习基础。 

3.1.2. 教学技能 
教师在授课时会将教学内容与自己的教学方式方法结合来进行教学设计。课程授课初期，授课教师

已经按照自己的教学设计开展了几次教学实践，展示了自己的教学风格，这个阶段需要对教师的教学技

能开展学生评教，目的是了解听课学生对此授课方式的适应性，对教师授课态度和技能的评价情况，师

生之间的交流是否有效等。学生在授课初期几次课堂学习实践之后，对授课教师的教学技能方面做出评

价，有利于后续课程授课过程中教师及时有效的教学改进。此阶段学生评教的主要内容为教学设计、教

师实施、教学反馈和鼓励引导四个方面。 

3.1.3. 学习作为 
课程教学的中期，学生已经完成了课堂学习一半的学习实践，此时学生的学习作为已经呈现出来。

学生对于自己的学习作为是否积极、课程作业完成情况、课堂交流与合作等方面的作为比较了解。此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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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学生的课堂学习作为开展学生评教，可以让授课老师及时掌握自己学生的主观作为感受，有利于后

续的课程教学过程中及时进行针对性的改进。此阶段学生评教的主要内容为主动学习作为和合作学习作

为两个方面。 

3.1.4. 学习成效 
课程教学的后期，学习通过前期的学习实践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学习成效，授课教师的教学成效也已

基本呈现出来，此时对学生开展学习成效方面的学生评价，有利于充分了解学生对课程知识的掌握程度，

了解学生对课程所设教学目标的达成情况，有利于授课教师在课程总结阶段以及考核阶段的教学调整。

此阶段学生评教的主要内容为知识成效、能力成效、素养成效三个方面。 

3.1.5. 考核方式 
课程教学内容完成后，授课教师通常都会面向学生开展课程考核。考核的方式有卷面考试或其他多

种形式的考查。不同课程的考核方式可能差别很大。职业院校的课程成绩通常包括考核成绩和平时成绩，

不同课程的考核成绩所占比重可能不同。学生通过课程考核以后，开展针对考核方式的学生评教，可以

掌握学生对课程考核方式、考核题目、课程成绩方面的评价情况。 

3.1.6. 改进建议 
学生完成课程学习实践的全部环节以后，对学生开展课程教学整体或个别方面的改进建议评价。此

阶段的学生评教主要以开放性的问题为主，帮助授课教师了解学生对于课程教学全过程相关的整体性或

细节性的评价反馈，有利于授课教师对本课程教学的进一步优化改进。 

3.2. 问卷内容设计 

针对所设计的学生评教指标体系中 6 个方面的一级评教指标相应的进行问卷内容设计如下。 

3.2.1. 课前学情 
你期望什么类型的教师；你期望的讲课方式；你期望的课堂授课内容；你更倾向哪种作业形式；你

期望通过课程学到什么知识；这门课程学习之前你是否有所期望；你认为本课程是否对专业其他课程的

学习有帮助；你对本课程的学习是否有兴趣；之前是否学习过本课程的内容；是否阅读过本课程相关的

书籍；是否了解过本课程相关理论；是否参加过本课程相关的实践活动。 

3.2.2. 教学技能 
课程学习设计是否使得你有兴趣主动学习；课堂学习任务的难度是否合理，你能否跟上学习进度；

课堂作业是否有效巩固所讲授内容；老师对本课程的讲授能否与其他课程有机融合；老师授课内容的逻

辑安排是否清晰条理；所用教材是否与学习内容吻合，能帮助学习。老师授课是否严谨认真负责；老师

授课时的状态是否得体大方、自信积极、有亲和力；老师对学习内容的讲解是否清晰易懂；老师在课堂

上是否明确讲述课堂学习目标；老师的讲授是否流畅熟练；你是否能明确课堂学习内容的重点难点；老

师是否通过举例、动画等方式辅助讲解知识；除所学知识外，老师是否讲解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老

师是否对课堂作业或提问及时作出反馈；你是否能通过老师的反馈及时了解自己的课堂学习效果；你是

否经老师的指导后明确了解决方法或学习方向；老师的指导是否能促进你自学的积极性；课堂学习遇到

难点能够得到老师的帮助解决；老师是否会询问你关于课堂学习的建议。你是否在课堂上得到老师的表

扬；老师是否会鼓励你提问；老师是否会引导你进行讨论。 

3.2.3. 学习作为 
你在课堂上是否主动回答老师提出的问题；你在课堂上是否主动提出问题；课堂上你是否能够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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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讲；课堂上你能否完成老师设置的学习任务；课后你是否主动复习课堂所学。老师在课堂上是否安排

与其他同学合作完成的学习任务；你是否经常与同学们讨论课堂学习内容；你是否在课堂上跟其他同学

讨论学习内容以外的与课程有联系的话题。 

3.2.4. 学习成效 
我对本课程的学习内容已经基本掌握；通过课程学习我感觉学到了很多知识；通过课程的学习解决

了我许多疑惑并使我对相关问题理解更透彻。本课程的学习提升了我相关实践的能力；通过课程学习我

提高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课程的学习我获得了新的思考方式；通过课程的学习我提高了表

达能力；通过课程的学习我提高了与人合作沟通的能力；通过课程学习我提高了自主学习的积极性。通

过课程学习我养成了良好的习惯；除了知识获取之外，老师也教会我做人做事的方式方法；学习遇到困

难时我会积极想办法解决；课程的学习让我感觉轻松愉悦；学习这门课程让我感觉有价值有意义。 

3.2.5. 考核方式 
课程考核的方式和难度是否合适；课程考核的内容与课堂所学内容一致；我的考核成绩跟我的课程

学习情况符合；平时成绩和考核成绩的比例设置合理。 

3.2.6. 改进建议 
你对课程的内容设置和教学方式有什么改进建议；你对授课老师的教学行为有什么改进建议；你有

什么其他的课程相关改进建议。 

4. 效果与改进 

4.1. 应用效果 

本次过程性评教指标体系设计经过 4 门课程 4 个班级 1 个学期的应用实践，对参与实践的课程授课

老师和学生代表进行了预设问题的座谈讨论和反馈。通过针对过程性评教指标的应用具体实施情况所反

馈的问题进行梳理和分析，得到了过程性评教指标在具体应用中的积极效果。同时，也在实际应用实践

中，也发现了一些值得改进的细节。 
基于过程评价的学生评教在实施中有几个明显的优势。根据课程教学内容分阶段进行过程性的评价

能够及时的对当下教学和学习情况进行反馈，这一点在期末一次性学生评价的方式中是完全做不到的。

及时的评价反馈又能够让授课老师在学期课程教学过程中及时的做出针对性教学改进。这是过程性评价

的优势，也是实践中老师和同学们感触最深的地方。过程性课程评教是以课程为单位针对学期教学过程

分阶段多维度的评价方式，其评价内容设计较全面、细致、务实、有效。老师和同学们普遍认为过程性

评价结果对课程教学和学习效果有明显促进作用。授课老师比较关注同学们对课程学习过程中遇到问题

和感触的真实情况。同学们认为通过参与过程性课程评教，有机会及时将学习情况反馈出来，能感受到

老师对学生学习的重视。 
实施过程中发现，过程性评教也有值得改进的地方。对于不同的性质的课程统一设计评教指标体

系时，难免遇到一些指标内容与课程实际教学不相符的情况，具体指标设计应适应更多更广的课程，

甚至可以考虑增加一些课程自定义的指标内容。为了保证评价问卷的有效性，其中设置有比较多的内

容相关度高甚至核心内容重复的问题，导致了一些同学产生了厌恶情绪。对于课时总数差异较大的课

程进行同样批量的过程性评价实施，总课时较少的课程存在着评价时间间隔较短，评价实施相对频繁

的情况。通过非实名的方式进行过程评价，对于评价实施过程中的参与率和评价工作的积极推进造成

了些许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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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改进方案 

4.2.1. 允许自定义指标 
研究中发现，全校统一设置的学生评教指标体系，虽然具备普遍的适用性，但是对于个别特点鲜明

的课程也存在不适应的情况。评教指标体系的设计在保证通用性的前提下，考虑允许一定程度的自定义

指标作为补充。在过程性评价实施前，不同学院、不同专业、不同课程、不同授课老师可根据自身教学

实际情况进行评价指标和问卷的自定义设计。具体来说，可以由学校制定规则。由学院为单位牵头，统

一组织本学院的自定义指标设计工作。允许同一门课程自定义一个指标，或者允许同一个授课老师的每

门课程自定义一个指标。允许一定比例的评价指标自定义，可以有效缓解通用指标对个别课程具体教学

情况的不适应，有利于教学和学习成效的提升。 

4.2.2. 设置开放性问题 
在过程评价实施的每个阶段，可以考虑增加设置无导向的开放性问题。只要学生有想法，想表达，

不管学生的想法是否跟课程教学有直接关联，都可以通过无导向提问给学生表达想法的机会。通过过程

性评价的实施应用发现，同学们想反馈的问题和想法有时并不在所设计的评教指标体系中。虽然同学们

的一些反馈并不一定是老师和教学管理人员所关注的内容，甚至跟教学过程完全不相关，但是可以考虑

增设开放性问题，给同学们反馈和表达的机会，提升同学们参与过程评价的积极性，也能够促进同学们

进一步反馈有关教学和学习的相关内容。开放性问题的设置可采用过程性分阶段方式，提升同学们过程

评价的参与感，同时让授课老师及时掌握教学过程中同学们的真实想法。 

4.2.3. 阶段数量弹性化 
过程性评价指标的评教阶段数量弹性化设置。此次过程性评教指标设计在应用实施阶段发现，课程

总课时相对少的课程，相邻的两次过程评价的时间间隔比较短，同学们认为评价频率略显频繁。而有些

课程的课时数特别多，其两次相邻的过程评价时间间隔又相对比较长。对于有些课程的所有课时都集中

在 2~3 周的时间内授课。有些课程从开始授课到结课的时间很长。这种情况下也同样存在过程评价相邻

阶段的时间间隔不适应的现象。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可以考虑过程评价的阶段数量的弹性化设计。这种

做法也同时涉及到评教指标体系设计内容的微调，也涉及到评价实施方式和管理方式的调整。 

4.3. 改进实施 

本文通过广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的《电机技术》《供应链管理》《热力设备检修实训》《职场通用英

语》四门课程作为基于过程评价的学生评教实践课程。经过评价实践，结合统计和信度效度分析，对评

教指标体系中效度不高、设计不理想的指标和问卷进行了改进。其中，二级指标主动学习作为和合作学

习作为合并，保留一级指标学习作为。同时对部分问卷内容进行了剔除和修改。允许授课教师根据教学

实际自定义指标 1 项。增设开放性问题 1 个。 

5. 结束语 

本文通过基于过程评价的学生评教指标体系设计实践，探索了高职院校学生评教由结果侧重向课程

和学习过程侧重的改进。经过问卷调查和座谈调研发现，应用基于过程评价的学生评教指标进行教学全

过程分阶段评价，改善了学生的学习体验，提升了学生的学习成效，加强了师生之间及时的教学反馈，

促进了教学质量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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