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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课堂教学质量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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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运用质量管理理论，深入分析了课堂教学质量的影响因素。通过问卷调查，用方差分析检验了课堂教学质
量的显著性影响因素，并运用主成份分析和回归分析法，综合得出各教学质量因素的影响和作用程度，最后依据实证结

果提出了相应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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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对于大学课堂教学质量评价的研究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针对学生学业的评价，二是针对教师

教学活动的评价。由于这两个方面既高度独立，又相互关联，使得全面、科学、公正地评估大学课堂教学

质量在现实中仍存在诸多困难。如何确定影响课堂教学质量的主要因素，是实现课堂教学质量科学评

价的关键。当前，对大学课程教学质量影响因素的研究，大都还停留在理论阶段，对其开展实证研究的

成果还不多见，而对其开展实证研究，分析课堂教学质量主要因素在大学课堂教学实践中的影响和作用

程度，对于提高大学课堂教学效果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１　影响大学课堂教学质量的因素
大学课堂教学质量评价是教育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课堂教学质量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集

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从学生方面，分析学生的特征、基础知识、学生能力、学习动机、学习兴趣、学生

心理与学习期望对课堂教学效果的影响。二是从教师方面，分析了教师个人特征、教学态度、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科研能力、课堂交流等相关因素对教学质量的影响。三是从教学评价体系方面，分析教学质

量评价观念、评价内容、评价主体、评价机制［１］，以及课程评价如考试、考核手段对教学质量的影响。四

是从课程和课堂方面，分析不同的课堂规模、课程类别［２］与教学效果的影响和关系。

２　影响大学课堂教学质量因素的实证研究设计
在课堂教学质量评价中，依据评价主体、评价对象、评价内容、评价方法与评价目的五要素。本研究

针对听课学生设计了调查问卷，问卷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进行测定，设计了１２个问题，包含１个甄别基
本信息和１１个测量指标，涵盖了课堂教学质量因素分析中各关键变量。具体包括：专业知识的了解程
度（Ｓ１）、学习兴趣（Ｓ２）、基础知识（Ｓ３）、教师职称（Ｓ４）、学科动态（Ｓ５）、课堂考勤（Ｓ６）、课堂到课率
（Ｓ７）、课堂规模（Ｓ８）、课堂互动（Ｓ９）、课程考核方式（Ｓ１０）和课堂教学效果满意度（Ｓ１１）。

调查问卷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式，对湖南某“９８５工程”高校所有在校的本科生直接发放问卷。
调查中依专业属性、年级进行分层，再随机抽取学生填写问卷。共发放问卷３００份，收回问卷２９０份，回
收率９６．７％，有效问卷２７３份，回收问卷有效率９４．１％，较好地满足了研究和推断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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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果与讨论
３．１　教学质量因素的显著性检验

根据调查问卷得到２７３份有效问卷，对每个应答选项的“毫无影响”“有点影响”“一般”“比较有影
响”“有很大影响”等５级量表，分别赋予“１、２、３、４、５分”测量指标分值，各测量指标的分值按简单加权
平均进行汇总。利用ＳＰＳＳ１９．０对问卷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运用方差分析方法，检验样本中各教学因素
对课堂质量的统计显著性（见表１）。

表１　教学因素对课堂效果的统计检验

序号 类别 Ｆ值 Ｐ值

１ 对专业知识体系了解程度（Ｓ１） ７．４１５ ０．０００

２ 学习兴趣（Ｓ２） ３．９３２ ０．０００

３ 基础知识（Ｓ３） ０．５１２ ０．６０９

４ 教师职称（Ｓ４） ０．４３０ ０．２０５

５ 学科动态（Ｓ５） １．６７３ ０．０９５

６ 课堂考勤（Ｓ６） ２．８１９ ０．０３０

７ 课堂到课率（Ｓ７） －１．０９４ ０．３７２

８ 课堂规模（Ｓ８） －３．０４１ ０．００３

９ 课堂互动（Ｓ９） ３．６０４ ０．０００

１０ 课程考核方式（Ｓ１０） －２．６９８ ０．００７

１）Ｓ１的单因素方差的概率Ｐ远小于显著性水平α（α＝０．０５），说明学生对专业知识的了解程度是
课堂教学质量的显著性因素。问卷统计结果中，９５％以上的同学对该观点持赞成态度，经相关性分析显
示，学生对专业知识了解程度越深，对该门课程的课堂效果的满意度越高，即课程教学质量越高。

２）Ｓ２对课堂教学质量的分析概率Ｐ小于显著性水平（０．０５），说明越是学生感兴趣的课程，该课程
的课堂效果满意度越高，并能从一定程度上反映课堂教学效果。

３）Ｓ６的单因素方差分析概率Ｐ（Ｐ＝０．０３）小于显著性水平，故课堂考勤是课堂教学质量的比较显
著影响，并且调查结果表明，持不同观点的学生占有的比例比较均匀，该结果符合实际情况。

４）Ｓ８、Ｓ９、Ｓ１０的单因素方差分析概率Ｐ分别为０．００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７，均小于显著性水平（０．０５），说
明课程的课堂规模大小、课堂互动频率、课程考核方式均对课程教学质量具有显著性影响。问卷相关性

分析显示，课堂规模越小的课程教学质量越高，课堂互动越频繁，课程的教学质量越高，这也与实际调查

情况相吻合；接近９０％的学生对课堂考核方式非常关心，调查结果与实际情况相吻合，且接近７０％的学
生希望采用大作业加论文式的考核方式。

５）Ｓ３、Ｓ７、Ｓ４、Ｓ５的Ｐ值均大于显著性水平α（０．０５），说明基础知识、课堂到课率、教师职称、学科动
态这类因素在课堂教学满意度上无显著性差异，对课堂教学质量没有显著影响。

３．２　教学质量因素的影响作用分析
调研和分析发现，影响教学质量各因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与影响。为了排除这种相关性对各因

素分析结果的影响，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重新划分，进一步分析各教学质量因素与课堂教学效果满意

度之间的相关关系和影响程度，对各教学质量因素按重要程度排序，进行显著性因素的进一步验证。

３．２．１　ＫＭＯ和Ｂａｒｔｌｅｔｔ检验
主成分分析的前提是各因素之间具有一定的相关性。虽然这种相关性是客观存在的，但要对其进

行验证，验证的方式是对各因素进行ＫＭＯ和Ｂａｒｔｌｅｔｔ检验，根据检验的结果，判断主成分分析（或者因子
分析）是否适用。对问卷数据进行ＫＭＯ和Ｂａｒｔｌｅｔｔ检验，ＫＭＯ度量值为０．７２，ｐ值小于０．０５，表明检验
的结果与实际吻合，适宜进行主成分分析。

３．２．２　因素的主成分分析
对各因素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到各因素的特征值的碎石图，根据碎石图中的特征值，提取出４个主

成分，研究各因素对每一个主成分的贡献度。研究获得了第一个主因子主要由教师职称、到课率及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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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三个因素贡献，这三个因素都是反映课程或教师等课程实体的某些属性的因素，将之命名为实体属

性主因子ａ；第二个主因子主要由学生基础知识和学科动态两个因素贡献，将其命名为知识主因子ｂ；第
三个主因子主要由对专业知识体系的了解程度、学习兴趣贡献，将其命名为兴趣主因子 ｃ；第四个主因
子要由课堂考勤、考核方式和课堂互动三个因素贡献，将其命名为考核－互动主因子ｄ。
３．２．３　主因素的影响程度

由主成份分析得到教学质量影响的４个主因子，由于剔除了各个因子之间的相关性，因此，可以利
用多元线性回归的方法，依据回归系数来判断４个主因子对课堂教学效果满意度（Ｓ１１）的重要性程度，
得出各因素的影响重要程度次序。统计分析结果可知，兴趣主因子ｃ对课堂教学质量影响最大，然后依
次是实体属性主因子ａ、考核－互动主因子 ｄ及知识主因子 ｂ。结合教学质量因素的显著性检验的结
论，需剔除学生的基础知识、教师职称、学科动态、课堂到课率４个因素，再对剔除后的各因素的主因子
系数乘以因素的贡献度，则得出各课堂教学显著性影响因素的重要性次序如表２所示：

表２　各因素对教学质量影响排序表

序号 影响因素 标准系数

１ 学习兴趣（Ｓ２） ０．６０３

２ 课堂规模（Ｓ８） －０．３２１

３ 课堂互动（Ｓ９） ０．２６２

４ 课堂考勤（Ｓ６） ０．２２２

５ 考核方式（Ｓ１０） －０．１２４

６ 对专业知识体系的了解程度（Ｓ１） ０．１０８

７ 教师职称（Ｓ４） 无显著性影响

８ 基础知识（Ｓ３） 无显著性影响

９ 课堂到课率（Ｓ７） 无显著性影响

１０ 学科动态（Ｓ５） 无显著性影响

　　注：正号表示因素对教学质量有正向影响；负号表示因素对教学质量有负向影响。

综合单因素方差分析、层次分析法线性模型结果：学习兴趣是课堂教学质量的首要因素，符合当前

“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思想。学习兴趣、课堂互动、课堂考勤、对专业知识体系的了解程度

对课堂教学质量具有较高的正向相关性；课堂规模、考核方式对课堂教学质量具有较高的负相关性。

４　结论与建议
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学生对专业知识的了解程度、学习兴趣、课堂考勤、课堂规模、课堂互动、课程考

核方式对课程教学质量有显著性影响，而学生的基础知识、课堂到课率、教师职称、学科动态对课堂教学

效果没有显著性影响。综合主成份与回归分析的结果，获得了各课堂教学显著性影响因素对课堂效果

影响的重要程度排序，学习兴趣为第一影响因素，其次为课堂规模、课堂互动、课堂考勤、考核方式等。

学习兴趣、课堂互动、课堂考勤、对专业知识体系的了解程度对课堂教学质量具有较高的正向相关性；而

课堂规模、考核方式对课堂教学质量具有较高的负相关性。

依据实证研究结论，为了提高大学课堂教学效果，在课堂教学实践中，首先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让学生从“要我学”转变到“我要学”，激发学生探索求知欲望。其次，要加强课堂教学互动，通过增设学

生参与环节，活跃课堂氛围，变教师“一言堂”为“群言堂”，促进师生沟通，在双向信息交流反馈机制下

提高课堂教学效果。最后，大学应依据不同课程性质，合理设置课堂规模，采用灵活多样的课程考核方

式，为教学方法的实施和课堂效率的提高提供基础条件，促进课堂教学质量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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