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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着眼于创新型人才培养，设计合理的经管类课堂教学效果评价指标体系，优化经管类课堂教学目标、方法和
过程，并通过健全评价指标体系的机制保障，达到提高经管类课堂教学效果的目标。本文开展三个维度的研究对象，采

用多种方法来获取研究数据，并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项指标综合权重得出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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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提出“着力培养高素质专门人才和拔尖
创新人”。当前，提高大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是时代的要求，也是提高高校教学质量的重点和难

点［１］。科学有效的高校课堂教学效果评价将直接体现出课堂教学水平高低，也将影响创新型人才培养

质量的高低。建立以课堂教学目的为主的教学效果评价指标体系，需要淡化教学评价的功利倾向，并兼

顾评价目的的全面性［２］。然而传统的课堂教学效果评价体系已经很难适应新形势下创新型人才培养，

主要体现在：学生主体性不够，教师自评不够，评价激励功能发挥不足，评价方式不够科学、灵活等，这些

已经严重影响到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基于此，本文着眼于创新型人才培养，设计合理的经管类课堂教

学效果评价指标体系［３］，优化经管类课堂教学目标、方法和过程，并通过健全评价指标体系的机制保

障［４］，达到提高经管类课堂教学效果的目标。

１　调查问卷
就当前经管类教学效果评价问题，编制教师问卷、管理者问卷、学生评价卡，对商学院学生、教师按

经济、管理进行分类，利用分层抽样和随机抽样，随机对３０名教师、３００名学生、２０名管理者进行问卷调
查；对经管类课堂分专业、分年级进行深入细致观察，记录课堂教学中教师行为、学生行为以及师生相互

作用表现，力图找到课堂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我们采用问卷调查方式获取数据，本次调查共发放学生问

卷３００份，回收２６０份，回收率８６．７％。发放教师问卷３０份，回收３０份，回收率１００％。发放管理者问
卷２０份，回收２０份，回收率１００％。回收后的问卷经过逐一审核，全部是有效问卷。回收率都达到了
８５％以上，有效率为１００％，因此这一调查结果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２　层次分析
我们运用层次分析法对问卷调查结果进行科学分析［５］。分别制定了三个评价对象的问卷调查，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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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分析学生的调查问卷，通过对学生问卷调查的结果进行层次分析法。我们对创新型人才培养评价指

标体系中的每个指标评定了５个等级，分别用１～５分来表示重要程度，其中１分表示次要，２分表示较
次要，３分表示一般，４分表示较重要，５分表示重要。根据这个评分标准，评价者对各项指标进行了评
分，现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

层次分析法是对多种评价因素分类组合，形成了一个层次结构，一般分为目标层、准则层、指标层。

表１是针对学生的教学效果评价指标权重表，准则层的评价指标｛Ｉ１，Ｉ２，Ｉ３，Ｉ４｝的权重是相对于目标层
Ｉ，而指标层｛Ｉ１１，Ｉ１２…Ｉ１９｝的权重是相对于准则层的 Ｉ１，｛Ｉ２１，Ｉ２２…Ｉ２８｝的权重是相对于准则层 Ｉ２，｛Ｉ３１，Ｉ３２
…Ｉ３１２｝的权重是相对于准则层Ｉ３，｛Ｉ４１，Ｉ４２…Ｉ４７｝的权重是相对于准则层Ｉ４。在此基础上，将准则层的指
标权重与相对应的指标层的权重相乘，即可得到指标的综合权重。

表１　学生指标权重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综合权重

教学

效果

Ｉ

教学目标Ｉ１

（０．２）

教学方法Ｉ２

（０．３）

教学过程Ｉ３

（０．３）

教学反思Ｉ４

（０．２）

Ｉ１１创新教学目标明确，符合大纲要求（０．２６１７） ０．０５２３

Ｉ１２创新教学与创新实践的结合（０．０７９１） ０．０１５８

Ｉ１３创新课堂教育的启发性（０．１２３０） ０．０２４６

Ｉ１４提供多重可扩展信息，开阔视野（０．１２３０） ０．０２４６

Ｉ１５教学组织形式新颖，兼顾全体学生（０．０４９３） ０．００９９

Ｉ１６学生接受新知识的能力（０．１２３０） ０．０２４６

Ｉ１７学生的动手能力（０．０２５８） ０．００５２

Ｉ１８学生自我监控能力（０．０２５８） ０．００５２

Ｉ１９学生自创能力的培养（０．０３１１） ０．００６２

Ｉ２１教学方法多样化，能因材施教（０．０５４７） ０．０１６４

Ｉ２２师生教学互动频率（０．１６７０） ０．０５０１

Ｉ２３调节课堂气氛能力（０．１６７０） ０．０５０１

Ｉ２４激发学生兴趣和学习积极性（０．１６７０） ０．０５０１

Ｉ２５教学方法强化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０．０９７６） ０．０２９３

Ｉ２６教师创新教学方法能力（０．０９７６） ０．０２９３

Ｉ２７创新教学的突出性（０．０５４７） ０．０１６４

Ｉ２８作业形式多样，融入创新元素（０．０４２２） ０．０１２７

Ｉ３１教学设施满足创新型人才培养需求（０．０６７５） ０．０２０３

Ｉ３２高素质创新型人才培养基地建设（０．０５０６） ０．０１５２

Ｉ３３课堂教学创新观念及创新意识（０．２６８９） ０．０８０７

Ｉ３４课堂教学过程中学生的质疑精神（０．０６０１） ０．０１８０

Ｉ３５教师对专业以外知识的掌握能力（０．１２８６） ０．０３８６

Ｉ３６教师知识结构的关联性和协调性（０．１５８８） ０．０４７７

Ｉ３７教师使用多媒体教学比例（０．０２９６） ０．００８９

Ｉ３８学生上课出勤率（０．０９３６） ０．０２８１

Ｉ３９自主学习的主动性（０．０３８２） ０．０１１５

Ｉ３１０协作交流的参与性（０．０４５１） ０．０１３５

Ｉ３１１活动体验的踊跃性（０．０３６１） ０．０１０８

Ｉ３１２参与学习活动多样（０．０２２９） ０．００６９

Ｉ４１有良好的育人氛围和创新教育环境（０．２９５６） ０．０５９１

Ｉ４２教师整合开发课程资源能力（０．２５２７） ０．０５０５

Ｉ４３创新教育的奖励力度（０．０７０４） ０．０１４１

Ｉ４４学生创新创业大赛获奖率（０．０３８０） ０．００７６

Ｉ４５在校生学术成果（０．０７７７） ０．０１５５

Ｉ４６教师课后辅导答疑效果（０．１３２８） ０．０２６６

Ｉ４７课后创新实践活动效果（０．１３２８） ０．０２６６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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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１学生指标权重的数据可以得出，在各项教学因素的评价中，教学目标、教学过程、教学方法、
教学反思的权重分别是０．２，０．３，０．３，０．２。其中Ｉ２和Ｉ３即教学过程、教学方法所占的权重是最大的，说
明教学方法和教学过程在学生的眼里是很重要的。在教学目标的评价中，综合权重是通过准则层和指

标层的权重相乘所得到，从数据中可以看出创新教学目标明确，符合大纲要求的权重为０．２６１７，且综合
权重最大，为０．０５２３，处于最重要的地位，而学生动手能力和自我监控能力的权重为０．０２５８，且综合权
重最小，即为０．００５２，则处于相对次要的地位。在教学方法因素的评价中，调节课堂气氛能力、激发学
生兴趣和学习积极性、师生教学互动频率这三项指标在学生认为是最重要，它们的权重都为０．１６７０，且
综合权重都为０．０５０１，而作业形式多样，融入创新元素的权重为０．０４２２，综合权重为０．０１２７，因此处
于相对次要地位。在教学过程因素的评价中，学生认为课堂教学创新观念及创新意识是最重要，它的权

重为０．２６８９，综合权重为０．０８０７，而教师使用多媒体教学的权重为０．０２９６，综合权重为０．００８９，相对
而言，是次要因素。在教学反思因素评价中，有良好的育人氛围和创新教育环境是学生所关注的重点，

即权重为０．２９５６，综合权重为０．０５９１，然而学生创新创业大赛获奖率是学生所关注较少的，它的权重
和综合权重也都是最小的，分别为０．０３８０，０．００７６。

表２　教师指标权重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综合权重

教学

效果

Ｘ

教学目标Ｘ１

（０．２）

教学方法Ｘ２

（０．３）

教学过程Ｘ３

（０．３）

教学反思Ｘ４

（０．２）

Ｘ１１创新教学目标明确，符合大纲要求（０．２６１３） ０．０５２３

Ｘ１２创新教学与创新实践的结合（０．１０８６） ０．０２１７

Ｘ１３创新课堂教育的启发性（０．１１２６） ０．０２２５

Ｘ１４提供多重可扩展信息，开阔视野（０．１８８５） ０．０３７７

Ｘ１５教学组织形式新颖，兼顾全体学生（０．０３５５） ０．００７１

Ｘ１６学生的学习、想象和观察能力（０．０９４４） ０．０１８９

Ｘ１７学生自我监控能力（０．０１６９） ０．００３４

Ｘ１８学生自创能力的培养（０．０２３５） ０．００４７

Ｘ２１教学方法多样化，能因材施教（０．０７２１） ０．０２１６

Ｘ２２师生教学互动频率（０．０６２５） ０．０１８８

Ｘ２３积极开展课堂课外讨论（０．０２８２） ０．００８４

Ｘ２４调节课堂气氛能力（０．０３４９） ０．０１０５

Ｘ２５激发学生兴趣和学习积极性（０．０７２１） ０．０２１６

Ｘ２６教学方法强化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０．１８２６） ０．０５４８

Ｘ２７教师创新教学方法能力（０．２５５２） ０．０７６６

Ｘ２８创新教学的突出性（０．１８２６） ０．０５４８

Ｘ３１教学设施满足创新型人才培养需求（０．１４５０） ０．０４３５

Ｘ３２高素质创新型人才培养基地建设（０．０５０５） ０．０１５１

Ｘ３３课堂教学创新观念及创新意识（０．０８１７） ０．０２４５

Ｘ３４教师知识结构的关联性和协调性（０．１５７３） ０．０４７２

Ｘ３５教师对专业以外知识的掌握能力（０．０３５７） ０．０１０７

Ｘ３６教师使用多媒体教学比例（０．１４５０） ０．０４３５

Ｘ３７活动体验的踊跃性（０．０４２４） ０．０１２７

Ｘ３８学生上课出勤率（０．０３５７） ０．０１０７

Ｘ３９参与学习活动多样（０．０６２７） ０．０１８８

Ｘ４１有良好的育人氛围和创新教育环境（０．２７７３） ０．０５５５

Ｘ４２教师整合开发课程资源能力（０．３９４０） ０．０７８８

Ｘ４３教师创新教学再深造机会（０．１８９４） ０．０３７９

Ｘ４４创新教育的奖励力度（０．０７８９） ０．０１５８

Ｘ４５科技成果奖励数（０．０３５９） ０．００７２

Ｘ４６技术转让资金收入（０．０２４６） ０．００４９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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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表２可以得出，以教师为评价对象的四个准则层中的权重和以学生为评价对象的四个准则层的
权重是一样的，都分别是０．２，０．３，０．３，０．２，说明在学生和教师眼里教学方法和教学过程都是最重要
的，然而指标层是区别于教师和学生的不同。在教学目标的因素分析中，创新教学目标明确，符合大纲

要求的权重和综合权重是最大的，即分别为０２６１３，０．０５２３，说明其为重要因素，学生自我监控能力是
相对次要因素，权重仅为０．０１６９，综合权重仅为０．００３４。在教学方法的因素分析中，从综合权重可以
看出，教师创新教学方法能力的权重为０．２５５２，综合权重为０．０７６６，因此被认为是最重要，积极开展课
堂课外讨论在教师认为是处于次要地位，因为它的权重和综合权重最小，即分别为０．０２８２，０．００８４。
在教学过程的因素分析中，教师知识结构的关联性和协调性的权重为０．１５７３，综合权重为０．０４７２，是
主要方面，教师对专业以外知识的掌握能力、学生上课出勤率是属于次要方面的。因为其权重和综合权

重最小，分别为０．０３５７，０．０１０７。在教学反思的因素分析中，教师整合开发课程资源能力的权重和综
合权重是最大，即分别为０．３９４０，０．０７８８，而技术转让资金收入权重和综合权重是最小，即分别为
００２４６，０．００４９。

表３　管理者指标权重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综合权重

教学

效果

Ｙ

教学目标Ｙ１

（０．２）

教学方法Ｙ２

（０．４）

教学过程Ｙ３

（０．２）

教学反思Ｙ４

（０．２）

Ｙ１１创新教学目标明确，符合大纲要求（０．０８７０） ０．０１７４

Ｙ１２创新教学与创新实践的结合（０．１４１２） ０．０２８２

Ｙ１３创新课堂教育的启发性（０．０５９０） ０．０１１８

Ｙ１４提供多重可扩展信息，开阔视野（０．３６０３） ０．０７２１

Ｙ１５教学组织形式新颖，兼顾全体学生（０．１６７９） ０．０３３６

Ｙ１６学生接受新知识的能力（０．０６２０） ０．０１２４

Ｙ１７学生自创能力的培养（０．０３５５） ０．００７１

Ｙ２１教学方法多样化，能因材施教（０．１８５１） ０．０７４０

Ｙ２２积极开展课堂课外讨论（０．０５３８） ０．０２１５

Ｙ２３激发学生兴趣和学习积极性（０．０９７０） ０．０３８８

Ｙ２４教学方法强化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０．２８３０） ０．１１３２

Ｙ２５教师创新教学方法能力（０．０７９５） ０．０３１８

Ｙ２６创新教学的突出性（０．１９３６） ０．０７７４

Ｙ２７教师评价学生学习成果的多样性（０．０１９０） ０．００７６

Ｙ３１教学设施满足创新型人才培养需求（０．１４７６） ０．０２９５

Ｙ３２高素质创新型人才培养基地建设（０．０５３０） ０．０１０６

Ｙ３３课堂教学创新观念及创新意识（０．３０９６） ０．０６１９

Ｙ３４课堂教学过程中学生的质疑精神（０．０４９４） ０．００９９

Ｙ３５教师对专业以外知识的掌握能力（０．０４７４） ０．００９５

Ｙ３６教师知识结构的关联性和协调性（０．０４７４） ０．００９５

Ｙ３７教师使用多媒体教学比例（０．０２５８） ０．００５２

Ｙ４１有良好的育人氛围和创新教育环境（０．１４９５） ０．０２９９

Ｙ４２教师创新教学理念能力（０．０９１０） ０．０１８２

Ｙ４３对创新教学提高教学质量的认知能力（０．０５８３） ０．０１１７

Ｙ４４教师创新教学再深造机会（０．０３１２） ０．００６２

Ｙ４５科学可行的创新型人才培养规划（０．１４９５） ０．０２９９

Ｙ４６教师创新教学的监控能力（０．０３１２） ０．００６２

Ｙ４７创新教育的奖励力度（０．０９１０） ０．０１８２

Ｙ４８创新教育经费投入（０．０９１０） ０．０１８２

Ｙ４９省级以上创新团队数目（０．０５８３） ０．０１１７

Ｙ４１０社会满意度（０．０２１７） ０．００４３

Ｙ４１１毕业生就业率（０．１４９５） ０．０２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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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是以管理者为评价对象的教学效果评价指标权重，同样是四个准则层，但是权重的比重和教师
与学生是不一样的，教学目标、教学方法、教学过程、教学反思的权重分别为０．２，０．２，０．４，０．２，其中教
学过程占到了０．４，说明从管理者的角度来看教学方法在创新型人才培养的经管类课堂教学中是占有
很大比重。从指标层开始分析，在教学目标因素分析中，提供多重可扩展信息，开阔视野是权重最大，即

为０．３６０３，其综合权重也是最大，即为０．０７２１，因此是最重要，学生自创能力的培养相对次要，它的权
重和综合权重是最小，即分别为０．０３５５，０．００７１。在教学方法的因素分析中，教学方法强化对学生创
新能力的培养被认为是最主要的方面，权重和综合权重都是最大，分别为０．２８３０，０．１１３２，教师评价学
生学习成果的多样性被认为是次要方面，因为其权重和综合权重都是最小，即分别为０．０１９０，０．００７６。
在教学过程因素的分析中，课堂教学创新观念及创新意识的权重为０．３０９６，且综合权重为０．０６１９，两
者都是最大，因此处于最重要的地位，教师使用多媒体教学比例是处于次要地位，它的权重和综合权重

最小，分别为０．０２５８，０．００５２。在教学反思的因素分析中，有良好的育人氛围和创新教育环境、科学可
行的创新型人才培养规划、毕业生就业率三个方面被认为是最主要，它们的权重和综合权重最大，分别

为０．１４９５，０．０２９９，而社会满意度被认为是次要，它的权重和综合权重最小，分别为０．０２１７，０．００４３。

３　结论
创新型人才培养的经管类课堂教学评价我们已经从三个不同的视角去探究了，用了层次分析法进

行了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结论：第一，从学生角度出发，学生更注重的是教师的教学方法和教学过程，并

且实践教学的改善可以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开放式思维能力［６］。而教师教学的质量是由教学对象

来衡量的，要培养创新型人才，那么就要参考他们的意见和态度；第二，从教师的角度出发，教师在创新

型人才培养的经管类课堂教学中更加注重的是教学方法和教学过程，教师认为创新型人才的培养需要

在一定程度上是开放、弹性和即兴的。教师从教学评价中可以总结出，成功的教师善于运用问题策略、

方法策略、元认知策略、合作学习策略、时间策略、原理学习策略等一系列教学策略提高学生学习的有效

性［７－８］，自身需要明确自己的创新教学目标，并且制定好学习方法，对于不同的班级、不同的学生应有多

样化的学习方案，改变单纯的线性教学模板，要设计多样化多思维的教学方式；第三，从管理者的角度出

发，管理者是专家的意见，专家的意见更多的是站在学校的角度来思考问题的，它认为在创新型人才培

养的经管类课堂教学中，教学方法是最重要的，管理者认为合适、多元的教学方法能够吸引学生的学习

兴趣，他们可以在教学过程中发现自己的兴趣，并且发挥自己的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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