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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自制“学生评教”调查问卷等方式，找出影响我校“学生评教”的主要原因，为科学制定既突出学生感受
又关注学生学习经历与体验的“学生评教”满意度量表以及活动的开展提供参考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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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评教”是最基本也是最常见的教师教学质量评价方式之一，也是我国高校用来保障和监控教

育教学质量的重要手段之一。为了进一步了解“学生评教”活动现状，本文采取自制调查问卷表，实地

调查走访，利用Ｅｘｃｅｌ收集整理数据，找出并分析影响“学生评教”的主要原因，为科学制定既突出学生
感受又关注学生学习经历与体验的“学生评教”满意度量表以及活动的开展提供参考和依据。

１　对象及方法
１．１　调查对象

随机抽取了遵义医学院临床医学、护理学、麻醉学、医学影像学等医学专业及方向不同性别、年级

７００名在校大学生。
１．２　研究方法及内容

在文献法的基础上，通过走访、Ｄｅｌｐｈｉ法、专家咨询法、预调查法等从影响“学生评教”的主要因素、
学生对学习的感受、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体验到的收获、学生对评教的看法等四个方面设计调查问卷条

目，共３５项，其中基本信息５项，主要内容３０项。开展为期一个月的调查实地调查走访活动，利用 Ｅｘ
ｃｅｌ收集整理数据，并对“学生对学习的感受、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体验到的收获”调查条目中回答无所谓
的这部分数据作弃权处理，因为回答“无所谓”的受访者人数比例较小。其余数据采用“率”的概念进行

相关描述，并估算了总体率９５％置信区间（９５％ＣＩ）。

２　结果
２．１　基本情况

此次调查共发放问卷７００份，回收６８０份，回收率９７．１４％；回收有效问卷６６５份，有效回收率９５％。
其中，男性 ３２１人（４８．２７％），女性 ３４４人（５１．２３％）；省内生源 ４４５人（６６．９２％），外省生源 ２２０人
（３３０８％）；临床医学、护理学、麻醉学、医学影像学等医学专业及方向的在校大学生分别为 ３５０人
（５２６３％）、１００人（１５．０４％）、１００人（１５．０４％）和１１５人（１７．２９％）；接受大学一年级到大学五年级教育的
学生分别为２０６人（３０．９８％）、１９５人（２９．３２％）、１７４人（２６．１７％）、８５人（１２．７８％）和５人（０．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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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影响“学生评教”的主要因素
调查结果显示：学校的教学环境、教学设施与设备的使用、学生管理人员、后勤服务、学校的安全与

卫生、课外科技文化活动、课程考核方式与方法、教师职业素质、教师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效果等

对“学生评教”均有影响。其中影响强度最大的分别是教师的职业素质与学识水平、课外科技文化活

动、教师教学内容及教学方法和教师的教学效果等因素，占调查总人数的５４．４４％、５２．１８％、５２．１８％和
５２．０３％。而后勤服务和课程考核方式与方法相对影响较弱，分别占调查总人数的３９．４０％和４４．０６％。

通过计算，这些因素是影响“学生评教”的主要因素，其影响率在８０％以上（表１）。
表１　对影响“学生评教”主要因素的分析

调查项目
合计 有影响 ９５％ＣＩ

人数 人数（％） 下限，上限

教学环境，包括校园、教室、实验室、语音室、宿舍等环境 ６６５ ５７２（８６．０１） ８３．３８，８８．６５

教学设施与设备的使用 ６６５ ５６６（８５．１１） ８２．４１，８７．８２

图书资源（含本学科专业图书资料）的使用 ６６５ ５７６（８６．６２） ８４．０３，８９．２

学生管理人员 ６６５ ５６５（８４．９６） ８２．２５，８７．６８

后勤服务 ６６５ ５８７（８８．２７） ８５．８３，９０．７２

学校安全与卫生 ６６５ ５５４（８３．３１） ８０．４７，８６．１４

课外科技文化活动 ６６５ ５７２（８６．０１） ８３．３８，８８．６５

课程考核方式与方法 ６６５ ５６１（８４．３６） ８１．６，８７．１２

教师职业素质与学识水平 ６６５ ５８４（８７．８２） ８５．３３，９０．３１

教师的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 ６６５ ５８２（８７．５２） ８５．０１，９０．０３

教师的教学效果 ６６５ ５７１（８５．８７） ８３．２２，８８．５１

２．３　学生对学习的感受
大部分受访者能对本学科专业学习产生兴趣，认为布置的作业、社会实践活动等与社会需求相结

合，课程考核有利于自己的学习和发展，而不是简单应付、死记硬背，课程训练的量适中，课程教学内容

与课程训练内容，如作业、实验报告等相符合，课程学习的量不适中，偏多，希望能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

以减轻学生学习负担（表２）。
表２　对学生学习感受的分析

调查项目
合计 是 ９５％ＣＩ

人数 人数（％） 下限，上限

是否对本学科专业产生了兴趣 ５８５ ３７３（６３．７６） ５９．８７，６７．６６

课程教学内容与课程训练内容，如作业、实验报告等是否相符合 ５９１ ３１４（５３．１３） ４９．１１，５７．１５

布置的作业、社会实践活动等是否与社会需求相结合 ５７２ ３４２（５９．７９） ５５．７７，６３．８１

课程学习的量是否适中 ５４６ ２３４（４２．８６） ３８．７１，４７．０１

课程训练的量是否适中 ５８２ ３１８（５４．６４） ５０．６０，５８．６８

课程考核是否有利于学生学习和发展，而不是简单应付、死记

硬背
５８５ ３７３（５７．１２） ５３．１０，６１．１４

除“课程学习的量是否适中”是的率低于５０％外，其余调查项目均超过５０％，认同率最高的是“通
过学习，对本学科专业产生了兴趣”，其次是“布置的作业、社会实践活动等要与社会需求相结合”。

２．４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体验到的收获
调查结果表明，大部分受访者通过学习，能规范操作本学科专业的基本技能，了解并掌握本学科专

业知识信息获取的渠道和方法，能与其他同学开展合作学习，但仍然不能主动与授课教师进行有效的交

流、沟通，更不敢对教师所授知识进行质疑或提问，不能清晰地表达所学专业基本知识的概念，包括口头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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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和书面语言表述能力。分别占调查总人数的３６．３５％、３７．２２％、４１．２４％。还有近半数的人是不能
理解、记忆和掌握教师所授内容，自我感觉欠佳。

２．５　学生对评教看法
３７２人（５５．９４％）能对教师教学态度、教学方法、教学内容、教学手段等进行公平、公正的评价；３２０

人（４８．１２％）还会因为自己对某教师的偏好，影响评价结果；３６３人（５４．５９％）对目前“学生评教”内容
仅为授课教师教学态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效果等做法不满意，认为目前“学生评教”内容单一，

没有突出学生的主体，教师主导作用的发挥，不能体现学校“以学生为中心”的服务宗旨和学生“物有所

值”思想，并强烈反对“专家评教”、“学生评教”共用一个调查表的做法，这也是目前造成“专家评教”

“学生评教”评教的结果截然不同主要原因之一，导致专家评分普遍低于学生的评分，专家评分的区分

度大而学生评分的区分度小，学生评教的有效性高于专家评教的有效性等［１］，［２］。

通过走访，绝大部分受访者认为：虽然“学生评教”的结果是对教师教学效果最直接的反映，但“学

生评教”结果与教师教学质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其结果应有别专家或同行评教。这是因为前者是专

业知识的学习者，缺乏对授课教师背景、学科专业知识的深入了解，无法对教师的教学目的、要求、教学

策略等内容进行科学评判，评价结果只能是学生本人对专业学习的感受和所体验到收获的具体表现；而

后者则是依据自己丰富的教学经验，加之对评判教师背景、课程设置、课程内容比较熟悉等方面，对被评

教师的教学目的、要求、教学策略等内容进行科学评判。两者的评判截然不同。

３　对策与措施
１）增强对“学生评教”满意重要性的认识，树立以学生为本、发展为本和教学为本的评价理念，并把

学生满意度评价作为考核某学校专业教育教学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同时积极消除部分学生因为对某

教师的偏好而影响评价结果的做法，并把这种影响降到最低。

２）成立校、院（系）两级“学生评教”委员会，专门负责“学生评教”的组织、策划、实施、总结和反馈。
３）科学构建一个既关注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所感受、体验到的收获，又关注教师个性与共性发展的

“学生评教”满意度测评指标体系，为该活动的开展提供参考和依据。首先，构建原则。即在遵循高等

教育人才培养规律的基础上，按照现代教育理论、《全面质量管理（ＴｏｔａｌＱｕａｌｉｔｙＭａｎａｇｅ，简称 ＴＱＭ）》的
有关要求以及“公开、公正、公平”、“程序严谨、规范、易操作”、“广泛参与”等原则，并采用非常满意、比

较满意、一般、不太满意、很不满意５个等级构建“学生评教”体系。其次，评价内容。主要对学校人才
培养目标与管理、文化传承与创新、学校环境与资源利用、各教学环节，如集体备课质量、理论课和实验

课课堂教学质量、ＰＢＬ或ＴＢＬ教学质量等的满意度情况进行评价，并重点对学生学习方法、学习态度、
学习效果进行评价。

４）畅通“学生评教”渠道。即利用计算机、现代网络和数据挖掘等技术，建立“学生评教”满意度评
价平台，让学生在第一时间了解、学习“学生评教”的相关政策的同时，为学校、教师了解学生的想法和

学生学习中遇到的各种难题和诉求提供渠道。

５）及时公布“学生评教”结果，督促教师不断改进教学，使其在友好的氛围中完成教师的“教”与学
生的“学”。同时扩大“学生评教”评价范围，逐渐形成重视学生需求、满足学生需要、通过与学生的互动

来不断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新型服务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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