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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网络教学总体绩效评价的探索与实践 ①

付强，李晓铭，邓少鸿
（长沙理工大学 现代教育技术中心，湖南 长沙４１０１１４）

摘　要：随着网络教学在高校教学中的重要性日渐提高，网络教学已成为传统教学不可缺少的补充。文章针对网络
教学绩效管理评价困难、效果欠佳等问题，以长沙理工大学为例，详细分析了该校制定网络教学总体绩效评价指标的指

导思想及实施方法，并对具体考核指标做出深入解读，以期对有相关需求的同行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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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管理是指识别、衡量以及开发个人和团队的绩效，使这些绩效与组织的战略目标保持一致的持

续过程［１］。随着网络教学在高校教学中重要性日渐提高，相关院校和广大师生投入在网络教学中的精

力也越来越多，但是取得的成效有限，如何最有效率地引导网络教学的发展成为学校越来越重视的问

题。本文以长沙理工大学为例，详细介绍该校的网络教学绩效评价体系的指导思想及具体实施方法并

做出深入解读，为兄弟院校网络教学迅速、有效、客观的绩效评价提供切实可行的经验及教训。

１　总体情况
长沙理工大学２０１０年部署“清华教育在线”网络教学综合平台，鼓励所有课程使用网络教学辅助

教学，通过数据接口的方式使教务管理系统中的课程班与网络教学平台中的课程班一一对应。依
据学校教学目标管理的实际情况，学校网络教学管理分为两级体系：一是学校制订网络教学效果总体绩

效评价标准，以学院为单位对教师开展网络教学总体情况进行绩效评价，并根据标准给出量化分值，纳

入到年度考核本科教学工作目标管理（评估）指标体系中。二是学院可灵活设定政策对教师个人网络

教学进行绩效考核。这里研究的是第一级，学校对学院网络教学总体情况的绩效评价标准的制订。

１．１　指导思想
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根据学校实际需要制订，目标是着力提高网络教学效果。按照这个目

标，目前我校制订网络教学绩效评价三个原则是：一是公平、公正、公开，定性考核与定量考核相结合；二

是脚踏实地，依据本年度学校网络教学的实际情况制定标准；三是激励为主，重视实效。

１．２　基本方法
一是网络教学覆盖的范围。积极推动广大教师和学生应用网络教学平台辅助教学，课程上网、资源

上网，以学院网络教学普及率为主要指标，侧重应用广度。二是网络教学课程应用的实效。引入网络辅

助教学课程排名机制，采用目标激励、榜样激励、竞争激励等策略［２］引导学院积极推动网络教学课程精

品化，侧重课程实际使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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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评价指标制订
为了最大限度排除主观因素的影响，按照公平，公正，公开原则，评价指标选择网络教学平台的后台

统计数据为基础，经过统计、计算得到最终的量化数值。

２．１　网络教学普及率
从以往网络教学的经验教训来看，网络教学的普及率是推动网络教学发展成败的关键因素，只有广

大师生都将网络教学变成一种习惯，才能真正发挥网络教学的优势，改善总体教学效果。为了计算网络

教学普及率，需要提出课程激活标准的概念。课程激活标准的定义：评判网络课程已建设并投入使用的

一组判别要求称为课程激活标准，达到或超过该要求，则称该课程已激活。

２．１．１　课程激活标准制订
首先选取有代表性的考核点。新增教学材料数量能够体现教师建设网络课程的付出；学生进入课

程总数可以从总体上反映学生的使用情况。另外，还要兼顾一些特例。网络教学绩效统计是基于一年

的数据，有些课程开设较早，教学材料已建设得比较完备，当年没有建设新的教学材料，教师在使用上主

要侧重与学生交互，例如：讨论答疑、作业提交等，毫无疑问，这类课程也是属于激活了的。因此增加教

师登陆次数与学生进入课程总数为考核点。以２０１４年课程激活标准为例，满足以下两种情况之一即视
为激活：一是资源建设助学型：教师上传的教学材料数量大于３，并且学生进入课程数大于３０；二是平台
答疑交互型：教师登陆次数大于５，并且学生进入课程数大于５０。
２．１．２　具体评价方法

按课程激活标准统计出各学院网络课程激活数目，并计算出课程激活率作为评分标准。考虑到各

校网络教学发展的不平衡性及激励为主的原则，取各学院课程激活比率中的前两名为满分，以第二名的

激活比率作为参照体系，得到其余各学院的评分。这样激励了网络教学做得好的学院，同时网络教学基

础薄弱的学院付出的努力也可以体现出来。具体计算公式如下：课程激活率前两名的学院得分为满分

２分，设第二名课程激活率为Ｓ，其余各学院的课程激活率为Ｔｉ，则学院的得分Ｙｉ计算公式为：

Ｙｉ＝２×
Ｔｉ
Ｓ。

２．２　实际辅助教学效果
２．２．１　基础性考核点

该项考核的目标是进一步鼓励和支持广大教师加强网络教学资源基本建设，不断丰富和完善网络

教学资源，及时更新学科及教学领域最新发展动态资料。考察的指标项有添加教学材料数量、添加常见

问题数量、教师进入课程总数。在抽查中发现部分教师有刷登陆次数的现象。为防止该考核点占比太

大，对教师进入课程次数设定上限，考虑到教师每天进入课程２次就属于比较活跃，设定上限为３００次／
学期。

２．２．２　交互性考核点
该考核点的目标是积极推进网络教学平台的使用，促进师生之间的互动与交流，加强网络教学资源

的利用。考察的指标项有新增教师布置作业总数、学生提交作业总数、新增课程讨论总数、发布课程通

知总数、学生访问量、发布课程问卷数等。

与选课人数（Ｅ）有关的数据项需设定系数。以提交作业总数为例：一方面，由于选课人数与提交作
业的数量呈正比例关系，此处我们将递交作业总数权重设置为学生提交作业总数／Ｅ来平衡选课人数对
该项得分造成的影响。另一方面，提交的越多，需要教师批改和管理的也越多，这里按照通用做法，将得

分再乘以系数（不足５０人的按１计算，超过５０人按（（Ｅ－５０）／１００＋１）计算）。课程讨论总数和访问量
也按照这种方法处理。为防止学生刷登陆次数，学生平均访问量（学生访问量／Ｅ）的上限也设定为２００
次／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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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３　课程综合得分公式
课程得分计算公式：

Ｓ＝α１×Ｊ＋α２×Ｍ＋α３×Ｎ＋
α４×Ｆ
２ ＋α５×Ｉ＋α６×Ｑ＋

α７×Ｌ＋α８×Ｏ＋α９×Ｇ
Ｅ（（Ｅ－５０）／１００＋１）

各参数含义：α１ ～α９为可调权重，默认值为１，也可以根据学校侧重方向不同，经专家打分论证得

到；综合得分（Ｓ）；添加教学材料数量（Ｊ）；添加常见问题数量（Ｍ）；新增教师布置作业总数（Ｎ）；教师进
入课程总数（Ｆ上限为３００次）；发布课程通知总数（Ｉ）；发布课程问卷数（Ｑ）；选课学生人数（Ｅ）；新增
课程讨论总数（Ｌ）；学生提交作业总数（Ｏ）；学生访问量（Ｇ／Ｅ上限为２００次）。

用此公式对全校所有课程得出综合评分，筛选出排名为全校前３００的课程，学院每增加一门课程得
分加０．１，满分为２分。

３　绩效评价结果分析
按上文评分方法对长沙理工大学１６个学院２０１４年网络教学绩效做出综合评价，结果见表１。

表１　学院２０１４年网络教学得分及分析总表

院（部）名称
课程

总数
已开

开课率

（％）

网络教学普

及率 （２分）

排名前３００名

课程门数

实际辅助教

学效果（２分）
总得分

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 ４０９ １３５ ３３ １．２ １７ １．７ ２．９

化学与生物工程学院 ３４７ １４１ ４０．６ １．５ １７ １．７ ３．２

计算机与通信工程学院 ３６７ ２５８ ７０．３ ２ ７５ ２ ４

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４７６ ８０ １６．８ ０．６ ５ ０．５ １．１

经济与管理学院 ７０５ ２４７ ３５ １．３ ３３ ２ ３．３

马克思主义学院 ２５５ １１１ ４３．５ １．６ １６ １．６ ３．２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３０３ １３５ ４４．６ １．７ ９ ０．９ ２．６

汽车与机械工程学院 ３０７ １２５ ４０．７ １．５ １３ １．３ ２．８

设计艺术学院 ７４３ ３０ ４ ０．１ １ ０．１ ０．２

数学与计算科学学院 ２６１ ６３ ２６．７ １ ５ ０．５ １．５

水利工程学院 ２３７ ８２ ３４．６ １．３ ５ ０．５ １．８

体育教学部 ２８４ ２４ ８．５ ０．３ ６ ０．６ ０．９

土木与建筑学院 ７０７ １５６ ２２．１ ０．８ ９ ０．９ １．７

外国语学院 ３９４ ２７７ ７０．３ ２ ５７ ２ ４

文法学院 ３３５ ８５ ２５．４ ０．９ １８ １．８ ２．７

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 ２１５ １１５ ５３．５ ２ １４ １．４ ３．４

结果分析 　 　 　 　 　 　 　

最低分 　 　 　 ０．１ 　 ０．１ ０．２

最高分 　 　 　 ２ 　 ２ ４

平均分 　 　 　 １．２３８ 　 １．２１９ ２．４５６

标准差 　 　 　 ０．５６８９ 　 ０．６２２７ １．０９３７

　　由于开课率有两个学院并列第一，按照规则取第二名开课率（５３．５％）为基准。
从结果分析看三项得分平均分均超过了满分的６０％，得分分布较合理，充分拉开了分差，榜样激励

效应明显，各学院之间也形成了较强的竞争关系。总体上，该绩效评价既关注了网络教学的广度，又注

重了网络教学的实际效果。从这两年的网络教学实际情况看，各学院对绩效评价的公平性是认可，产生

了不错的激励效果，网络教学平台的总访问量从２０１２年底的１３００多万次猛增到现在的８６３１万次，可
以说从数量到质量上都有较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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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方案也有一些不够完善的地方。第一，由于采用后台统计数据作为评价标准，从技术的角度难以

完全杜绝有针对的刷数据行为；第二，作为整体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生对网络教学的评价因素没有

直接引入；第三，有些参数的设置还有很大改进的空间。

４　结语
绩效管理的贡献在于促使组织成员的努力方向从单纯的忙碌往有效方向转变，从而形成高效率的

工作模式［３］。进行网络教学绩效评价是优化网络教学资源配置的要求，对于实现学校网络教学自身发

展的可持续性和推动其进一步发展都具有及其重要的长远意义和现实意义。在实施网络教学绩效评价

时需根据本校的实际情况不断改革网络教学绩效评价指标，还要让更多的一线教师尤其是网络教学做

得好的教师参与到规则制定与实施中来，使绩效评价发挥更广泛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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