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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学生评教指标体系的效度和信度分析

—
以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生评教表为例

陈国海
(广东外语 外贸大学 管理学院

,

广东 广州 51 以20

【摘 要」 迄今为止
,

国内仅有极少数有关高校学生评教指标体系的效度和信度的报告
,

这与如火如茶

的高校教师教学评估实践很不相称
。

效度和信度检验是高校学生评教指标体系的科学性的命脉
。

缺乏科学的学

生评教指标体系
,

将会误导教师的教学行为
,

挫伤教师的教学积极性
。

本文以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生评教指标

体系为例
,

说明高校应当如何开展学生评教指标体系的效度和信度检验
,

以便改进学生评教指标体系
,

以提高

其科学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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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引言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以下简称广外大 ) 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零星
、

不定期地开展教师课堂教学

质量评估
,

以学生评教为主
。

其主要起因是为了评

出先进教师和外籍优秀教师
,

以满足一年一度的表

彰大会的需要
。

凡被提名为先进教师和外籍优秀教

师的老师均必须接受学生评估并且得分要高
。

在全

校统一实施 学 生评教 工作 之前
,

一些 学院和系

(部 ) 为了解教师教学情况和更合理地分配奖金
,

每学期或者每学年对教师进行学生评教
。

广外大开

展合格课程评估和重点课程评估的过程 中也对相应

课程教师教学进行了学生评教工作
。

大家参照或者

直接使用大学的 巧 项指标的问卷开展学生评教工

作
,

记分均采用人工手算
。

为提高学生评教工作的效率
,

笔者及其同事一

方面引进了计算机技术
,

改变过去人 工记分的方

法
,

由光电阅读器读取数据并由计算机直接计算出

各项指标得分和总分 ; 另一方面对原有的指标体系

进行了简化
,

由原来的 巧 项指标简化为 8 项指标

(见附表 1 )
,

学生按
“

优
” 、 “

良
” 、 “

中
” 、 “

差
”

四

种等级对各项指标进行评分
。

从 2田 l年起在广外

大全面实施学生评教工作石

安世全
、

关媛媛 (2 0( )3 ) 指出
,

我国一些高校
“

学生评教
”

工作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许多人

对
“

学生评教
”

的可靠性和有效性心存顾虑
。

人们

怀疑学生评教的科学性
、

可靠性和有效性有其客观

的理由
。

其实
,

从已公开发表的文献来看
,

迄今为

止只有少数几篇论文分析和报告了高校学生评教指

标体系的效度和信度 (如陈国海
,

2 00 3; 刘金水
、

谢云荪
,

19 94 ; 王笃美
,

19 96)
。

效度和信度是高

校学生评教指标体系科学性的重要衡量指标
,

效度

和信度分析是设计
、

修改
、

简化学生评教表以及预

评估和再评估的必要功课
。

缺乏信度和效度的检验

而茫然地将这些指标体系用之于学生评教实践
,

其

结果将使教师对学生评教指标体系争议大
,

评教结

果不可靠
,

挫伤教师的教学积极性
。

本文拟以广外

大学生评教指标体系为例
,

说明高校应当如何开展

学生评教指标体系的信度和效度检验
,

以便改进学

生评教指标体系
,

以提高其科学性
。

二
、

效度分析

王笃美 (19 96) 指出
,

关于计算学生评教效度

的效标
,

目前我国采用的主要有以下两种
:

(一 )

专家组评价结果 ; (二 ) 学生课程综合成绩
。

也就

是计算学生评教结果与专家组评价结果或者学生课

程综合成绩的相关
。

这里笔者尝试从另外两个角度

进行学生评教的效度分析
。

(一 ) 内容分析

请两位大学教师分别就附表 1 的八条评估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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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比较分析
,

结果发现
,

两位教师均认为该八条 间的学生评教表对同一教师
、

课程进行评估时
,

其

评估指标与课堂教学质量密切相关
,

且相互之间并 结果应当非常相接近
,

或者显著正相关
。

无明显重叠之处 均认为这八条指标可分为教学态 笔者同时采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

华南农业大

度 (l
、

2 项指标 )
、

教学 方法 (3
、

4
、

5
、

6 项指 学
、

中山医科大学三所院校学生评教表
,

装订成一

标) 和教学效果 (7
、

8 项指标 ) 等三个部分
。

份
,

共发放 790 份学生评教表对 25 个教师 的课程

(二 ) 不同院校学生评教表的比较 教学质量进行评估
,

回收 6 58 份
,

有效学生评教表

所设计的学生评教表是否真的反映了教师课堂 5 86 份
。

结果发现
,

三院校 的学生评估表 虽然 不

教学质量
?
假设其他某些院校设计得比较科学

,

确 同
,

但学生评教结果高度正相关
,

学生评教结果是

实反映了教师课堂教学质量
,

那么采用不同院校之 高度一致的
。

具体参见表 1
。

表 1 三 院校分项评分的相关
、

相关显著性

院院校 、院校校 评分 (X 士 SD )))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 华南农业大学学 中山医科大学学

广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 80
.

0 5 士 13
.

6666 lll 0
.

8 8 关 关关 0 8 5 关 关关

华华南农业大学学 8 2
.

2 2 士 ] 1
.

1555 0
.

8 8 关 关关 lll 0
.

9 2 关 关关

中中山医科大学学 80
.

2 8 士 1 1
.

1777 0
.

8 5 关 *** 0
.

9 2 关 关关 lll

注
:

“ 表示非常显著正相关
,

I) < 0
.

01

三
、

信度分析 四
、

讨论

信度分析有两个主要方法
,

一个是检验学生评

教表的各项指标内容是否相一致
,

只有一致
,

各项

指标得分相加得 出的总分才是有意义的 ; 另外就是

重测信度要高
,

这是假设教师在短期之内其课堂教

学质量相对稳定
,

不可能有很大的变化
。

(一 ) 指标一致性系数

2 00 2 一 2 00 3 学年度第二学期广外大共有 5 06 位

教师接受 了学生评教
。

对数据进行 主成分分析发

现
,

仅有一个特征根值大于 l
,

即为 7
.

0
,

因此仅

抽取一个 因子
,

解 释总变异的 87
.

6 %
。

八条指标

的内部相关系数在 0
.

73 到 0
.

% 之间
,

说明广外大

学生评教指标是同质的
。

各指标在该因子上的负载

在 0
.

88 到 0
.

9 6 之间
。

该学生评教表 的内部一致性

系数 (克龙巴赫 AI Pha 系数 ) 为 0
.

98
。

总之
,

广外

大学生评教表是一维的
。

(二 ) 重测信度

将 2 00 2 一 2 00 3 学年度第二学期与 200 3 一 2以科

学年度第一学期的学生评教结果相比较
,

时间相隔

6 个月左右
,

结果发现
,

前后两个学期对教师课堂

教学质量 的学生评教结果 的重测信度是 0
.

61 (样

本数 3 85 人
,

缺基础英语学院及因教师变动而无法

对比的除外 )
,

在 0
.

01 水平上显著相关
。

在两个学

期教同一门课程 (共有 2 26 人 ) 和教不同课程 (共

有 159 人 ) 的教师的学生评教得分的重测 信度相

同
,

即 0
.

62
,

在 0
.

01 水平上 显著相关
。

这说明
,

学生评教结果与教师在两个学期上 的课程是否相同

关系不大
。

从广外大学生评教表的内容分析来看
,

其八条

指标内容重叠较少
,

行文比较简洁
,

指标数也不算

多
。

对比发现
,

采用它与其他两院校学生评教表进

行学生评教
,

它们的结果高度正相关
。

这说明
:

虽

然三院校学生评教表各不相同
,

但其结果具有高度

的一致性
。

假如其他两个院校的学生评教表是有效

的
,

那么广外大的学生评教表也是有效的
。

其原因

可能是该三院校学生评教表在内容上正确地反映了

教学的规律和本质
,

甚至显得有点雷同
。

这种现象

在国内高校较为普遍
。

各院校在设计 自己的学生评

教表时参考其它院校的学生评教表
,

这种相互借鉴

和学习是很正常的
。

因子分析和内部一致性系数 (克龙巴赫 刀p ha

系数为 0
.

98 ) 均说明该学生评教表是一维量表
,

因此各项指标内容反映的是同质的东西
,

得分可相

加
,

其总分有意义
,

总分的高低可用来说明教师课

堂教学质量的好坏
。

此外
,

对前后两个学期教师课

堂教学质量的学生评教结果的较高的重测信度说

明
,

一方 面教师在短期 (如 1 一 6 个月 ) 内的教学

水平相对稳定
,

另一方面先后不同学生对同一教师

的课堂教学质量 的评估具有稳定性
。

这与王笃美

(199 6) 在综合国内外 已有研究基础上得出的结论

相一致
,

即在大样本情况下
,

学生评教是稳定可靠

的
。

从统计学角度分析
,

学生评教不仅短期稳定
,

长期稳定性也很好
。

当然
,

教师教学质量受多种因

素的影响
,

要全面衡量一个教师的教学水平
,

还应

从更广的角度
,

像教材
、

课程类别
、

科研
,

以及更

多的视角如同行评估
、

教学文档等来评估教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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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
。

附表 l 广外大学生评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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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气eses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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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lesLLesesL

, ..J,卫.J一..J�j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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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L工esesesLLesesL

评评 估指 标标 优优 良良 中中 差差

111
.

教书育人
,

治学严谨谨谨谨谨谨

222
.

遵时守纪
,

认真负责责责责责责

333
.

备课充分
,

熟悉内容容容容容容

444
.

条理清晰
,

表达流畅畅畅畅畅畅

555
.

方法得当
,

手段灵活活活活活活

666
.

联系实际
,

因材施教教教教教教

777
.

夯实基础
,

培养能力力力力力力

888
.

启发思维
,

激发创新新新新新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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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

其学习效果是仅仅往网上放文字
、

图片资料所

无法比拟的
。

在网络课程的学习中
,

传统的纸介教材仍然起

着很重要的作用
。

需要注意的是
,

学生在学习过程

中应该以网络课程学习为主
,

把纸介教材作为参考

资料来学习
,

这样才能取得比较好的学习效果
。

基

于对网络带宽
、

故障和上网通讯费用的考虑
,

网络

课件又被刻录成电脑光盘
,

称为光盘课件
,

以方便

学生在不上网的条件下
,

使用电脑进行学习
。

但网

上导学
、

网上答疑
、

网上讨论
、

课程作业
、

模拟试

题等学习栏目必须上网进人网络课件中才能使用
。

( 3) 网络课程的导航系统便捷化

一个适于自主学习的便捷导航系统应该至少包

括
:
课程结构说明

、

课程的层次或网络 目录结构
、

学习历史与状态记录
、

课程和学习单元快速链接
、

便捷的资源检索
、

导航帮助等
。

(4 ) 提倡分组研究性学习

在网络课程的学习中
,

应提倡在网络教学条件

下的分组研究性学习
,

由于军队院校学生的平时组

织管理较地方高等院校学生要好
,

可 以采用 以班

(8
一 10 人 ) 为单位分组进行学习

。

除此之外
,

由于网络课程的接收人群比传统课

堂教学模式要多
,

因此网络课程教学应该能针对不

同类型 的学生
。

网络课程学习者大致可以分为两

类
: 一是本专业的学生 ; 二是为补充知识的其他专

业学生
。

这类学习者通常也可以按照必修和选修来

分类
。

这两类学习者在认知结构
、

学习 目的
、

学习

内容和学习方式上都存在不 同程度的差别
。

在设计

网络课程时
,

应分析两类不同教学对象的特点
,

将

不同专业的学生融人其中
。

(5 ) 加强网络课程的智能化

由于网络课程和传统课堂教学所不同的是没有

面对面的监控和实时反馈
,

因此网络课程的智能化

就显得相当重要
。

智能化包括 了解每个学生的学习

能力
、

认知特点和当前知识水平
,

自动选择最适当

的教学内容和方法
,

具体体现在智能化管理学习的

整体状况
,

网上智能答疑系统
,

题库的智能化水平

以及对学生间题的 自动诊断
。

最后还能由系统自动

对每个学生学习时间
、

提问次数
、

交作业时间及质

量等进行统计
,

供教师给学生评分时参考
。

因此开

发网络课程时应充分重视网络课程的智能化
。

〔参考文献〕

陈庚
.

谈网络课程建设的进展和 不足〔J〕
.

中国远程教

育
,

2 (X科
,

( 2)
.

林君芬
,

余胜泉
.

关于我国网络课程现状与 问题的思考

〔J〕
.

现代教育技术
,

2田 l ,

( 1)
.

王琪
.

网络课程设计之点 滴思考〔J]
.

中国远程教育
,

2仪犯
,

( 5 )

张恩宜
,

童艳荣
.

网络课程开发的综合性思考「J]
.

电化

教育研究
,

2 (X 犯
,

( 9 )
.

刘志勤
,

陈波
.

现代远程教育中网络课程的研究与实践

[JJ
.

教育探索离刀2
,

( 1 2 )
.

彭立
,

乔爱玲
,

王楠
.

基于建构主义 网络课程的设计与

实现〔Jl
.

中国电化教育
,

2田2 ,

( 9)
.

曾志雄
.

浅谈网络课程的设计模式 tJ〕现代教育技术
,

2 (X犯
,

( 3 )
.

门..Jl.esJ
,12

resesL厂..L

一...J, esesJ
内j4

r..LLesesL

飞.J门esJ,
esesJ

气�67
resesL

rr
esL

(责任编辑
: 范玉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