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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以推进我校课堂教学督导的科学化和信息化为目标，以教师教学行为为关注点，
基于已有教学督导的专家评语，采用自下而上、反向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思路，通过内容

分析、合并归类、专家咨询等方式确定了指标条目，然后借助专家咨询确定了指标条目的权重，

最终构建了量化评价与质性评价相结合的督导评价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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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校教学督导具有监督、指导、参考咨询和
激励的作用。教学督导工作以高校 “教学质量”

为核心，以各主要教学环节为监控点，通过监督、

检查、评估、反馈与指导，及时纠正教学过程出

现的教学偏差，并为学校提供决策依据［１］。教学

考评中心承担了全校教师的教学督导任务，与学

生评教、院系评教共同构成学校教学质量评价的

三级评估体系，具体实施以专家为评估主体对全

校教师的课堂教学质量进行评估。２０１６年，为了

进一步规范教学督导，中心编制了 《督导专家查

课意见表》（见表１），并结合文献研究、征求专家
意见后编制了 “课堂督导评分参考项目”———督

导评课的５项指标、相应权重及２３条判断标准，
供专家评教打分以及填写 “评语及建议”时参照。

“课堂督导评分参考项目”为专家开展教学督导提

供了有力的支撑，专家的督导评语及建议也得到

了教师的认可，在引导教师规范课堂教学实施、

提高课堂教学水平和保障课堂教学质量方面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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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积极作用。为了让教学督导更深入地把脉教学

问题、更有力地引导教员发展［２］，２０１８年中心对
课堂教学督导的指标体系作了进一步优化。

表１　课堂督导评分参考项目

课
堂
督
导
评
分
参
考
项
目

教学设计

２０

教学实施

３０

教学效果

３０

教学态度

１０

教学功底

１０

教案合理完整

正确的思想导向

针对教学对象和课程特点

重点、难点清晰

设计思路新颖 （高）

内容充实，讲解准确、形象

双向交流、互动良好，发挥学生主体

作用

关注学生掌握情况

根据教学需要灵活变化教学方法 （高）

启发思维，关注知识应用，注重能力

培养

知识结构合理，逻辑清晰

提高认知水平和综合能力

激发学习兴趣

培养创新素质 （高）

注重学生人格培养 （高）

教学及专业态度严谨

热情投入，爱护学生

精神饱满，举止端庄大方

遵守教学纪律，着装严整

语言准确简练流畅，富感染力

无媒体依赖，方法灵活多样

时间利用率高，节奏紧凑

课堂纪律控制良好

　　一、课堂教学质量督导评价优化的

基本思路

　　将海军院校教学过程管理与教学规范化建设
的具体要求纳入课堂教学督导评价体系。同时，

本研究遵循以下思路：

首先，以本校原有教学督导评价实践为基础。

中心在过去的教学督导中积累了大量宝贵的一手

质性资料，本研究拟对这些资料作深度分析，以

基于实证的研究持续改进课堂教学督导。

其次，以促进教师教学能力的提升与管理为

目的。高校教学督导的职能有督教、督学、督管

三个方面，本次督导评价体系的优化以督教为主，

以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为目的，因此课堂教学督

导指标的建构主要聚焦教师的课堂行为。

再次，突出课堂教学督导的科学性。进入二

十一世纪，国内学者对高校课堂教学评价研究的

重要主题之一就是构建课堂教学质量评价的指标

体系［３］，学者在评价指标的构建原则上一致认同

指标建构要遵循科学性原则和方向性 （或导向性）

原则。提高课堂教学质量专家评价的科学性符合

高校教学质量评估指标体系建构的总体趋势。

最后，考虑未来信息科学前沿技术介入课堂

教学督导的可能性。在信息科学与其他学科交叉

融合发展的趋势下，信息和人工智能驱动下的教

育智能体、教育大数据分析与应用、学习分析与

评测和自适应个性化辅助学习等方向的理论与方

法研究正在成为信息科学应用于教育领域的新方

向［４］。教师教学行为分析的智能化是高校课堂教

学督导与评估的未来发展方向。近年来，将计算

机技术引入课堂评价中进行教学信息的自动化采

集已成为当前课堂教学评价中的最新趋势［５－６］。人

工智能应用的最大瓶颈在于算法与领域知识的融

合。本研究力图在智能评价的视角关照下开展督

导指标的优化。

　　二、课堂教学质量督导评价优化

的原则

　　基于前述思路，本次优化研究特别关注评价
指标的具体化、行为化和可操作化。评估体系的

科学化程度直接决定着评价方案的水平，决定着

评价结果的可信度和有效性。指标体系的科学性

体现在目标一致性、方向性、整体性、可测性、

独立性和可比性等原则上，是建立教学评价指标

体系必须遵循的准则和依据［７］。其中，客观性原

则强调指标体系的建立必须符合教学过程的实际，

每项具体指标都要反映教学情况［８］；可测性原则

强调指标体系中最低层次的指标必须是可以测量

的、具体的、明确的、可以操作和把握的。本研

究在遵循各原则的基础上，特别强调客观性原则

和可测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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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课堂教学质量督导指标体系

的建构方法与过程

　　课堂教学质量指标体系的构建大致遵循拟定
指标－确定权重 －验证与修正的流程。其中，指
标体系拟定方法有分解目标法、归类合并法、内

涵分析法、关键要素调查法、文献研究法、系统

分析法和专家讨论法等［９］。确定指标体系权重的

方法有特尔斐法、层次分析法、优序图法、专家

会议法、专家咨询法、专家排序法等。

（一）基于专家评价语料库自下而上构建指标

条目

当前课堂评价量表多采用文献法、经验法、

问卷法、行动研究法等，由专家和教师协同开发，

预先编制，在实践中不断检验优化。课堂教学评

价量表的编制与优化除了采用 “专家预设、自上

而下”的编制方式外，还可以采用 “评语提取、

自下而上”的方式。事实上，基于评语的反向评

价方法，已成为国际教学评价分析的新视角［１０］。

本研究借鉴基于评语、自下而上反向构建的研究

思路，以现有课堂教学督导专家评语为基础，对

督导评语进行基于文本的内容分析，结合归类合

并、专家咨询和文献研究等多种方法进行指标体

系构建。从原始条目提取到最终指标体系确定经

历了四轮筛选和提炼。

１第一轮：摘录专家督导评语，形成指标体
系的原始指标条目池

从２０１６年起，考评中心组建了比较稳固的课
堂教学督导团队，每次由３名专家组成的小组同时
进课堂，专家小组由本专业专家、临近专业专家

和教育专家构成，确保督导的权威性。本次研究

以２０多名督导专家对全校１１６名教员的３１０份书
面督导评语和建议共计７万字作为样本。条目池的
形成过程如下：

第一步：阅读评语、摘录句子中的主语和谓

语，对涉及指标、观测点与评价标准的相关信息

作初始提取。摘录原则： （１）逐份摘录评语文本
中的主语以及针对特定主语的评价语和建议，正

向评价和负向评价均作记录。（２）如遇相同主语，
则不另建主语条目。 （３）如遇评价语与已摘录的
完全相同 （如同一专家有比较个人化的惯用评价

语），则不重复记录；如对同一主语的评价意思近

似但使用了不同表述，则加以记录。 （４）如主语

缺省或主语过于具体，则用自己的语言概括一个主

语 （如将 “自信老练” “自然稳健” “热情投入”

“富含激情”等评语概括为 “精神面貌”；将 “声

音”“语速”“普通话”等概括为 “语言基本功”）。

第二步：对初始摘录进行整理。包括： （１）
将同一语义主语合并为一个主语条目 （如教案和

备课资料属同一语义主语，合并为教案）。（２）对
于同一主语条目的描述，如果评语涉及其不同侧

面，则将这一主语条目细分为更多个子条目 （如

初始提取时建了 “ＰＰＴ”的主语条目，但在整理中
发现专家对 ＰＰＴ的评价有多个角度，于是根据专
家的原始评语又细分出内容丰富性、文字清晰度、

图片清晰度、文字数量、播放速度、与讲解的配

合情况等多个子条目）。（３）对主语条目进一步概
括，提炼上位概念。如将 ＰＰＴ和板书以及其他教
辅概括为 “教辅手段”。经过整理，最终初步形成

一份包含１５个一级指标、４６个二级指标、１６５个
观测点和相应专家评价语的指标体系条目池。

２第二轮：筛选、提炼重要指标，形成指标
体系初稿

指标原始条目池形成后，研究组对知网数据

库中公开发表的高校课堂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作了检索与研究，发现关于大学课堂教学评价指

标体系建构的相关研究非常多，但很多指标体系

的科学性值得推敲。第一，一条指标包含多个相

互独立的判断点，如 “条理清晰、讲授知识准确、

重点突出、讲清难点”“理论联系实际、反应学科

前沿”［１１］。当不同评价主体对同一教师实施评价或

同一主体对不同教师实施评价时，易造成虽基于

同一标准但实际参照的判断点不同的问题，导致

评价的不科学与结果的不公正。第二，判断标准

停留在抽象概念或模糊表述上，如 “为人师表，

教风严谨，教学态度端正，精神饱满，重教又重

导，关心学生，平等待人”作为 “教学态度”的

判断标准之一［１２］，实际上其中的各点都不能直接

观察，无法保证评价的客观性。

基于对现有指标体系的比较和本研究的指导

思想与原则，研究组对原始条目池进行了集体讨

论，就进一步筛选和提炼条目形成几点共识：（１）
以指标、观察点与判断标准作为三级指标体系；

（２）观察点尽量外显、可观察，聚焦与教学相关
的物化要素、行为要素和相对具体的特征要素，

观察点之间相互独立； （３）一条判断标准只针对
一个观察点，判断标准的描述尽可能客观、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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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涵清晰；（４）指标体系整体上要体现对教学方
法的重视和引导； （５）增加海军关于 “规范教学

实施”中明确提出的要求，如教员授课时应携带

的四样教学文书 （课程标准、课程教学设计、教

材、教案），以及至少提前５分钟到达教学场所等；
（６）控制指标、观察点和判断标准的数量，便于电
子化呈现，便于专家在电子终端设备上浏览与操作。

按照上述原则，综合分析后去掉非本质的、

作用相对较小的观测点，合并同类观测点，最终

保留了２６个观测点和９３条判断标准，最后将观测
点概括为教学准备、教辅运用、教学内容、教学

重点、教学难点、教学设计、教学导向、教学方

法、教姿教态、教学语言、课堂组织与管理、师生

互动１２项指标，形成了指标条目初稿 （见表２）。

表２　课堂教学督导指标体系初稿

指标 （１２） 观测点 （２６） 判断标准 （９３）

教学准备

教学文书 （１）四样齐全；（２）教案设计合理；（３）领导签字

课前规范 （１）提前５分钟到；（２）报告规范

军容仪表 着装严整

教辅运用

ＰＰＴ （１）媒介丰富；（２）详略得当；（３）设计宜人；（４）演示得当

教棒和音响 （１）使用得当

板书 （１）设计有序；（２）书写美观

其他教辅 （１）有效使用

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
（１）符合课标；（２）熟练把握 ；（３）体量适宜 ；（４）知识点全面；（５）科学、严谨、有
序；（６）关注前沿，适度拓展；（７）多向关联；（８）关注应用或联系实际

教学重点 重点处理 （１）重点明确；（２）举一反三；（３）时间分配合理

教学难点 难点处理 （１）难点明确；（２）讲解透彻；（３）深入浅出

教学设计 教学设计
（１）有设计意识；（２）导课质量高；（３）过渡自然；（４）时间分配合理；（５）小结到位；
（６）布置作业

教学导向 教学导向 （１）方法；（２）能力；（３）兴趣培养；（４）问题意识；（５）创新思维；（６）科学思维

教学方法

方法类别
（１）教师讲授；（２）演示法；（３）练习法；（４）阅读指导法；（５）案例讨论法；（６）实
验法；（７）发现法；（８）翻转课堂

讲授法 （１）不过度依赖ＰＰＴ；（２）举例贴切；（３）举例丰富；（４）举例分析到位

实验法 （１）目的明确；（２）步骤清晰；（３）操作安全、规范；（４）重视实验伦理

教姿教态 教姿教态 （１）站、动、手势得体；（２）精神饱满；（３）富有激情

教学语言

讲课发音 （１）声音宏亮；（２）普通话标准

语速节奏 （１）语速适宜；（２）有节奏美感

语言艺术 （１）有感染力 （生动形象）；（２）通俗易懂；（３）简洁明了

双语使用 （１）英语准确；（２）转换自然；（３）中英文比例适切

课堂组织

与管理

课堂组织
（１）注重兴趣激发；（２）注重思维引导；（３）合理控制时间；（４）及时评价反馈；（５）
适度纪律管理

教师纪律 （１）在课堂；（２）无迟到；（３）无早退；（４）无拖堂

学生纪律 （１）无迟到；（２）无早退；（３）无睡觉；（４）无学习不相关行为

师生互动

师生关系 （１）熟悉学生；（２）了解学生专业背景；（３）了解学生年级差异；（４）关注到留学生

教师
（１）保持眼神交互，面向全体学生；（２）关注学生反应；（３）通过提问引发思考；（４）设
问自然、科学

学生
（１）大部分学生有学习兴趣；（２）大部分学生注意力集中；（３）大部分学生能跟得上教师
节奏；（４）大部分学生积极回应、积极参与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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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第三轮：专家咨询，进一步完善指标条目
指标条目初稿形成后，我们将打印稿分别发

给１０名督导专家，请他们以书面方式对指标体系
初稿进行审阅并提出修改建议，同时组织中心全

体研究人员对初稿再次进行讨论。专家对指标体

系初稿作了认真审阅，基本认同观察点的数量范

围，同时指出了指标体系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提

出了具体建议：（１） “教姿教态”可与 “军容仪

表”合并；（２）“师生互动”的观察点可以合并；
“教学方法”下的观察点不是并列的；（３）有些关
注点可以合并，有些可以拓展。综合专家和研究

人员的意见和建议，依据最初的设想和督导指标

的优化原则，对指标体系再次作了修改。

第一，“指标”项的修改。（１）将原来的指标
按照教学开展的先后顺序 （准备 －实施 －结果）
以及教学相关行为由表及里的顺序排列，将指标

改为 “主要环节与范畴”，使其更加有序、有逻辑

性。（２）“主要环节与范畴”保留了 “教学准备”

“教姿教态” “教辅运用” “教学内容” “教学语

言”“教学方法”，将体现军队特色的课前报告作为

“开课仪式”单列一项，将教学重点与难点合并为

“教学重难点”一项，将原来的 “教学设计”“教学

导向”和 “师生互动”合并为 “教学过程”。

第二，观察点的修改。 （１）依据 “主要环节

与范畴”的调整对观察点进行了修改，重新提炼

了 “教学内容” “教学过程”和 “教学方法”的

观察点，如将 “教学内容”的观察点提炼为 “针

对性、科学性、结构性、新颖性、内容密集度、

对内容的把握”六个方面；将 “教学过程”的观

察点提炼为 “程序结构、主体进程、结合实际、师

生互动、过程评价、教书育人”六个方面；将 “教

学方法”的观察点提炼为方法的 “多样性” “灵活

性”和 “有效性”。（２）删除一些不太重要的观察
点，如教辅中的 “教棒和音响”、教学语言中的

“双语使用”等。（３）依据专家意见作了其他调整。
第三，判断标准的修改。根据 “主要环节与

范畴”和 “观察点”的修改，对不太重要的判断

标准 （如板书的 “书写美观”等）、描述不清晰的

判断标准 （如ＰＰＴ的 “设计宜人”等）和有重叠

的判断标准作了删节，过于琐细的作了合并和再

提炼，依据整体性原则和独立原则权衡判断标准

是否比较全面地覆盖了课堂教学质量评价的各个

方面，是否存在交叉和重叠。

经过第三轮讨论和修改的指标条目包括９个主

要环节与范畴、２９个观察点和４８条判断标准 （见

表３）。考虑到指标体系电子化呈现时专家使用的
简便性，我们使用比较简洁的语言描述判断标准，

同时编制了判断标准的具体解释供专家参考，保

证了判断标准的一致性。

４第四轮：再次征询专家意见
研究组将修改完成的 《教学督导观察点与判

断标准》再次发给另外１０名专家征询意见，同时
组织中心研究人员再次讨论。大家一致认为教学

指标设计基本涵盖了教学应达到的标准，有利于

量化，有利于专家评价更加客观公平。至此，我

们认为指标条目的筛选基本完成。

（二）指标权重赋值

本研究的指标权重确定主要采用了文献法、

专家会议法和专家咨询法，具体过程如下：

１第一轮：研究人员进行权重赋值
研究人员首先对指标作了权重赋值。赋值原

则为：（１）满分以１００分计，单项判断标准最高
权重不超过３分。 （２）注意权重比例的适宜性，
突出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过程和教学重难

点的重要性。 （３）通过 “基础项”和 “加分项”

的思路区分保底水平的教学和优秀水平的教学。

基础项即所有教师都应达到且稍经努力都可达到

的基本要求；加分项更能体现教师的个人风格、

个性魅力和教学经验等。基础项与加分项的比例

大致为７∶３。
２第二轮：考评中心集体讨论
首轮赋值后，中心全体教研员对赋值的合理

性和可能存在的问题进行了集体讨论，主要观点

包括：

（１）指标体系的区分度。有教员提出，本督
导方案最终仍需对教员作优良中差的等级评定，

目前权重分值能否保证良好的区分度，即有效区

分教师不同的教学水平。经讨论达成的共识是：

可借鉴很多评估体系所采用的客观评价加主观评

价的方式，留出５％的主观评价空间，供专家整体
评估、自由权衡。

（２）指标体系对不同教师的适用性。有研究
人员提出，本体系对于促进年轻教员教学行为的

改进和教学的规范化实施很有价值，但对于经验

丰富、风格独特的名师来说可能显得死板，不能

很好地体现他们独特的教学风采和魅力，建议确

定督导表在教员中的适用范围。经讨论达成的共

识是：在督导表的客观评分系统之外增设专家主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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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评论区，供督导专家补充客观指标体系不能涵

盖的评价内容。对正高级以上的教员，允许专家

直接评定等级。

（３）其他细节与权重微调的建议。根据讨论
意见对首轮权重赋值作了调整： （１）将评分总分
由１００分改为９５分，留出 ５分供专家整体评价；
（２）修改了讨论中提到的一些细节，如将 “对内容

的把握”的位置由原来的 “教学内容”调至 “教学

过程”；（３）对原来的权重赋值作了一些微调 （见

表３）。
３第三轮：专家意见征询
专家普遍认为，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的比例

以８０∶２０为宜，建议用２０分作为总体印象分，供
专家作总体评价。我们采纳了专家的建议并请他

们以８０分为总分对各指标条目进行权重赋值，计
算平均数作为最终的督导指标体系。

四、反思与后续研究展望

按照评价指标建构的标准流程，还需要对新

的指标体系进行试用，并基于试用中的信息反馈

与数据结果对指标体系进行验证和修正。下一阶

段我们将结合督导评价系统的电子版设计与试用

收集数据、征询试用意见，再对指标体系与权重

进行调整。

此外，在文献研究、指标提取以及咨询专家

意见过程中，我们不断意识到督导评估指标体系

的适用范围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评估目的、主

体、课堂性质与对象的多元性决定了教学评估的

复杂性。正如某些专家所言，教学评估应该建成

一个全方位的立体评价系统，不同主体 （如学生、

教研室领导、学校领导、专家同行等）、不同类型

课程 （如实验课、基础课、临床课等）和不同类

型教师 （如年轻教员、资深教员）的督导指标均

应有不同的侧重点和相应的评价体系，并可直接

在网络移动终端根据评估的实际情况进行选择与

切换。这一理想评价系统的建设是一项系统的工

程，不仅需要多部门的配合，也需要分门别类逐

一进行专项研究。本研究的指标体系从教学督导

的职能角度看，主要指向督教；从教学质量评价

的主体看，主要适用于同行与专家评价；从高校

课程类型看，更适合理论课的评价。今后我们将

持续开展多方面的研究，推进学校教学督导工作

的科学化。

表３　教学督导观察点、判断标准与选择方式

主要环节

与范畴

第一轮

权重

第二轮

权重

第三轮

权重
观察点 判断标准

第一轮权重

基础项 加分项

第二轮

权重

第三轮

权重

１教学准备 ８ ５ ５
１教学文书

２课前课后报告

１设计合理 ３ ２ ２

２完整规范 ３ ２ ２

３符合规范 ２ １ １

２教姿教态 ６ ７ ７

３精神面貌

４肢体语言

５着装仪容

４神态镇定 １ １ １

５富有激情 １ ２ ２

６站位合适 １ １ １

７没有过多无关动作 １ １ １

８适当眼神交流 １ １ １

９符合要求 １ １ １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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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３

主要环节

与范畴

第一轮

权重

第二轮

权重

第三轮

权重
观察点 判断标准

第一轮权重

基础项 加分项

第二轮

权重

第三轮

权重

３教辅手段 ８ ８ １０

６ＰＰＴ

７板书

１０内容适量 １ １ １

１１文字清晰 １ １ １

１２动画、图片对题适用 １ １ ２

１３与讲解配合紧密 １ １ ２

１４无全盘照读情况 １ １ １

１５与讲授内容配合 １ １ ２

１６有序适量 １ １ １

４教学语言 ９ １１ ８

８语言基本功

９表达能力

１０语言特质

１７普通话标准 １ １ １

１８声音洪亮 ３ １ １

１９语速适当 ２ ２ １

２０无口头禅 ２ １ １

２１清楚简洁 ２ ３ ２

２２亲和力、生动 ２ ３ ２

５教学内容 １６ １６ １４

１１针对性

１２科学性

１３结构性

１４新颖性

１５内容密集度

２３符合课程标准 ２ ３ ２

２４适应教学对象 ３ ２ ３

２５科学准确 １５ ３ ３

２６条理清楚，结构完整 １５ ３ ２

２７反映学科前沿 １ ３ ２

２８与学时匹配 １ ２ ２

６教学过程 １８ １９ １７

１６对内容的把握

１７程序结构

１８主体进程

１９结合实际

２０师生互动

２１过程评价

２２教书育人

２９熟悉内容 ２ ３ ２

３０新课导入合理 ２ １ １

３１必要的总结 ２ １ １

３２节奏顺畅 ２ ２ ２

３３逻辑合理 ２ ２ ２

３４理论联系实际 ２ ３ ２

３５有效提问／模拟操作／练
习／其它

３ ３ ３

３６及时关注 （检查）学员

掌握情况
３ ２ ２

３７正确思想引导 ２ ２ ２

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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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３

主要环节

与范畴

第一轮

权重

第二轮

权重

第三轮

权重
观察点 判断标准

第一轮权重

基础项 加分项

第二轮

权重

第三轮

权重

７教学重难
点

９ １０ ７ ２３重难点突出

３８明确提示 ２ １ １

３９展开讲解 １ ３ ２

４０配图、动画详解 ３ ３ ２

４１深入浅出／恰当类比 ２ ３ ２

８教学方法 ２０ １２ ９

２４多样性

２５灵活性

２６有效性

４２讲授法／讨论法／案例法／
翻转课堂／其它

３ ３ ２

４３与对象、内容相匹配 ５ ３ ３

４４激发兴趣／启发思维 ５ ３ ２

４５运用自如 ５ ３ ２

９课堂管理 ６ ７ ３

２７教师纪律

２８课堂管理

２９课堂氛围

４６提前到场，按时上下课 ５ ２ １

４７恰当提醒走神、睡觉、
违纪学员

２ ２ １

４８氛围融洽、活跃 ２ ３ １

小计 １００ ９５ ８０ ６９ ３１ ９５ 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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