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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教学质量评价系统平台的构建与保障机制探究

杨秀平， 张 华， 李亚兵
( 兰州理工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兰州 730050)

摘 要: 高等教育要发展就要实现高效的自治、提升教学质量与优化有限资源，建

立高校教学质量保障体系是当今高校发展的努力方向。探讨了高校教学质量的内

涵、实施过程、评价模型。从系统需求分析、系统的功能性需求、系统的功能组成构

建高校教学质量评价系统。基于数据库的设计、教学评价系统的实现两个角度分

析创新型高校教学质量评价系统的实现。提出了提升高校教学质量的举措，包括

重视校园文化建设，构建教学质量的服务支持体系，加强教风、学风建设，完善教务

与教学质量督导工作和构建高校的激励机制等。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丰富高校教

学质量评价系统理论的内容; 同时，对我国高校教学质量的提升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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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tform Construction Teaching Quality Evaluation
System and Guarantee Mechanism in Universities

YANG Xiuping， ZHANG Hua， LI Yabing
( School of Economy and Management，Lan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Lanzhou 730050，China)

Abstract: University education should be developed in order to achieve high efficiency，improve teaching quality and
optimize the limited resources． Establishing the guarantee system of teaching quality in universities is the direc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universitie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onnotation，implementation process and evaluation model of
teaching quality in universities． The evaluation system of teaching quality in universities should be constructed from the
system requirements analysis，functional requirements of the system，and the function of the system based on the design
of database and the realization of the teaching evaluation system． The realization of the teaching quality evaluation system
of innovativ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analyzed from two aspects． Finally，it puts forward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quality of initiatives，including the importanc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campus culture，service support system construction
of teaching quality，teaching style and studying style construction，improvement of the educational and teaching quality
supervision，construction of incentive mechanism in universities． It is hoped that the research in this paper will enrich
the content of college teaching quality evaluation system，and provide some guidance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eaching
quality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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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知识经济时代，作为人类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科

技进步、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与高等教育有着密切的

联系。高等教育的质量强调高等教育满足主体的程

度，是一种价值判断和评价，以培养目标为依据，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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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培养对象———学生这一主体身上。高等教育教学需

要以人才培养为中心，以满足学生、家庭、用人单位和

国家的需求。

1 高校教学质量的内涵

通过高等教育的实施达到向学生传递知识、教授

技能的目的，引导学生自我实现的需求，促成学生人格

的发展，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理想、道
德、生活方式选择的能力，达到培养学生创新精神与创

新能力的目的。教学质量强调课堂教学实现教学目

标、满足教学要求的程度，即达到学生、家长、社会的满

意程度［1］。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分析，文章认为

教学质量主要体现在 3 个层面: ① 学生对所学知识的

掌握程度;② 学生怎样学习，包括课本知识和今后学

习知识的潜力; ③ 学生有着旺盛的求知欲，以形成自

主学习。除此之外，教师教学方法及效果等也决定教

学质量的好坏。

2 高校教学质量的实施过程

教学过程是教学活动的启动、发展、变化和结束在

时间上连续展开的程序结构，教学过程是认识过程、心
理过程、社会化过程的复合整体。教学过程包含四个

要素: 输入、输出、资源和活动。培养计划等教学要求、
师资力量和学生是输入; 输出强调是学生知识、能力的

增量; 资源支持包括教学硬件和软件，如教学设备设

施、图书资料和网络等; 教学活动是指教师的教学和学

生的学习的交互活动，见图 1。

图 1 高等教育教学过程

3 教学质量评价模型

教学质量评价是对教师的教学过程、教学效果进

行价值判断的过程，是引导教师改进教学工作、提高教

学质量的活动［2］。通过教学质量评价可达到诊断作

用、激励作用、调节作用和教学作用。借鉴行为科学的

理论，把评价对象看成一个系统，建立输入→运行→输

出→反馈的互动关系。把评价主体对教学质量的评价

作为“输入信息”，通过一定的系统运行，得出教师教

学质量评价的结果并对教师进行及时反馈，通过一定

的保障举措提升教学质量。在对评价主体进行问卷调

查的基础上，细化信息传递的输入、输出、反馈的关系，

把量化评价方法作为教师教学质量评价的“内核”; 综

合评价结果的输出作为输出层，对输出的综合评价结

果进行“统计分析”，根据分析结果给出针对性的意见

和建议，如图 2 所示。

图 2 教学质量评价的输入层、内核、输出层与反馈层

4 高校教学质量评价系统的分析

4．1 系统需求分析

通过对“问题”进行“需求分析”，明确输入的数据

并得到最后输出的结果［3］。避开传统教学质量评价

存在的弊端，高校教学质量评价系统利用网络开展评

价，评价主体可利用身份证、ID 卡、教工卡、教工号等

登录系统，根据系统提示、按步骤完成教学质量评价，

系统的总体数据流图如图 3 所示。

图 3 系统总数据流图

4．2 系统的功能性需求

系统依据的网络可以使用局域网或者 Internet，参

与主体包括系统管理员、教师、同行、教学专家、学生。
系统管理员对系统进行课程库的维护、教学专家集体

设定评价参数、评价主体通过评价完成高校的数据采

集、系统根据设定的程序完成评价统计，根据评价等级

对不同教师的评价结果完成分级。教务管理人员定期

把教师历年的评教结果汇总给教学专家、学院，教学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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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和学院即可动态监控教师评教成绩的动态变化［4］。
4．3 系统的功能组成

( 1) 物理组成。教学质量评价系统是基于校园网

上教务管理系统而相对独立的系统，可以有单独的数

据服务器，也可以和教务系统共用数据服务器。教务

管理员根据各评价主体的权限通过互联网管理，并发

送评价提醒信息，评价主体们通过局域网或互联网，登

录个人信息，完成教学质量的评价。
( 2) 逻辑组成。教学质量评价系统的设计从课程

库维护、评价参数设定、评价监控、评价统计、评价结果

等功能模块进行分析。教学质量评价系统隶属于教学

管理系统，教学质量评价的系统结构要与教学平台形

成兼容，在评价过程中，要与其他的各部分有机融合，

不能相互分离［5］。

5 创新型高校教学质量评价系统的实现

5．1 数据库的设计

在文章中用矩形表示“实体”; 用椭圆形表示“属

性”; 用三角形表示“联系”，三角形框内写明联系名，

并用无向边分别与有关实体连接起来，同时在无向边

旁标上联系的类型( 1 ∶1，1 ∶n 或 m ∶n) 。在设置数据结

构和数据项的基础上，设计实体间的关系。选课实体

关系中，学号、专业、姓名、班级构成学生基本信息［6］，

课程、课号、分数、性质构成学生课程信息，构建选课实

体关系图; E-R 图可以根据学生、同行和专家 3 个角度

进行构建。
其次，对数据进行处理，进行统计分析，这是一个

一对一的关系。局部实体关系图设计完成后，再把这

些局部模型集成，集成后如图 4 所示。对各个分 E-R
图排序，排在前面的先集成，通过二元平衡、多元平衡

和二元 阶 梯 的 方 式 对 同 类 实 体 和 属 性 进 行 合 并。
IDEFX 可以产生面向对象实现方法所需的高质量的

设计产品。使用 IDEFlX 方法创建数据库模型的步骤

可分为初始化工程→定义实体→定义联系→定义码→
定义属性→定义其他对象和规则。数据库表主要包括

教师情况表、评价专家表、系所代码表、学籍表、成绩

表、调查问卷、答案表、调查结果表，通过数据表的创

图 4 评价系统的 E-R 集图

建、视图的创建、触发器，使用 SQL 语句创建数据表，

实现数据库中的对象。
5．2 教学评价系统的实现

教师教学评价系统采用 B /S 3 层结构，包括显示

层、应用逻辑层、数据层。数据库的连接操作中 JDBC
支持两种模型。这两种模型用户与数据库关系层次不

同，分别为两层模型和 3 层模型。Java 应用通过 JDBC
访问数据库，如图 5 所示。

图 5 JDBC 与数据库的通信

6 保障举措分析

6．1 重视校园文化建设

校园文化对高校教学质量评价具有导向作用、凝
聚作用、激励作用、教育作用、宣传等功能［7］。为保障

教学质量有效提高，高校在校园文化建设上要充分发

挥主观能动性。为进一步加强大学文化建设，突出文

化服务、育人和引领作用，强化大学文化建设在学校改

革发展这的重要战略地位［8］，校园文化建设可考虑从

重视质量文化建设、建设多元化的校园文化环境、把校

园文化建设同管理工作有机结合、注重人文精神的培

育、形成有利于大学文化建设的强大舆论氛围，努力建

设体现历史传承、时代要求和学校特色的校园文化，为

创建国内高水平教学研究型大学提供有力的精神文化

支撑与思想保障。
6．2 构建教学质量的服务支持体系

通过构建教学服务中心提升教学质量，一方面要

关注教学工作本身或教学具体过程［9］; 另一方面需要

构建教师发展工作体系和学生服务体系，以保证教学

工作的顺利进行。高校设置主管校长和学校教学评估

专家常务委员会领导下的课程教学评估工作，主管校

领导领导教学督导办公室，高等教育发展研究室承担

着高等教育研究的职能［10］，为本校的发展提供研究支

持和咨询。为保障教学服务中心更好地发挥作用，①
转变教学质量观，从教学保障到教学发展; ② 建立教

师发展工作体系;③ 突出对学生的服务体系等。
6．3 加强教风、学风建设

为推动高校教风学风建设的深入开展，尽快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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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知识优良、业务精湛、纪律严明、学为人师、行为示

范的教师队伍［11］，进一步提高本科教育教学水平和教

学质量，以培养造就更多具有国际视野和创新精神的

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高校应注重教风、学风建设，完

善教学质量评价体系，① 加强教学管理，完善教学运

行机制［12］;② 加强师德建设，提高职业素养; ③ 加强

教学监控，开展教学检查;④ 发挥教师中心作用，做好

教师培训工作。
6．4 完善教务与教学质量督导工作

完善教学质量监控体系从三方面入手: 划分与教

学质量相关的各部门职责、规范教学资源、明确管理制

度［13］。通过制定专业培养方案、制定专业教学计划、
制定课程教学大纲、选定教师等环节对教师的授课、学
生辅导和作业批改进行监控，以保证教学质量。在对

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进行监控的基础上，毕业论文和

毕业设计从选题、开题、设计、写作、答辩等环节进行全

过程严格监控。
6．5 构建高校的激励机制

通过激励机制的构建发挥高校教师的工作积极性

和激发他们的创造力［14］，引导个人目标与学校的期望

目标最大限度地一致。考虑建立多层激励机制，学校

制定多级教学质量标准，不同的教学质量等级与教师

的薪金挂钩，教师可自主选择自己的期望，学校也可以

设定一定的教学岗位来招聘教师，在对教师进行培训

的基础上，根据不同级别教学质量的要求对教师进行

适时的评估、奖励或者淘汰［15］。因此，制定激励方式

可以提升教师的工作绩效; 发现人才与选拔人才; 吸引

外界优秀人才; 创造一种公平、和谐、竞争的环境，为教

师提供更好地发展机会。激励模型的发生决定因素于

个体人对评价响应的认同度( 公平性) 、评价相应是否

满足个体人的主导需要和个人目标。教学质量的正向

评价能调动教师从事教学工作的积极性，从而强化个

人绩效，使个人绩效增值，促成教学质量评价促进教学

水平提升的良性循环，如图 6 所示。

图 6 激励方式的总体模型

7 展 望

健全高校教学质量评价系统平台有助于高校教学

质量的持续改进，对高等学校教学质量的提升具有十

分重要的作用。为更好地提升学生的专业素养、提高

学生的创新能力，文章从“系统需求分析、系统功能性

需求分析、系统的功能组成”3 个方面构建高校教学质

量评价系统，基于数据库的设计与教学评价系统分析

保证高校教学质量评价系统的实现。在尊重教育规律

的基础上，期望通过本文的研究以高校本科教学质量

标准为准绳，以提升高校教师的教育质量与改善教学

方法为目的，借助软件与网络的载体功能，融入多主体

参与，实现“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创新育人

模式，助力高校专业领域创新人才培养的突破，促进高

校教育质量的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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