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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科课堂教学质量评价指标对改进和完善高校教师的教学评价机制有着极其重要的向导和参考作
用，对促进高校教师的教学改革、提高课堂教学的实际效果、提升大学生培养质量更有积极的意义。为全面了解学

生对课堂教学的需求及心理状态，以促进师生互动，共同提高课堂教学效果，提升本科教学质量，增加所培养人才

的市场竞争力，采用电子问卷与纸质问卷两种方式进行了一次调研，针对调查所得的相关数据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得出了一些有意义的结论，寻找到了一些值得参考的评价指标。

［关键词］本科课堂教学；课堂教学质量；教学质量评价；教学评价指标；课堂教学管理；课堂教学效果

［中图分类号］Ｇ６４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 ８７５０（２０１３）０４ ０１０１ ０８

高校以教学工作为中心，课堂教学工作尤为重要。本科课堂教学质量评价指标对改进和完善高

校教师的教学评价机制有着极其重要的向导和参考作用，也是“关注课堂”行动的关键所在。基于学

生视角来评价教师教学质量是课堂教学评价的主要形式之一，国内外的相关研究表明，学生对教师的

课堂教学评价是最值得参考的，因为学生直接参与课堂教学，对教师的课堂教学有着最切身的感受。

为全面了解学生对课堂教学的需求及心理状态，以促进师生互动，共同提高课堂教学效果，提升本科

教学质量，增加高校所培养人才的市场竞争力，笔者于 ２０１２ 年上半年在南京审计学院（以下简称“南
审”）全校范围内开展了一次学生视野中的教学质量评价标准的调研活动。

本次调研活动采用电子问卷与纸质问卷两种方式进行，样本涵盖南审 １１ 个二级学院，以 ２００８ 级
毕业班学生为主体，随机调查了 ２５０５ 名同学。调查内容涉及教师的外在条件与经历、教师的内在教
学功底、教师的课堂教育等 ２３ 个问题，每个问题的答案有“该因素很重要”、“重要性一般”、“无所
谓”、“未回答”等选项，学生对每个问题只能选择一个正确答案，即调查题目均为单项选择题。我们

针对调查所得的相关数据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以求得出一些有意义的结论，寻找到一些值得参考的评

价指标。

一、教师的外在条件并非关键因素

一般来讲，由表及里来评价事务才符合事务本身的发展规律，因此，我们对教师的评价标准也从

外部因素开始。教师的外在条件主要指性别、年龄、经历（包括学历和职称）等。对于一名教师而言，

他一走进课堂给学生的直观印象是性别、年龄等方面的信息，那么这些信息在学生对教师的评价中所

起的作用到底有多大呢？本次调查结果给了我们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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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师的性别

财经类院校的特点决定了南审女生所占学生总数的比例偏高，女性教师所占教师总数的比例也

相对偏高。作为人文精神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性别意识直接影响到一个人的自我角色定位［１］。性别

差异使得男女教师在教学中的语言风格、人生态度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区别，从而导致男女教师在专业

教学上拥有不同的优势，且这些优势具有一定的规律性。那么，性别差异是否影响学生对老师的评价

呢？本文的调查结果显示 ６６． ８０％的同学认为“无所谓，老师的性别不影响我对老师的教学评价”。
在“我对男教师打高分”和“我对女教师打高分”这两个选项的选择上，除了外国语学院、管理学院、政

治与行政学院这三个学院外，其他学院的学生选择前者的比例均大于选择后者的比例，特别是法学院

和信息科学学院，这两个学院选择“对男教师打高分”的学生所占比例高出“对女教师打高分”的学生

所占比例 ２０ 多个百分点，这说明对抽象性、逻辑性要求较高的专业来讲，男教师在教学中拥有一定优
势。外国语学院选择“对女教师打高分”的学生所占比例高出“对男教师打高分”的学生所占比例近

１４ 个百分点，这说明女教师在语言类、管理类专业的教学方面占有一定的优势。由此可见，专业差异
显示出男女教师的群体优势差异。

（二）教师的年龄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６２． ５７％的学生认为“无所谓，老师的年龄不影响我对老师的教学评价”，这
说明多数学生在给教师打分时并不考虑年龄问题。然而，不同专业、不同年龄的教师在专业教学水平

的群体优势上有所差别。除了外国语学院、管理学院、政治与行政学院外，其他学院选择“对中老年

教师打分高”的学生所占比例大于选择“对青年教师打分高”的学生所占比例，特别是法学院、国际审

计学院、会计学院、金融学院、数学与统计学院、信息科学学院，这几个学院的学生选择前者的比例明

显高于后者，说明这几个学院的青年教师和中老年教师在教学水平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差距。而在外

国语学院、政治与行政学院、管理学院这三个学院中，青年教师在教学方面却比中老年教师占有优势。

但从实际情况来看，青年教师与中老年教师各有优势：青年教师大多精力旺盛、进取心强，而且他们与

大学生的年龄差距小，在很多方面能够与大学生进行相互理解和沟通，容易成为大学生的良师益友，

但他们往往处于专业成长期，教学经验不足。中老年教师多为教学经验丰富者，有的甚至是学术带头

人、教学名师，但他们往往不注意知识更新，进而影响教学效果，而且他们在思想观念等方面的传统意

识也容易与当代大学生之间产生代沟。因此，无论年龄大小，教师都需要扬长避短、不断进取。

（三）教师的学历与职称

严格地讲，学历和职称都是对人才素质的描述，学历表示一个人的受教育程度，而职称则表示一

个人的知识、能力、资历水平和实际所担任的职务［２］。虽然学历与职称是高校教师评价体系中的核心

指标，但这两大要素在本科生的心目中却并不重要。本次调查结果表明：信息科学学院和政治与行治

学院选择“对高学历的教师打分高”的学生所占比例分别为 ４８ ８４％和 ５０％，法学院和信息科学学院
选择“对高职称的教师打分高”的学生所占比例分别为 ４４ ７９％和 ４５ ３５％，其他学院选择学历与职称
“重要性一般，只要把课程内容讲清楚即可”的学生所占比例相对较高。笔者认为，我国自 １９９９ 年高
校扩招以来，本科生教育已经逐渐转向以基本知识与基本技能训练为重心，培养学术研究型的人才观

念已被逐步弱化，鉴于这种状况，大学教师只要具备知识结构、语言表达、学术水准等方面的基本条件

就能应付本科教学任务。由此以来，目前的本科学生对高学历、高职称教师的需求并不急迫。

相对而言，信息科学学院、政治与行政学院、法学院这三个学院的学生对教师的学历和职称更加

重视一些，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基于以下两点：（１）信息科学属于高端领域，其发展迅速，信息科
学不仅通过在其内部各学科之间相互交叉、渗透、融合、碰撞产生出一系列新的学科和研究领域，而且

信息科学群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不断地向其他学科领域渗透，涌现出大量值得关注和研究的交叉学

科和研究领域［３］。信息科学领域的发展特点决定了高学历与高职称的教师相对更受本科生的欢迎。

（２）政治与行政学院和法学院的学生也比较青睐高学历的教师，主要原因在于这两大学科的人才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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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国家“治国”之才，本科是学生最基本的学习阶段，毕业之后大多数学生选择继续深造以提升

自己的学历层次。因此，这两个学科的本科生对老师的学历非常重视也就不足为奇了。

简而言之，大多数本科生认为教师的性别、年龄、学历与职称等外在条件与经历不影响他们对老

师的正确评价。因此，笔者认为，多数学生对教师的评价是客观、公正的，教师（无论是女教师、年龄

稍长的老师，还是学历与职称并非高端的老师）在教学工作中不必有心理上的障碍，认真备好课，大

胆自信地走上讲台，展现自己的才华。

二、教师的内在功底至关重要

事物的发展是内因和外因两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外因是事物发展的条

件。内因决定着事物的根本属性，外因推动事物的发展。决定教师教学效果的因素也有内因和外因

之分，其内因就是指教师的内在教学功底，包括授课内容熟练度、知识讲解透彻度、对教材的关联度、

知识拓展水平以及职业生涯经验等多个方面，这些因素是决定课堂教学效果的根本和关键，也是一个

称职教师必须具备的基本功。教学基本功的深厚程度直接关系到高校教师教学水平的高低，一名

“传道、授业、解惑”的大学老师如果能对上述五个方面做到拿捏有度、尽善尽美，那么他的课堂肯定

备受学生欢迎，学生到课率自然也很高，本次调查数据就是最好的证明。

（一）教师对教学内容的熟练程度

本次调查统计结果显示：６５％以上的学生认为 “教师对授课内容的熟练程度”这一因素很重要，
他们倾向对课程内容前后关联烂熟于心的教师打高分。正如有学者所说，大学各类教育内容所反映

的知识体系是人类在反复实践、反复认识后所取得的最基本的知识成果，是人类智能活动的精美结

晶，并凝聚着人的情感、意志、性格等方面的精神力量，不仅具有智力价值，而且具有伦理的、美学的等

方面的教育价值，对学生心理品质的发展有着极大的影响［４］。

教师传授知识给学生是教师教学工作中极为重要的一个教育环节，只有当教师自身已熟练地掌

握所授知识时，教师才能准确无误地把知识传授给学生，使学生正确地理解和接受知识，从而形成科

学的世界观。科学世界观的形成取决于学生对科学基础知识的主要或主导思想的理解深度［５］。从

“对与教学内容密切联系的专业知识的讲解情况”这项内容的调查结果来看，超过 ５０％的学生认为
“该因素很重要，我对能深入讲解专业知识的老师打分高”。

（二）教师授课内容与教材内容的一致性

调查结果显示，学生对“教师授课内容与教材内容一致性”这一问题的意见分歧较大。法学院、

管理学院、信息科学学院这三个学院的学生倾向选择“该因素很重要，我对授课内容与教材内容完全

一致的老师打分高”这一项，其他 ８ 个学院的学生则倾向选择“重要性一般，授课内容不一定要紧扣
教材，只要与教材基本相关，老师讲课好，一样打分高”这一项。为何会出现这种差异呢？笔者认为

这是由课程性质决定的，法学、管理学、信息科学这三个学科的知识逻辑极为严密，且刚性内容相对较

多，所以这三个学院超过 ４２％的学生要求老师紧扣教材讲课。有教育专家认为，大学教育主要是专
业教育，即大学教育必须突出专业性，注重专业概念、命题、理论与方法的阐释、分析、批评和介绍，注

重教学内容的学术性、前沿性和探究性，注重培养学生的学术兴趣和科学精神。同时，教师也要注重

教学内容的适用性，将理论与实践联系起来，提高学生的职业技能水平。因此，大学教学更多依赖于

作为专家的教师在学科领域的学术水平，以及把丰富精深的学术修养与炉火纯青的教学艺术结合起

来的能力。同时，大学教师还肩负着重要的育人使命，教师在向学生传授科学知识的同时，也要传递

主流的价值观念，帮助学生正确对待和解决多种价值观念的分歧与冲突［６］。也就是说，大学教师深入

讲解专业知识是主要的，授课内容不一定要紧扣教材，这与大多数专业学生的看法是一致的，参与本

次调查的学生 ６０％以上赞同“教师授课过程中对课外知识的拓展”这一做法，其中政治与行政学院参
与调查的学生 １００％赞同这一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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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师职业生涯与所教专业的相关性

除了外国语学院，其他学院的多数学生认为 “该因素很重要，对本专业出身的教师打分高”。众

所周知，不同学科、专业之间有“隔行如隔山”之说法。在教学过程中，某教师的职业生涯与所教专业

的相关性越高，该教师越是易于自然掌握教学内容，且能够达到较高的熟练程度，由此该教师就能够

深入浅出地讲解专业知识，在授课过程中还能够跳出课本知识，进一步拓展与讲授内容相关的课外

知识。

总体来说，作为一名高校老师，其专业背景及素养、知识讲解的能力及技巧等内在教学功底对课

堂教学效果的影响是非常显著的，学生在评价老师的时候比较看重教师的内在基本功。因此，大学教

师一定要苦练“内功”，而且这种内在功底需要不断地学习与积累，只有如此，才能适应当今快速发展

的社会形势，才能满足学生学习知识的需要和实现教师自身的价值。

三、教师对学生的课堂教育不容忽视

高校的课堂教学不仅仅传授专业知识，也不仅仅是通过思想政治教学就能完成大学德育任务的。

高校的课堂教学要实现多重任务，教师除了向学生传授专业知识以外，还要完成对学生的学科前沿引

领、学术研究指导和德育教育这三大任务。调查问卷结果显示：多数学生倾向选择“我对授课过程中

涉及科研学术的老师打分高”、“我对授课过程中进行专业指导与教育的老师打分高”、“我对上课期

间进行德育教育的老师打分高”这些选项，如法学院的学生选择以上三个答案的比例分别为 ６０．
４２％、６７． ７１％和 ５３． ６５％，其他学院的学生选择这三个答案的比例也都比较高。尽管当下的本科教
学已经弱化了对学生在科研学术能力方面的培养，而且相当一部分大学生还讨厌思想政治教育，但从

调查结果来看，很多本科生已开始对学术科研产生了一定的兴趣，渴望听取老师对学术信息的传导，

而且多数学生愿意接受潜移默化的思想教育。

（一）学科前沿和学术研究等信息的传授

学科前沿是本学科研究与学术的最新成果，专业知识不是静态的，它的更新必然密切联系着本学

科的前沿知识。所以，教师在讲授专业课程的时候必然会涉及学术科研，但对于理论潜质或者知识背

景不同的学生而言，其对学科前沿以及学术研究等知识的接受程度或敏感度是不一样的。调查数据

显示：在教师对学科前沿、学术研究的指导方面，２７． ０８％的学生选择“重要性一般，授课内容不一定
要涉及科研和学术，只要老师讲得好，一样打分高”这一项，近 １７％的学生选择“我讨厌老师在课堂上
讲科研学术的东西，这样的老师我打分很低”这一项。这也许与教师没有处理好学生对学科前沿内

容的可接受性有关，从而导致部分同学难以理解和接受学科前沿知识。

（二）专业指导与教育

调查结果显示，６８． １９％的学生认为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辅助专业指导与教育这一做法很重要。专
业指导与教育是指大学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结合所教学生的专业特点，向他们传授工作实践中应具有

的必备专业技能或从业技巧，具有一定的适用性和可操作性。专业教育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在实践

领域，这也是大学教育的主要目的之一。现代社会需要专业化、职业化程度较高的人才，这就要求从

业者必须经过和接受比从事普通职业更多的教育与训练，即需要接受长期的专门化教育［７］。所以，大

学教师在课堂教育中应注重对学生进行专业指导与教育。

当然，也有少数学生对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辅助专业指导与教育这一做法持否定或中性观点。在

持否定或者中性观点的学生中，国际审计学院和数学与统计学院这两个学院的学生所占比例偏高一

些，这可能与他们进入职场的路径以及专业特点有关系。国际审计学院的毕业生需要各种证书来代

表他们的实力，因此部分学生就认为考试拿到证书最重要，专业技能可以暂且不管。数学与统计学院

的毕业生所从事职业的技术性要求相对不高，而且部分学生的学习目标就是考研，因此他们希望教师

将教学时间集中用在对课程内容的讲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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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德育

高校德育是为社会主义中国培养优秀人才的德育主渠道。而课堂教育又是高校德育的主战

场［８］。但实践证明，单独、专门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往往不太理想，利用教学过程向学

生传授专业知识的时机恰当地结合学生的思想进行德育反而更好，这能够使学生在无意间获得某种

思想教育，“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让学生意识不到自己在接受外来的教育，进而在积极参与过程中达

到了教育目的，这就是通过课堂教学进行德育的优势所在。

总之，大学教师在本科教学课堂上适当地开展专业教育、学术指导及德育等活动是受到多数学生

欢迎的，也是实现大学教育目的的重要途径之一。我们不能狭隘地理解课堂教学，因为“学校教育不

应该只是传授今后才需要的大量知识……真正的教育者在课堂上讲述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现象，自然

界或人类，讲解道德或审美的重要意义时，决不会忘记，他不仅在传授知识，而且在用某些东西丰富集

体的精神生活，启发学生的思想，培养他们对知识、对科学、对文化、对人生的积极态度”［５］。因此，大

学教师在课堂上既要向学生传授专业知识和技能，又要引领学生追求高尚的精神生活和良善的道德

准则。

四、教师对学生的课堂管理必须严格

课堂是学校最基本的教学单位，它是一种有领导、有组织的师生共同进行教与学双边活动的场

所。在课堂教学中，教师的任务包括“教”和“管”两个方面，即调控课堂中各种教学因素及其相互关

系，使之形成一个有序的整体，以便顺利完成教学活动。大学的课堂管理主要通过点名来检查学生的

到课情况以及通过提问来检查学生的听课态度等方式去实现。学生对教师的日常课堂管理到底有何

反应？我们通过调查结果就可以找到答案。

（一）课堂点名

学生既是课堂管理的对象，又是课堂管理的主体。在如今的大学校园里，逃课已成为较普遍的现

象，“选修课必逃，必修课选逃”已成为逃课潜规则，这也是大学课堂管理不到位的表现。要问那些逃

课的学生不上课干什么去了，答案是多元化的。据报道，学生用逃课时间做得最多的事情是玩游戏、

上网和睡觉，真正将逃课时间用于工作和学习的是微乎其微［９］。这样的现象令学校和老师非常纠结，

于是上课点名成为杜绝学生逃课的一种常用办法。那么，学生对老师上课点名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笔者通过本次调查发现，法学院和信息科学学院有 ３０％以上的学生倾向选择“对课堂经常点名的老
师打分高”这一项，各学院近 ４０％的学生倾向选择“对适度点名的老师打高分”这一项，近 ２０％的学
生选择“给不点名的老师打高分”这一项，近 ２０％的学生认为“点名不影响对老师的评价”。笔者认
为，点名虽然可以控制逃课现象，但是点名要占用一定的上课时间，所以不定期点名或者随机点名应

该比较科学合理。

（二）课堂提问

常言道：“学起于思，思起于疑，疑解于问。”课堂提问是组织课堂教学的中心环节，这不仅有益于

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和教学质量，而且有益于促进师生之间的情感交流，从而起到优化课堂教学的作

用。课堂提问分为课前的复习提问、课中的抽查提问和课后的检查提问三种情况。课堂提问有利于

督促学生认真听课和激发学生去积极思考。从调查结果来看，法学院和政治与行政学院这两个学院

的学生多数认为 “该因素很重要，我对课堂经常提问的老师打分高”，其他 ９ 个学院的多数学生认为
“我对适度提问的老师打分高，不喜欢从不提问或经常提问的老师”，１０％左右的学生认为“无所谓，
是否课堂提问不影响我对老师的教学评价”。由此可见，教师在课堂教学中适当地进行一些提问还

是必要和可行的。

（三）严格要求

对学生严格要求是大学教师进行课堂管理的总原则。自古“严师出高徒”，只有严格教育，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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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教育的社会目标，培养出高素质的学生，更好地体现教育对社会的重大意义。“严”可以形成良

好的学习环境，可以不断鞭策学生走向更高的目标。因此，整个社会“对学生要求严格”这一观点持

肯定态度，大学生自身对此也倾向赞同。由调查结果可知，多数学生“对严格要求的老师打分高”，少

数学生不喜欢要求严格的老师或者持无所谓态度。有教育专家曾讲过，要让学生接受教师的指导，取

得好的教学效果，完成好各项教学任务，对学生严格要求、严格管理是一个重要的因素［１０］。由此可

见，大学教师对课堂的严格管理是必要的，也是受多数大学生欢迎的。

五、教师的课堂教学方式应多元化

从理论上讲，教师的课堂教学方式和方法也是影响学生给老师评分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教学方

法是构成教学活动的重要因素之一，直接关系到教学工作的成败、教学效果的好坏和教学效率的高

低，在教学过程中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良好的教学方法可以使人少走许多弯路，而且能够极大地提

高课堂教学质量和效率［１１］。

（一）教学方式和方法的巧妙运用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６７． １８％的学生支持教师课堂教学方法的多元化，认为教学方法的多样化对
教学效果很重要，并选择“我对采用课堂讨论等多种教学方法的老师打分高”这一项。的确，启发式、

讨论式、师生互动式等这些教学方法都可以激发学生的兴趣，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

从而收到最佳的教学效果。但是，３０％左右的学生选择“讨厌课堂讨论，我给这样的老师我打分很
低”和“只要老师把课程内容讲清楚即可”这两项，笔者认为持这种态度的学生往往不愿意自己动脑

筋思考问题，属于被动学习的一类学生群体，当然这也有可能是老师对课堂讨论的组织不够合理到位

所致。

（二）教师是否应该在考试前划复习重点

关于“教师是否应在考试前划复习重点”，多数学生认为“该因素很重要，我对考试前划重点的老

师打分高”，只有少数学生觉得无所谓，认为“老师给的平时分高低不影响我对老师的教学评价”。曾

几何时，大学教育形成了考前划重点这样一种现象。长期以来，部分大学生也就养成了这样一种习

惯：平时不愿花时间用心学习，一直等到考试前老师划了重点之后才“突击”复习一段时间，本来需要

花一学期时间才能学完的课程，他几天就搞定了，甚至还取得了不错的成绩。针对这种现象，有人认

为考试的目的有两种：一种是为审查学生对知识的掌握以及选拔人才而进行的考试；另一种是为促使

学生对一定范围内的知识进行复习巩固而进行的考试。前一种考试不应该划重点，而后一种考试划

重点则有利于为学生掌握知识指明方向［１２］。有学者认为考前划重点有诸多不利：一是促使少数学生

养成了懒惰的学习习惯；二是挫伤了部分优秀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三是为少数学生的考试作弊提供了

方便［１３］。

客观地说，大学教师在考试前划复习重点的做法有弊也有利。弊端如前所述，好处主要在于：大

学强调个性化学习，大学生可以选择自己爱好的领域用心钻研，利用平时的课外时间去实现自己的个

人学习理想。对于学校安排的学习课程，大学生可以根据教师所划重点在考前“突击”复习一下，以

保证考试过关。当然，教师划复习重点只能将一门课程应该掌握的知识范围告诉学生，只是对知识点

的归纳总结，而不能告诉学生考题范围。

（三）学生的平时成绩

本次调查发现，教师给学生平时成绩的高低也已成为学生评价老师的一个影响因素，调查结果显

示：有 ５ 个学院的学生多数倾向选择“对平时成绩给的高，且与其他同学的平时成绩之间无差异化的
老师打分高”这一项，其他 ６ 个学院的学生多数倾向选择“对平时成绩总体给的高，但会根据每个同
学的学习情况对平时成绩加以区分的老师打分高”这一项。也就是说，学生们总体上赞同“老师给学

生的平时成绩高”这一做法。我们知道，大学课程的最终成绩是依据平时成绩和期终考试成绩两个

·６０１·



部分综合评定的，期终成绩的评定依据卷面情况来定，而平时成绩的评定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标准，

基本上是教师根据课程性质或特点自主决定平时成绩的评价标准［１４］。一般来说，教师主要依据到课

率、回答问题、平时作业成绩等情况来评定学生的平时成绩，而且老师对学生平时成绩的评定总体上

是偏高的，当然也做不到绝对的公正、公平。

六、影响教学质量评价的其他因素

在学生对教师的评价体系里，教师的表达方式（如语速、方言、教态等）以及教师与学生交流、关

心学生成长情况等也是影响学生评教的因素。

（一）语速

法学院与外国语学院这两个学院选择“对语速较快的教师打分高”的学生所占比例分别为

３４ ３８％和 ２７ ５９％，管理学院 ３７ ６０％的学生选择“无所谓，老师的语速不影响我对老师的教学评价”
这一项，其他 ８ 个学院的学生大多倾向选择“对语速适中的教师打分高”这一项。总体而言，多数学
生支持语速适中的教师，希望教师在课堂讲授时保持语速适中。一般说来，一名讲课时语气亲切、语

速适中、吐字清楚、不慌不乱的教师肯定是备受学生欢迎的。

（二）方言

曾有大学生们普遍反映，一些教师的课虽然讲得很好，但一口浓重难懂的方言在很大程度上影响

了学生的听课情绪和教师的授课效果。学生们在有些时候只能是上课记笔记，下课找人对笔记，有些

学生甚至不得不根据讲课内容来“猜”教师的发音到底是什么，因此强烈要求老师上课要讲普通

话［１５］。调查结果表明：有 ６ 个学院的学生多数认为“对有方言口音的教师打分低”，其他 ５ 个学院的
多数学生对老师的方言讲课持比较宽容态度，认为“只要是用我能听懂的语言就行”，还有少数学生

认为“无所谓，老师的方言不影响我对教师的教学评价”。总的来说，多数学生对教师用方言讲课还

是持否定态度的。

（三）教态

教态是指教师讲授时的姿态，包括教师的衣着、表情、手势、体态动作等因素［１６］。良好的教态在

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教师的课堂教学效果，教师谈吐文雅、举止得体、精神饱满、仪表端庄自然会给学生

一种美的感受，也就能得到学生的高分回报。本次调查结果显示：１１ 个学院的多数学生均认为 “该
因素很重要，我对服饰漂亮仪态端庄的老师打分高”，而感到“无所谓，老师的教学仪态不影响我对老

师的教学评价”的学生所占比例较小。这表明教态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对教师的课堂教学

效果及教师本人的评价。正如有学者所倡导的那样：“在大学教学中，某些教师上课枯燥无味、古板，

没有激情，学生提不起学习的兴趣；而另一些教师则幽默风趣、生动形象、表现力丰富，极易让学生进

入教育情境。造成这种差别的重要原因在于大学教师的教态素养不同。因此，大学的教师教育以及

教师的自我修养应当重视提高教态素养。”［１７］

（四）教师与学生交流，关心学生成长

关于“教师与学生交流，关心学生成长”这一问题，多数学生认为“该因素很重要，我对善于与学

生交流的老师打分高”或“该因素很重要，我对关心学生成长的老师打分高”，只有少数学生对此表现

出“无所谓”的态度，认为“老师是否善于与学生交流和老师是否关心学生成长不影响我对老师的教

学评价”。这种现象表明，虽然大学生具有较为独立的个性，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还是希望得到老师

的关心，愿意与老师沟通交流。从教师品质的角度来讲，教师与学生交流、关心学生成长体现了教师

对学生的爱。著名的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言：“一个具有美好心灵的人，首先要爱人。正是

这种爱人之心，才是他对集体事业坚贞不渝，忠心耿耿的基础。”［１８］今天，对大学生的爱仍是大学教师

应具备的优秀品质，而且这种爱同时也会给教师带来快乐和更多的爱。所以说，大学老师既要温文尔

雅地将文化知识轻松愉快地传授给学生，又要从内心深处真心地关爱学生，成为他们所崇拜和信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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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

综上所述，大学课堂是展现教师人格魅力的理想舞台，是教师与学生进行知识交流与思想碰撞的

重要场所。一名能将讲台站好的大学教师应该具备自信饱满的精神状态、扎实的基本功和把握课程

教育的艺术等品性，同时还要做到对学生严格要求、教学方法多元化、表达顺畅、教态优雅、真心地关

爱学生，这样的教师才是学生心目中的好老师。高校教师应该以此为标准进一步改进自己的课堂教

学，教学管理部门也应当强化对上述标准的认识，加强对教师的培训和教育。一个共同的目标是：加

强教师的基本素养，提高课堂教学效果，提升本科教学质量，增加高校所培养的人才的市场竞争力。

参考文献：

［１］段平．教师性别意识差异对教学效果的影响［Ｊ］．教学与管理，２００９（６）：５５ ５６．

［２］王慧．探析高校教师学历—职称之间的转换规律［Ｊ］．重庆工学院学报，２００５（１２）：２０ ２２ "
［３］文庭孝，侯经川，汪全莉，等．论信息概念的演变及其对信息科学发展的影响———从本体论到信息论再到博弈论

［Ｊ］．情报理论与实践，２００９（３）：１０ １５ "
［４］刘长春．浅谈教师的基本功［Ｊ］． 湖北成人教育学院学报，２００８（１）：１ ３．

［５］苏霍姆林斯基．苏霍姆林斯基选集：第 ４ 卷［Ｍ］．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１．

［６］刘尧．大学要改变“以本为本”的教学内容观［Ｎ］． 科学时报，２０１０ ０８ ０３（Ｂ４）．

［７］徐今雅，朱旭东．“专业教育”辨析———兼论专业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的关系［Ｊ］．复旦教育论坛，２００７（６）：２９ ３４．

［８］孙红．析高校课堂教育中的隐性教育［Ｊ］．边疆经济与文化，２００８（１２）：１２７ １２８．

［９］周华，曹洁琼．大学生逃课，“逃”掉了什么？［Ｎ］． 光明日报，２０１１ １２ ０２（１６）．

［１０］毕秀淑．如何对学生严格要求［Ｊ］．中国学校体育，１９９８（３）：１７．

［１１］丁海运．讲求教学方法，加强课堂教学［Ｊ］．改革与开放，２０１０（２）：１３８．

［１２］考试前老师该不该划重点［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２ １０ ２０］． ｈｔｔｐ：／ ／ ｉａｓｋ． ｇａｍｅｓ． ｓｉｎａ． ｃｏｍ． ｃｎ ／ ｂ ／ ２００１３９８４． ｈｔｍｌ．

［１３］文学，龙继丰．考试前划重点弊端多［Ｊ］．职业技术教育，１９９７（１）：２５．

［１４］许成安，王家新．大学课程平时成绩评定依据的比较研究［Ｊ］．中国大学教学，２００５（７）：３９ ４１．

［１５］周春林．学生课堂听不清，教授讲课用方言趋“年轻化”［Ｎ］． 北京青年报，２００３ ０１ ２０（０８）．

［１６］刘爱平．浅议教态［Ｊ］．中国培训，１９９９（６）：５３．

［１７］沈辉香，何齐宗．论大学教师的教态素养［Ｊ］．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２０１１（３）：１４０ １４３．

［１８］苏霍姆林斯基．要相信孩子［Ｍ］．汪彭庚，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

［责任编辑：王丽爱，黄　 燕］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Ａ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ｆｒｏｍ ＮＡＵ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ＸＩＥ Ｄｏｎｇｈｕｉ，ＨＥ Ｘｉｕｘｉ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ｐｌａｙ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ｏｌｅ ｉｎ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
ｎｉｓｍ． Ｔｈｅｙ ｈａｖ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ｉｎ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ｒｅｆｏｒｍ，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ａｎｄ 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ｍｉｎｄ ｓｏ ａｓ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ａｎｄ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ａｎｄ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ｎｄ ｔ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ｃｏｍｐｅｔｉ
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ｗｅ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ｂｙ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ａｎｄ ｐａｐｅｒ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ｄａｔａ ｂｒｉｎｇｓ
ａｂｏｕｔ ｓｏｍ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ｆｕｌ ｏｕｔｃｏｍｅ ａｎｄ ｗｏｒｔｈｗｈｉｌ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ｑｕａｌｉｔｙ；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８０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