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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管理体制作为高等教育发展的内在动力和保障，在教学改革活动中有着举足轻重的

地位。作为教育管理体制的核心，教学工作考评体系的探索和健全一直是各高校着力研究的课

题，在此过程中也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考核制度，保证了教学工作的顺利开展，为选拔和培养人

才提供了可靠的依据。随着办学体制改革的深化和教学观念的逐步转变，高等教育管理的内容

和形式面临着新要求。为此，我们对考评的目的和功能进行再认识，力求通过比较分析与研究，

建立起能更好地适应高校教育改革发展的教学管理体系。

1 现行考评制度的依据及其局限性

现行考评制度的依据是1981年原教育部正式颁发的《高等学校教师工作量试行办法沪，

该办法规定教师工作量包括:教学工作量(含教法研究、科学研究、实验室建设等工作量)、教材

教法资料的编写工作、兼任党政管理工作量三部分，在这一工作量分类基础上，制定了一套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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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的工作计量体系。由于受到当时的社会条件、考评思想以及考评方法、手段、工具的限制，该

体系的特点为z①"统计"功能相当完备，对于指导教师完成教学工作、规范个体的标准劳动强

度起到了积极作用，为顺利完成教学任务奠定了基础z②有较为明确的不同职称的教师考核要

求及工作量的核定、分类标准飞考核对象不同，要求也不同，考核层次较清晰z③对"量"的核

定比较精确。其"量优"原则在一段时期内为保证教学质量提供了前提条件。

但是必须看到，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高校的招生与分配必须面对人才需求市场，教学的

组织形式也正从以教师为中心向以学生为中心转变，管理工作必须相应而变。虽然一些高校在

此过程中进行了局部的改善和调整，但管理观念仍停留在原有的框架内，与实践脱节。主要体

现为:①某些考核指标的置信度在弱化、消失，新的管理要求提出后，没有相应的考评指标，管

理无力。如:原考核指标中对"班级"与"学生数"的定义显然是以计划教学为基础，其定量要求

已明显不适应现今教育发展的要求。学分制实施后，教学资源得以重新配置，"班级"已由固定

性变为不固定性，"学生数"与工作量的关系必须有新的评价标准F②评价结果相对片面。一方
面过于重"量"，缺乏定性依据。二是考核的时间过于集中，受方法和手段限制，考核工作集中在

学期末和年终，管理功能滞后F③功能不健全，目标不明确。实践中发现，原体系的定性评价与

定量评价③脱节，"量"的无差别累计弱化了区分度，损伤了教师提高教学质量的积极性。由于

定性功能不足，往往将对"绩"的评价与对"人"的评价温同。④缺乏考核重点。由于以上综合因

素的影响，管理目标游离于考核体系，价值取向模糊。

2 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对考评体系的新要求

所谓考评包括考核与评定两部分，通过考核取得量标，通过评定获得结果。高等教育发展

变化的特点要求考评体系满足以下要求。

(1)阶段性、发展性及导向性要求。考评体系应服从和服务于教学工作的改革与发展，要有

管理过程中的阶段性重点，兼顾其发展所要求的连续性，在一定时期内规范、指导和控制考评

对象的行为，以利于实现当期与长期目标。如现阶段，考评工作应与学校发展的定位和建设目

标相结合，围绕教学观念、方法、手段的改革与实践，以师资和学科建设为重点，激励中青年教

师成长和成材，在动态的环境中保持协调发展的原则，将管理工作的稳定性、发展性、创造性有

机地结合起来。

(2)全面性要求④。原有的考评体系的考评结果之所以失真，在于其评价的角度不全面，包

括评价指标不全面和评价主体单一。如忽视了教学效果的承担者一一学生的评价意见等等。其

次，要做到全面评价，还必须将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相统一。而要完成对质量的综合评价，必须

做到将指标具体化和量化，同时制定量标，进行综合评定(而非先设标准再考核)，使得考评结

果具有可比性、达到选拔、奖优和罚劣的目的，进而控制个体和群体的工作质量。

(3)管理信息化要求。多视角、多方位的评价必然带来大量的考核信息的统计整理工作，采

用计算机信息管理是最佳选择，是实现适时控制的前提与基础。

(4)置信度要求。考评中应将对考评结果影响较大的指标赋予较大的权重，各指标通过置

②③李 冀. 1989. 教育管理辞典. 海口g海南人民教育出版社. 137，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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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度有机地联系起来，构成指标体系，从而表达管理的重点和目标。

(5)因人而异，兼顾各类别评价结果之间的可比性要求。对不同的评价对象应制定不同的

考评指标和要求。就学校而言，教师(教辅人员)、专职学生干部、行政人员、后勤服务人员各类

别的工作性质和工作内容都有较大的差异，考评的方式方法也应有所不同。应该看到，由于各

评价对象同时又是评价主体，互相评价中，无论是以共同标准为参照，还是以个人价值标准为

参照，评价中的互动性和评价主体的多样性、广泛性决定了评价结果的可比性，各类别的评价

结果可用于也应该用于相互比较。

3 实践构想

鉴于以上认识，在我校原有考评制度的基础上，我们调整了体系结构和考核指标，设计了

较为规范和严密的考评方法、考评流程和定量模型。仅以教学质量评价工作为例，简要介绍如

下:①体系由绝对工作量考核、课程分类(权重〉、定性评价、置信度设计、定量模型构成，将绝对

工作量与定性评价有机地结合起来，构成最终的考核量标，达到综合评价的效果。由于各校具

体情况不同，因此操作表格和定量模型要按实际情况设定和调整。②将原体系中的各项指标按

其主客观属性分类，分别列入定性评价表和定量评价表，提高评价体系的可操作性和结果的可

靠性p③扩大评价角度，消除评价主体的情感偏好对评价结果的干扰，分为六个评价主体z教研

室、学生、督教组、本人、教务秘书、院办。④考虑到不同的评价主体对评价结果的影响不同，赋

予相应权重，权重值根据实际情况可作调整，由此保证评价体系的开放性、适应性;⑤根据评价

指标的主客观属性，确定相应的评价方法，对于主观性较强的评价指标，通过扩大评价主体的

范围和随机性来消除个人因 素的影响。⑥设计合理的评价方法，做到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民主

与集中相结合，主观与客观相结合，考评过程与考评对象相分离F⑦实现计算机网络化管理，做

到管理的过程化，将及时性与公正性统一起来。计算机管理也可有效防止"人情"评价。⑧公开

考评流程、接受监督，提高评价结果的可信性与合理性，⑨健全考核后管理，充分和有效地利用

考评结果，消除"考而不评"，"评而无效"的陈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