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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设计一套高校思想政治课的考核与评估系统对思想政治课程考核评估的可跟踪性 、可比较性 、全面

性 、公开性都有很大提升 , 但这样一个系统的设计需要大量的数据。阐述了基于数字校园平台 WEB环境下

的思想政治课考核系统 ,首先介绍了考核的基本方法 ,包括基本原理和算法 , 其次介绍了考核系统的分析与设

计 ,包括功能分析 、结构设计 、数据库设计 、图表 、安全性 、数据集成和共享等 , 最后结合已有的数字校园平台

WEB环境 ,介绍了考核系统的具体实现和应用实践 ,能够为高校的思想政治课考核提供重要依据。

关键词:思想政治课;考核;Web系统;数字校园;数据共享

中图分类号:TP393　　　文献标识码:A

ResearchonWebbasedpoliticalcourseevaluation

WUKai-jun
1
, HUANGXi-jian

2
, CHENYan-hong

3
, FUXi-xu

1

(1.InstituteofEducationandInformationTechnology, ShanghaiOceanUniversity, Shanghai　201306, China;

2.ThePresidents' Office, ShanghaiOceanUniversity, Shanghai　201306, China;

3.DepartmentofSocialScience, ShanghaiOceanUniversity, Shanghai　201306, China)

Abstract:Developinganevaluationsystemcangreatlyimprovethetraceability, comparability, comprehen-

sivenessandpublicityofcourseevaluation.However, suchasystemneedplentyofrelateddata.Thispaper

describedtheresearchoncourseevaluationsystembasedonthedigitalcampusplatform.First, theevaluation

methodsincludingrulesandalgorithmswereintroduced.Thentheanalysisanddesignofthesystemwhich

includestheanalysisoffunctions, structure, data, diagrams, securityanddatasharingaredescribedin

detail.Atlast, applicationofthesystemisintroduced.Thesystemcanbeimportantbasisofpoliticalcourse

evaluation.

Keywords:politicalcourse;evaluation;Webbasedsystem;digitalcampus;datasharing

　　高校思想政治课的考核与评估是一个复杂

的问题
[ 1]

。对思想政治课的评估需要一个量化

的 、公开的 、可信的 、较为全面的评价体系 ,建立

这样一个评价体系需要教学 、科研 、学生评价等

大量相关信息 。

解决的最好方案是根据思政课的质量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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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体系(表 1)、教师评教表(表 2)、学生评教表

(表 3),在以校园计算机网络为基础的数字校园

平台 WEB环境下 ,开发和建立一套高校思政课

考核系统 ,可以 “网络在线”对高校的思政课进行

考核评估 ,且这种考核评估是可跟踪的 、可比较

的 、全面的 、公开的
[ 2]

。

本文将描述思想政治课评价体系的设计及

基于该评价体系的数字校园子系统的设计与实

现 ,并通过实例描述这样一个系统的实现可以为

高校的思想政治课考核提供一些较难获得的重

要依据。

1　考核的基本方法

针对每个被考核的思政课 ,按照 3个表分别

“打分 ”,采用一定的算法(如加权平均法 、均方根

法等),最后计算出各个课程的综合得分 ,从而获

得被考核课程的各自评价。基本算法如下:

(1)评估指标集

O={o1 , o2 , …, on}其元素为表 1的评估指

标 ,共有 n个评估指标;

P={p1 , p2 , … , pk}其元素为表 2的评估指

标 ,共有 k个评估指标;

Q={q1 , q2 , …, qh}其元素为表 3的评估指

标 ,共有 h个评估指标;

(2)考核得分

①u个测评人数(即样本数为 u)评估表 1,相

应的评分如矩阵 A所示:

A=

a11 a12 … a1n

a21 a22 … a2n

… … … …

au1 au2 … aun

(1)

式中:aij表示第 i个测评人在评估指标 oj的评分。

表 1的总平均得分为 X=∑
n

j=1

∑
u

j=1
aij

u
。

②v个测评人数(即样本数为 v)评估表 2,相

应的评分如矩阵 B所示:

B=

b11 b12 … b1k

b21 b22 … b2n

… … … …

bv1 bv2 … bvk

(2)

式中:bij表示第 i个测评人在评估指标 pj的评分 。

表 2的总平均得分为 Y=∑
k

j=1

∑
v

j=1
bij

v
。

③w个测评人数(即样本数为 w)评估表 3,

相应的评分如矩阵 C所示:

C=

c11 c12 … c1h

c21 c22 … c2n

… … … …

cw1 cw2 … cwh

(3)

式中:cij表示第 i个测评人在评估指标 qj的评分 。

表 3的总平均得分为 Z=∑
h

j=1

∑
w

j=1
cij

w
。

3张表的总平均得分为 G=(X+Y+Z)/3。

以上采用算术平均值方法计算 ,为使得分能

充分体现实际评估效果 ,可改进算法 ,如采用加

权平均法 、均方根法等 。以下是一个简单加权

法:根据样本数 n的大小 ,分别给 3个表设置权值

Q1 、Q2 、Q3 ,如:当 n大于规定人数的 10% ～ 20%,

Q=100;当 n大于规定人数的 20% ～ 25%, Q=

150;当 n大于规定人数的 25%, Q=250;从而 G

=(X+Q1 +Y+Q2 +Z+Q3)/3。

2　系统分析

根据思政课评估体系的要求 ,考核系统应具

有以下功能:

(1)数据处理:数据处理的基本功能有添加 、

修改 、删除 、复制 、粘贴等 ,数据处理的对象为 3

张表的明细指标 、每个样本的评估得分等。

通过对 3张表的指标数据处理 ,可以动态添

加新的指标 ,也可维护已有指标 ,包括分值 ,从而

使考核系统具有很强的扩展性。

样本数据输入时具有正确性校验 ,不在指标

分值范围内的数据是错误的 ,屏幕将予以提示 ,

并要求更正后 ,方可被系统接收。

由于本考核系统的环境为数字校园平台 ,可

以在同一校园环境内 、也可跨校园范围内远距离

同时输入样本数据 ,从而可及时处理大量样本数

据。

(2)统计分析:根据多种算法(如简单算术平

均值法 、加权平均值法 、均方根法等),分表格汇

总计算各指标值。既能统计分析各个学校思政

课的总体评估结果 ,也能分表格 、分指标进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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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分析;既能统计分析某一次的样本数据 ,也能

根据历史样本数据进行对比分析 。另外 ,对核心

指标能特别处理 ,对不同高校能够分类指导 。

(3)信息查询:能任意组合条件查询 3张表

的指标信息 、每个样本数据的明细信息 ,能查询

指定学校思政课的评估统计结果 、排名等;查询

结果既能屏幕显示 ,也能打印 ,并可输出到 Excel

工作表中 。

(4)报表打印:根据统计分析指标 ,设计各种

统计报表 。报表既有固定格式和栏目 ,也可以用

户自定义;报表既可以直接打印 ,也可以输出到

Excel工作表中。

(5)系统管理:主要功能有数据备份与恢复 、

用户及权限管理等 。

3　系统设计

3.1　系统结构设计

系统采用 B/S架构 。用户端直接通过

InternetExplorer浏览器操作使用 ,无须再安装软

件 ,极大地方便网络环境下的使用;服务器端安

装数据库系统(如 Oracle或 SQLServer等)、WEB

服务器(如 IIS, Tomcat或 Apache等)、以及开发

的考核系统应用软件。

采用这种系统结构 ,只需要对服务器端进行

维护 ,分布在各高校的用户就能使用 ,且不需要

安装任何附件软件 。

3.2　数据库设计

考核系统的关键是处理和统计分析各类大

量的样本数据 ,数据库是其基础 ,其设计的好坏

直接影响到系统性能的优劣 ,尤其是数据记录庞

大的数据库。数据库的基本组成是工作表 ,数据

库的设计实质是各个工作表 、以及表之间关系的

设计 。

考核系统的数据库主要有四类:一是基础代

码数据库 ,如高校思政课数据库 、用户信息数据

库;二是指标体系数据库 ,具体是表 1、表 2、表 3

的指标体系数据库;三是测评的样本数据库 ,具

体也是测评人员打分的三张表的样本数据库;四

是统计分析结果数据库 ,根据统计分析的多种要

求 ,分别设计各类统计分析结果数据库 ,如各高

校思政课总体评估结果数据库等 。

限于篇幅 ,这里仅介绍指标体系数据表 ,按

照数据库设计规范第三范式的要求 , 3张指标体

系表的主要结构分别如表 1、表 2、表 3所示。

表 1　质量评估指标体系表结构

Tab.1　Structureofevaluationnormtable

字段名 描述 类型 长度

ID ID号 ,主键 ,系统自动产生 长整型

xmdm 项目代码 字符 Char 8

xmmc 项目名称 字符 Char 24

zxxh 子项序号 字符 Char 5

ZXMC 子项名称(评估内容) 字符 Char 30

fz 分值 整型 Int 1

zxsm 子项说明(描述评分标准) 文本 Text

tszx 特殊子项标记 字符 Char 1

表 2　学生评教表结构

Tab.2　Structureofstudenteducationevaluationtable

字段名 描述 类型 长度

ID ID号 ,主键 ,系统自动产生 长整型

xmdm 项目代码 (一级指标) 字符 Char 8

xmmc 项目名称 字符 Char 24

zxxh 子项序号(二级指标) 字符 Char 5

ZXMC 子项名称 字符 Char 30

fz 分值 整型 Int 1

zxsm 子项说明(描述评分标准) 文本 Text

tszx 特殊子项标记 字符 Cha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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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教师评教表结构

Tab.3　Structureofteachereducationevaluationtable

字段名 描述 类型 长度

ID ID号 ,主键 ,系统自动产生 长整型

xmdm 项目代码 (一级指标) 字符 Char 8

xmmc 项目名称 字符 Char 24

zxxh 子项序号(二级指标) 字符 Char 5

ZXMC 子项名称 字符 Char 30

fz 分值 整型 Int 1

zxsm 子项说明(描述评分标准) 文本 Text

tszx 特殊子项标记 字符 Char 1

3.3　图表设计

根据统计分析指标 ,考核系统设计了各种类

型的图表 ,如各高校评估结果一览表 、特殊指标

对比分析表等;图形主要有直方图 、饼图 、折线图

等 ,能够直观地反映师资情况 、评估情况 、学生参

与情况等 。

3.4　安全性设计

由于考核系统基于 Internet环境 ,用户为上

海各高校(可推广全国使用),后台还需要进行数

据汇总与统计分析 ,故用户权限级别相差较大 ,

对系统安全性要求较高。目前的权限控制模型

主要有 3种:自主权限控制 、强制权限控制和基

于角色的权限控制 ,它们各有优缺点。针对考核

系统用户的特点 ,采取基于角色的权限控制 ,来

确保不同的用户拥有不同的权限。

在基于角色的权限控制模型中 ,权限赋予角

色 ,角色分配给用户。一个用户可拥有多个角

色 ,一个角色可授权给多个用户;一个角色可包

含多个权限 ,一个权限可被多个角色包含 。用户

通过角色享有权限 ,它不直接与权限相关联 ,权

限对资源对象的操作许可是通过活跃角色实现

的。用户与角色 、角色与权限 、角色与资源对象

之间的关系均是多对多的关系 。其特点是 ,由于

用户变化较多而角色相对变化较少的实际情况 ,

使角色关系具有相对稳定性和易维护性 。

在考核系统中 ,除系统管理员为超级用户

(最高级别)外 ,还有数据录入员 、统计分析员 、校

领导 、一般查询者等角色 。

3.5　数据集成与共享

思想政治课的考核直接与教师的考核 、教

务 、评奖 、科研等系统相关 ,还可直接获取学校主

要教学平台的数据用以分析以更全面评价教师 。

系统设计了专门的中间表 ,从中间表读取相关数

据 ,并将各系统需要的数据推送到中间表 ,由相

关系统通过 OracleODI从中间表抽取数据 ,而本

系统也可通过 ODI从其他系统中间表定时读取

需要的数据 ,如图 1所示:

图 1　系统与其他系统的数据交换和集成

Fig.1　DataExchangewithOtherSystems

　　这样 ,既不对负荷已经较大的教务 、科研等

系统造成影响 ,又能够实现系统的共享 ,打破了

系统间的信息孤岛状态 ,实现了全局数据仓库
[ 3]

的集成 ,为 OLAP应用
[ 4]
提供了支持 。

4　系统实现

由于学校主要的系统都是基于 Solaris用

Java开发的
[ 5]

,为实现与其他系统的有机结合 ,

系统在 Solaris下基于 J2EE的 struts
[ 6]
框架实现 ,

数据库使用 Oracle10g。系统基于 MVC三层模

式实现(图 2)。

图 2　Struts的 MVC三层架构示意图

Fig.2　TheMVCStructureofStru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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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VC模式将程序代码整理切割为三部份 ,模

型层部分是业务与应用领域相关逻辑 、管理状态

之对象 ,控制层部分接收来自视图层所输入的资

料并与模型层部分互动 ,是业务流程控制之处 ,

视图层部分则负责展现资料 、接收使用者输入资

料
[ 6]

。

Struts使用了 MVC模式 ,提供了丰富的组件

供复用 , 改善了系统的界面和客户端功能 。

JavaBeans的使用把服务器端的一些负担转移到

了客户端 ,减轻了服务端的压力。结构化的复用

也提高了开发的效率。

用 Struts开发考核系统 ,使得界面和图表的

标准化更容易 ,提升了客户端的功能 ,改善了终

端客户的体验 。另外 ,由于大量计算分布到客户

端 ,使得系统能够承受更大规模的并发计算 ,在

集中投票 、评教等子模块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另

外基于 Solaris和 Struts框架开发的软件在系统安

全性和程序安全性上有了较大的提高 。

5　应用与结论

本系统在我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评估中使

用 ,在无需增加教师和学生额外负担的情况下 ,

取得了学生评价 、同行评价等数据 ,生成了相应

报表 ,教师和相关管理人员可以查询权限内的评

价结果和各项评价明细。评教的结果得到了校

内师生的认可 ,并成功地作为校内评奖和教师考

核的依据 。相关的历史数据也已导入数据仓库

用以对课程的长期情况进行跟踪和分析。

以上海海洋大学某思想政治课为例 ,在引入

思想政治考核系统之前 ,需要设计调查问卷 ,对

各班级进行抽样调查 ,系统引入后大大提高了评

估质量和效率 。表 4显示了应用系统前后的对

比。

表 4　某课程系统使用前后评估情况对比

Tab.4　Comparebetweenmanualevaluationandevaluationsystem

主要评估方式
手工统计
根据调查问卷和评教系统手工统计

系统考核
系统收集相关数据自动得出结果

样本数量 298 3 268

评估项目数 3 18

处理时间 3 d 即时

标准程度 较为主观 客观 、标准

数据作用 评估参考 量化评估

　　从该课程的评估情况可知 ,应用考核系统

后 ,可以更全面 、更快速地针对思想政治课程进

行较为客观的评估 ,节省了大量人力物力。另

外 ,思想政治课程作为文史类课程 ,其评价和考

核往往引来一些争议 ,而系统的应用很好地解决

了这些问题。

总之 ,思想政治课程考核系统的设计与应

用 ,实现了考核数据的可跟踪性 、可比较性 、全面

性 、公开性 ,解除了教师的疑虑 。解决了系统的

数据来源和共享以及安全性等问题 ,为思想政治

课程的考核和相关数据的分析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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