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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合理的教师教学能力评价体系,不仅能促进教师改善教学能力,推动专业的发展,提高教学质量,而且

对促进高等院校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高等院校教师评价体系的改革应该在原有的基础上,以教师作为评价

主体参与评价体系的建立,树立主人翁意识,并且区分不同的评价对象,把学生和社会的评价反馈作为评价体系的

重要参考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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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

2 2020)》指出,“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有好的教师,

才有好的教育.国内教育学家认为,教师的教学能力

是指教师在教育教学活动中表现出来的、直接或间

接影响教育教学活动的质量和完成情况的个性心理

特征,是一般能力和特殊能力的合理整合和特殊发

展,是在实践中发展起来的、反映教师职业活动要求

的能力体系.”[1]

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国高校的教育开始从精英

教育向大众化教育转变,尤其在北京、上海等这样的

一线城市,高等教育也越来越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
教师的教学能力的评价不仅是影响教学质量和效果

的关键因素,而且对于提高高校整体的教学质量和

人才培养质量,促进学校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

意义.什么样的教师教学能力评价体系,才能激发教

师持续钻研教学工作的积极性,成为全世界众多教

育工作者研究的课题之一.在教师评价改革中,有两

种观点,一种是涉及教学效能的教师评价;另一种是

“发展”的观点,指涉及到专业发展的教师评价[2].
随着理念的更新,众多的研究者更倾向于后者,教学

能力的评价不仅仅是为了奖惩,更重要的是为了促

进发展,就是要建立促进教师成长的发展性教师评

价体系.笔者从文献[3,4]构建的教师能力标准理

论模型的基础上,从促进教师发展的角度,来探讨合

理的教师能力评价体系.

1 教师作为主体参与评价体系的制订

教师的教育教学能力包括教学组织能力、掌握

教材能力、驾驭课堂教学能力、语言表达能力、组织

和开展活动课堂能力、心理疏导能力、生活指导能

力、社会交往能力等等.教师的评价标准是根据上述

能力对教师的教学能力进行评价.权威的评价者往

往根据自己的标准制订评价体系,教师作为被评价

者只是被动的接受.在这样的评价秩序背景下,作为

被动介入评价体系的教师主体,缺乏主动性,对于评

价会产生一种厌烦情绪,出现一种相互扯皮的现象.
上下级之间,教师可能碍于领导的权威,一般不会把

真心话讲出来;同级之间,由于竞争压力、私下交情

和利益冲突等因素,评价体系也只是走走形式;对于

自我的评价,为了自我保护和维护利益,教师往往会

把自己的不足隐藏下来.这样下来,评价的结果可想

而知,不能完全反映教师的教学能力,也很难引起教

师对自我教学能力的反思,提高教学质量.
只有教师能够作为评价主体参与评价体系的建

立,才能发挥教师的主观能动性,使评价真正成为教

师自我反思教学的工具.也只有这样,教师才可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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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中更好地保护自己的权益,认同评价的结果,促

进自己的发展,树立主人翁意识和责任感,而不仅仅

是教书匠,教师同时担负着教书和育人的双重责任.

2 评价教师的行为责任

2.1 评价主体的多元化对待

评价体系有教师的教学能力标准清单,传统评

价者往往根据教师的表现,根据每项标准的达成情

况给被评者打分,所有分数加在一起就是被评者的

成绩,“优秀5分,良好3分,合格1分,不合格0分”.
这些数字的意义估计更多的只在于横向的比较,对

于教师专业的发展和学生的成长,意义甚微.
教师的教学能力不仅需要领导和督导组进行评

价,还需要有经验教师的评价和同事之间的相互评

价,这种多元化的评价体系,有利于提高评价结果的

真实性,使教师找出自己的不足之处,促进教师的自

主发展.

2.2 评价对象的区分

根据生态位势理论,教师教学能力的演化和发

展分为3个阶段[5],即增长阶段、稳定阶段和滞缓阶

段.青年教师有朝气,勇于竞争,敢于创新,具有刻苦

钻研精神,属于增长阶段.同时青年教师因为从教时

间短,教学能力可能还有波动.中年教师由于长期的

知识积累,在课堂行为表现、教法等方面都趋于成

熟,教学能力处于稳定发展阶段.而随着年龄的增

长,教师的教学能力已经日臻完善,个体知识基本已

经定型,增长空间有限,处于滞缓阶段.
对于不同阶段的教师的教学能力,应该建立不

同层次的评价标准,即能够保证青年教师的教学能

力的快速增长,挖掘其发展的潜力;对于中年教师的

教学能力评价,应该挖掘教师的教学特色,形成个人

独有的教学风格;对于年长的教师,要鼓励他们能够

把自己的丰富教学经验和教学资源公布于众,同时

要注意知识和理念的更新,接受新的事物,不断充实

自我.

2.3 专业发展与“绩效制”相互协调

绩效制,基本含义就是为所做事情的效果负责

任[6].美国在2000年开始实行绩效制,也就是采用

标准化考试成绩来评价教师工作的利弊.这长期以

来也是中国教学评价奖惩的标准.这种评价制度是

把评价放在学生的成绩上,出发点是为了督促教师

提高学生的学习水平,提高学校的教学质量.但是这

种评价的另一个后果就是,教师为了完成教学任务,

不得不花大量时间在教学上面,心理上承担过大的

压力,从而致使身体处于亚健康状态.而经济收入与

工作投入的不匹配,也会造成教师心理上的不平衡,

引起一些不良的社会后果.有些教师在教学准备、课

堂教学组织、课后专业发展等教学行为活动上做了

大量的工作,但是教学效果和教学成绩始终不理想,

根据教学能力的评价标准将会受到一定的处罚,这

势必会引起教师的抵触情绪,抹杀教师专业发展的

兴趣.大学教育的培养,不仅仅是为了教学成绩,更

重要是为了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接受新事物的能

力.而教学专业也需要得到持续的发展.进行教学能

力评价的工作,其理想状态是促进教师自我反思教

学中的工作行为,进行不断地改善和调整,使教师能

够自主、健康地完成对自身专业素质结构的改革和

重组.
教学评价体系应该是绩效制和专业发展的协调

发展,既要看到教学背后诸多的因素,肯定教师的自

主发展能力,帮助他们寻找合理的教学策略;同时又

让教师有机会接触本领域的前沿,学习新技术,了解

学生的发展状况,那么他们的教学在扎实专业知识

的背景下,将会更有吸引力.

3 学生与社会反馈只能作为教师评价的重要参考

3.1 学生的反馈[7]

学生群体是教师教学的直接对象,教师大部分

时间都是花在学生身上,学生评价也有它合理的地

方,比如,它可以发现教师品德的楷模作用,教学方

式的适应程度,学生的教学要求等等.因为学生本身

和教师的亲密接触,实际的评价结果,往往比领导仅

仅靠一两节课听讲,得出的结果真实得多.近年来,

更多的高校把学生对教师的评价直接与奖惩挂钩,

学生评出的“我心目中的好老师”等评选活动也应

运而生.
虽然学生的评价能为教学提供有用的信息,但

是学生毕竟年纪轻,社会经验少,评价结果难免有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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颇之处.大学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

接受广泛的科学知识.而随着大学教育的大众化,学

生自身的素质也有下滑的趋势,一些大学生实际上

和几年前的高中生水平相差不大,在他们的潜意识

中,更喜欢把大学问题细细讲解的教学方法.这样的

教学方法将使大学教育仍停留在高中阶段,将学生

自学能力的培养推给了社会,增加了社会的负担.所

以直接把学生评价作为教师教学能力评价标准,难

免片面,有时甚至会出现错误.
对大学教师评价标准的改革,不仅在于对学生

成绩和教师教学行为的评价,更重要的是关注学生

能力的提高,比如下面一道物理测试题:

如图1(a)所示,一物体质量m=1kg,放在与水

平面成α=30°角的光滑斜面上,并用倔强系数κ=49

N·m-1 的轻质弹簧系住,弹簧上端固定.设物体由

弹簧未形变的位置无初速度地释放,试求物体在斜

面上的运动形式.
解析这样的题目,就可以很好地让学生理解生

活中这样的简谐振动的实例.

图1

受力分析如图1(b)所示,物体受合外力为

∑F=G+N+f

取沿斜面向下为x 坐标正方向,取平衡位置为

坐标原点.设物体过平衡位置时弹簧伸长量为x0,

在平衡位置处,物体受合外力为零,则

κx0=mgsinα

x0=mgsinα
κ

(1)

在任意位置,物体受合外力(沿x 方向)

 ∑Fx =mgsinα-κ(x0+x) (2)

将式(1)代入式(2)

∑Fx =mgsinα-κ mgsinα
κ +æ

è
ç

ö

ø
÷x =-κx

这满足物体做简谐振动的条件,即该物体沿斜

面做简谐振动.学生在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时,反馈

出来的对知识的理解和接受能力,表明了教师的教

学效果.若是采用优化学生测试,改变传统的测试方

式,根据学生在测试中表现出来的能力作为教学能

力评价的因素,这未尝不会达到大学教育的目的.

3.2 社会的反馈

社会需要的是对社会有用、做出贡献的人才,即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才,而不仅仅是学生

的学习成绩,有些时候,教师自身的德育教育更重

要.一个只有好成绩但是道德败坏的人走上社会,对

社会根本无贡献而言.学生真正走上社会,经过社会

的历练,他们能清楚知道自己需要的是什么,这时对

教师教学能力的评价更为客观.在网上有这样的统

计,学生在校时对教师打分能到95分以上,但是走

上社会后,这位教师的成绩可能在35分以下.把社

会反馈的结果作为教师教学能力评价的一个重要因

素,使教师能够反思教学实践中的问题,改进教学行

为,也是必不可少的.
总之,教师教学能力评价体系的建立是一件复

杂而繁琐的工作,完善的教学能力评价体系的建立

对于高校教师自主能力、进取向上精神的培养,高校

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在教学评价体系改

革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对传统的评价体系进行反思,

使教师真正参与到评价中来,能够使评价结果真实

而客观地反映教师的教学行为,教师实现从“控制”

到“自觉”的改变,正视自己的不足,实现自我超越

的意志,真正提高教师的教育教学能力,为社会培养

真正需要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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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综述近20年来大学物理教学中,关于均匀带电球壳表面电场强度的讨论,概括出3种常见的解法,探讨

了不同解法所得不同结果的本质,确定均匀带电球壳表面电场强度的最佳算法.
关键词:均匀带电球壳  电场强度  积分方法

  对于一个均匀带电的非导体球壳,根据高斯定

理很容易得出球壳内外的电场强度,但是球壳表面

电场强度分布是什么样的呢? 显然,知不知道这一

点的场强对于很多实际工作并不会有太大影响,但
基于物理知识体系的完整性,我们有必要探讨一下

这类问题,因为很多理论都是源于某些奇点、临界问

题的解决而得以发现或发展的.

1 方法与结论

1.1 方法一

文献[1~4]都提到了这样一种最为普遍的解

法 ,如图1所示,P为球面上任意一点,以球心O
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

为

6 王维臣.绩效制背景下美国教师评价的改革及其启示.
外国中小学教育,2011(10):27~31

7 赵慧珍,王丹.基于教师发展的教师评价制度探析.贵州

师范学院学报,2010(26):70~72

StudyontheTeachingAbilityEvaluationSystem
ofCollegeandUniversityTeachers

ZhangYufeng GaoLanxiang
(DepartmentofMathematicsandPhysics,ShanghaiUniversityofElectricPower,Shanghai,201300)

Abstract:Reasonableteachingabilityevaluationsystemforteachers,cannotonlypromotetheteacherstoimprovetheir

teachingability,developtheirmajor,advanceteachingquality.Butalsoitcanforwardrenewdevelopmentoftheuniversity.

Basedontheoriginalbasic,thereformofthecollegeteacherevaluationsystemshould maketeachersasmainbodyof

evaluationinvolvedintheestablishmentoftheevaluationsystemandestablishasenseofownership.Atthesametime,it

shoulddistinguishthedifferentevaluationobjectsandtakethestudentsandsocialevaluationfeedbackastheimportant

referencefactorofasystemforevaluating.

Keywords:evaluationofteachingability;diversification;performance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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