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师自评
  不是“我觉得”

  评教中要有教师自己的声音

评价教学质量时，学生作为教学的见

证者和最终受益者，他们的感受与反馈很

重要。教师同行和教学督导能从专业角度

给出指导、建议。但其实教学者对教学过

程和教学效果最清楚不过，他们的自我评

价也不该被忽视。

2016 年教育部印发《关于深化高校教

师考核评价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对加

强教学质量评价工作提出具体要求，明确

“学校应实行教师自评、学生评价、同行

评价、督导评价等多种形式相结合的教学

质量综合评价”。于是我们看到今天已有

越来越多的高校将“教师自评”作为教学

质量多维评价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7 年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发布

《教师教学质量评价工作实施办法（试

行）》强调，该校教师教学质量评价遵循

综合评价原则，建立教师自评、学生评

教、同行（督导）评价、学院考评相结合，

涵盖教师工作态度、教学情况、教学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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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确保教师自评尽可能客观、公正，使其

既能够切实起到反思教学、持续改进的作用，

又对教师绩效考核、人事决策有参考价值，不

至流于形式？

等考核内容，综合定性与定量评价，以增

强教学质量评价结果的可信度。

南京邮电大学 2019 年推出的《教师

教学质量综合评价与持续改进工作实施办

法（试行）》中也提出，该校教师教学质

量综合评价通过学生评价、督导评价、领

导评价、同行评价、教师自评等不同评价

主体对教师的教学工作进行全方位评价。

其中教师自评由教师依据各学院（中心、

部）设定的评价指标结合自身工作情况开

展，评价指标需包括教师自身授课效果的

分析，对照课程教学大纲分析教学目标达

成情况及学生成绩情况，辅导员和班主任

与教师沟通情况分析，自身教学改革和参

与学院（中心、部）、学校公共事务情况

等，其评价结果可用于教师岗位考核、职

称晋升（转评）、评奖评先。

  教师自评的困扰与期待

多主体参与的教学质量评价，有利于

确保评价结果的全面、公平、准确。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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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纳西大学教师自评问卷

● 师生关系

（1）可靠性：我会在正常上课时间

和办公时间以外与学生保持及时沟通。

（2）透明度：我会与学生交流有

关课程作业、学习目标和课程评价的

最新和详细信息。

（3）对学生成功的热情：我对提

升学生学业成绩表现出强烈的责任感。

● 课程设计

（1）严格教学：我讲授的内容对

每个学生都具有挑战性。

（2）学生参与：我积极地吸引学

生关注课程学习材料中的重要部分。

（3）认知参与：我使用有效的教

学策略促进学生自主学习。

● 教学设计

（1）时间管理：我按照逻辑顺

序和进度讲授课程、布置作业和进行

考核。

（2）教学灵活性：我会在适当的

时候调整教学内容、作业和考核，以

适应学生学习的需要和进度。

教师自评结果更容易被受评教师接纳，认

识到自己教学中的不足。但这种评价形式

也有难以回避的问题，比如教师对自身认

识的偏差容易导致评价结果主观性强；如

果自我评价只是自说自话，缺少参考标准，

就难以进一步形成改进机制。尤其当自评

结果与评优、晋升等人事决策挂钩，教师

从切身利益出发也可能影响评价结果的客

观、公正。

那么高校在教学质量评价体系构建中，

怎样确保教师自评尽可能客观、公正，使其

既能够切实起到反思教学、持续改进的作

用，又对教师绩效考核、人事决策有参考价

值，不至流于形式？这或许是国内外很多高

校在开展教师自评时都期待实现的目标。

2014 年发表的一篇研究文章《不断

变化的教师评估》（Changing Practices 

in Faculty Evaluation）中，研究者对比了

2000 年与 2010 年的两次调查发现，美国

大学教学管理者评估教师教学表现时“总

是使用”的信息来源，结果显示“教师自

评”的比例从 58.7% 增长到 67.6%，并

且其重要程度仅次于“学生评教”，可见

教师自评在判断教学质量时的作用愈发重

要。那么国外高校是如何开展并有效利用

教师自评结果的？

  自我评价的两种主要方式

其实与中国高校一样，国外高校在开

展教师自评时通常也采用两种形式。一是

使用自评问卷，由教师为自己的每个教学

指标“打分”。

比如田纳西大学（The University of 

Tennessee）的教师自评问卷，请教师从

师生关系、课程设计、教学设计、监测与

评估、持续改进教学等五个方面，结合过

去一个学期自身表现，对每条陈述作出

“非常同意”到“非常不同意”五个等级

的评价。定量分析不仅方便管理者对评价

结果进行比较，也能更直观地体现教师教

学质量改进情况。

麦可思在 2017 年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53%

的中国大学教师认为“晋升、排课、评优等

各方面管理制度公正、透明”是理想雇主需

要具备的条件，并且专任教学人员的该比例

为 63%。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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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ittees）评价教师教学实践的一种

主要方式。篇幅为 1 ～ 2 页的教学陈述通

常包括：（1）说明：对教学目标和支撑

这些目标的教学实践的描述；（2）分析：

对教学的反思，以及它对教学实践的启

示；（3） 数 据： 可 作 为 教 学 决 策 基 础

的学生学习情况。此外，讲师还可以制

作一份教学档案袋，用以阐述和证明教

学陈述的主张。

为了确保教师自评对教师审查和晋升

有参考价值，学校建议各院系明确提出希

望在教师自评中展示的内容。并且除了将

教师自评作为评估教师教学的核心资料，

也结合其他数据举证（包括来自同行和学

生的反馈以及学生学习情况），进行全面

评估。在教学陈述中，院系要关注细节，

寻找教师采用目的性教学方法的具体证

据，以及教师回应学生和同行反馈的证据。

由于教学的创新需要足够时间进行不断探

索和完善，所以在评估和自评中也要有长

远眼光。

总而言之，虽然教师自评是自己评自

己，但教学质量好或不好并不是“我觉

得”，而应是基于证据说明自己工作质量

的优劣。这些证据既可以是定量的，也

可以是定性的；既可以由教师自己收集，

也可以来自其他调研的支撑。重要的是

能够客观、准确地反映工作成效，能够

为未来改进教学给予明确的指导。也只

有这样教师自评才能在教学质量评价体

系构建中发挥应有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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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课程严格性：我向学生介绍

符合他们水平且具有挑战性的相关内

容，以培养高阶思维。

● 监测与评估

（1）评估计划：我有详细的考核

计划，其中包括与我所授课程内容有

关的形成性评估和总结性评估。

（2）学生学习进度监控：我会使

用非常有效和高效的，可用于详述和

评估学生学习情况的系统。

（3）切实可行的反馈意见：我

坚持及时向学生提供具体、可操作的

反馈。

● 持续改进教学

（1）循证改进：我总是根据可衡

量的评估结果对课程教学作出合理的

改变。

（2）反思性实践：我会定期对教

学进行结构化反思以确保高质量教学。

（3）专业发展：我定期参加专注

于与教学最佳实践相关主题的研讨会、

讲座等。

（4）同行协作：我经常与同伴合

作构思有效的教学策略，以改善学生

在课堂上的学习。

另一种教师自评的主要方式是撰写

“教学工作总结”，这有助于教师对自己

教学方面的目标、取得的成绩和遇到的挑

战进行描述和反思。学校、院系可对具体

需要呈现的内容提出个性化要求。

比 如 华 盛 顿 大 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将教师自评作为教学质量

评估的一项核心数据。教师本人撰写的教

学陈述（Teaching Statement）是学校审

查和晋升委员会（review and 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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