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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首先，结合对高校教学质量评价工作实际，构建高校教学质量评价指标，并分析了各

指标要素间的相关关系；然后，以解释结构模型为基础，构建高校教学质量评价模型；最后，

通过对指标相关性的进一步分析，明确了各指标在教学质量评价中的地位和作用及相互影响

关系，以期为高校教学质量评价工作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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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first, this paper presents evaluation index of university teaching quality and analyzes the 
correlations between index elements according to the practical work. And then the index evaluation 
model of university teaching quality is put forward based on interpretive structural model. At last, 
based on further analysis of index correlation, the status and function of each indicator in teaching 
quality assessment and their relations are confirmed, providing some reference for teaching quality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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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为社会培养合格人才是高等院校的根本任务，而如何提高高校人才培养质量，已成为世

界各国高教改革共同思考的话题。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一方面，高校办学

规模迅速扩大，对教学资源和教学管理形成了较大的压力，另一方面，就业形势日趋严峻，

高校间的各种竞争加剧[1]，使得教学质量的保障和提高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如何严格规范

教学质量管理，建立健全高校内部运行机制，促进高校教学质量的不断提高[2]，是各高等院

校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教学质量评价是依据一定的客观标准，通过各种测量和相关资料的收集，对教学活动及

其效果进行客观衡量和科学判定的系统过程[3]。从本质上讲，教学质量评价是一种对教学活

动及其效果的价值判断[4]。本文以解释结构模型为基础，旨在通过详细分析影响高校教学质

量的关键要素的相关性，构建完整的高校教学质量评价模型，辨别各要素在高校教学质量评

价中的地位和作用，以期为高校教学质量评价工作的进行提供有益的参考和指导。 

1 高校教学质量评价指标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参考已有的研究成果，结合高校教学质量评价工作实际，坚持导向

性、科学性、可行性、代表性、动态性等指标构建原则[5]，给出影响教学质量评价的 12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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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因素[6-9]，即教学目标定位、教学工作定位、教学改革发展、师资队伍、教学设施、育

人环境、教学经费、教学建设、教学管理、教学过程、知识能力素质和社会评价，其评价标

准如表 1 所示： 
 

表 1 高校教学质量评价标准 
Tab.1 Evaluation standards of university teaching quality 

序号 影响要素 评价标准 

1 教学目标定位 
教学目标对社会发展的适应性和学生个性发展的适应性好；培养规

格定位准确，符合高等教育的要求。 

2 教学工作定位 教学工作的中心地位十分明确牢固，重视教学工作。 

3 教学改革发展 教学改革发展规划目标明确、思路清晰，能很好地贯彻实施。 

4 师资队伍 
教师数量足够，年龄结构合理，具备良好的职业素质；学校重视师

资队伍培养，有明确的教师培训规划，并能有效地实施。 

5 教学设施     

重视各专业实验室的建设与管理，拥有校园网及足够的多媒体教

室，拥有使用程度高的图书馆、体育馆等，面积与设施满足教学要

求。 

6 育人环境 

教师严谨治学，从严执教，敬业乐业，学生能遵守校规校纪，主动

学习，勤奋进取；重视校园文化环境建设，师生思想活跃；校园学

术空气浓郁，学术讲座和交流活动频繁。 

7 教学经费 教学经费达到规定要求，保持一定的年增长率并持续增长。 

8 教学建设 

专业设置体现高等教育特点，总体布局与结构合理，专业改革规划

科学合理，措施得力，成效显著；课程体系布局合理，符合培养目

标的要求，体现知识能力素质协调的发展；教材选用针对性强、选

用合理，体现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与特点；自编教材有规划、有措

施。 

9 教学管理 

建立结构合理的院、系、教研室三级管理机构，教学管理队伍人员

配备合理，素质高；教学管理规章制度健全，符合高职教育思想；

建立了科学有效的运行管理机制，建立了教学质量保证与监控体

系，对质量环节中出现的问题及时反馈和调控。 

10 教学过程 

按照突出基础理论知识和应用实践能力培养原则组织教学内容，内

容针对性强，补充更新快；教学环节设计科学合理，积极改革教学

方法，广泛使用现代教育技术；讲授过程深入浅出，条理清楚，普

通话达标，知识点阐述规范、准确、严密；课堂气氛生动活泼，学

生全神贯注，教与学之间有充分的互动。 

11 知识能力素质 

学生学习积极性高，学习效率高；多数学生能达到知识目标和能力

目标的要求，并能灵活运用；实践动手能力强，符合高等教育培养

目标要求。 

12 社会评价 用人单位对人才培养质量的综合评价。 

 
令高校教学质量评价系统为有 12 个要素[ ]1 2 12, , ...S S S 构成的集合S 。经过两两判

断认为： 5S 影响 7S 和 11S ， 12S 影响 2S ， 2S 影响 9S ， 12S 与 1S 相互影响等。系统要素

间的关系如表 2 所示： 
 

表 2 系统要素关系表 
Tab.2 Relational table of system elements 

 
教学目

标定位 

教学工

作定位 

教学改

革发展 

师资队

伍 

教学 

设施 

育人 

环境 

教学 

经费 

教学 

建设 

教学 

管理 

教学 

过程 

知识能

力素质

社会 

评价 

教学目标

定位 
       

○指导

  建设
   

○评价

  教学 

教学工作

定位 
    

○配备

  设施
 

○规划

  经费
 

○督导 

  管理 

○指导 

  教学 
  

教学改革

发展 
   

○师资 

  建设 

○配备

  设施
    

○促进 

  教学 
  

师资队伍          
○实施 

  教学 

○教学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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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设施       
○占用

  经费
   

○影响

  结果
 

育人环境          
○影响 

  教学 
  

教学经费     
○购买

  设施
     

○教学

  支持
 

教学建设     
○利用

  设施
    

○规划

教学 
  

教学管理  
○完成 

  目标 
 

○师资 

  管理 
     

○监督 

  教学 
  

教学过程    
○运用 

  师资 
      

○教学

  结果
 

知识能力

素质 
            

社会评价 
○确定 

  目标 

○教学 

  动力 

○改革 

  方向 
    

○建设

  依据
    

 

2 高校教学质量评价模型 

2.1  解释结构模型 

解释结构模型（Interpretative Structural Modeling Method，简称 ISM 方法）由美国 J.华
费尔教授于 1973 年开发，是定性表示系统构成要素以及它们之间存在的本质上相互依赖、

相互制约和关联情况的模型，其基本思想是把复杂的系统分解成为若干子系统（要素），结

合人们的实践检验和计算机的帮助，将系统构造成多级递阶结构模型，从而把错综复杂的因

素关系转化为直观的、层次分明的结构关系模型[10-12]。教学质量评价是一个包含多种影响因

素的复杂系统，影响高校教学质量的因素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层次关系，这些因素相互关联，

相互作用，形成了较为复杂的递阶因素链。应用解释结构模型（ISM）进行分析，可以从众

多影响因素中找出影响高校教学质量的表层直接影响因素、中层间接影响因素和深层根本影

响因素。 
应用解释结构模型的步骤如下：（1）设定关键问题，形成意识模型；（2）找出影响系

统关键问题的影响要素；（3）分析各要素间的相关关系；（4）根据要素间的相关性，建立

邻接矩阵和可达矩阵；（5）对可达矩阵进行分解，建立解释结构模型。 

2.2  高校教学质量评价模型构建 

根据系统各要素间相关关系，建立邻接矩阵 A ，并得到可达矩阵
3( )M A I= +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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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 I+ =

1 1 1 1 1 0 1 1 1 1 1 1
0 1 0 1 1 0 1 0 1 1 1 0
0 0 1 1 1 0 1 0 0 1 1 0
0 0 0 1 0 0 0 0 0 1 1 0
0 0 0 0 1 0 1 0 0 0 1 0
0 0 0 1 0 1 0 0 0 1 1 0
0 0 0 0 1 0 1 0 0 0 1 0
0 0 0 1 1 0 1 1 0 1 1 0
0 1 0 1 1 0 1 0 1 1 1 0
0 0 0 1 0 0 0 0 0 1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1 1 1 1 1 0 1 1 1 1 1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图 1 可达矩阵 
Fig.1 Reachability matrix 

 

为了对可达矩阵进行区域分解，首先将要素 ( )1,2, ,12i iS = 的可达集 ( )iR S 、先行集

( )iA S 、其交集 ( )iC S 以及起始集 ( )B S 列出在表上，如表 3 所示。 

 
表 3 可达集、先行集、共同集表 

Tab.3 Table of reachability set, antecedence set and jointly set 
i  ( )iR S  ( )iA S  ( )iC S  

1 1，8，12 1，12 1，12 
2 2，5，7，9，10 2，9，12 2，9 
3 3，4，5，10 3，12 3 
4 4，10，11 3，4，9，10 4，10 
5 5，7，11 2，3，5，7，8 5，7 
6 6，10 6 6 
7 5，7，11 2，5，7 5，7 
8 5，8，10 1，8，12 8 
9 2，4，9，10 2，9 2，9 

10 4，10，11 2，3，4，6，8，9，
10 

4，10 

11 11 4，5，10，11 11 
12 1，2，3，8，12 1，12 1，12 

 
对可达矩阵的分解包括区域分解和层级分解两部分。 
（1）区域分解 

从表中可以看出，起始集 ( ) { }1 6 9 12, , ,B S S S S S= ， 

且有 ( ) ( ) { } { }9 1 2 2 4 9 1 0 1 2 3 8 1 2 2, , , , , , ,R RS S S S S S S S S S S S∩ = ∩ = ≠∅，同理 

( ) ( ) { } { }9 6 2 4 9 1 0 6 1 0 1 0, , , ,R RS S S S S S S S S∩ = ∩ = ≠∅，由此得到， 1S ， 2S ， 3S ，

4S ， 6S ， 8S ， 9S ， 10S ， 12S 分属于同一区域，而 2S ， 3S ， 8S 又和 5S 有很强的直接

联系，因此，将 1S ， 2S ， 3S ， 4S ， 5S ， 6S ， 8S ， 9S ， 10S ， 12S 和 7S ， 11S 划分

为两个相对独立的区域，即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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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 2 1 2 3 4 5 6 8 9 1 0 1 2 7 1 1( ) , , , , , , , , , , ,S S S S S S S S S S S S SP PΠ = = ∩  

此时，可达矩阵M 变为如下的块对角矩阵： 
 

1 2 3 4 5 6 8 9 10 12 7 11

1

2

3

4

5

6'

8

9

10

12

7

11

0 0 0 0  0 0 1 0 0 1 0 0

0 0 0 0 1 0 0 1 1 0 1 0

0 0 0 1  1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1 1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1 0 0 0 1 0 0 0

0 1 0 1 0 0 0 0 1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1

1 1 1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S S S S S S S S S S S S
S

S

S

S

S

S
M

S

S

S

S

S

S

=

0 0 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图 2 块对角矩阵 
Fig.2 Block diagonal matrix 

 
（2）层级分解 

层级分解的方法是根据 ( ) ( ) ( ) ( )i i i iC R A RS S S S= ∩ = 条件来进行层级抽取。从表 3

中可以看出， 11i= 满足条件，这表示 11S 为该教学质量评价系统的最顶层，也就是系统的

最终目标。 
然后，把表 3 中有关 11S 的要素抽取掉，得到表 4。 

从表 4 中可以看出， 4i= ， 5i= ， 7i= ， 10i= 满足条件，即可以抽出 4S ， 5S ， 7S ，

10S 。这表示要素 4S ， 5S ， 7S ， 10S 为第二层，且是 11S 的原因。抽取 4S ， 5S ， 7S ，

10S 后得到表 5。 

在表 5 中，满足 ( ) ( )i iC RS S= 条件的有 2i= ， 3i= ， 6i= ， 8i= ， 9i= ，再次抽取 2S ，

3S ， 6S ， 8S ， 9S ，即 2S ， 3S ， 6S ， 8S ， 9S 构成系统的第三层，它们是 4S ， 5S ，

7S ， 10S 的原因，抽出后得到表 6。 

表 6 中， 1S 和 12S 均满足条件，因此， 1S 和 12S 是系统的最底层。 
 

表 4 抽取 11S 后的结果 
Tab.4 Result with 11S  extracted 

i  ( )iR S  ( )iA S  ( )iC S  

1 1，8，12 1，12 1，12 
2 2，5，7，9，10 2，9，12 2，9 
3 3，4，5，10 3，12 3 
4 4，10 3，4，9，10 4，10 
5 5，7 2，3，5，7，8 5，7 
6 6，10 6 6 
7 5，7 2，5，7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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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5，8，10 1，8，12 8 
9 2，4，9，10 2，9 2，9 

10 4，10 2，3，4，6，8，9，
10 

4，10 

12 1，2，3，8，12 1，12 1，12 
 

表 5 抽取 4S ， 5S ， 7S ， 10S 后的结果 
Table.5 Result with 4S ， 5S ， 7S ， 10S  extracted 

i  ( )iR S  ( )iA S  ( )iC S  

1 1，8，12 1，12 1，12 
2 2， 9 2，9，12 2，9 
3 3 3，12 3 
6 6 6 6 
8 8 1，8，12 8 
9 2，9 2，9 2，9 

12 1，2，3，8，12 1，12 1，12 
 

表 6 抽取 2S ， 3S ， 6S ， 8S ， 9S 后的结果 
Table.6 Result with 2S ， 3S ， 6S ， 8S ， 9S  extracted 

i  ( )iR S  ( )iA S  ( )iC S  

1 1，12 1，12 1，12 
12 1，12 1，12 1，12 

 
通过对可达矩阵进行分解，得到系统要素各层关系图，如图 3 所示。 
 

 
S11

 
S5 S7 S10S4 

 
S2  S3 S6 S8 S9 

 
S1 S12

 
图 3 各层关系示意图 

Fig.3 Schematic diagram of relations between layers 
 

根据以上分析，构建高校教学质量评价解释结构模型，如图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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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高校教学质量评价解释结构模型 

Fig.4 Interpretive structural modeling of university teaching quality assessment 
 

3 教学质量评价指标相关性分析 
由图 2 可知，影响教学质量的各指标要素是一个具有 4 级层次的多级递阶系统。学生知

识能力素质的高低反映了教学质量的高低，故将其作为最终目标。第二级指标师资队伍、教

学设施、教学经费和教学过程直接影响教学质量，是影响教学质量的核心所在，称其为核心

指标。第三级指标教学管理、教学工作定位、教学改革发展、育人环境和教学建设，对第二

级产生直接影响，从而也影响第一级的教学质量，将其称为基础指标。第四级中的指标为教

学目标定位和社会评价两个要素，对第三级产生直接影响，将其称之为相关指标。下面对这

些指标逐一进行分析。 
（1）核心指标。包括师资队伍、教学设施、教学经费和教学过程四个评价指标，这四

个指标对教学质量产生最为直接的影响。师资队伍的内涵为教师数量足够，年龄结构合理，

具备良好的职业素质；重视师资队伍培养，有明确的教师培训规划，并能很好地实施。达到

上述要求的师资队伍能够很好地贯彻教育方针和教学内容，是教学质量的最主要保证。教学

设施包含了办学所需的一切硬件，如实验室、图书馆、体育场馆、现代教学设备等，其优劣

不但对学生的职业能力和职业素质产生直接影响，也对教师的知识结构和知识更新不断产生

影响。教学经费是开展教学活动的保证，实验室建设、师资进修培训、教学手段更新均离不

开经费的保证，而且经费投入越大，教学质量越有保证，这已被实践所证明。教学过程是直

接面对学生所开展的活动，直接影响到学生的能力素质，教学内容组织合理，教学环节设计

科学，体现以能力为中心的教学特点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环节。 
（2）基础指标。包括教学管理、教学工作定位、教学改革发展、育人环境和教学建设

五个指标，与教学质量密切相关，对教学设施、教学经费和教学过程等产生直接影响，对教

师及学生能力素质产生间接影响。教学管理是教学质量提高环节中的重要措施，科学有效的

管理机制，能对质量环节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及时反馈和调控，不断优化教学措施和过程。教

学工作定位准确与否，是学校办学理念正确与否的标准，只有确立教学工作的中心地位，重

视教学工作，才能使学校的一切工作围绕教学工作展开，保证教学质量的不断提升。教学改

革发展、育人环境和教学建设三个指标对教学设施的完善和教学过程的顺利进行具有明显的

影响作用。重视教学改革发展和教学建设，才能重视教学设施的投入；重视育人环境的建设，

才能重视教学过程的控制，从而为提高学生的能力素质创造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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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相关指标。包括教学目标定位和社会评价，是校内和校外对教学质量的基本定位。

教学目标定位反映了学校对人才培养规格的认识，社会评价则反映了社会对学校教育教学质

量的认可程度，二者均对学校的教学工作定位、教学改革发展产生直接影响，从而间接地影

响教学质量。 

4 结论 
教学质量评价是教学管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做好教学质量评价工作对推进学校的教学

改革、激励和引导教师加强教学研究、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3]。

本文通过构建高校教学质量评价指标，并对指标要素间的相关性关系进行细致分析，构建了

基于解释结构模型的高校教学质量评价模型，明确了各指标在教育教学质量评价中的地位和

作用及其相互影响关系，以期为高校教学质量评价工作提供了一定的参考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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