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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数字化校园建设背景下设计的教师课堂教学评价体系，实现了教师、督导对教师一次课堂教学的客观评

价，并按教师、课程等评价结果形成动态趋势分析图，为学校教育发展和教师个人能力的提升、考核等提供基础数据。

本文提出了目前课堂教学评价存在的问题，分析了评价体系在教师教学发展中的定位、设计思路、实现架构等，描述了

系统开发中评价结果数据趋势分析，本评价体系的创新点在于如何利用数据突出和挖掘教师未来发展的趋势和个体差异

性的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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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lassroom teaching evaluation system was designed in the background of digital campus construction,the 
objective evaluation of classroom teaching by teacher and instructional supervision.This system can form dynamic trend 
analysis diagram through evaluation results by teacher,course and so on.This system can provide basic data for teacher's 
individual ability promotion and assessment.In this paper,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classroom teaching evaluation were 
presented,we analyzed the system location,framework and design ideas,we described data trend analysis of evaluation result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ystem,and we also summarized and evaluated innovation points and so on.Practice show that this 
design can provide the basic data for teachers in the targeted and personalized evaluation.The innovation of this evaluation 
system is how to use the data to highlight and excavate the tendency of teachers' future development and the diagnosis of 
individual dif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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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Introduction)
课堂教学是学校工作中最重要的组部分和最主要的环

节。教师和督导的听课和观摩[1]，找出课堂中存在的问题，提

炼出课堂中的闪光点，提出有效的意见和建议，这一过程中

无论是被听课者还是听课者都可从中学习和领悟到各种教学

知识和技巧，积累更多宝贵的教学经验和学生管理经验。

教师、督导听课后及时将课堂的情况和效果进行反

馈——评课[2]，为后续教学改革、教师教学评价体系等提供有

力的依据。通过评课，教师不仅可以及时发现自己课堂中的

优点与不足之处，同时还能促进教师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

学水平[3]。

目前，我校开展的课堂教学评价往往是听课人员手持纸

质课堂教学评价表或者听课记录簿等进行评价，评价后由相关

部门进行统一装订和管理。这样的管理方式存在较大的问题：

(1)无法对课堂教学的评价信息进行即时的汇总统计。

(2)无法提炼出教师成长中课堂教学水平的动态变化。

(3)目前我们将所有教师听课与评课情况记录在听课记录

本上，因此无法对多位听课教师的课堂观察和评课意见进行

有效及时的对比、类比、积累与汇总。

(4)在资料的查找、综合利用方面，无法对教师持续综合

评价提供有效连续的数据依据。

(5)各个学科课堂教学评价更多是一次性的、对教师“一

堂课”的评价，没有对同一位教师在一段时期内多次课堂教

学进行评价与诊断，因此并不关注教师课堂教学情况动态变

化与发展的过程，并不能很好地促进教师在教学中和专业技

术水平上的发展。

因此，为了得到更加客观、科学、有效的教学质量评

价，开发教师课堂评价系统显得非常必要。

2   系统功能设计(Design of system function)
通过前期的分析讨论，我们将教师课堂教学评价的功能

定位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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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功能定位 

         Fig.1 Function positioning

本系统希望利用软件技术能达到网络化办公、处理即时

性、人工智能性、评价指标体系完整性[4]四大功能。

(1)网络化办公

随着网络的日益成熟，各企业学校都在逐步实现网络办

公，实现无线网络全面覆盖校园：

一方面大大提高工作效率。听课时，只需带上可以上网

的任何设备，利用校园无线网络登录听评课系统，选取课堂

名称，轻松点几下就可完成整个听课记录，亦可通过鼠标键

盘查看该教师以前上课的动态曲线图，了解该教师近段时间

的成长趋势，大大节省了人力物力。

另一方面节约费用。网络互联，实现网络办公，大大节

约了资源，节约了办公经费。实行“无纸化”网络办公，可

以节省大量的纸张耗材，合理节约了办公资源，也积极贯彻

与响应了党中央关于创建节约型社会的号召。

第三方面促进教师学习网络知识，提高教师的信息技术

水平在各个行业中的应用。

(2)处理即时性

听课、评课信息及时，当堂课程结束，立马可以看到评

课结果，教师之间采用匿名方式查看评课结构，有效杜绝的

“人情分”等不良习惯。同时教师随时随地均可进入系统查

看听课、评课的统计情况。

采用听评课系统后，由于是系统自动获取当前听课时

间，所以听课时间遵循实际事实，这也杜绝过去漏听课、虚

假听课相互抄袭提供等不良事件发生。

(3)人工智能性

分析在日常的听课与评课中积累的数据，为教师提升课

堂教学质量提供诊断性意见[5]。

通过听评课系统，可以自动进行数据的汇总、统计，还

可根据目前情况，预测该教师未来的发展趋势，为教师的职

业规划提供依据。

(4)评价指标体系完整性

评价指标的设立。来自不同系别不同专业不同课程的知

识技能结构都不同，如何设立这个客观评价的指标是本系统

设置的一大重点。

根据现有的指标体系详细地记录“证据”，尽可能还

原课堂教学，但对听评课教师来说，如果上课教师预设的问

题很多，听课教师不能完全地对每个问题的实施情况进行记

录。需要寻找一节课的整体评价和精细化评价的平衡点[6]。

3   系统设计(Design of system)
3.1   系统架构

考虑到系统使用的广泛性、实用性，方便性，实时性以

及未来的拓展性[7]，本次系统开发是采用B/S结构的多层架构

WEB应用程序。

系统的规划中的主要功能模块如图2所示，分为四个子系

统：个人信息维护、听课评价、听课统计和后台管理；其中

个人信息维护是实现用户登录信息的修改操作，包括个人密

码修改、个人基本信息修改；听课评价是实现督导、教师对

课堂教学的评价，包括客观评价和主观评价两部分；听课统

计是对总体数据的分析，包括个人听课统计、被听课统计、

督导听课统计、部门教师听课统计；后台管理是管理员账户

对系统信息维护，包括用户信息管理和安全维护。

 

图2 系统功能模块 

        Fig.2 System function module

从系统拓展性出发，我们对系统的每一层架构都进行

独立的封装[8]。DAL中存放所有数据库操作算法，通过Web 

Service封装后提供给BLL，BLL中根据实际需求，制定业务

规则、流程、调用DAL的服务[9]，最终得到用户直接需求的数

据。无论是DAL还是BLL均放在服务器端执行。客户端可以

使用IE、手机APP应用等多种工具进行操作。随时随地方便

查看个人评价信息等，提高工作效率。

3.2   数据库设计分析
根据功能需求，规划出系统中使用的数据库实体对象分

别为：教师、部门、专业、班级、课程、学期、教师评价、

督导评价。教师分配教工号登录网站，所以需要“教师”实

体；教师上课，无论是学生还是教师本人或听课人都有所在

部门，所属专业，故需要“部门”和“专业”实体；学生需

要明确所在班级，故需要“班级”实体；教师所上课程和学

生每学期需要学习不同的课程，故需要“课程”“学期”实

体；由于我校对教师和督导听课要求不同，所以在完成听课

后按身份进行对应的课堂评价，故需要“教师评价”和“督

导评价”实体。

3.3   数据库详细设计
通过数据库设计分析，整个系统大致包含15个表：

Role(角色表)，Rule(角色权限表)，User(教师督导信息表)，

UserInfo(教师督导详细信息表)，Year(学年表)，Trim(学期

表)，Course(课程表)，CType(课堂类型表)Organization(机

构表)，Dep(部门表)，Major(专业表)，Class(班级表)，

Classroom(教室信息表)，Evaluate(课程评价基本信息

表),EvaluateInfo(课程评价详细信息表)。

其中，Role表示用户登录角色：教师、督导、院系负责

人、管理员等；Rule表示角色权限：查看范围、修改范围、

编辑范围等；User表示用户登录基本信息；UserInfo表示用

户详细信息：职称、职务、学历学位、工作时间、所属部门

等；Year表示学年；Trim表示学期；Course表示上课基本

信息：课号、课名、所属类型、学分、学时、上课时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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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ype表示课程类别信息：理论课、实践课、实习课等；

Organization表示学校机构信息：机构号、机构名、负责人、

电话等；Dep表示学校承担教学任务的院系信息：分院号、分

院名、所属机构；Major表示分院中各专业信息：专业号、专

业名、所属分院等；Class表示班级信息：班级号、班级名、

所属专业等；Classroom表示教室信息：教学楼号、教室号、

教师类型等；Evaluate表示教师、督导听课后对该课堂客观、

主观的评价基本信息：出勤率、评价等级、听课时间、听课

班级、上课教师、听课人等；EvaluateInfo表示评课详细信

息：评价意见及建议、课堂类型、得分情况等。

4   系统实现(System implementation)
根据系统设计的总体思路与功能定位，课堂教学评价

系统主要设计四个功能模块，分别是系统用户数据管理，教

师、督导对课堂教学评价，评价结果统计和分析，公共数据

管理。系统根据登录的用户角色自动给定用户操作权限：教

师角色登录拥有教师课堂教学评价以及对自己评价结果数据

的统计和分析的功能。部门负责人登录增加本部门教师评价

结果统计和分析功能。管理员登录拥有除对课堂教学评价以

外的所有功能。

在此以督导、教师对课堂教学评价为例进行说明：教

师之间评课分为两部分分别是分项得分和总体得分。分项得

分反应教师课堂中每个既定指标的评价情况，总体得分为各

分项之和，按照得分情况划分等级。督导对教师的评课分为

三个部分：主观评价、客观评价、意见和建议。主观评价反

应督导对教师课堂既定指标的考核情况，客观评价反应督导

对教师课堂整体印象，本堂课的优点和不足，意见和建议是

督导针对本门课程本次课提出的建议和整改措施。这样上课

教师进入系统就可以直接得看到督导和教师对自己课堂的评

价，以便在以后课堂中做出调整和改进以提高教学质量。

实现中，通过UI将教师或督导填写的课堂评价信息传递

给BLL，BLL将获取到的数据按照既定规则编写算法，对信息

进行分组、重组、加工，然后调用DAL中的方法，将信息存

入数据库中对应表中。教师听课实现截图如图3所示，督导听

课实现截图如图4所示。

 

 

图3 教师评课 

           Fig.3 Teacher evaluation

 

图4 督导评课 

         Fig.4 Supervision evaluation 

评价数据统计与分析模块，教师在登录系统时可以查看

其他教师或对个人课堂评价、每个阶段评分情况、建议等，

统计个人听课次数，课堂出勤状况，还可将各个老师或督导

对自己的意见导出、打印，分析课堂曲线图，分析每门课的

优势，方便教师更好的提升自己。部门负责人登录，可以统

计本部门不同专业教师课堂评价平均分、总分，意见，评价

听课次数，同样可以导出Excel或Word，并进行打印。还可以

按时间、课程等进行统计，形成教学质量趋势图，可以看到

每位老师在某时间内对其教学评价的曲线图[10]，分析教师成长

趋势，为教学质量的提升提供客观有效的依据。

5   教学评价创新点(Innovation of teaching evaluation)
(1)评价更加客观

评价结果客观：目前系统中教师登录所查看到的评价和

分值都是盲评，教师只能看到意见建议和得分，看不到是哪

位教师对自己的评分，从一定程度上预防人为因素导致的评

价不真实，使整个评价结果更加客观。

时间客观：以往的评价通过书面形式，可能存在假听课或

补听课现象，目前系统采用当时评价当时有效，过期不可修改

和补评，这样杜绝了虚假听课提高了听课评课的时效性。

(2)针对性的个性化诊断

每一位教师在一段时间内使用课堂教学评价系统进行了

多次的听课评课活动，可对同一门课程对多节课的课堂教学

评价结果进行对比分析，也可对不同课程多位教师课堂教学

评价结果进行对比分析，诊断该教师在不同课程，不同课堂

中出现的共性的问题，进而对教师的课堂教学情况进行个性

化诊断，为该教师提供个性化的教学指导。

6   结论(Conclusion)
教师课堂教学评价实现了教师、督导日常听课，对课堂

教学的客观评价。该系统作为数字化校园建设的一部分，解

决了以往评课后无连续总结，评价不够客观，不够及时等问

题，为持续观测教学质量提高教师教学水平提供动态参考资

料，这无论对老师或学校的发展，教学质量的提升、绩效考

核等都提供了有效的基础数据。

本系统还采用分层架构思想进行开发，层与层之间采用

接口或WEB Service方式进行相互调用，增加了系统的安全

性、可移植性、可扩展性、可维护性；页面中采用AJAX技

术，减轻了服务器负担，避免了页面中每次的刷新，为用户

提供了良好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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