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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摘4要!针对高校教师教学质量评价不全面)主观性过强等问题$结合离散型T'R-/4,<神经网络的特

性$提出离散型T'R-/4,<神经网络教师教学质量评价模型$并将该模型在某&!%% 工程'重点高校某教学

团队内部进行应用$结果表明该模型能够很好的对该团队教师教学综合质量进行全面客观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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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大学#不管是什么类型的#培养学生始终是第一位

的% 培养高水平的人才始终都是高校所追求的目标#而

高校教师教学质量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所培养学生

的能力和素质% 教师所传授的知识文化不仅影响着学

生的知识结构#而且对学生日后的职业发展和人格教育

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既然教师教学质量对教育事业如此重要#众多学

者对教师教学质量评估展开相关研究% 王庆东&侯

海军将模糊综合评判的原理与方法引入到课堂的教

学质量等级评估中 '%(

#力求使课堂的教学质量评价

更科学#但是此种方法主观性太强#各个教学质量的

等级全凭专家的主管意识#不能做到客观的评估教

学质量"陈申宝将模糊层次分析法![NTM$引入对教

师教学质量评价 '!(

#但此种方法存在弊端#一方面对

各个评价指标的量化值具有模糊不确定性#另一方

面利用此种方法对各个层次进行比较判断#当指标

过多时#很难对各个指标的重要程度判断% D/+*/T4

等人利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大学课堂教学质量进行

评价 '#(

#其中将层次分析法用于计算各个指标之间

的权重#将模糊评判法用于对课堂教学质量建模#但

是模糊综合评判法在计算隶属度函数时比较麻烦#

当涉及因素众多时#计算量比较大% e)4h/H/)M+3,/*

等人通过对 +̀:)4K 大学的众多学生进行调查以考察

大学的教学质量 'A(

% 但是教学质量取决于多方面的

因素#尽管学生所学到的知识对教学质量的好坏是

一个很好的衡量标准#但是学生中基础知识结果参

差不同#对一个知识点的理解也可能是多种多样#因

此不能只通过调查学生来评价教学质量%

在上述的多种教学质量评估方法中#或者较多侧

重于对单因素的评价#或者侧重于对教师学生等主

观因素的评价#或者采用某种方法来分析教学质量

存在弊端等#这些方法都没有做到全面地#客观地对

高校教师教学质量进行评估% 合理客观的对高校教

师教学质量进行综合评价#不仅有利于教师明确其

改进方向#而且使学生参与到教学质量评价中来%

基于此#本文将离散 T'R-/4,< 神经网络算法引入到教

师教学质量评价中来#利用此种方法的快速收敛&客

观稳定等特性#能够快速准确客观的对教学质量进

行综合的评价#以此为教学质量的提高提供新的思

路和方法%



% 构建高校教学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高校教师教学课堂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多因素&多层

次的综合系统'P(

#而影响这个系统的因素众多#其教学

综合质量的影响因素主要从五个方面进行分析#包括教

师自评&学生评价&督导组专家评价&学院教学专家评价

和教学团队内部评价%

教师自评+教师自评是教师对其自身教学质量的一

个认识#通过此自我认识可使教师通过不断积累课堂经

验#使其自身授课水平不断提高#达到自我总结#自我改

进的目标% 教师自评主要包括教学目标是否明确#教学

内容是否完善#教学结构安排是否合理#重难点章节课

时安排是否得当#课堂中是否有师生互动#是否采用了

适当的教学手段与合理的教学方法#教师上课语言是否

能易于学生接受等%

学生评价+学生是教师授课的主要对象#教师授课

质量效果的好坏直接体现在学生所接受的知识量#因此

学生的评价对高校教师教学质量综合评价体系具有重

要影响% 具体主要包括学生对教师的治学态度是否严

谨&课堂管理方式是否得当#课前准备是否充分#对本门

课程结构安排是否合理#讲课时重难点是否突出#作业

批改是否认真#讲课内容是否能够充分吸引学生的眼

球#课后答疑是否及时准备等%

督导组专家评价+学校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学生#而

教师对学生的知识结构&人生观&价值观等都具有重要

影响% 因此#学校或学院会指派部分督导组专家对教师

上课的教学质量进行考察#以督促教师的授课质量的提

高% 具体包括考察教师的备课情况&教师的教案编写情

况&课堂内容讲授条理是否清晰&内容安排是否合理#此

外还包括教师参与此课程体系的改革和创新等%

学院教学专家评价+学院根据教师讲授课程内容#选

取相关课程专业教学专家对其教学质量进行综合评价#已

达到综合考察该教师对本专业内容知识的融会贯通% 其

中学院教学专家考察主要考察教学目标&课程内容讲授&

课程之间联系&课堂时间分配以及考试答疑情况%

教学团队内部自评+教学团队各个教师共同担负起

本专业课程#团队内部各个教师授课风格&授课思路&授

课方法各有不同% 团队内部教师可根据自身教学经验

对授课教师进行点评#包括教案编写&讲课情况&参与课

程改革情况&课堂纪律及课堂互动情况等%

对以上五个部分内容进行总结归纳#如图 % 所示%

图中用相应的编码来表示各个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

图! 高校教师教学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 高校教学质量综合评价模型构建

)P! 模型设计思路

将所评价的指标设计为若干个评价等级#并对诸多

评价等级进行研究#选取理想的评价等级作为设计离散

型T'R-/4,< 神经网络的平衡点#T'R-/4,< 神经网络学习

过程即为典型的分类等级的评价指标逐渐趋近于

T'R-/4,<神经网络平衡点的过程'"(

% 当有待评价的高校

教师教学质量量化值输入时#T'R-/4,< 神经网络利用其联

想记忆的功能逐渐趋近于某个平衡点#当状态不再发生变

化时#此平衡点对应的便是待评教师教学质量等级%

)P) 模型设计

一般离散T'R-/4,<神经网络模型设计分为四步#如

图 ! 所示%

图) 离散Q>9G1:8L神经网络模型设计步骤

!>!>% 设置理想教学质量评价等级量化值

将教师教学质量若干个分类等级所对应的评价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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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设计为离散型 T'R-/4,< 神经网络的平衡点#在

T'R-/4,<神经网络所对应的 0 维超立方体中#某个等级

所对应的为 0 维超立方体中的某个顶点'F(

% 当神经网

络在计算时#其值不断趋近于立方体中的某个顶点#其

能量值不断减小#最后处于最小值#并达到稳定状态%

!>!>! 对各个等级及待评价教师教学质量等级编码

在二值神经网络中#每个神经元在任何时刻的状态

只有 % 和i% 两种形式#所以需要将被评价的危险源指

标相关数据进行编码% 编码规则为+当大于或等于某个

安全评价等级的指标值时#对应的神经元状态为 %#当小

于某个安全评价等级值时#为i%% 在T'R-/4,<神经网络

仿真系统中#

!

表示 %#

"

表示i%

'O@G(

%

!>!># 利用仿真软件创建T'R-/4,<神经网络

当完成对评价指标的编码过后#可以利用 ENBLNd

软件中自带的工具箱函数 *4a1'R#创建回归神经网络#

引用格式为 *46]*4a1'R!B$%

!>!>A 仿真结果分析

通过应用软件 ENBLNd可实现对 T'R-/4,< 神经网

络的仿真计算#通过对相应输入数据的编程及可视化的

程序处理#可以形象化的看出教师教学质量评价的等级

与最终分类等级结果#有利于客观公正的对教学质量进

行安全评价#并且评价结果通过图像化形式表现#比较

清晰易懂%

# 某高校教师教学质量神经网络综合评价

$P! 案例介绍

根据以上所分析的思路与模型的设计步骤#结合

某具体高校教师展开对模型的应用% 此高校是教育

部审批的国内重点 ) !%% 工程*建设院校#其在校生

人数达 # 万余人#教工 #$$$ 余人#学校近几年大力发

展素质教育#追求为祖国培养高素质&高水平的专业

化人才% 现以某学院某系 E教学团队内部全部教职

工为例#对其教学质量进行综合评估% 此教学团队

内部有教工 %$ 人#其中教授 % 人#副教授 # 人#讲师

" 人#为达到在未来 # \A 年内该教学团队要建设成

为校级优秀教学队伍的目标#现对其 !$%% 年度教学

质量进行综合评价%

$P) 教学质量综合评价模型构建

#>!>% 设置理想教学质量评价等级量化值

此大学一般对教师教学质量划分为五个等级+很

好&较好&一般&较差&很差% 根据大学内部诸多教学名

师的评定结果将五个等级进行量化#结果见表 %%

表! 教学质量理想等级量化表

指标等级 U

%

U

!

U

#

U

A

U

P

很好 %$$ \G$ G! G" G! GA G%

较好 G$ \OP O# OP FG O! FO

一般 OP \"$ "G F$ "F "" "#

较差 "$ \AP AO P! AG P% PP

很差 AP \$ #F #G ## !F #!

#>!>! 对各个等级及待评价教师教学质量编码

根据离散T'R-/4,<神经网络编码规则#对五个理想

等级和各个待评教师进行编码% 编码如下+

!%$理想等级编码

教学质量很好 5

% 6% 6% 6% 6%

% 6% 6% 6% 6%

% 6% 6% 6% 6%

% 6% 6% 6% 6%

% 6% 6% 6% 6















%

教学质量较好 5

6% % 6% 6% 6%

6% % 6% 6% 6%

6% % 6% 6% 6%

6% % 6% 6% 6%

6% % 6% 6% 6















%

教学质量一般 5

6% 6% % 6% 6%

6% 6% % 6% 6%

6% 6% % 6% 6%

6% 6% % 6% 6%

6% 6% % 6% 6















%

教学质量较差 5

6% 6% 6% % 6%

6% 6% 6% % 6%

6% 6% 6% % 6%

6% 6% 6% % 6%

6% 6% 6% % 6















%

教学质量很差 5

6% 6% 6% 6% %

6% 6% 6% 6% %

6% 6% 6% 6% %

6% 6% 6% 6% %

6% 6% 6% 6















% %

!!$待评教师教学质量编码

结合表 % 中所构建的教学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对该教学团队内部各个教师进行教学质量综合评价%

其中二级教学指标量化值经层次分析法'%$(计算其相对

于一级指标的权重#并进行各个二级指标的加权处理#

结果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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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教学团队教学质量评价量化表

指标教师 U

%

U

!

U

#

U

A

U

P

教师 % G! OO G$ OG G%

教师 ! OG OF O$ O" G!

教师 # OF G" OG G% OO

教师 A FO O$ FG O! O$

教师 P FP FP F$ O% FG

教师 " OA F$ "G O$ FO

教师 F F# O$ O! FO O%

教师 O FF O# F! FP FO

教师 G O$ FG FA FO O$

教师 %$ F! F% O$ O! FG

??根据以上量化值对各个教师进行编码#如下所示+

教师 % 5

% 6% 6% 6% 6%

6% % 6% 6% 6%

6% % 6% 6% 6%

6% % 6% 6% 6%

% 6% 6% 6% 6















%

教师 ! 5

6% % 6% 6% 6%

6% % 6% 6% 6%

6% % 6% 6% 6%

6% % 6% 6% 6%

% 6% 6% 6% 6















%

教师 # 5

6% % 6% 6% 6%

% 6% 6% 6% 6%

6% % 6% 6% 6%

6% % 6% 6% 6%

6% % 6% 6% 6















%

教师 A 5

6% 6% % 6% 6%

6% 6% % 6% 6%

6% % 6% 6% 6%

6% % 6% 6% 6%

6% % 6% 6% 6















%

教师 P 5

6% 6% % 6% 6%

6% 6% % 6% 6%

6% 6% % 6% 6%

6% 6% % 6% 6%

6% % 6% 6% 6















%

教师 " 5

6% % 6% 6% 6%

6% 6% % 6% 6%

6% 6% % 6% 6%

6% 6% % 6% 6%

6% % 6% 6% 6















%

教师 F 5

6% 6% % 6% 6%

6% 6% % 6% 6%

6% % 6% 6% 6%

6% 6% % 6% 6%

6% % 6% 6% 6















%

教师 O 5

6% 6% % 6% 6%

6% 6% % 6% 6%

6% 6% % 6% 6%

6% 6% % 6% 6%

6% % 6% 6% 6















%

教师 G 5

6% 6% % 6% 6%

6% 6% % 6% 6%

6% 6% % 6% 6%

6% 6% % 6% 6%

6% % 6% 6% 6















%

教师 %$ 5

6% 6% % 6% 6%

6% 6% % 6% 6%

6% % 6% 6% 6%

6% % 6% 6% 6%

6% % 6% 6% 6















%

#>!># 利用仿真软件创建T'R-/4,<神经网络

利用E+6,+K 软件自带的工具箱函数创建离散型

T'R-/4,<神经网络% 将五个理想等级分别存放于 <+6+J

H+6文件中#P 个编码分别为 <+6+%&<+6+!&<+6+#&<+6+A&

<+6+P"将待评价的教学团队内部十名教师进行编码之

后#对应的编码结果保存在 5/HJH+6文件中% 图 # 显示

了仿真结果#其中5/H% \5/H%$ 为十名教师经过T'R-/4,<

仿真函数仿真之后的评价结果%

图$ 教师教学质量仿真结果分析图

#>!>A 结果分析

从图 # 案例仿真出的结果可以看出#此教学团队内

部各个教师的教学质量水平#其中教师 %&教师 !&教师

#&教师 A&教师 %$ 教学质量综合评价为较好"教师 P&教

师 "&教师 F&教师 O&教师 G 教学质量综合评价为一般%

根据初步统计#此教学团队内部教学质量良好率达

!# 四川理工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 年 " 月



%$$j#其中教学质量较好率占 P$j% 因此#此教学团队

要想向校级优秀教学团队进行迈进#还需采取以下措

施+!%$根据层次分析法计算各个二级指标相对一级指

标的权重#其中学生评价和督导组专家评价分别占 A$j

与 #Pj#因此需对此加以重视#包括教师在授课时要多

重视和学生的互动#提升自己的师德#才能在学生中树

立自己的威信% 此外#还需根据督导组专家的意见#对

自身教学水平加以提升#以保证教学质量的提升% !!$

多与院内知名教学专家交流教学经验#与教学团队内部

共同探讨课程之间知识的融合#以达到丰富自身教学经

验和教学水平提高的目标%

A 结 论

本文针对高校教学质量评价中存在的问题#构建离

散型T'R-/4,<神经网络模型对其进行评价#并将该模型

应用于国内某重点高校#结果表明了该模型的客观性和

全面性% 论文所取得的成果如下+

!%$对高校教学质量进行综合评价是一向复杂的系

统工程#本文根据参考大量教学质量评估资料及结合自

身经验#并咨询多位教学名师之后#建立了高校教学质

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能够从教师教学的各

个方面反映其教学质量%

!!$基于该指标体系#本文构建离散 T'R-/4,< 神经

网络模型对高校教学质量进行评价#并结合国内某高校

教学团队内部情况对其模型进行应用#结果表明该模型

能够合理客观的对高校教学质量进行综合评价%

!#$针对模型中案例结果的分析#论文提出相应的

改善对策#仅供教学团队教学质量的综合提升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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