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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调查目的：每个学期临近期

末，学校就会强制要求同学进行

期末教师评教，每年，学校也都

会花费人力物力进行评教系统的

维护。可是现实中，我们发现大

多数同学对于评教是抱着不耐烦

的态度的，那评教系统是否真的

具有意义？评教的标准是否真的

切合实际，能够起到真实评价教

师的作用呢？在同学们的眼里，

哪些标准又是大家认可的合格大

学教师的标准呢？针对这些问

题，我们设计了本次问卷，并对

宁波工程学院的学生进行了问卷

调查。 

二、调查单位：宁波工程学院 

三、调查程序： 

1.设计调查问卷，明确调查方向

和内容； 

2.分发调查问卷，并回收； 

3.回收有效问卷进行分析。 

四、调查时间：2012 年 6 月 12

日至 2012 年 6 月 18 日 

五、数据分析：本次问卷调查，

我们共发放问卷 105 份调查问

卷，收回 103 份问卷，其中有效

问卷 103 份，大一 14 人，大二

62 人，大三 24 人，大四 3 人。 

从图 1、图 2 可见，绝大部

分同学认为评价标准太过笼统官

方，对于老师的评价无太大作用，

所以 47%的同学才会在评教时多

多少少会受自己的主观意愿影

响，很少按照各项评估细则选择，

只有 9%的同学会严格按照评估

细则，客观打分，甚至有学生认

为评教纯粹是浪费学生时间。 

或许评教时的问题设计得不

够贴近大学生的真实想法是导

致学校的期末评教系统不能够

起到真正评价老师作用的主要

因素之一。只因为系统中的标准

与心中所想的不相一致，学生才

只能草草地完成评分，过后也全

用。那么，学校是否应该考虑对

评教系统的评语环节进行整改

抑或是用另外一个更好的方式

来代替它。 

每每学生评教完毕，评教系

统便没了下文。我们对于教师评

【编者按】 
学生评教——一个有些

沉重的话题；学生评教——一
个饱受诟病的话题！许多教师
不满于学生评教；很多学生不
屑于学生评教；不少学校无奈
于学生评教。然而，学生评教
是否有它相当的可信度？学
生评教对提高学校教学质量
是否有着积极意义？请看学
生自发做出的一份调研报告。 

不难看出，这份调研报告
的形成过程和结果都体现了
我院学生关心学校、关心教学
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而且有些
同学对于某些现象的容忍已
经接近极限！应该看到，学生
们的想法与我们正在开展的
评价指标体系的改革思路是
完全吻合的。 

（质评办） 

然不知自己当时对各个老师的

评价是如何。或许正如图 2 中所

显示的，41%的同学在评教时会

选择尽快完成，基本上每个老师

都选优秀，有时老师的名字都没

看清楚。我想，这完全违背了学

校创建这个系统的初衷，本想通

过评教系统了解学生们对于任

课老师的看法，却不想在学生心

中，完成这个评教只是例行公

事，似乎结果如何与自己也没有

什么关系。 

在评教时，除了评分之外还

有一项是给老师写评语。如图 3

所示，有近 72%的同学在评教时

从来不写评语，14%的同学表示

一般会写。由此可以看出，写评

语的这个功能在评教时基本上

没有发挥它本身应该具有的作

（调查报告由学生提供） 

（转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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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结果是否应该公开进行了调查

（图 4），47%的同学认为需要适

当公开（如在二级学院内公开高

分教师名单），30%的同学认为应

该完全、完整地公开所有老师的

得分和学生评语，鞭策老师。从

统计结果显示，在学生心里还是

希望能够拥有一个理想的大学老

师，公开了评教结果既可以让那

些高分教师明白自己的教学方式

受到了学生的认可，又可以鞭策

那些低分教师，使他们明白自己

教学时的问题，并进行一定的改

进与创新。 

根据图 5 的统计结果，我们

可以看到，同学们给老师打低分

原因的前三名是上课照本宣科、

无吸引力，上课重点不突出以及

老师备课不充分无法完全解答

学生的疑问，其比重分别占到了

66.02%，52.43%和 50.49%，均

超过了半数。而原因中的末三名

则是衣着不得体，上课点名过频

繁和作业太多致使学业压力大，

分别只有 5 人，12 人和 14 人。 

由此可知，第一，大多数学

生还是很注重老师的课堂效果，

希望老师能将知识点清楚、明白

地在课堂上一一罗列出来，并一

一让大家理解、接受。因为在大

学，除去上课的时间，学生平时

是很少有机会见到老师的，于是

有问题也只能等到下次上课，但

问题一拖就容易被忘记，最终导

致大量问题的堆积甚至影响后

面课程的学习，因此，解决问题

的最好办法就是在当堂课上就

完全弄明白。 

第二，学生们都不喜欢老师

上课只是面无表情地照读课本或

课件，这样容易让学生产生老师

没有认真备课的错觉。而且这时

候的老师就像一台录音机，只是

在进行一件一直不断重复的事，

看起来毫无激情，自然而然学生

也就无法产生学习的热情，反而

容易产生厌烦心理。学生们希望

的老师是上课激情澎湃，对所教

却发现进度太慢或太快，影响学

生最后的复习工作。 

第四，老师要用通俗易懂的

语言来讲课，并且最好发音标

准，不要带有某些地方特色。 

从图 6 可以看出，有 67%

的同学在意老师有责任心，真心

关心学生。与此同时，65.49%

希望老师能在教学上更风趣幽

默，讲课深入浅出。通过这种方

式，可以吸引同学们的注意力，

同学们也会自认而然的喜欢上

这门课。并且基于老师平常的教

学，同学们已都在心里为老师打

了分。而评教系统中有些条目太

过笼统或官方，无法符合同学们

心目中的打分要求。比如有近一

半的同学认为应该把“老师应适

当鼓励学生，给予正能量，不以

点名留学生等”条目添加到评教

系统中。有 35.92%的同学比较

看重“老师对学生应一视同仁，

尊重学生的劳动成果”，从中也

可以折射出同学比较在意老师

对自己的关心程度。如果老师的

“一碗水”端得太过倾斜，使一

些同学觉得自己被冷落，这也是

同学可能会给老师打差评的原

因之一。有 32.03%的同学比较

在意老师在其专业领域的造诣。

有近 30%的同学在乎老师对自

己学校的评价，从调查中得知，

某些老师当着学生面贬低学校，

这使得同学们降低了对自己学

校的认可度。 

通过这份问卷，我们可以大

致窥探到当前我院学生对于任

课老师感受，老师们也可以对照

自身，看是否有需要改进的地

方，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只有

这样，才能成为一个真正合格

的、受学生爱戴的大学老师。 

课程十分熟悉甚至能有自己的独

到见解，让学生们轻轻松松就学

懂了这门课。 

第三，老师最好事先合理安

排好了每堂课的授课内容，而不

是讲到哪儿算哪儿，最后到期末



 

 

 

 

 

 

 

 

 

 

 

 

 

 

 

 

 

 

 

 

 

 

 

 

 

 

 

 

 

 

 

 

 

 

学    院 
2014 年 6 月大学英语四级 2014 年 6 月大学英语六级 

到考率% 合格率% 到考率% 合格率% 

电信学院 88.83 26.84 79.88 10.33 

国交学院 86.36 52.63 92.31 69.17 

化工学院 87.08 26.10 84.16 9.41 

机械学院 88.05 24.13 80.47 12.99 

建工学院 87.34 28.99 78.34 5.88 

交通学院 93.75 33.33 85.19 5.43 

经管学院 80.30 42.26 82.64 19.66 

理 学 院 89.88 34.63 89.01 15.29 

人文学院 90.46 51.05 81.50 16.55 

外语学院 93.64 66.02 86.26 58.49 

材料学院 89.29 48.00 83.33 10.00 

合    计 87.92 31.93 82.63 2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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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届 学 生 一 年 后 收 入 报 告 

1.毕业一年后月收入 

我院 2013 届毕业一年后的月收入为 3818

元，比我院 2012 届毕业半年后（3328 元）高 490

元，比全国非“211”本科院校 2013 届毕业半年

后（3447 元）高 371 元。 

3328
3818

3447

0

1100

2200

3300

4400

5500

毕业一年后的月收入

本校2012届 本校2013届 全国非"211"本科2013届

(

元)

 
图 1 我院 2013 届毕业一年后的月收入 

2.各分院及专业的月收入 

我院 2013 届毕业一年后月收入较高的学院

是理学院（4017 元）、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4004

元），毕业一年后月收入较低的学院是化学工程

学院（3579 元）、机械工程学院（3583 元）。 

4017

4004

3961

3939

3904

3834

3818

3762

3583

3579

3150

3362

3470

3192

2926

3451

3328

3392

3510

3421

0 1100 2200 3300 4400 5500

理学院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交通学院

外国语学院

建筑工程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

本校平均

人文学院

机械工程学院

化学工程学院

本校2013届 本校2012届
(元)

 
图 2 我院 2013 届各分院毕业一年后的月收入 

我院 2013 届毕业一年后月收入较高的专业

是建筑学（5274 元），毕业一年后月收入较低的

专业是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3315 元）、工程管

理（3357 元）。 

5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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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7

4074

4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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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100 2200 3300 4400 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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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语

电子信息工程

信息与计算科学

交通运输

会计学

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

工业设计

物流管理

本校平均

本校2013届 本校2012届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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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图 3 我院 2013 届各专业毕业一年后的月收入 

编者按：本年度毕业生月收入比往年高出不少，

其中一个原因是今年统计时间比往年晚几个月，

请各学院分析数据时注意。有个别专业提升幅度

较大，如计算科学与技术、电子信息工程，希望

电信学院能认真分析其中原因，是不是卓越计划

与此有关。            （质评办） 

我院 2014 年 6 月英语等级考试到考率/合格率统计 

 



 

 

 

 

专    业 

年      级 

11 12 13 

旷课 请假 旷课 请假 旷课 请假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 —— 0.00 0.85 0.33 0.41 

电子科学与技术 —— —— 0.00 0.00 0.00 1.54 

电子信息工程 —— —— 9.58 0.00 0.07 0.33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 —— 0.20 0.20 0.27 1.04 

网络工程 —— —— 0.00 0.00 0.13 0.08 

化学工程与工艺 —— —— 0.50 0.56 0.06 1.11 

油气储运工程 —— —— 0.91 0.16 0.00 0.06 

汽车服务工程 12.96 1.01 2.06 1.10 0.00 1.08 

车辆工程 —— —— 0.44 0.31 0.48 2.70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 —— 0.69 0.43 0.37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 —— 0.42 0.92 0.19 

建筑学 0.15 0.84 0.00 0.35 1.10 0.30 

工程管理 5.54 0.42 0.00 0.04 0.00 0.85 

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 0.00 0.00 0.00 0.00 0.40 0.86 

土木工程 —— —— 1.81 0.14 2.51 0.45 

会计学 0.00 0.00 0.00 0.29 0.00 0.26 

国际经济与贸易 0.00 0.00 0.00 0.91 0.00 0.00 

市场营销 1.66 0.83 0.31 0.00 0.17 0.46 

国际商务 0.88 1.70 0.09 0.52 0.14 0.09 

物流管理 5.59 0.42 0.00 0.03 0.16 0.27 

德语 0.00 3.88 0.08 1.80 0.76 0.43 

日语 0.00 25.81 0.00 24.50 0.00 0.05 

英语 0.78 0.36 0.48 2.95 0.02 0.85 

工业设计 —— —— 3.20 1.04 1.92 1.08 

广告学 —— —— 2.50 0.20 0.34 2.31 

文化产业管理 —— —— 0.68 1.57 0.00 1.26 

汉语言文学 —— —— 2.94 0.50 0.04 3.55 

交通工程 —— —— —— —— 0.00 0.11 

交通运输 1.29 1.22 0.12 0.62 0.00 0.22 

信息与计算科学 —— —— 0.07 1.17 1.51 1.06 

金融工程 —— —— —— —— 0.72 0.05 

统计学 —— —— 0.02 1.93 0.00 0.19 

会计学（中美合作） 0.00 0.44 0.00 0.22 0.00 2.15 

材料科学与工程 —— —— —— —— 2.90 0.00 

统计时间为：2014 年 9 月 10 日-2014 年 9 月 30 日。基本数据来源：各班上报的教学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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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9 月份各专业（年级）旷课及请假百分率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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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7 日-18 日，在常熟

理工学院召开了新建本科院校

“八校联盟”教学质量监控与评

估研讨会。教育部评估中心刘振

天处长和常熟理工学院发展规

划处处长、教学质量管理办公室

主任顾永安分别就本科评估、新

建本科院校转型发展问题作了

主题发言；来自常熟理工学院、

宁波工程学院、重庆科技学院等

“八校联盟”及吕梁学院、淮阴

师范学院、肇庆学院分别作了本

校的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经验

介绍。 

教育部评估中心刘振天处

长以“中国特色‘五位一体’评

估制度与审核评估”为题，着重

阐述了“五位一体”评估制度及

审核评估的特点、方法与要求。

通过对我国本科评估制度历史

的回顾和分析，介绍了具有中国

特色的自我评估、院校评估、专

业认证及评估、国际评估和状态

数据常态监测的“五位一体”评

估制度形成过程及内涵。在审核

评估方面，他阐述了合格评估与

审核评估的差异，强调审核评估

是用学校自己的尺子衡量自己，

重点审核“五个度”：培养目标

的达成度、社会需求的适应度、

师资和条件的支撑度、质量保障

运行的有效度、学生和用户的满

意度；并就审核评估方式、自评

报告要求和自评报告易出现的

问题作了详细的介绍。 

常熟理工学院发展规划处

顾永安处长就新建本科院校转型

发展背景下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热

点问题、转型发展需要准确把握

的问题等四个方面作了学术探

讨。在转型发展需要准确把握的

问题上，他提出需要准确把握：

应用型大学的四个新特质、转型

发展中具有全局性的四个关系、

应用型大学的四个战略重心、转

型发展的四点基准、应用型本科

教育的四个并存属性、应用型本

科教育的四为主、转型发展的四

项举措等七个“四”。 

本次研讨会，来自“八校

联盟”和其他新建本科院校，就

本校的教学质量管理工作经验、

存在的问题和对策作了深入的交

流和探讨，一致认为：通过教学

质量监控与评估的研讨，对应用

型本科转型发展和审核评估工作

有着指导性意义。在研讨会上，

我院发展规划处处长、教学质量

管理与评价办公室主任唐旭东，

从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等四个方面

对我校教学质量管理工作作了交

流发言，我院教学质量管理监控

与评估工作经验得到了与会兄弟

院校的高度评价。    （质评办） 

新建本科院校八校联盟举行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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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日本石川县的金泽工业大学

是一所建于 1965 年的四年制私立大

学，下设工学院、环境与建筑学院、生

物化学学院、信息学院，共 14 个专业，

在校生 7000 多人，属于小规模的大学。

该校以“教育附加价值日本第一”为口

号，近些年大力进行课程改革，取得了

相当好的成绩。学校以学生毕业时的能

力和入校时的能力的显著差异而闻名，

并连年以高居不下的就业率，引起了日

本教育界、考生以及家长们的瞩目，也

在日本文部省的有关教育文件里作为

优秀范例被提及。 

该校的教育课程改革可以简单总

结为三个特色：1.项目设计（project 

design）教育；2.“综合学习力”型课

堂教学与课外活动项目的结合；3.学生

档案袋。模型如图所示： 

项目设计教育 

这是金泽工业大学课程改革的一

大特色，该校把“项目设计教育”作为

大学四年的必修课，让学生们学会自主

学习的同时，也在和小组成员的磨合中

体验新的知识、新的想法彼此碰撞的乐

趣，以及提高动脑动手解决实际问题的

能力。此教育从大一开始开设，贯穿大

学四年，具体为：大一上学期开设“项

目设计入门”，下学期开设“项目设计

Ⅰ”，大二上学期开设“项目设计Ⅱ”，

下学期开设“项目设计实践”，大三是

各自的专业课，大四为毕业设计即“项

目设计Ⅲ”。 

在“项目设计入门”中，分为固定

的小组进行活动，最多 6 人一组。在入

门课中，学生主要学习一些基本的实验

实践手法，如现象的观察及测定方法、

文献查询方法、工具使用方法等。在“项

目设计Ⅰ”中，学习作为技术人员解决

身边的实际问题。具体要学习：项目设

计主题的选择、问题原因分析及基本解

决方案的确定等。该环节还是以小组的

形式推进设计活动。这门课与知识传

授性的课程不同，主要是靠学生们自

己去选题、调研及研究对策。 

后续的相关项目设计课程也是在

此基础上，逐渐提高标准，培养学生

的动手能力、交流沟通能力、团队合

作能力等。 

在大四毕业设计的成果报告会

上，汇集了学生的各种奇思妙想，如

针对校园积雪的除雪系统的设计、夏

天能安眠的“凉枕”、针对拐角处自行

车突然出现的问题的对应设计等等，

让人不得不惊叹年轻人的大胆想象

力。当然这些设计的产生都是基于学

生们四年扎实的实验和数据分析以及

解决问题能力的基础上。 

“综合力学习”型课堂教学与课

外学习项目的结合 

要成为在社会中有所成就的技术

人员，掌握各门科目的只是与技能十

分重要，追求和探索新知识、新领域

的能力也十分重要，金泽工大把这些

合称为“综合力”。课程改革中，该校

提出了“综合力学习”型课堂教学，

即将能动性学习（active learning）的教

学方式在全部课程中贯彻，这也是日

本大学中的首创。这种教学方式不仅

要求学生课前预习、课后复习，对教

师的课堂教学设计要求也较高（课堂

目标、讨论主题的选定等）。 

该校也十分重视课外活动与课堂

教学的有机结合，他们在 1993 年为学

生们建立了体验制作乐趣的场所——

“梦考房”。如今的“梦考房”里不仅

有各种制作工具和材料，还有不同领

域的专业工程师提供指导。现在的“梦

考房”里正在进行的项目有太阳能电

池车、小型无人飞机、机器人、节能

汽车等的研制开发。学生们在这里，

根据自己的兴趣，找到同伴，大家一

起体会创新的乐趣。 

用档案袋管理学生生活、学习 

刚走入金泽工大的新生，其学业水

平、学习习惯、学习能力跟东京大学、

京都大学的学生相比都有很大欠缺。所

以除了进行课程改革外，该校还积极进

行“学生支援”，帮助培养学生的学习

习惯与学习方式，比如在硬件方面设置

了 24 小时自习室，软件方面有名的就

是该校的“电子档案袋”系统，其中包

含修学档案袋、自我评价报告档案袋、

职业档案袋、项目设计档案袋和达成度

档案袋等。 

修学档案袋是入学开始在必修科

目“修学基础”中使用的，记录学生每

周的行动，如课堂出勤、是否迟到及其

理由、参加课外活动、打工、一日三餐

的进食情况、睡眠时间、运动时间、一

周内表现满意的地方、反省点等，每周

将内容填写好，提交负责老师，该老师

添加评语后再返给学生，这样连续提交

于反馈 30 周，旨在养成学生的时间管

理习惯，形成良好的学习方式和生活方

式。 

职业档案袋中主要记录“自我史”、

自己要达成的目标、未来的自己等，同

时记录每天的课堂与课外活动，实习中

感受到的或新学到的东西。通过这些记

录的积累，能够意识到自己的变化以及

进步，同时对自己现在要做的事情能有

更清楚的规划。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在

求职时能有清楚的自我定位，不至于像

其他学校学生那样无从下手。 

虽然日本的教育界对于这样的改

革褒贬不一，但不管怎样，这一系列改

革，给这所大学带来了好名声，也确实

有利于大学的招生及毕业生的就业。该

模式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缘于该校清

晰的定位，即充分发挥了“小”大学以

及工科的优势，而不是单纯地去跟东京

大学、京都大学“鸡蛋碰石头”。 

这所大学的成功，也给我们同类院

校以有益的启示。  （文：蒋妍，日本

京都大学高等教育研究开发推进中心

助理研究员，本报转载时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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