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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对于实验学科来说, 实验教学是教学环节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培养学生创新能力方面具有重要作

用。在实验教学中,实验主讲教师和实验技术人员分工不同, 但都直接影响实验的教学效果。实验教学评价

是衡量实验教学效果的主要方式之一。根据实验教学的工作实际, 分别对实验主讲教师、实验技术人员的工

作建立了实验教学评价体系,用于学评教, 并进行了探索与实践。

关键词: 实验教学; 教学评价; 学评教

中图分类号: G642. 0 � � 文献标志码: A � � 文章编号: 1002�4956( 2011) 03� 0263� 03

Construction and practice of teaching evaluation system of undergraduates�

experimental courses in ethnical universities

Li Wenrui, Zhou Yijun, Wang Wenshu, Sun Hongbo

( Colleg e of L ife and Envir onmenta l Sciences, M inzu Univer sity o f China,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It is an impor tant component of experimental teaching in exper imental subject. Exper imental teach�

ing is also cr itical in improv ing students� comprehensiv e qualit y and creativ e ability . The experimental teaching

effect depends on both teacher s and technicians although their division o f labour is differ ent. T eaching evalua�

tion is one of the too ls in evaluat ing teaching effect. T he teaching evaluation sy stem in our co lleg e fo r exper i�

mental cour ses is explor ed and practiced. T eacher s and experimental technicians are evaluated by students re�

spect ively in our labor ator ies t o comprehend teaching effects of each exper iment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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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由于实验教学具有直观性、实践性、综合性、探索
性和启发性等特点, 使其在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

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等各个方面具有特殊的作

用[ 1�6]。中央民族大学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生物实验

中心和化学实验中心承担学院生物科学、生物技术、生

态学、环境科学、化学等 7 个本科专业的实验教学任

务。上述各专业都为实验学科, 实验教学占据较大的

比重。实验中心针对民族地区生源特点, 将注重培养

适应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需要、具有创新意识、实践动

手能力强和具有自我完善能力的高素质人才作为实验

教学的目标。

高等学校的教学质量已经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

点问题,而教学评价作为评估和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

手段也受到了普遍的关注。一些学者对实验教学评价

体系进行了研究 [ 7�9] ,认为整个实验教学评价网络包含

了校评学、校评教、教评学、学评校、教评校、学评教 6

个维度。由于一门实验教学对每一位学生而言只有一

次,所以学评教的评价要坚持过程评价为主、总结性评

价为辅的方式, 力争在每次实验后都能及时将评价结

果反馈给教师, 使教师的实验教学及时得到改进。我

们认为,在实验教学评价网络的 6个维度中, 学评教最

为重要[ 10] ,因为学生是教学的对象和主体, 是教学效

果的体现者,因此根据实验教学工作实际,我们对实验

教学评价体系中�学评教�进行了探索与实践。

1 � 本科实验教学评教体系建立的必要性

1. 1 � 提高实验教学质量的需要

建立科学、客观的实验教学评价体系,能为如何提

高和改进实验教学提供理论和实践依据, 可以推动教

师的专业发展, 不断改进教学,明确教学薄弱环节和不

足之处,推动实验技术人员之间、实验主讲教师之间以

及实验技术人员与主讲教师之间的相互学习和交流,

督促和调动实验主讲教师以积极的态度组织和讲授

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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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 推进实验室建设和实验教学改革的需要

实验教学评教体系是实验教学质量评价的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建立合理有效的实验教学评价体系, 能

科学地评价实验教学的质量,不仅能够提高实验教学

水平,还能为高校的科研实力提供强大支撑, 对于促进

民族高校形成自己的教学特色和教学改革的深入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

1. 3 � 实验中心实施规范化和科学化管理的需要

通过建立科学、系统的实验教学评教体系,形成自

我完善、自我约束的实验教学质量监控与保障体系,不

断充实和规范实验教学管理,是实验室规范化建设的

必需条件,对于实验室的教学管理和实验教学秩序的

正常运行都有着重要意义。

2 � 实验教学评价体系的内涵

实验教学通常由实验主讲教师和实验技术人员共

同承担,配合完成, 因此实验教学评价中的学评教中,

既包括对实验主讲教师的评价, 也包括对实验技术人

员的评价。根据理论教学评价体系,本着科学、客观、

有效和可行性的原则,结合实验教学的内涵, 我们设计

了分别对于实验主讲教师和实验技术人员的评价体

系,旨在比较全面、客观地反映实验教学进行过程中主

客体的状态和效果。

2. 1 � 实验主讲教师评价体系
实验主讲教师是实验教学负责人, 对实验教学的

进行和实验教学质量具有主导作用。

根据实验主讲教师的工作职责, 我们设立了 4个

一级指标和 12个二级指标,并根据教学实际分别设置

了权重(见表 1)。

表 1 � 实验主讲教师课堂评价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所占分值

教学态度

( 25)

上课精神饱满,备课认真,教学严谨,以身作

则,按正规要求着装

5

认真执行实验教学计划,按时上课,不随意

调课、停课

5

实验过程中认真指导并严格要求学生,发现

学生操作错误及时纠正

10

认真批阅实验报告,并对出现的问题进行讲

解答疑

5

教学内容

( 20)

实验课内容安排合理,深浅适度

实验课注重实验基本技能训练

5

10

积极开设综合性设计性实验,重视学生综合

素质的培养

5

教学方法

( 30)

突出实验课程特点,表述清楚, 方法得当,演

示科学准确

10

悉心指导学生规范操作,认真观察,详细记

录结果

10

表 1(续)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所占分值

注重启发式教学,引导学生思考、创新,鼓励

学生开展讨论,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实验现象

和结果

10

教学效果

( 25)

理解了实验原理,明确了实验目的,掌握了

基本实验技能,提高了学习兴趣

10

掌握了对实验结果(数据)的客观分析能力 5

明确了实验室工作规范,爱护仪器,注意节

约,避免浪费

5

培养了严谨的学术作风和勇于进行科学探

索的精神

5

� � 对于一个教师来说, 教学态度、教学内容、教学方

法、教学效果是评价教师教学效果必需的指标,实验教

学也是如此。为此我们将上述 4项作为一级指标。考

虑到实验教学的特殊性, 设立了各自的分值, 分别占:

教学态度 25%、教学内容 20%、教学方法 30%、教学

效果 25%,其中教师的教学方法所占比例最大。在 4

个一级指标的基础上,根据实验教学的特点, 我们分别

确立了 14个二级指标及相应的分值。教学态度中有

4个二级指标,其中将�实验过程中认真指导并严格要

求学生,发现学生操作错误及时纠正�作为评价的指标

之一,且占总的分值的 10%。教学内容有 3个二级指

标,其中�实验课注重实验基本技能训练�的分值也是

10%。教学方法中设立了 3 个二级指标, 各占 10%的

分值,涉及演示、指导操作、启发式教学等。在教学效

果的评价中,有 4个二级指标,将�理解了实验原理,明

确了实验目的, 掌握了基本实验技能, 提高了学习兴

趣�作为重要的指标之一。所设立的二级指标,是将实

验教学的各个环节内容进行了分解, 且都是实验主讲

教师在实验教学中应该完成的工作。各个评价指标,

评价内容全面, 既涉及到教师的主观态度,也涉及到课

程的客观准备情况, 还有教学过程的方式、方法以及学

生主观感受的收效等。

2. 2 � 实验技术人员评价体系

实验技术人员的工作职责主要是辅助实验教学,

承担实验的准备(试剂、仪器、材料等)和实验室管理等

任务,因此评价体系设立 4个一级指标和 13个二级指

标(表 2)。工作态度、课前准备、课堂教辅工作、实验

室管理工作等作为一级指标,分值各占 25%。工作态

度中设立了 3个二级指标, �遵守考勤制度,坚守岗位,

按正规要求着装�与�熟悉本实验室开设的有关实验的

原理和实验技术�作为重要的评价内容, 各占 10%。

课前准备有 3个二级指标, �熟悉实验课程内容,实验

教学所需仪器设备完好、齐全�与�熟悉实验教学所需

药品的性质, 实验试剂分组到位�各占 10%。课堂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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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工作的 4个二级指标中, �上课时专心认真,积极配

合实验课主讲教师完成实验教学任务�所占分值最大,

为 10%。而在实验室管理工作中设立了 3 个二级指

标,将回收试剂、仪器维护作为 2 个重要的评价指标。

所设立的二级指标, 是将实验技术人员在实验教学的

各个环节中的工作内容进行了分解, 且都是实验技术

人员在实验教学中应该完成的工作。各指标的设立全

面、客观地反映了实验教学过程中的实际情况,较公正

地评价了实验技术人员的质量和教辅效果,见表 2。

表 2 � 实验技术人员评价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所占分值

工作态度

( 25)

遵守考勤制度, 坚守岗位, 按正规要求

着装

10

熟悉本实验室开设的有关实验的原理和

实验技术

10

保证实验室环境安全、整洁 5

课前准备

( 25)

熟悉实验课程内容,实验教学所需仪器设

备完好、齐全

10

熟悉实验教学所需药品的性质, 实验试剂

分组到位

10

根据实验教学需要,实验材料准备到位 5

课堂教辅工作

( 25)

掌握开设实验的原理、目的和实验技术

上课时专心认真,积极配合实验课主讲教

师完成实验教学任务

5

10

耐心回答学生的相关问题和合理请求 5

配合主讲教师处理实验中突发事件,保障

学生人身安全

5

实验室管理

工作

实验室环境安全、整洁,仪器摆放合理

熟悉实验所用药品的性质,回收有害药

5

10

( 25) 品,体现环保、节约的精神

熟悉实验仪器设备的工作原理和操作要

领,做到正常维护,简单修理,及时排除实

验故障, 保证实验教学中实验仪器正常

使用

10

3 � 实验教学评价体系的实践

实验教学评价体系的建立是在多年实验教学工作

的基础上,根据实验教学实际、参考理论教学评价体系

的形式建立的, 并进行了多次修订,是一个从定性到定

量的过程。采用该体系,我们进行了 2 轮的对实验中

心所有实验课程的实验教学评价的实践。

在每学期实验课程全部结束后, 实验中心召集各

班学生进行本学期实验课程的实验教学评价,采用无

记名问卷调查, 要求所有学生都要参加,作为实验课的

一部分计分。在调查问卷前, 从 3个方面向学生说明

学生评教的重要意义,包括:

( 1) 有利于管理。通过评价, 能够全面了解全院

实验教学情况, 便于为进一步提高教学水平做出正确

的决策。

( 2) 有利于教师提高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学生

的评价可以使教师了解授课的长处与不足, 从而进行

自勉或改进,是教师对教学反思的重要环节, 从而推动

教师趋向专业化发展。

( 3) 对学生自己有益。对任课教师授课质量进行

评价,是学生权利享有的实现。

实验中心对评价结果进行统计分析, 分别针对每

一个二级指标进行统计, 从而把握该门课程需要发扬

和改进的地方。统计完成之后上报学院, 通过学院及

时反馈给各个任课教师, 使教师对各自所带实验课有

一个清晰的了解。

学生参加了实验教学评价工作, 通过填写相关内

容,对实验主讲教师、实验技术人员的工作内容、工作

职责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同时由于在学期后对所有实

验课进行评价, 学生能够对所上过的课进行比较, 能够

比较真实地反映教师的教学效果。通过学期后的综

合,从统计结果来看,在教学态度方面评价较高,说明

教师具有较强的工作责任心,但在教学方法和教学效

果方面有差异, 反映教师的教学能力上存在差异, 有待

改进和提高。

需要说明的是,实验教学评价体系�学评教�是评价

实验教学效果的方式之一,并不能全面反映实验教学的

整体效果,为此我们还采取召开学生座谈会、同行听课

等方式,三者结合进行。如果实验教学评价体系内涵设

立得较为规范,那么,这是一个较为简单、全面,能够真

实反映客观实际的较好的评价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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