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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AHP的课程教学效果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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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了影响课程教学效果的相关指标,构建了指标层次结构模型。运用AHP分析方法，计算各级
指标的权重，建立了课程教学效果评价指标体系。通过计算加权平均分实现课程教学效果评价，以改进和提高

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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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relative indexes on course teaching effect are studied and the hierarchy model is established. The weights
of every level index are calculated by AHP and the index system of course teaching quality evaluation is set up. The weighting
average is computed to evaluate the course teaching results, so as to improve and enhance the quality of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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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教学是形成教学质量，达成教育目标的主要

途径。课程教学效果通常指教学过程中教学目标的实

现程度，体现了高校的教学水平。教学效果评价一般

包括教学过程和教学结果评价，从知识和技能、过程

与方法以及情感态度 3个维度对学生的投入程度以及
教学目标的达成情况进行评价。前者主要描述教学的

过程性状态，后者则描述教学的结果，前者是后者实

现的基础。教学质量评价主体包括受教育者，教学督

导者和教学管理者 3部分，因此各高校教学质量评价
通常是通过期中和期末教学检查，以专家听课及学生

评分的方式，结合学生成绩综合分析，对任课教师课

堂教学水平做出评价。然而评估过程中有许多非定量

难于用传统方法进行量化的因素[1 ]，导致评价指标和

教学效果呈复杂非线性关系[ 2 ]，评价结果难以科学、

客观地反映教学质量实况，缺乏足够说服力，不利于

调动教师教学积极性，因此，建立灵敏、准确的课堂

教学评价指标体系，是科学评价教学效果的关键。

AHP（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简称AHP）决策分析
法常被用于多目标、多准则、多要素、多层次的非结

构化战略决策问题上，具有十分广泛的实用性。运用

AHP方法对课程教学效果评价指标进行定量分析，确
定各指标的权重，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既能克服专

家主观因素的影响，又能得到满意的结果，为科学评

价课堂教学效果提供依据。

1 研究方法

AHP方法是美国运筹学家T.L.Saaty于20世纪7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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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提出的一种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决策分析方法，从

本质上讲是一种思维方式，将复杂的决策问题表达为

不同层次的若干因素的集合，把人的主观判断用数量

形式表达出来并进行相应处理。决策通过以下 4个步
骤进行[3 ]：分析系统中各因素之间的关系，建立系统

的递阶层次结构；对同一层次的各元素关于上一层次

中某一准则的重要性进行两两比较，构成两两比较的

判断矩阵；根据判断矩阵计算比较元素对于某准则的

相对权重；计算各层元素对系统目标的合成权重，进

行排序。整个过程都体现了人类决策思维的基本特

征，即分解、比较、判断与综合。

因此运用AHP方法可以对评价指标赋予不同的权
值，从而据此确定评价内容的重要程度，使建立的指

标体系有据可查，增加评价结果的可信度。

2 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

课程教学是由教师、学生以及教师与学生互动、教

学资源、教学环境等多因素组成的一个功能系统[2, 4]，

涉及到理论课堂教学及实验教学两部分。教学效果评

价一般包括教学过程和教学结果评价，从知识和技

能、过程与方法以及情感态度 3个维度对学生的投入
程度以及教学目标的达成情况进行评价，结合教学评

价涉及到的主体因素，从教师教学过程，学生学习状

况以及辅助教学条件 3个层面入手构建评价指标体系。
2.1 评价指标

综合分析课程教学涉及的因素，确定如下用于分

层的评价指标，一级指标确定评价的目标，即课程教

学效果，为目标层；二级指标确定评价教学效果的 3
个总项目，即教师教学过程、辅助教学手段及学生学

习状况组成，为准则层；三级目标确定各总项目下的

主要评价内容，其重要性通过分析权重而确定，各指

标的含义及其符号约定如下：

1）一级指标

A—课程教学效果，反映课程教学水平，为改进
教学工作，加强和改进师资队伍建设提供可靠的信息

和资料，提高教师的整体素质，最终达到提高学生学

习效果。

2）二级指标
O1
—教师教学过程，反映教师的教学水平；

O2
—辅助教学手段，反映教学的相关硬件条件；

O3
—学生学习状况，反映学生学习兴趣，成绩及

实践动手能力及灵活运用能力。

3）三级指标

S1
—教学态度及方法；

S2
—教学内容；

S3
—语言组织与规范；

S4
—课堂教学秩序；

S5
—课件质量；

S6
—实验内容设计；

S7
—作业布置与批改；

S8
—教材的选取；

S9
—提供的课后学习信息；

S10
—上课到课率、师生互动情况等；

S11
—学生考试成绩；

S12
—学生实验成绩；

S13
—实践动手能力及运用。

2 . 2 层次结构模型的建立和指标权重的计算

1）层次结构模型
根据评价指标，建立课程教学指标评价体系的层

次结构模型，如图 1所示，上一层次的元素对下层元
素起支配作用。其中一级目标 A由二级目标O1, O2

和

O3
决定，二级目标O1

含有 S1, S2, S3, S4
和S5
，O2

则与S6,
S7, S8

和 S9
相关，O3

与 S10, S11, S12
和 S13

相关。

2）指标权重的计算
基于AHP算法，首先分别构造一级指标和二级指

标的判断矩阵 A-O，各二级指标及与其对应的三级指
标判断矩阵O1-S, O2-S及O3-S，然后计算各指标相对
权重及层次单排序，确定对 A而言，O1, O2, O3

各元素

的相对重要性次序；对O1
而言与其有联系的各元素S1

，

S2
，S3
，S4

及 S5
的相对重要性次序；对O2

而言与其有

联系的各元素 S6
，S7
，S8

及 S9
的相对重要性次序；对

O3
而言与其有联系的各元素 S10

，S11
，S12

及 S13
的相对

重要性次序。

3 专家调查问卷设计形式

按照以上讨论的教学效果指标体系各指标权重的

计算方法，进行专家调查，获取用于建立判断矩阵的

原始数据，专家调查的问卷设计形式如下：

1）相对于一级指标A的实现，各二级指标O1
，O2
，

O3
之间的相对重要性程度判定为：同等重要，重要一

点，重要得多，更重要，极端重要，分别用 1，3，5，
7，9表示[5]。

2）相对于二级指标O1
，和其相关的各三级指标S1

，

S2
，S3
，S4
，S5
，S6
及 S9

之间的相对重要性程度判定为：

同等重要，重要一点，重要得多，更重要，极端重要，

图 1 课程教学效果评价指标层次结构模型

Fig. 1 Hierarchy model for course teaching evaluation index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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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用 1，3，5，7，9表示[5]。

3）相对于二级指标O2
，和其相关的各三级指标S6

，

S7
，S8
，及 S9

之间的相对重要性程度判定为：同等重

要，重要一点，重要得多，更重要，极端重要，分别

用 1，3，5，7，9表示[5]。

4）相对于二级指标O3
，和其相关的各三级指标S8

，

S9
，S10

，S11
，S12

及 S13
之间的相对重要性程度判定为：

同等重要，重要一点，重要得多，更重要，极端重要，

分别用 1，3，5，7，9表示[5]。

4 研究结果与结论

4.1 研究结果

根据图 1 所示层次结构模型，进行专家调查，发
放问卷 500份，包括多个专业的任课教师、教学督导、
教学管理人员和学生，收回 487份，回收率 97 %。在
此基础上按照指标权重计算方法对课程教学效果指标

进行定量分析，确定的课程教学评价指标体系如表 1。

4.2 结论

1）对构建的课程教学效果相关的评价指标，运用

AHP方法得到各指标在整体评价中的权重值，为课程
评价的客观性提供依据。

2）依据表1，通过计算每一专家的加权平均分，得
到该专家对课程教学效果的评分。计算过程为：首先

计算各评价总项目的加权平均分：∑（（各三级指标得

分）*（对应的权重）），然后计算课程教学效果的加权

平均分：∑（（各评价总项目加权平均分）*（对应的
权重）），再计算所有专家的平均得分，即为该课程教

学效果的得分。根据得分情况可以提出课程的教学整

改意见和要求，进一步提高课程教学质量。

3）权重代表了评价对象各因素的相对重要性程
度，从课程教学本身来看，反映了教学过程中需重点

关注、改进和提高的各因素。例如：从二级指标评价

总项目的权重，可以看出课程教学质量与学生的学习

密切相关，在教学中要以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

性，提高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为基础，并不断提高教

师自身的业务素质。

4）评价指标的科学合理性还有待于在实践中进一
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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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课程教学评价指标体系

Table1 Index system of course teaching evaluation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评价总项目 权重 评价内容 权重

教学过程 0.405

教学态度与方法

教学内容

语言组织与规范

课堂教学秩序

课件质量

实验内容设计

作业布置与批改

教材的选取

提供的课后学习信息

上课到课率、

师生互动情况

学生考试成绩

学生实验成绩

实践动手能力及运用

0.260
0.260
0.176
0.170
0.134

0.390
0.109
0.204
0.297

0.236

0.225
0.230
0.309

课
程
教
学
效
果

教学辅助

条件
0.114

学生学习

状况
0.4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