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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手段三维评价模型的构建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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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试图探索新型教学手段的评价方式，兼顾教学过程中教师和学生的观点，从教学手段的使用的几率、

学生获取知识的质量以及学生对教学手段的价值评判等方面出发，构建了一种三维一体教学手段评价模型，并

通过实际应用验证了模型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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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教育信息化的快速推进和数字化学习时代的到来，教师的教学手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

化。使用课本进行口头说教的传统教学方式正逐步转变为在以计算机为核心的多媒体教学模式，

在这种数字化多媒体教学方式中，教师能够综合运用各种新型数字化教学手段开展教学。随着

教学手段的不断革新，如何从众多教学手段中选择最佳方案已经成为影响教学效果的重要因素。

因此，探索在真实教学情景中对新兴教学手段的效用进行科学评价的方法，促进新型教学手段

在教学过程中的客观合理运用已经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当前，已有多种教学方法及教学

手段评价模型，但这些模型往往从单一维度对教学手段进行评价，缺乏对各个教学手段的综合

考虑，导致人们对这些模型的认可度不高。已有的研究表明，将数字化教学手段应用到教学过

程中是否合适，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教学环境。比如 e-Learning 在“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

模式中是有效的，但这一结论在其他教学模式却不一定成立。因此，在真实教学情景中开展教

学手段的评价研究，构建适合教学环境的教学手段评价模型就显得十分必要。 

一 研究背景 

现有教学质量和教学过程评价模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教学过程进行评价和改进，但它们

普遍存在两个缺陷。 

1 评价机制和体系不完善。现有评价模型未能将教学手段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忽略了各

个教学手段自身的细节，这种仅从某个单一角度获得的反馈有一定的局限性。对于教师和教学

管理人员而言，如果能够从不同层次综合获得反馈，就可以在较高层次上把教学过程作为一个

整体，从而对不同教学手段进行比较；同时还可以在较低层次上考查单个教学手段，提出实际

可行的改进方案。只有这样，反馈的结果才是有意义的。 

2 评价方式不合理。很多评价模型往往只考虑教学手段使用者中的一方，如仅考虑教师或

者学生，这种评价有失偏颇。教师单方面认为某些教学手段是适当的，但这些教学手段并不被

学生认可；或者学生单方面青睐某些教学手段，但这些教学手段却不受教师欢迎，原因是教学

效果不佳。因此，只有在不同层次、不同角度上综合考虑教师和学生对于数字化以及传统教学

手段、过程的感受，再对单个教学手段以及教学过程整体进行改进才更为合理和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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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构建一个较为科学合理的评价模型，本文进行了相关的文献研究，结果发现：有些研

究者从教学手段层面对教学过程的质量进行评价，比如比较某个数字化教学手段与传统教学手

段的有效性[1]。但这些研究通常只对一个或两个教学手段进行评价，其评价过程缺乏对特定教学

过程中其他教学手段的比较，因而不能客观地对不同教学手段的有效性做出判断。这种评价方

法对教学过程的促进作用还有较大的改进空间。 

从文献中可以发现，还有很多研究者从其他角度开展教学过程或教学手段的评价研究，有

的从学生对数字化教学手段的接受程度来研究[2][3]，有的从教学过程中使用数字化教学手段的几

率开展研究[1][4]，也有从学生获取和保持知识方面的差异角度开展研究[5]，这种研究关注的焦点

是数字化教学手段与传统教学手段对这种差异的影响。 

从总体上看，这些研究通常仅关注于某一方面或侧面，缺乏整体、全面的评价研究。鉴于

此，本文在相关研究基础上，结合实际教学过程，综合考虑教师、学生、传统教学手段和数字

化教学手段等多个方面，探究教学手段的评价模型，并进行初步的实践验证。 

二 相关理论 

1 教学评价 

教学评价是以教学目标为依据，制定科学的标准，运用一切有效的技术手段，对教学活动

过程及其结果进行测定、衡量，并给予价值判断[6]。教学评价是研究教师教与学生的价值过程，

包括对教学过程中教师、学生、教学内容、教学手段、教学环境、教学管理诸多因素的评价。 教

学评价涉及对教师教学工作（教学设计、组织、实施等）的评价，以及对教师教学评估和对学

生学习效果的评价（即考试与测验）。 

2 教学评价方法 

（1）绝对评价法 

绝对评价法是在被评价对象的集合以外确定一个客观标准，将评价对象与这一客观标准相

比较，以判断其达到程度的评价方法。该方法设定评价对象以外的客观标准，考察教学目标是

否达成，以促使学生有的放矢、主动学习，并根据评价结果及时发现差距，调整自我。 

（2）相对评价法 

相对评价法是从评价对象集合中选取一个或若干个对象作为基准，将余者与基准做比较，排

出名次、比较优劣的评价方法。该方法便于学生在相互比较中判断自己的位置，激发竞争意识。 

（3）个体内差异评价法 

个体内差异评价是以评价对象自身状况为基准，对评价对象进行价值判断。在这种方法中，

评价对象只与自身状况进行比较，包括自身现在成绩同过去成绩的比较，以及自身不同侧面的比

较，如将学业测验结果与智能测验结果相比较，并根据二者的相关程度确定学生的努力程度等。 

三 评价模型构建 

1 评价模型的三维结构 

为了对教学过程中使用的教学手段进行评价，本文从教学手段的使用的几率、学生获取知

识的质量和对学生而言的价值等方面，构建教学手段评价模型，使其不仅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

教学过程的质量，而且能对教学手段的效用做出评价和判定，将该模型称之为三维评价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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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1 所示。 

维度一：几率，即判断使用某一教学手段的几率。该维度由参与教学过程的教师进行评价。

基于使用次数较多的教学手段意味着在该教学过程中扮演相对重要的角色，因此不考虑某一教

学手段的具体使用时间，只以教学过程中使用该教学手段的次数作为选择参考的依据。 

维度二：知识质量，即判断某一教学手段对学生获取知识质量的影响。理论上可行的方法

是使用准实验研究法将学生分为实验组与对照组，比较他们的学习成绩差异。但由于需要考查

的教学手段太多，彼此又可能相互影响，其中的变量很难控制。因此，该方法不具备实际操作

的可行性。本文该维度主要依靠教师对学生获取知识质量的主观感受而不是量化的数据（如测

试成绩），其包括所获取知识的完整性、连贯性、可用性、获取复杂知识与深层次知识的可能性

等五个方面来进行判断。 

维度三：价值，即从学生的角度考虑某教学手段的价值。该维度需根据待考查的教学手段

是否是强制性的（强制性的如讲座，非强制性的如参加电子论坛）而采用不同的判断方法。对

于非强制性的情况，要求学生报告他们在没有强制性要求的情况下，学习多久会用到该教学手

段一次等。 

从以上三个维度同时进行评价，可从教师和学生两个角度对各个教学手段进行全面综合的

了解和把握，为教师和教学管理人员从整体上改进教学过程以及教学手段的选择提供依据。 

 

图 1  评价模型结构图 

2 评价方式 

评价方式主要是通过问卷调查。由两份调查问卷组成，一份由教师填写，另一份由学生填

写。对于教学手段，教师问卷中设计“使用几率”的题目，学生问卷中设计“使用次数”的题

目，采用 7 分制的顺序量表（“从来都不”=1，“几乎没有”=2，“较少”=3，“有时”=4，“经常”

=5，“非常常见”=6，“几乎都是”=7）。两份问卷中的其他题目均使用 7 分制的里克特量表（从

1“完全不同意”到 7“完全同意”）。针对每种教学手段，教师问卷中有 6 道题目，学生问卷中

有 5 道题目。为了确保问卷题目的效度，邀请教学领域的专家对问卷进行了修改。测量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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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常用的 10 种教学手段，如表 1 所示。 

表 1 十种常用教学手段 表 2 教师用到的教学手段 

序号 教学手段 教学手段类型 

1 阅读课本 传统 

2 小组讨论 传统 

3 角色扮演 传统 

4 观看教学视频 传统 

5 教师讲授 传统 

6 案例研究 传统 

7 即时通讯软件（QQ、MSN） 数字化 

8 电子化测验 数字化 

9 论坛 数字化 

10 数字化学习材料 数字化 
 

序号 教学手段 教学手段类型 

1 阅读课本 传统 

2 小组讨论 传统 

3 观看实验视频 传统 

4 教师讲授 传统 

5 电子化测验 数字化 

6 论坛 数字化 

7 数字化学习材料 数字化 

8 学生动手实验 传统 
 

四 评价模型的应用 

1 目的与对象 

为了检验模型的有效性，将模型应用于沪科版八年级物理课的教学班中，教师在“光的反

射”实验课教学过程中采用多种教学手段。该班总共有 38 名学生，男同学 18 名，女同学 20 名，

他们已经学习了“光沿直线传播”的内容，对“光”的概念已有初步了解。教师在该节课中使

用的教学手段如表 2 所示。 

2 评价过程 

该评价模型的应用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对教学过程中用到的教学手段进行分类。

为保证分类的正确性，需要待评价教学过程中的教师参与此项工作。第二个阶段，参与待评价

教学过程的教师和学生对分类后的教学手段进行评价。第三个阶段，分别对评价结果进行分析，

由学校的教学管理人员如校长、教务主任就评价结果进行讨论。为了便于对不同类别的教学手

段进行直观的评价，采用了图 1 中散点图法。在该散点图中，横轴表示的是某种教学手段使用

的几率，纵轴表示的是对学生而言的价值，待评价的教学手段用圆圈表示，并用圆圈的大小代

表获得知识的质量。使用几率维度中线和对学生而言的价值维度中线把图 1 中的散点图分成 Q1、

Q2、Q3 和 Q4 四个部分，分别代表三个维度之间相互组合情况下产生的效果。Q1 包含的是使

用几率较小且对学生而言价值较小的教学手段；Q2 包含的是对学生而言价值较大，而使用几率

较小的教学手段；Q3 包含的是对学生而言价值较小，但使用几率较大的教学手段；Q4 包含的

是使用几率较大且对学生价值较大的教学手段。 

3 应用结果及分析 

应用结果如图 2。从中可以看出，教学手段 1（阅读课本）位于 Q3 区域，表明该教学手段

使用的几率较大，但对学生而言的价值却低于平均值，但可以看出学生通过阅读课本获取知识

的质量比较高。教学手段 2（小组讨论）位于 Q4 区域，表明该教学手段使用的几率较大，对于

学生而言的价值也较大，说明小组讨论对于实验课教学来说很重要，这点也和实际情况非常吻

合。教学手段 3（观看实验视频）位于 Q2 区域，表明该教学手段使用的几率不太大，对学生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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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价值也一般，说明在实验课之前让学生观看教学视频不一定受到学生的欢迎。教学手段 4（教

师讲授）位于 Q4 区域，表明该教学手段使用的几率较大，但对学生而言价值却不大，说明教师

在实验课上应该尽量减少讲授，留给更多时间让学生进行自我探究。教学手段 5（电子化测验）

位于 Q2 区域，表明该教学手段使用的几率不太大，但对学生而言价值却比较大，意味着教师应

该在实验课结束后重视电子化测验的过程，帮助学生巩固所学的知识。教学手段 6（论坛）和教

学手段 7（数字化学习材料）均位于 Q1 区域，而且圆圈很小，表明这两种教学手段使用的几率

以及对学生而言的价值都较小，获取知识的质量也不高，教师应该考虑使用其他教学手段替换

它们。教学手段 8（学生动手实验）位于 Q4 区域，而且圆圈很大，说明该教学手段使用的几率

和对学生而言的价值都较大，获取知识的质量也较高，表明这种教学手段在实验课教学中有重

要的作用，教师应予以足够的重视。 

 

图 2 应用结果散点图 

综合应用结果表明，为了改进教学过程，提高教学效果，教师和教学管理人员应该重点关

注那些对获取知识质量有积极影响的教学手段，也就是处于 Q2 和 Q3 区域的教学手段。对于

Q2 区域的教学手段，应该确定是否可能对教学过程进行改进，以便有更大的几率使用这些教学

手段，或者用其他更常用的相似教学手段替代。对于 Q3 区域的教学手段，需要做进一步调查并

采取相应的措施，可通过使用更恰当的方式将它们呈现给学生，或用其他学生更乐于接受的方

式来替代它们，以此来提高它们对学生而言的价值。对于 Q1 区域的教学手段则要根据具体情况

采取相应措施，因为它们使用的几率不大，对学生而言价值也不大。因此，教师应尽量避免使

用处于该区域的教学手段。最后，由于 Q4 区域的教学手段使用的几率比较大，对学生而言的价

值也较大，因而需要定期对它们进行重新评价，以便确定它们的特征是否已经发生了变化，是

否已处于其他区域。 

五 结语 

本文针对现有教学手段评价模型或评价方法的不足，结合实际教学过程中数字化教学手段

和传统教学手段并存的特点，提出了三维一体的教学手段评价模型，该模型能够综合教师和学

生的观点，对教学过程中使用的教学手段做出客观、全面的评价。评价结果能够给教师和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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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人员提供教学过程中所用到的真实有效的教学手段信息，有助于教师和教学管理人员从整

体上改进教学过程，对教学手段进行改进或者替换等相应决策，以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

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本文对所构建模型的具体应用仅进行了初步的探索，该模型

的科学性和有效性还需要进行更大范围的应用实践，使其不断得到改进和完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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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Three-dimensional Evaluation Model of Teaching Methods 

CHENG Li
 

(Educational Technology Department, Henan Normal University, Xinxiang, Henan 453007,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ore new means of teaching evaluation methods, both teachers and students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view.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evaluation model of three-dimensional teaching methods, from teaching 

methods of the probability and the quality of students' acquisition of knowledge and evaluation of the value of teaching 

methods. Through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verify the validity of the model.  

Keywords: digitization; teaching means; three-dimensional; evaluatio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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