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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墨尔本大学采用课程体验调查量表的形式进行学生评教， 责任划分明确， 管理体制完
善；量表设计与评教实施深刻体现了“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关注不同类型课程之间的差异
性；重视宣传引导与及时反馈，结果广泛应用于改进课程质量及教学管理、人事决策参考等领域，有
效推动了墨尔本大学的课程改革，成效显著。我国高校可完善学生评教体制机制，真正树立“以评促
教”的理念；构建“以学生为中心”的、共性与个性并存的评教备选题库；及时反馈并合理利用评教结
果，促进教学质量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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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uses� the� Subject� Experience� Survey� Scale�（“SESs”
for� short） to� conduct� students’ evaluation� of� teaching�（“SET” for� short）,� with� clear� responsibili-
ty� and� perfect� management� system.� The� design� of� the� scale�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eval-
uation� have� profoundly� embodied� the� "student-centered� education� philosophy",� cares� about�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different� types� of� courses.� It�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propaganda�
and� guidance� and� feedback� in� time.� The� results� of� SET� are� widely� applied� to� improve� the� qual-
ity� of� subject� and� teaching� management,� to� personnel� decision-making� reference,� and� other� fields,�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subject� reform� of� th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with� outstanding� effects.�
Universities� of� our� country� could� improve� the� system� mechanism� of� SET,� really� set� up� the� con-
ception� of� “promote� teaching� by� evaluation”;� construct� SET� alternative� question� bank� which� is�
student-centered� and� with� both� universality� and� individuality;� timely� feedback� and� utilize� the� re-
sults� of� SET� to� promote� teaching�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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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高校开展学生评教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
现在几乎已经贯穿我国大学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的
全过程，囊括所有课程任课教师的评价、网上评价系
统的建立、公示制度、教师激励机制的建立等一系列
发展措施， 在改进教学工作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但
仍存在可信度饱受争议、 缺乏有效的宣传引导措施、
评价指标科学性不够、结果未有效地用于改进教学等
问题。［1-3］墨尔本大学采用课程体验调查量表进行学
生评教，很好地体现了“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富有
特色、卓有成效、值得借鉴。

一、背景与认识

学生评教是“学校组织学生按规定的评价量表和
程序定期对教师教学工作进行评价的一种制度”，［2 ］

也就是学生对教师课堂教学质量的评价。 而教师的教
学质量最直观的反映是教学对学生学习成果的提升
程度，因此，学生评教也是评价教师教学对学生学习
的促进效果。 课程体验是“学生在课堂内外围绕大学
课程学习所获得的经历和感受”，“来自于对大学课程
教学活动的参与和投入，是教师教学与学生学习互动
的结果”。［4］国际高等教育界教学质量改进研究的权
威专家保罗拉姆斯登（PaulRamsden）认为，学生对学习
环境、 教师要求的体验是学习方法选择的影响因素，
进而对其学习结果产生影响，［5］ 其研究成果对英国、
澳大利亚等国家的教育政策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
Ramsden 于 1981 年与其同事在英国兰卡斯特大学实
施了“课程感知调查”，［6］在其倡导下，澳大利亚部分
大学于 1989 年开始使用大学生课程体验调查法，了
解学生对所学课程及教学服务的体验、教师对学生的
关心程度。［7］

墨尔本大学创建于 1853 年， 是一所拥有 160 多
年历史的世界知名学府。 墨尔本大学高度重视战略规
划，以引领学校的改革与发展，2005年制定了《提高声
望发展规划》，将教学作为形象提升的重要策略。《提
升形象策略》的核心是 2006 年提出并于 2008 年 1 月
开始推行的“墨尔本模式”；该模式被视为“一次里程
碑式的教育变革，颠覆了墨尔本大学建校以来的传统
课程和学制”， ［8］ 是“学校历史上最重大的课程改
革”，［9］是“一场令人振奋、影响深远的课程改革,旨在

为本科生和研究生提供一种卓越而独特的‘墨尔本体
验’”。 ［10］墨尔本大学将学生评教视为获取日常教学
活动和学生课程体验的重要途径，作为确定课程质量
的优与劣的依据之一，［11］在学生评教中贯彻了这种独
特的“墨尔本体验”，面向全校所有为在校本科生和研
究生开设的课程（选课人数少于 4 人的课程除外），采
用教学质量保障委员会编制的课程体验调查量表
（Subject Experience Survey Schedule，以下简称 SES）
进行学生评教，评估学生的课程学习体验，为学生提
供学习反馈机会，以持续改进课程教学质量，监督学
生学习质量。

二、形式与内容

墨尔本大学课程体验调查量表是一种具有教育
性质的评估工具，其目的在于鉴别是否存在创造有效
教学环境的关键要素；实现了学生评教由过去更关注
教师的教学行为向强调学生的学习体验的转变。［12］量
表由基本问题和补充问题构成，简单而言就是一个学
生评教的备选问题库， 基本问题含 10 个选择题，2个
简答题；补充问题包括 5 大模块，共 173 个备选问题，
以获取更详细的学生反馈信息。 封闭式问题采用内部
一致性较好的李克特 5 点量表法进行设计，［13］ 每道
题目后都会给出 5 种备选答案：非常不同意、不同意、
一般、同意、非常同意，学生根据自己的学习体验表达
自己的态度和看法。 学院及课程协调员从补充问题中
挑选最多不超过 15 个问题，与 12 基本问题构成课程
体验调查问卷，开展学生评教。 课程体验调查通常在
教学周末、考试周前进行，以网络在线调查的形式开
展，由学生在自主时间完成。［14］

1. 基本问题
墨尔本大学课程体验调查量表中，基本问题（表

1）中的选择题从启迪思考、教学表现、学习资源、教学
期待与目标、教学反馈、学生学习成果、学习共同体等
角度进行设计；简答题，主要用于获取学生对课程优
势与不足的总体评价。

第 1-4题主要调查学生对课程授课的总体感受，
如教师的教学情景创设、课堂教学组织能力、学习资
源支持等，具体题目有：“总体来说，该课程是启发思
考的”“总体来说，该课程的教学内容和教学实施都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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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地协调和组织”“总体来说，该课程授课教师教导
有方”等。 以第 3 题“总体来说，该课程拥有有效的学
习资源支持”为例，该题主要用于调查学生对教学资
源的看法。 学习资源的提供对学生学习质量会产生关
键性的影响。［15］高校和教师要努力为学生提供教学资
源或者指导他们寻找教学资源，以满足学生的学习需
求，帮助其更好地学习。

第 5-10 题主要调查学生对自己学习成果的感
受，如教师的教学期待与目标、教学反馈、学习共同体
等，具体问题有：“该课程关注我的学习体验，并对我
的学习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该课程关注我的学习体
验， 对于我的学业表现， 我能收获很有价值的反馈”
“该课程关注我的学习体验，我学习到了新的思想、方
法和/或技能”等。 以第 10 题“该课程关注我的学习体
验，我觉得我成为了一个学习共同体的一员”为例，该
题主要关注教师对课程学习氛围的创设，调查师生之
间、学习之间的沟通与交流。 英国大文豪肖伯纳曾指
出：“倘若你有一种思想，我也有一种思想，而我们彼
此交流这些思想， 那么， 我们每个人将各有两种思
想。 ”［16］师生之间、学生之间彼此合作学习，形成学习
共同体，有利于思想的交流与碰撞学习，强化教学互
动，促进教学相长，从而促进教学质量提升。

2. 补充问题
补充问题包括学生学习成果（student outcomes）、

学习体验（learning experience）、 教学方式及模式
（teaching delivery，teaching mode）、教学表现（teaching
performance）、 课程与学位的具体问题（subject and
degree specific questions）五大模块，详见表 2。

表 2 墨尔本大学课程体验调查量表补充问题板块

序号 模块 维度 题量

1
学生学习成
果

学生学习成果和能力
发展

20个选择题

2 学习体验

课程结构和组织 8个选择题

学习共同体 11个选择题

学生参与及努力程度 13个选择题

评价与反馈 11个选择题

教学资源及支持 11个选择题

顶点课程 5个选择题

3
教学方式及
模式

讲座、研讨和专题报告 14个选择题

实践或实验课 10个选择题

表演课 18个选择题

临床经验 16个选择题

野外经验 2个选择题

实习职位 /实习项目 8个选择题

研究课题 3个选择题

在线学习 6个选择题

团队教学 2个选择题

多学科内容与方法 2个选择题

设施和学习空间 4个选择题

时间安排 1个选择题

4 教学表现
教学表现 5个选择题、3个简答题

教学表现 -多位教师 1个选择题、1个简答题

5
课程与学位
的具体问题

课程与学位的具体问
题

10个选择题

其中，学习体验模块分成课程结构和组织（subject
structure and organization）、 学 习 共 同 体（learning
community）、 学 生 参 与 及 努 力 程 度（student
participation and effort）、评价与反馈（assessment and
feedback）、 教学资源及支持（learning and teaching
resources and support）、顶点课程①（capstone subjects）
六个维度，主要考查教师的教学情境创设、教学目标

表 1 墨尔本大学课程体验调查量表基本问题

序号 问题 备注

1 总体来说，该课程是启发思考的 选择题

2
总体来说， 该课程的教学内容和教学实施都能很好
地协调和组织

选择题

3 总体来说，该课程拥有有效的学习资源支持 选择题

4 总体来说，该课程授课教师教导有方 选择题

5
该课程关注我的学习体验， 并对我的学习提出了较
高的要求

选择题

6
该课程关注我的学习体验， 相关的评估能很好地指
导我学习

选择题

7
该课程关注我的学习体验，对于我的学业表现，我能
收获很有价值的反馈

选择题

8
该课程关注我的学习体验，我学习到了新的思想、方
法和 /或技能

选择题

9
该课程关注我的学习体验， 我学习了如何将理论知
识运用于实践

选择题

10
该课程关注我的学习体验， 我觉得我成为了一个学
习共同体的一员

选择题

11 这门课程有哪些方面做得比较好？ 简答题

12 你认为这门课程有哪些地方需要改进？ 简答题

①顶点课程是为高年级学生，特别是临近毕业的学生开设的一种综合性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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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标准、评价与反馈、教学互动等，如：“我很清楚该门
课程对我的要求和期望”“该门课程营造了一个鼓励
交流想法和观点的氛围”“课程考核提升了我对课程
核心概念的理解程度”等。 第 1个维度“课程结构与组
织”是对基本问题第 2 题的补充；第 2 个维度“学习共
同体”是对基本问题第 10 题的补充；第 4 个维度“评
价与反馈”是对基本问题第 6、7 题的补充；第 5 个维
度“教学资源及支持”对基本问题第 3 题的补充，均用
于获取学生在这些方面更详细的课程体验反馈。

三、特征与优点

1. 课程体验调查责任划分明确，管理体制完善
墨尔本大学课程体验调查实行校、院、系三级管

理体制。 教务长领导并支持学校课程学习体验的发
展、实施与优化；教学主管副校长对学生的在校体验
负责；教学质量保障委员会负责监控和审查课程体验
调查，就课程反馈和调查结果使用的政策、程序和实
施向教务长、教学主管副校长、学术委员会、董事会等
提出建议；学术委员会在教学质量保障委员会的建议
下，审定该调查相关制度的修订与管理；院长负责依
据相关文件，对本学院教师所授课程进行调查和结果
报告；系主任在其职责范围内确保课程调查实施和结
果报告符合学校的政策和程序的要求，确保学生有充
足的机会完成调查， 改进和监控院系的工作程序，支
持并与课程协调员合作， 保证调查回答率达到 50%，
同时确保答卷的保密性。 除课程体验调查量表外，学
校有多种替代性工具，用于豁免课程、教学周期前评
估等不适用标准调查的情况，替代性工具需经教学质
量保障委员会主席同意后才能使用。［14］

2. 评教指标设置“以学生为中心”，关注不同类型
课程之间的差异性

墨尔本大学从学生的角度出发设计学生评教的
各项指标，课程体验调查量表中所有的问题都以“为
学而教”理念为基础，关注学生的课程学习体验及教
学实践活动对学生学习方式的影响，实现了由“以教
师为中心”向“以学生为中心”的转变。 如补充问题中，
设置了学生学习成果模块，关注学生的学习成果和一
般技能的获得情况，考查学生通过课程学习，对自己
多方面能力和学习成果的评价；“教学方式及模式”模
块分成主要指向实践、实验、实习、研究、实地调查、在
线、艺术传播、临床体验等各类课程，体现了对不同课
程类型的关注。 对于跨院系设置或教授的课程，在设

计课程调查问卷时，课程协调员将就题目的选择时征
询相关人员的意见，有必要时将咨询课程负责人。

3. 重视宣传引导与调查结果的反馈及利用，持续
改进教学

墨尔本大学非常重视学生体验的宣传引导，既从
战略层面对学生体验进行规划，在招生办公室进行宣
传时还给出了墨尔本体验的范例，并鼓励学生从大一
就开始规划自己的墨尔本体验。［17］对于课程体验调查
结果，由系主任首先向全体学生公布，并向学生解释
调查结果和反映的问题， 以便学生依据调查结果选
课；再向课程协调员公布调查结果，以确保评教的公
平公正；教学质量保障委员会全校报告形成后，教师
能在学校课程体验调查网站上获取所有课程的调查
结果。 墨尔本大学主要将调查结果用于以下方面。

第一，改进课程教学质量。 在墨尔本大学，院系进
行课程体验调查后，将对通过基本问题采集的学院内
部数据和通过补充问题获取的学生开放性评论进行
分析， 对课程体验调查数据进行横向和纵向对比，评
价课程质量，从而确定该课程的优势与劣势。 横向上，
将课程体验调查数据与系、院、学校的平均水平进行
比较；纵向上，与该课程以往的评价进行比较。 墨尔本
大学在进行课程审批、专业课程评估和年度课程评估
等工作时，也适当使用课程体验调查的数据结果。

第二，改进教学管理。 墨尔本大学各院系完成课
程体验调查分析后，还需填报教学质量保障委员会编
制的表格，并向委员会汇报每学期的调查结果。 必要
时， 教学质量保障委员会将就学院改进措施提出建
议，并提请学术委员会审议。 学术委员会利用课程体
验报告促进教学质量的持续改进， 加强教学管理，完
善质量保障持续改进机制。

第三，人事决策参考。 墨尔本大学将学生评教视
为教师评价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将其与教师自
评、同行评价及其他评估一起作为教师综合评价的手
段。 学校利用大量有效调查数据，作为教师聘用、晋升
及管理等的依据。 学院领导与教师就每门课程的调查
结果及学生开放性评论进行讨论，督促教师持续改进
教学方法，追求卓越，提高课程质量。

四、反思与启示

墨尔本大学课程体验调查为其改进课程教学质
量、 教学管理和人事决策提供了大量的数据支持，对
墨尔本大学课程改革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 自“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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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本模式”推行以来，改革成效显著，在上海交通大学
发布的世界大学学术排名 （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y）中，墨尔本大学由 2005年第 82名上
升至 2016 年第 40 名；在泰晤士高等教育发布的世界
大学排名（World University Ranking）中，墨尔本大学
亦由 2011年第 36名上升至 2016年第 33名， 且连续
6年保持澳大利亚全国第一。 我国高校可以借鉴其学
生评教的优秀做法， 关注学生的课程体验和学习成
果，真正践行“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促进教育
教学质量的提升。

1. 完善学生评教体制机制，真正树立“以评促教”
的理念

学生评教的目标在于通过学生掌握教学的基本
状况，为教师提高课程质量、学校改进教学工作等提
供依据。 学生评教具有导向、甄别、监督和改进等功
能，若干次评教结果能明确甄别教学效果的优劣。 绝
大多数教师能将学生评教结果视为自我激励的推动
力，反思教学过程，最终促进教学质量提高。 学校管理
者应真正树立“以评促教”的理念，将完善教学评估与
评价作为学校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之一。

许多高校往往将“以评促教”作为口号大力倡导，
但实际上仅是表层性工作。 一些高校甚至将学生评教
视为一项敷衍国家数据采集和各项评估时的指标，评
教工作流于形式，［18］不去考量与发挥评教的真实功能
与价值，对于评教靠后的教师没有任何惩罚或引导其
改进的规章制度，学生评教已然失去意义。

我国高校可借鉴墨尔本大学的做法， 一方面，成
立专门的教学评估和评教机构，负责教学评价的组织
与实施，向教师和学生宣传学生评教的目的、程序与
用途，引导广大师生对学生评教的重视，营造良好的
学生评教氛围；负责规范学生的评教行为，并对评教
结果做出及时反馈与合理解释。 另一方面，进行人事
制度改革，用制度明确学生评教结果的用途，并建立
激励机制， 尽可能大范围地对优秀教师进行表彰，激
励广大教师发挥教学积极性，引导其追求卓越；对评
教结果不佳的教师进行警示，督促并帮助其改进教学
质量。

2. 构建“以学生为中心”的、共性与个性并存的评
教备选题库

在教学评价中贯彻“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
必须基于学生的视角，依据学生的体验和学习成果对
教师的教学质量进行评估；学生评教应始于学生的发

展，落脚于学生发展。［19］依据不同的分类标准，大学课
程可分为必修课与选修课， 专业课与公共基础课、理
论课、实验课、实习或毕业设计等；对于不同类型的课
程，学生的兴趣与学习积极性存在差异，相应的课程
评价也有差异。［20］因此，学生评教量表设计不但要从
学生的角度设计问题，还应考虑课程类型的影响。

我国对以“学生为中心”理念和学生学习成果的
关注由来已久， 但在实践中很多时候并未真正体现
“以学生为中心”， 很多高校的学生评教流于形式，实
际效果差。 目前，国内许多高校的学生评教调查问卷
或量表的设计，常采用的一级指标是教学态度、教学
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效果等，有三方面的局限性。 第
一，指标超出了学生做出准确评价的范围，［3］大部分
学生评教时难以真正从教师的教学内容、方法与效果
等角度来进行。 第二，从形式到内容均未从学生的角
度考虑，是基于教师的立场提出来的，指向教师的教
学行为， 要求学生站在教师的角度评价教师的教学，
不要求学生表达自身的体验，难以反应学生的真实感
受，对学生的关注不够。［20］第三，未考虑不同学科、专
业、课程之间的差异性，影响评教结果的真实性与公
正性。

我国高校可借鉴墨尔本大学的做法，修订或重设
现有评教问卷，建立“以学生为中心”的、共性与个性
并存的评教备选题库， 从学生的视角设计评教问题，
在关注教师教学行为的同时， 强调学生的课程体验，
深刻体现“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既要适用所有课程
的共性问题，也要有反映不同课程特点和要求的个性
问题，强化问卷的针对性。

3. 及时反馈并合理利用评教结果，促进教学质量
提升

学生评教的宗旨在于帮助教师改进教学，激励教
师追求卓越，最终使学生受益，而非对教师进行竞争
性排名与淘汰。 严格地说，学生的意见与建议应当是
学校与教师反思教学的依据。 优秀的教师应能从评教
结果中挖掘有效信息， 建立自身在教学中的优势，查
找劣势，分析原因，改变教育理念，适当调整教学方式
方法，优化教学过程，从而改进教学质量。 而分析学生
评教结果可以找出教学管理存在的问题，如通过对学
生评教各项目的全校平均分进行综合分析，能够知晓
全校教学质量的优势与短板，可窥探学校需对哪些方
面加强调整、监督和改进。［21］学生评教结果应当被科
学地运用于促进教学改革和完善教学管理与服务，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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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发挥其功能。
我国高校学生评教结果常与聘任、提拔及奖励等

人事政策挂钩，成为职称评审、项目申报、评奖评优的
门槛，而忽视了其改进教学的主要功能。［22］有的高校
甚至将学生评教结果错误地等同于教学效果。 部分高
校甚至不公开学生评教的结果或只供领导决策参考
使用。 学生评教有过程，但无结果，没有很好地发挥学
生评教改进教学的功能。

我国高校可借鉴墨尔本大学的做法， 一方面，不
但要将学生评教的结果及时反馈给教师，作为其改进
教学的依据，而且将评教结果反馈给学生，作为其选
课的依据，并让学生监督教师。 同时，使学生认识到其
意见与建议受到了教学管理部门和任课教师的重视，
教师根据他们的评价改进教学，最终使自己受益。 但
在反馈过程中，应注意保密性，保护教师和学生的相
关信息。 将信息反馈给教师时，可只反馈教师本人所
授课程的评教结果与系、院、校均值。 另一方面，合理
利用评教结果。 学校在做人事决策时，综合考虑教师
自评、专家评教、同行评教、学生评教和督导评教等的
结果，这也是教育部《关于深化高校教师考核评价制
度改革的指导意见》（教师〔2016〕7 号）对加强教学质
量评价工作的基本要求。 同时，学校应大量考察经历
数次评教、结果相对稳定的有效数据。

五、结语

墨尔本大学践行“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通过调
查学生的课程学习体验，了解课程的教学质量；将学
生评教作为课程评估的有效手段之一，推动教学质量
的持续改进。 虽然大多数世界大学排名更为关注科研
水平， 但墨尔本大学坚信竞争的压力不应影响其愿
景、定位与规划，始终坚持教学的重要地位不动摇。 墨
尔本大学为学生创造独特的墨尔本体验的计划和目
标， 在提升教学质量方面给我国高校带来了许多启
示。 本科教学是大学的根本，在“双一流”建设已成为
当前中国高等教育新使命的背景下，我国高校争创一
流大学和一流学科， 必须创建并坚持一流的本科教
育，落实本科教学的基础地位。 在借鉴墨尔本大学学
生评教经验时，高校应综合考虑如何结合学校实际情
况了解学生的课程体验，课程如何设计才能使学生的
体验达到最优，如何评价学生的学习成果才能正确引
导学生的课程学习体验等问题，这也是在以后的研究
与实践中应当深入探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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