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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学形成性教学反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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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20世纪90年代之后,美国大学教学评价的重点从学生的期末评教转向教师的形成性教学反馈。形成性

教学反馈是基于师生互利的,通过师生信息交流和反馈,在学期中及时发现教学问题,促进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的

一种评价方式。形成性教学反馈与以强制性、奖惩性为特征的终结性教学评价相比,在诊断和改进教学方面具有

诸多优势。形成性教学反馈包括学生反馈、同行反馈和教师自我反馈。学生反馈包括学生小组反馈、教学助理反

馈、学生咨询者反馈等口头反馈方法;问卷和链式记录等书面反馈方法以及在线评价等电子反馈方法。针对学生

反馈结果可以采用书面评价方格等方法加以分析和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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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问题的提出

大学教学评价是高等教育教学质量保障的重要

环节。大学教学评价可以为教师提供教学反馈信

息,促进教师不断改进教学,本应受到教师的欢迎。
中国的现实却是很多大学教师对教学评价态度冷

漠,甚至充满敌意[1]。究其原因,现行大学教学评价

的主要形式以期末学生评教为主。这种终结性评价

在操作中存在诸多问题。一方面,学生的期末评教

只能提供教学质量的整体信息,评教的题目千篇一

律,不能够直接反映具体的教学问题。且评教时间

滞后,不利于教师在课程进行时及时地调控与改进

教学,学生也感觉不到评教给自己带来的益处。期

末评教的结果基本用于人事决策,而极少真正用来

诊断与改进教学。另一方面,期末评教会影响正常

的师生关系,表现在有的教师为取得较高的分数,有
意识地降低知识难度和要求,迎合学生的需要,导致

学生分数膨胀[2];而学生则心照不宣,给教师打高

分,导致评教行为失真。中国高校普遍实行的期末

评教制度,由于其奖惩性、行政性以及与教师人事决

策挂钩等特点,其保障教学质量、促进教师教学的成

效饱受质疑。
在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过程中,自20世纪60

年 代,各 个 大 学 开 始 普 遍 采 用 学 生 评 教 的 方

法[3]45-47。但是,将期末学生评教作为单一的评价

课堂教学效果的方法是存在问题的,因为学生评教

无法准确反映实际课堂教学的质量、深度与多样

性[4]。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尤其在21世纪后,
美国大学教学评价的重点已从期末学生评教向中早

期教 学 反 馈 转 移,并 积 累 了 十 分 丰 富 的 实 践 经

验[5]102-104。美国许多大学的教师发展中心为教师

进行中早期反馈提供各种咨询、评估服务,对教师在

学期中及时调整教学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与终结

性、奖惩性、关注教师过去表现的评价制度相比,中
早期教学反馈不将教师评价结果作为奖惩依据,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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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更多关注教师自身的教学发展,属于发展性、形成

性评价。
美国学者针对中期教学反馈实施的效果进行过

实证研究,其中一项研究结果表明:89%的教师认为

他们会开展中期评价,因为他们相信这些评价能够

提升教师的教学和学生学习,而学生也认为教师开

展中期评价说明教师致力于教学,对教学富有责任

感,并有让学生成功的强烈的愿望[6]。而且,在课堂

上实施了中早期教学反馈的教师,其期末学生评教

的得分也相应得到提高。在另一项研究中,93%的

教师认为中期反馈促进了教学,90%的教师认为中

期反馈促进了学生的学习,45%的学生认为他们会

在期末评教时给那些做了中期反馈的教师比较高的

分数[7]118-119。这证明,美国大学课堂教学中所实施

的中早期反馈不仅有利于教师的教学改进,也有利

于提升学生学习的满意度。
二 形成性教学反馈的定义与特征

教学反馈和教学评价都有对教学过程进行评价

的含义,但具体内涵稍有不同。教学评价是对教学

活动的过程及其结果进行比较、分析和评价的过程,
带有价值判断性[8]。而教学反馈是师生双方的教与

学的互动活动,是一个复杂的教学信息传递系统。
教师在这个过程中是教学信息的传输者与学生反馈

信息的接收者。学生除了要接收教学信息外,还要

对接收到的教学信息进行加工与处理,将其输出,并
传递给教师,教师则根据学生输出的教学反馈信息

进行教学分析,做出教学判断与决策。这个过程就

是教师有效地接受课堂教学反馈信息的过程[9]。可

见,教学评价作为对教学进行价值判断的活动,重在

为管理者提供一些教师人事决策方面的信息。与教

学评价过程相比,教学反馈的过程重在为教师和学

生提供教学与学习的信息,重在诊断和改进,没有价

值判断的意味。
形成性教学反馈是指教师与学生之间以信息交

流的方式来改变思想或行为,并提高教师教学和学

生学习的过程[10]。在美国,有关教学反馈的称谓不

一,有的称作早期反馈(earlyfeedback)或中期反馈

(mid-semesterfeedback),有的称作非正式反馈(in-
formalfeedback)或形成性评价(formativeevalua-
tion)。中期反馈一般在学期中间进行,而早期反馈

是大约在学期的第三周或第四周进行。密尔曼

(NatalieB.Milman)认为,中期反馈是在学期中征

求学生反馈信息的一种评价工具,适用于学期中的

任何时候[11]。如果是第一次教学或者与以前相比

做出了重大修整,就适用于早期反馈;如果课程已经

讲授了很多次,则适用于中期反馈。中早期教学反

馈,从其目的和时间上来看,是形成性的[12]23-25。教

师使用中早期的学生反馈结果是为了诊断和改进教

学。中早期反馈是形成性教学反馈的主要形式。本

文将各种中早期教学反馈统称为形成性教学反馈。
斯蒂芬妮(SpringgayStephanie)等人通过对中

期反馈的实证研究发现其特点:1.创新研究范式:提
供了对学生的反馈和回复进行分析的机会,使教学

发展的研究范式进入一个新的领域;2.促进学生参

与教学实践:为学生提供了融入当前教师的教学实

践的机会;3.促进教学相长,对教师和学生来说都是

一个学习的过程;4.同时发挥多种功能:与学生协商

收集到的反馈信息,增进师生感情,消除教师和学生

的担忧,利于查看缺席人数等[12]23-27。中期反馈所

拥有的这些特点,也正是它区别于期末学生评教的

优势所在。
基于美国教育学者和教师的实践和总结,形成

性教学反馈具有如下特点:1.形成性反馈可以克服

期末评教的滞后性,反馈信息是在学期中进行收集,
利于课程的改进;2.与期末评教提供的课程和教学

的总体质量的反馈不同,教师能够得到诸如微观教

学行为或具体教学问题上的反馈;3.教师不受任何

管理及人事决策的压力,他们得到的反馈对自身是

毫无威胁的;4.学生知道教师在征求他们对课堂教

学的意见时,对教师会充满感激,有利于教师期末评

教的提升;5.为学生赋权,当他们意识到自己在课堂

教学中拥有的权利和自由时,能够促进他们更加投

入学习内容或进行主动学习;6.反馈的结果由教师

保管 和 使 用,其 他 人 只 有 在 教 师 授 权 后 方 可 使

用[13]。
三 形成性教学反馈的原则

根据美国实行中早期教学反馈的大学和学院的

实践总结,大学教师在收集形成性反馈信息的过程

中一般都遵循如下原则。

1.形成性反馈在学期中可以不定时地、频繁地

收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知道自己的位置,教学

过程如何。改变教学行为是一个缓慢而痛苦的过

程。因此,教师需要经常监控教学提升进程,并为每

一次的教学进步进行自我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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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形成性反馈必须涉及具体的教学行为或问

题。教师要促进自身的教学发展,就需要得到教学

各个方面的反馈信息,如教学方法(讲座、讨论、小组

合作),教学资源(讲义、阅读书目、大纲),评价技术

(测试、论文、展示)等。同时,教师还要与学生进行

书面形式或非正式的对话,以更好地了解学生在课

堂内外的学习情况。

3.形成性反馈必须是可描述、可诊断的。反馈

信息要高度聚焦,了解具体的教学信息比起简单的

总体评价要有用得多,对教师来说也是很有利的。
因此,所提的问题以及收集反馈的方式都要聚焦于

具体的问题上。

4.形成性反馈必须要反映教师的个人目标。反

馈的目的是提升教师的教学,而非与其他同事比较,
因此反馈中所提的问题必须要反映教师的个人目

标,要将教师的个体教学方式、学科以及环境等因素

考虑进来,这样才能真正反映教师教学的有效性。

5.形成性反馈结果仅为教师本人所用。在收集

形成性反馈的过程中,教师可以自由地收集自己认

为重要的教学问题。收集到的信息仅为教师本人所

用,其他人在教师允许的情况下也可以分享。
四 形成性教学反馈的方法

在形成性教学反馈中,学生是直接的教学接受

者,因此,在所有评价主体中,学生的份量最重;教师

同行是教师教学的“感同身受”者,是教学的专业人

员,他们能够提供更加专业的建议和反馈;教师本人

作为教学的当事人,学生和同行为其进行教学反思

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同时,教学的成功需要教师自我

能动性的发挥,教师要善于进行自我评估、自我分

析、自我反思。因此,大学教师收集形成性反馈的媒

介有三种,分别为来自学生的反馈、来自同行的反馈

以及来自教师本人的反馈。本文主要介绍来自学生

的反馈的方法。
美国许多大学的教师发展中心都有为教师收集

中期反馈提供的多种服务,如伊利诺斯大学香槟分

校的教学与学习中心为教师收集来自学生的形成性

反馈提供了早期反馈的题库,同时也会有咨询人员

深入课堂帮助教师收集反馈。美国大学收集学生反

馈的常用途径为通过交谈的口头形式、书面(问卷)
形式以及电子形式等三类。

(一)口头形式的教学反馈

1.学生小组教学反馈

小组 教 学 反 馈 (SmallGroupInstructional
Feedback)由美国华盛顿大学克拉克教授(Joseph
Clarke)首创。克拉克认为这种方法可以及时地消

除问题,并促进教师及时针对教学问题进行教学调

控[14]。它是一种由教学专家引导的结构化的中期

评价活动。其目的是在学期正在进行时征集学生关

于教学有效性方面的具体问题的反馈信息,并及时

告知教师,为教师提供课程结构、教材和教学的各个

方面的反馈,它是现今使用最广泛的形成性反馈方

法。小组教学反馈还有多种演变形式,如小组教学

诊断(SmallGroupInstructionalDiagnosis)及在线

小组评价(OnlineSmallGroupAssessment)。小组

教学反馈受到学生欢迎的重要原因,是它反映了形

成性教学评价最本质的特点,即提升教学和学习过

程。小组教学反馈在课程进行的早期便开始收集反

馈;它需要训练有素的教学专家、教师发展中心的工

作人员或同行来与当事人进行沟通并主持小组反

馈;它依靠团队的力量发现教学中真正存在的问题;
它需要教师对学生的反馈信息做出处理和回应。小

组教学反馈遵循几个原则:第一,自愿性原则,教师

自愿申请这项服务,而非强制;第二,保密性原则,反
馈结果只服务于教师,专家在主持讨论时也要求学

生不要与课堂以外的其他人讨论这些问题;第三,匿
名性原则,学生提交的反馈信息是匿名的;第四,以
提升教学和学习为导向的原则,小组教学反馈不是

让学生发牢骚,而是要从中找出能够促进学生学习

和教师教学提升的建议[15]。
小组教学反馈通常包括五个步骤。
第一步,解释程序,消除疑虑。教学专家在主持

小组教学反馈前首先要与教师见面,向教师解释小

组教学反馈的具体程序,解决教师提出的各种问题。
小组教学反馈必须要由经过培训的外部支持者来进

行,以确保反馈信息的客观性。教学专家要尽量让

教师了解反馈信息的公正性,并且能够准确地反映

学生的想法。教学专家也要鼓励教师在学生面前表

明自己想要征求他们意见的愿望,以期让学生知道

教师很重视他们的评价。
第二步,主持会议,教师离开,由教学专家在课

堂中用大约半个小时的时间主持小组讨论,将学生

分成几个组,进行讨论,并将各组的结果呈现出来,
再由每位同学对每个组的每个答案进行投票表决是

否同意。在主持小组教学反馈时,教学专家通常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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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三个问题:课堂的哪些方面促进了你的学习?
哪些方面阻碍了你的学习? 在提升你的学习方面有

哪些建议? 教学专家要确保课堂气氛是放松的,学
生能够自由表达他们的看法,教学专家则将答案进

行分类并记录。
第三步,与教师见面,讨论学生反馈。教学专家

和教师之间进行协商,为教师提供可以做出积极改

变的信息。教师先不要试图解释学生的反馈,而要

先倾听教学专家对学生反馈做出的客观解释。
第四步,教师反思反馈信息,并做出行动计划。

教师要反思学生的反馈信息以及教学专家的建议,
并开始计划采取相应的措施。教师要保持客观、包
容的心态,不要将学生的反馈看作是对教师个人的

攻击。在这个过程中,教师成为反思者。
第五步,将计划付诸行动。教师要向学生强调

他们的反馈的重要性,并尽快让学生知道他们的反

馈何时能够得到解决[16]33-35。

2.教学助理的反馈

在美国大学中,教学助理(teachingassistant)
也是一个重要的学生教学反馈渠道。美国大学的教

学助理一般为研究生,研究生为锻炼教学能力,提升

教学技能,由学校或院系聘用,接受学校教学助理项

目培训,并协助教师开展教学及相关工作。我国研

究生的助理工作大致分为助教、助管、助研三种,而
在美国对于助教的划分则更加详细,如斯坦福大学

将助教的职位细分为:课程助理(courseassistant)、
教学 助 理(teachingassistant)、研 究 生 教 学 辅 助

(graduateteachingaffiliate)和指导教学助理(men-
torteachingassistant)四类[17]。他们所承担的责任

各有不同。
教学助理的工作对研究生是非常有价值的。教

学助理的设置在院系层面可以更有效帮助教师授

课,提高院系教学声誉,妥善利用人力资源。在美国

大学课堂中,教学助理可以授课,锻炼教学技能,与
教师切磋教学问题。因此,美国大学的教学助理职

位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大学教师的职前教育。除了辅

助教师完成课堂教学、锻炼教学技能与获得教学知

识以外,对教师而言,教学助理也是一项极有价值的

教学反馈资源。他们是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中间人。
一方面,教学助理本身是研究生,他们会从学生的观

点来思考问题;另一方面,比起教师,学生更容易与

教学助理建立更加密切的关系,教学助理因此能够

为教师提供学生对于课堂讲授的较真实的反馈信

息。教学助理的角色是双重的:一方面帮助学生理

解知识,帮助教师开展教学活动;另一方面在教师与

学生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为教师提供有价值的学

生课堂教学反馈信息。

3.来自学生咨询者的反馈

学生教学咨询(StudentsConsultingonTeach-
ing)是杨百翰大学的特色项目,体现了以学生为本

的教学理念。学生教学咨询项目安排接受过系统训

练的学生咨询者观察教师的课堂并提供有价值的反

馈信息。从1991年起,杨百翰大学的学生教学咨询

项目便因其重视学生的声音而为世人所知。近年

来,杨百翰大学每年会征召大约10到25名学生咨

询者来为教师服务。学生教学咨询是对学生评教和

同行评审的补充。学生咨询者扮演着多重角色:记
录者(观察者),在课堂中,他们以书面的方式记录课

堂情况并将其交给教师;旁听的学生,他们像正式的

学生一样做笔记,并将笔记交给教师;课堂录像机,
他们为课堂录像并交给教师;访谈者,教师会留出

15—20分钟的时间供访谈;准备充分的学生,在课

堂之前,他们已经与教师进行了会面并明确了观察

的方向;学生咨询者,教师会向学生咨询者征求教学

反馈和建议;其他角色,学生教学咨询可以协助教师

开展课堂研究、反思性教学和行动研究等[18]。
学生教学咨询由教师提出申请。首先,项目协

调者会告知学生咨询者和教师彼此的联系方式,也
会为教师提供学生教学咨询手册等材料,学生咨询

者要尽早联系教师;教师和学生咨询者会面,并提出

明确的期望;学生咨询者访问教师课堂,并提供教师

要求的服务;学生咨询者为教师准备口头或书面的

反馈信息,并将反馈信息以附件形式发送给项目协

调者;在完成第一轮服务后,教师决定是否要继续或

终止此项目,教师也可以选择其他的学生咨询者以

得到不同的反馈信息;若教师不打算继续,学生咨询

者要完成评估表格,并提交给项目协调者;最后,学
生咨询者要完成电子版的学生评价表格并提交。学

生教学咨询项目对于教师和学生咨询者而言是双赢

的选择,学生咨询者作为同伴与教师合作,为他们提

供了个人成长的机会,教师则能够从专业的学生咨

询者那里得到很多有价值的教学信息。
(二)书面形式的教学反馈

1.一分钟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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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钟问卷(One-MinutePaper),是一种技术

含量较低且操作相对简单的获取学生反馈的方式。
在课堂结束前的几分钟内,教师提出两个问题要求

学生作答:今天你学到的最重要的内容是什么? 今

天的课堂中哪些问题你认为还是盲点?[19]第一个问

题通常关注于学生学习的总体情况,即他们到底学

到了什么? 第二个问题则要确认学生的学习进展如

何? 与期末评教所不同的是,学生为正在进行的教

学而不是将来的教学提供反馈。通过对学生的反馈

信息进行简单分析,教师便可以确定上节课哪些重

要的问题没有被掌握或被误解,在接下来的课程中,
教师将会回应这些问题,并将这些问题澄清。同时,
通过一分钟问卷,学生也会意识到教师对他们意见

的尊重,从而更加积极地投入学习。由于一分钟问

卷简单易用,已经成为美国高等教育中不可或缺的

评价工具[20]。
一分钟问卷至少有三个功能。首先,它为教师

提供了学生学到了什么以及学习得如何的细节;其
次,由于一分钟问卷是定期实施的,因此阻碍学生学

习的问题大都会得到及时解决;再次,一分钟问卷能

够传达出教师对学生学习的兴趣,提高学生参与度。
相比日常测验,一分钟问卷更加节省时间、更加灵活

快捷。

2.链式记录

链式记录(ChainNotes)常常被应用于大班教

学。教师事先给每位学生发一张卡片,并在一个大

信封上写一个与课程相关的问题,学生用约一分钟

的时间在卡片上写出答案并装入信封,传递给下一

位同学,以此类推,最终教师会得到包含所有学生教

学反馈信息的大信封,这就是链式记录[21]266-268。
大班教学学生人数较多,师生之间没有太多接触的

机会,链式记录帮助教师从大班的所有学生的角度

了解课堂教学,通过从每位学生那里征集到的反馈

信息,教师能够了解学生在课堂上关注哪些内容,他
们的投入程度如何。除了为教师提供所有学生的教

学反馈信息外,链式记录还可以帮助学生进行自我

反思:“到目前为止,我学到了什么? 学得如何?”从
而帮助他们调控自己的学习行为。关于链式记录的

问题,教师可以依自己的需求而定,可以是开放式

的,也可以是非常具体的。
链式记录具有很多优点:为教师提供所有学生

的详尽的反馈信息,及早发现教学问题;其答案是匿

名的,能够确保收集到的信息是真实的;鼓励学生反

思、评价并监督、调控学习进度,使学生成为积极的

自我监督者,促进主动学习。链式记录也存在一些

缺点:由于其反馈信息的分散性,增加了教学分析和

解释的难度;不适用于小班教学,小班学生少,学生

常常由于惧怕教师认出笔迹,而给予不真实的反馈。

3.教师自助反馈表

标准化的教师评估表经常由于其教学分析的长

期性以及无法为教师提供详细的、具体的信息而遭

受诟病。对此,教师可以针对具体的课程需要从标

准化评估表中选择合适的问题,设计符合教学需要

的、简短的反馈表。这种“教师自助反馈表”(In-
structorSelectedItems)由教师最关心的几个问题

组成,教师根据自己具体的教学需要,从题库中选择

适合的题目,或添加想要了解的问题。教师可以通

过反馈表快速、轻松地获取教学反馈数据并进行分

析。路易斯(KarronG.Lewis)认为,任何的书面评

价形式都可以通过改编而用于获得学生的中期反

馈[22]。教师自助反馈表的题目形式多样,可以是李

克特量表题、选择题、填空题及开放性题目。通过教

师自助反馈表,教师得到的反馈信息针对性强,易于

分析,便于及时调整教学。于学生而言,教师通过对

教学反馈信息结果的回应,他们能够感受到教师对

自己需求的重视,学习主动性增强,也更容易在期末

学生评教时给出高分。
在美国,很多大学的教师发展中心都有中早期

反馈的题库。教师可以从中选择适合的主题,并根

据个人需要,添加或删减。问题题库一般包括普适

性的问题和具体的问题。普适性问题适用于任何课

堂,可以从课堂组织、课程材料、教学热情、教师亲和

力、教学内容等有效教学的维度进行细分。具体的

问题,则要依靠课堂的组织形式进行划分,如细分为

适用于讨论课的问题、适用于课堂讲授的问题、适用

于实验课的问题、适用于使用技术的课堂的问题等。
教师发展中心题库的设置依照各大学的具体实际来

选择问题,它为本校教师收集学生反馈提供一种参

照。

4.阅读、作业和测验法

阅读材料、考试、作业评价是教师收集学生反馈

的重要的形式。克洛斯(PatriciaCross)提到的几种

评价技巧包括阅读材料等级评定表(ReadingRat-
ingSheets)、作业评价(AssignmentAssess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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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考试评价(ExamEvaluations)[21]283-294。
阅读材料等级评定表是指教师制定简单的评价

表格,评定表的题目要一目了然,题目不宜太多。包

括的题目如:目前为止,对于安排的阅读材料,你的

完成程度如何? 课堂材料的有用程度如何? 清晰度

如何? 你认为下学期可以继续使用这些材料吗? 也

可以针对一两个问题要求学生给出详细的解释。教

师制定阅读材料等级评定表的目的是从学生角度了

解自己所选阅读材料的难度、趣味性及有用程度,便
于教师根据学生的反馈及时调整阅读材料。一方

面,阅读材料等级评定表肯定了学生对于阅读材料

的判断,使学生获得评价并选择课堂材料的自主性;
另一方面,教师要注意学生在选择阅读材料时趋易

避难的倾向。
考试和课堂作业评价,即教师制作简单的课堂

作业或考试评价表,学生对课堂作业、考试的重要性

及有用程度做出评价,教师可以选择迄今为止经常

运用到的测试形式或作业形式,让学生回答:你认为

这种测评形式或作业形式如何? 能够公正地评价你

的学习吗? 你希望在剩下的学期中更多地采用哪种

测评形式或那种作业形式? 教师从日常测验或课堂

作业中既可以得到学生对教学内容理解程度的反

馈,也可以通过学生对课外作业、考试本身的评价得

到教师所安排的作业和考试的反馈信息,从而在学

期进行时,对测评形式以及作业形式作出适当的调

整。
(三)电子形式的教学反馈

1.在线评价

教师可以借助在线评价(EvaluationOnline)来
收集形成性反馈信息。与“教师自助反馈表”一样,
在线评价反馈表由教师设计,教师从题库中选取题

目形成自己的中期评价表,或教师自主开发评价表,
用电子邮件发给学生,学生完成这些表格,教师得到

结果。在教师的允许下,管理者也可以浏览结果。
与纸笔评价相比,网上评价有很多的优点,在不暴露

身份和笔迹的前提下获得更多更真实的信息[23]。

2.应答器

如果课堂有无线设备,教师还可以使用应答器

进行即时调查。如美国很多大学使用选择器(I-
Clicker)这种课堂回应系统,教师可以在课堂中选择

一些单选项的问题,让学生选出正确答案。学生的

回答会即刻显示,并形成对答案分析的柱状图。如

果学生观点有分歧,可以让学生讨论,或者请答案不

同的同学解释原因。在美国一些大学,即时调查系

统被载入学生的手机,教师可以通过使用这种新的

教 学 技 术 工 具,不 点 名 也 能 带 来 较 高 的 出 勤

率[24]463-464。
五 教师对学生反馈的回应

与终结性教学评价不同,形成性教学反馈不仅

要从学生和同行那里获得关于教学状况的信息,更
重要的是教师要根据这些反馈信息对教学行为或课

程标准做出改进。教师在获得反馈信息后,要反思

他们的期望、价值观与教学方法[25]。不论提供形成

性反馈的主体是谁,反馈收集都包含四个步骤:即收

集反馈前的准备,收集反馈,分析反馈信息,做出改

进[7]87-89。当教师收集到反馈信息后,就需要对信

息进行分析,并对学生反馈做出回应。
对反馈信息进行分析与回应的方式有口头形式

(课后的讨论)、书面形式(列表和建议)与图表形式

(反映变化)。路易斯提出使用“书面评价分析方格”
(WrittenCommentsAnalysisGrid)来呈现教师教

学的总体水平[26]。除了用高于或低于平均水平这

个简单的维度,路易斯主张增加学科方面、组织和清

晰度、互动、热情等有效教学的四个维度。分析方格

由教学水平评价和有效教学二维构成。教师要将学

生的反馈信息从有效教学的四个维度进行归类,并
在每一个评价水平上写出有代表性的学生反馈,记
下每一个类别学生反馈的次数。如表1所示,纵向

为评价级别,横向为有效教学的四个维度以及代表

性的评论以及次数。对于负面的评价,教师的处理

意见可分为三类:本学期可以做出改变的;需要等到

下一学期才能改变的;不予考虑的。
表1.书面评价分析方格

评价 学科 组织、清晰度 互动 热情

精彩

平均水
平以上

考 试 比
作 业 要
复杂(1)

考 试 太 长
(3)

确 保 学
生 理 解
(4)

让 我 愿 意
去 学 习 这
门课程(5)

平均
水平

平均水
平以下

差

  对学生反馈的回应是形成性反馈最重要的部

分。“书面评价分析方格”提供了一种分析和回应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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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反馈信息的范例。在实际教学中,不同学科的教

师可以根据不同的教学反馈方法,运用多种方式对

学生反馈信息做出积极回应,不必非得追求形式,只
要有效即可。但在教师的回应中,必须要让学生知

道教师从他们的信息中学习到了什么,教师将会做

出怎样的改变。回应学生的反馈应该注意以下几

点:要快速地回应,以让学生知道教师认为他们的信

息有价值,并了解其他学生的不同的观点;仔细考虑

学生给出的反馈;让学生知道教师将会根据反馈做

出怎样的改变;选择合适的回应方法。
六 形成性教学反馈对我国完善大学教学评价

体系的启示

形成性教学评价作为一种理念,从美国等先发

国家较早传入中国,但多年来一直停留在理念层面,
鲜有技术层面的推进,中国的高校也很少从制度层

面进行建设和推广。教师始终处于自我摸索的过

程,对形成性教学评价的认知和实践滞后。目前,中
国个别高校也在尝试建立形成性教学反馈,但尚处

于初始阶段①。美国大学的形成性教学反馈经验和

方法,为我国建立和完善基于教学促进的教学评价

体系提供了有益参考。
第一,美国大学的形成性教学反馈已被证实对

促进教师教学、对提高学生学习成效和教学满意度

具有明显的实效。相对以行政性、奖惩性为特征的

终结性教学评价,以自愿性、过程性为特征的形成性

教学反馈和评价具有前者不可替代的优势,因此,要

建立完善有利于促进教学的教学评价体系,形成性

教学反馈是不可或缺的一环。
第二,鉴于形成性教学反馈是自愿的、非强制性

的,因此,要想让广大教师主动采用这种评价方法,
有必要改进我国高校普遍存在的重科研轻教学的评

价体系,将教学学术纳入学术评价的范畴。唯有畸

轻畸重的大学教师评价体系得到纠正和平衡,教师

才能真正重视教学工作,产生改进教学的动力,自觉

接纳新的教学反馈和评价方法,大学教学评价才不

会流于形式,缺少实效。
第三,掌握形成性教学反馈的方法并不难,难的

是形成潜心教学、追求卓越的大学教学文化[27]。先

者是术,后者是道,两者须臾不可分离。我国高校的

教务部门和教师发展机构可以将形成性教学反馈的

方法和技巧向教师推广,培训教学助理和学生咨询

者,让他们成为教师收集教学反馈信息的得力助手。
既然不能依靠行政手段,那么,在形成性教学反馈的

推广和培训工作中,就要使重视教学、钻研教学逐渐

成为大学教师群体的内在信念和行为方式。
第四,形成性教学反馈不仅有利于促进教师教

学,还有利于改善当下日渐疏离的师生关系。因为

形成性教学反馈的一些方法,如学生小组反馈、学生

咨询者反馈、在线反馈等,不仅为教师了解学生的学

习需求,而且为学生理解教师的教学提供了机遇,还
为师生搭建起课堂内外的交往途径,为师生间消除

彼此的隔膜和误解、拉近心理距离制造了良机。

注释:
①据笔者了解,北京科技大学一些学院尝试在学期中对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效果进行评价,以期帮助教师和学生了解教学和

学习中存在的问题,加以改进。西南财经大学教师教学发展中心专门制定了课堂教学早期评价量表,教师可在开学三周以

后申请对课堂教学进行早期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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