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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评教态度的中介效应

———基于昆明市 Ｍ大学的实证研究

唐　云１，冯宁宁２，崔丽娟２

（１．昆明学院 学前教育与特殊教育学院，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２１４；２．华东师范大学 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上海 ２０００６２）

摘要：以往研究提到了学生的评教态度会对评教结果造成影响，而评教态度又会受到培训、年级等因素的影

响，据此提出了评教态度的中介效应模型。以实验对该模型进行了检验，主要结论是：１、评教态度能够显著

影响评教结果；２、培训对学生的评教态度及评教结果没有明显作用；３、不同年级的学生在评教态度上及对

教师的评价分数上有显著差异，因此年级变量通过评教态度对评教结果产生了效价与直接效应相反的中介

效应———遮掩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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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学生对任课教师教学水平（包括教学态度、内

容、能力、效果等方面）的评价（简称“学生评教”）是

高校教学管理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高校教

学质量评价的重要手段，对促进高校教学改革，提高

教学质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自进入２１世纪以
来，学生评教一直是国内教育管理领域的一个研究

热点，以往研究主要分为两类：理论研究和实践研

究。理论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学生评教的权利、独特



作用和其价值取向［１］，相关问题学界目前已无太大

争议；实践研究主要是关于学生评教可靠性和有效

性的研究［１－２］。具体的研究视角又可大致分为三

类，一是对学生评教有效性包括对评教指标体系有

效性的实证检验，如马秀麟等［３］使用大数据挖掘的

方法对特定高校积累的大量网络评教数据进行分

析，检验了学生评教的有效性，而李晨依、梁静毅等

分别对高校学生评教指标体系的信效度进行了研

究［４－５］；二是通过主成分分析、聚类分析、层次分析、

决策树等统计手段在评教指标及教师相关属性内探

寻影响评教结果的主要因素［３］，［６－１０］；三是在一定范

围内对教师、学生或相关管理人员展开问卷调查或

访谈，了解他们对与学生评教相关问题的主观感受

和看法，目的同样是希望从中找到评教有效性的主

要影响因素［１１－１９］。

这些不同视角的研究为我国高校学生评教的

发展完善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但受国外重视心理

因素、重视科学的研究设计和统计方法［２０］的同类

研究的启示，在这一领域还有很多工作可做。其

一，以往的研究还没有体现出对心理层面特别是

作为评教主体的学生心理层面因素的真正重视。

虽然以往研究特别是以问卷和访谈为主要研究手

段的研究或多或少都触及到了学生的心理层面，

但并没有从中选取一个切入点深入地探讨评教背

景下学生某个心理因素的前因、后果变量及其相

互作用机制；其二，可以以心理学方法论为指导，

进行科学的实验设计和对应的统计分析，使研究

结论更具有参考意义。本研究正是基于以上考虑

的一个尝试。

二、学生评教的影响因素

（一）评教态度

　　那么，应该选取学生心理层面的什么因素作为
切入点？很多研究都提到了学生评教态度会对评教

结果造成影响［１３］，［１５］，［２１］。在心理学上，态度已经

是一个成熟的概念，其三维度结构———认知、情感和

行为意向也早已获得广泛认同，其对人们行为的影

响及其边界条件也已得到深入地探讨。但以往研究

学生评教的不同学者对学生评教态度内涵的看法却

很不一致。如穆燕等［２１］在其调查问卷中以三道题

目询问了学生的评教态度，内容既涉及学生对自己

评教态度的评价（“评教是否认真”），又涉及行为意

向（“今后是否有意愿继续参与评教”），但对于涉

及评教认知维度的若干问题却又单列，独立于态

度范畴之外。王悦和马永红［１３］对评教态度的看法

更接近于学生评教时的打分取向———是认真打

分，还是出于应付、走过场或是报复老师？据经验

常识我们或可假定打分取向受评教态度的影响，

但严格来说二者还是有所区别，不宜等同。而他

们也同样把本属态度认知维度的问题（对评教目

的的认知、对评教作用的认知）从态度范畴内分离

出去了。高红和周晴晴［１５］认为评教态度包括学生

对评教地位与作用的认识、学生对评教能力的自

我认知、学生对现行评教体系的认同程度，这三个

方面实际都属于态度的认知维度，而态度的情感

及行为意向两个维度没有涉及。各个学者对评教

态度的理解差异之大由此可见一斑。概念的混乱

模糊造成各个学者的研究成果处于不同的话语体

系之下，难以相互比较借鉴，陷入了各说各话的尴

尬境地。且上述研究中涉及评教态度的问卷获取

的都只是类别或等级数据，除了统计频次及百分

比外不便于进行后续的统计分析。

鉴于此，本研究对大学生评教态度的概念界

定回归上述经典的三维度结构，即包括大学生对

评价教师教学水平这一活动的认知（即对学生评

教的目的、意义、组织程序、评价维度与指标的认

知）、情感（在认知基础上产生的情感倾向是积极

还是消极）、行为意向（在认知与情感基础上产生

的以后是否会关注、认真参与评教的意向）。基于

这个界定，我们编制了５点计分的《大学生评教态
度量表》，测量每个被试评教态度的连续型数值

（分数越高代表越积极），以便进行后续的分析。

该问卷经过了项目分析、信度检验、结构效度检验

及交叉效度检验，各项指标均较佳（量表的克隆巴

赫系数为０８７，上述三维度结构的主要拟合指标
为 ＳＲＭＲ００４３，ＴＬＩ０９７，ＣＦＩ０９７，ＩＦＩ０９７，
ＣＭＩＮ／ＤＦ１５２）。

（二）教师的教学水平

需要明确的是，即便学生的评教态度确实会对

评教结果有影响，不管其作用方式如何，决定学生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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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课教师评价分数的最主要因素毫无疑问应还是教

师自身的教学水平。脱离了这一前提来探讨学生评

教态度的作用无疑是舍本逐末。

（三）评教方式

不少学者建议，要通过宣传培训来培养来端

正学生参与评教的态度［１７］，［２２］，［２３］，以期使评教

结果更准确客观。培训真的能通过影响学生的

评教态度来影响评教结果吗？它是否能对评教

结果产生直接影响呢？我们将通过实验对此进

行检验，拟设置三个实验组：现场培训组———在

集中的场合由学校老师对被试进行评教工作的

意义、程序、方法的培训，随后再由被试按学校的

指标体系完成对当前学期本班的任课教师的评

价，同时完成评教态度的测评；现场非培训

组———在集中的场合按学校的指标体系完成对

当前学期本班的任课教师的评价和评教态度的

测评，老师不进行培训但会在现场约束纪律；非

现场评教组———被试不必集中，由班委将评教表

和评教态度问卷带回各班安排该组被试自行按

要求完成评教和态度测评问卷。这三个实验组

代表了组织学生评教的三种方式或三个水平，我

们就把这一可能影响评教态度甚至评教结果的

因素称之为“评教方式”。

（四）年级

我们感兴趣的另一个可能对学生评教态度有影

响的因素是年级，李榕等发现不同年级学生的评教

态度存在显著差异［１１］。如果能被证实，就意味着可

能存在着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随着入学年限的

增加，也可说是随着评教次数的增加，学生的评教态

度会以某种方式发生改变，继而可能影响评教结果。

三、研究假设及检验

（一）研究假设

　　由上所述提出我们的研究假设：１教师之间的
评教分数有显著差异；２评教态度对评教结果有显
著影响；３评教方式对评教结果有显著影响；４不
同年级学生对教师的评价有显著差异；５作为评教
主体（学生）的核心心理因素，评教态度在评教方

式、年级两个因素对评教结果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考虑到任课教师来自不同的班级，为了控制评价者

（班级）这一因素，假设１将在各班范围内分别进行
检验。而假设２至５将会在汇总各班数据的整体水
平上进行检验，基于假设２至５的研究模型如图１
所示。

（二）实验方法

１被试
在昆明市Ｍ大学大一至大三的各年级（大四毕

业班的学生在校外实习，不便进行调查）抽取一定

量的被试，包括１４个班级，共有４９５个有效被试。
２实施程序
在该校统一安排的学生评教期间，将各年级

被试随机分配到评教方式的三个水平中，如表 １
所示。

表１　实验被试构成表

　年级　　人数　　百分比　 　　分组　　　　　　人数　　　　百分比　

大一 １９９ ４０２％ 现场培训组 １７９ ３６２％

大二 ２０９ ４２２％ 现场非培训组 １４８ ２９９％

大三 　８７ １７６％ 非现场评教组 １６８ ３３９％

合计 ４９５ １０００％ 合计 ４９５ 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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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４９５名被试来自不同的班级，意味着他们的
评价对象———任课教师是不同的，所以不能直接

将所有被试的数据汇总分析。为此，我们分两个

阶段对数据进行处理：第一阶段，在各班范围内，

以各班不同任课教师的评教分数为因变量，使用

ＳＰＳＳ２１０进行“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检验各班
受评教师评教结果间是否有显著差异；第二阶段

是基于４９５名被试整体水平的分析，先计算每个
被试个体在这次评教中给本班各位教师打出的评

教分数的均值，以此为因变量，评教方式、年级为

自变量，评教态度为中介变量，采用 Ｂａｒｏｎ和 Ｋｅｎ
ｎｙ的逐步法［２４］对图１所示的研究模型进行检验。
由于评教方式、年级都是类别变量，分析前要将它

们转换成虚拟变量。

３结果
（１）各班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的结果，如表２所

示。（限于篇幅未呈现全部１４个班级的分析结果）
表２　各班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的结果

序号 班级 平方和 ＤＦ 均方 Ｆ η２Ｐ

１ １２Ｂ１
教师 １３９４３ １６９ ８２４７ ７８４ ０１６

误差 ７１１２４ ６７６３ １０５２

２ １２Ｂ２
教师 １５４９５ ２００ ７７４８ １０２３ ０１９

误差 ６５１０５ ８６００ ７５７

……

１４ １４Ｚ１
教师 １２２０７ ２００ ６１０４ ３９１ ０１０

误差 １０９３２６ ７０００ １５６２

　　注：表示在００５水平显著；表示在００１水平显著；表

示在０００１水平显著。

表２结果显示，绝大部分班级的任课教师之间
的评教结果是有显著差异的。可见，假设１可以被
接受。

（２）评教态度、评教分数的描述统计及研究模
型检验结果，如表３、表４所示。

表３　评教态度描述统计表

年级
　　　现场培训组　　　 　　现场非培训组　　　 　　　非现场评教组　　　 　　　按年级汇总　　

ｘ Ｓ Ｎ ｘ Ｓ Ｎ ｘ Ｓ Ｎ ｘ Ｓ Ｎ

大一 ４６７０ ５９４ ７３ ４８７４ ５８４ ６１ ４８３８ ６２０ ６５ ４７８７ ６０４ １９９

大二 ４６６３ ５４３ ７４ ４７２０ ６６０ ５８ ４７５３ ６７７ ７７ ４７１２ ６２６ ２０９

大三 ４２６３ ４９４ ３２ ４２３４ ５６０ ２９ ４０６６ ７１５ ２６ ４１９４ ５８８ ８７

按评教方式汇总 ４５９５ ５７５ １７９ ４６８８ ６５１ １４８ ４６７９ ７０９ １６８ ４６５１ ６４６ ４９５

表４　评教分数描述统计表

年级
　　　现场培训组　　　 　　现场非培训组　　　 　　　非现场评教组　　　 　　　按年级汇总　　

ｘ Ｓ Ｎ ｘ Ｓ Ｎ ｘ Ｓ Ｎ ｘ Ｓ Ｎ

大一 ８７５３ ８５８ ７３ ９１２４ ８１０ ６１ ８９２６ １０５４ ６５ ８９２３ ９２１ １９９

大二 ９１３１ ５８７ ７４ ９２９２ ６２５ ５８ ９１３５ ６０５ ７７ ９１７７ ６０６ ２０９

大三 ９３４１ ３４７ ３２ ９５１３ ３５６ ２９ ９３２７ ３７４ ２６ ９３９４ ３６４ ８７

按评教方式汇总 ９０１４ ７１６ １７９ ９２６６ ６８１ １４８ ９０８４ ７９６ １６８ ９１１３ ７４０ ４９５

　　年级变量虚拟化后，以大一年级作为基准，将大
二、大三两个年级纳入模型，同理，评教方式以非现场

评教组作为基准，将现场培训、现场非培训两个组纳

入模型，检验结果如图２所示，评教态度对评教分数
有显著的影响，可见，假设２可以被接受；结合表３、表
４可知，评教方式中现场非培训组对评教分数的路径
系数在００１水平显著，且对任课教师的评教分数要
比非现场评教组高，但是现场培训组的评教分数却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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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现场评教组却无显著差异，表明如果接受假设３很
可能犯第一类错误，原因我们将在下一节讨论；还可

见，大二年级对其任课教师的评价分数比大一年级要

高，大三年级又比大二年级要高，假设４可以被接受；
并且大三年级在评教态度上相比大一、大二更加消

极，这就构成了通过评教态度对评教分数产生作用的

中介效应，假设５可以部分被接受。需要注意的是大
三到评教态度的路径系数效价为负，部分抵消了其对

评教分数的直接效应，有学者把这种效价与直接效应

相反的中介效应称为“遮掩效应”［２４］。

４讨论
（１）评教方式三个实验组之间的评教态度无显

著差异，表明与两个对照组“现场非培训组”和“非

现场评教组”相比，“现场培训组”在评教前进行的

培训对学生的评教态度没有产生明显的作用。一个

重要的原因可能是，一次简短的培训难以改变学生

本来持有的评教态度，对态度渐趋稳定的二、三年级

而言固然如此———甚至可以推测学生本身的评教态

度如果较为消极的话也可能会抑制培训的效果；而

对一年级来说，培训可以帮助加深对评教活动意义

和程序上的认知，但不会马上影响他们对这项活动

的情绪变得积极或消极。另外，占用近２００人的午
休时间让他们集中在一个会场，也可能会引起他们

的不快而影响培训的效果。

（２）现场非培训组与非现场评教组在对教师的
评价上有显著差异，这并不会令人惊讶，因为现场培

训组与非现场评教组在对教师的评价上差异不显著

就与实验前的假设不符了。通过分析各班范围内评

价方式对评教结果的作用，发现１４个班中评教方式
作用显著的仅有两个班，显然现场非培训组的显著

作用是一个偶然现象，如果贸然根据统计结果接受

假设３理由是不充分的。
（３）大二学生的评教态度分数比大一学生略

低，但差异并不显著；但大三学生的评教态度分数却

显著地比大一和大二的学生都要低，这表明刚入学

的新生对评教的态度最为积极，到了二年级的时候

积极性略有降低，到了大三时就明显下降。梳理被

试对态度问卷中附加的开放式问题的回答，发现有

６９９％的大一学生在回答中表示了类似“希望评教
不要走过场，能取得实效，让老师的教学有所改进”

的期望，在大二年级中，表达了相同期望的学生比例

为１１５６％，在大三年级中，这一比例为２３６０％，并
且在大二和大三年级中，都有学生直接表达了“评

了以后我没有看到很明显的改变”、“评教仅仅是形

式而已”的看法。经卡方检验，三个年级的上述比

例值差异显著（Ｘ２＝１５８０，ＤＦ＝２，Ｐ＜０００１）。进
一步分析各年级在态度问卷１３个项目上的得分情
况，发现大三年级有１２个项目的得分都显著低于大
一和大二年级。

可以与此相印证的是，前期对该校随机抽取

的９个院系负责组织评教工作的教务管理人员的
访谈中，有７个院系表示会通过不同的方式向任
课教师作评教结果的反馈，这７个院系中又仅有２
个院系会有进一步的跟进措施；而在评教结果的

使用方面，明确将评教结果与教师年终考核或其

他评比挂钩的有 ２个院系，表示会将结果在相关
评比中“作为参考”的也有 ２个院系，其余 ５个院
系均明确表示评教结果不与任何评比挂钩。综

上，可以得出一个较有把握的结论，学生由于对该

校向教师进行评教结果反馈、督促改进的情况“无

感”，致使他们对评教活动的态度由大一时的积极

期望转变成了高年级时的失望不满。

（４）学生的评教态度分数按大一、大二、大三
依次降低，但对任课教师的评价却按年级依次增

高，这似乎矛盾，因为评教态度对评教分数的影响

方向是正向的。但正如上面提到的，相对于大一、

大二，大三年级更加消极的评教态度使得他们在

给教师打分时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即遮掩效应，但

即便是这样，大三年级对教师的评价还是高于大

一、大二年级，显然存在没有被“遮掩”住的其他因

素左右了他们的打分。这个因素可能是随着在校

时间的增加而逐渐建立且加深的对老师们的理解

和爱戴，也就是说，学生们能够把对评教活动的态

度与对老师本身的态度做一个相对地区分，而且

后者的影响要明显地大于前者。

研究结果显示评教前接受培训与否没有对学生

的评教态度造成显著影响，但不能简单地据此认为

培训是无用的，而应考虑使培训的组织安排更合理、

内容更有针对性，毕竟也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在问卷

的开放式问题中呼吁“应该开展专题讲座，向学生

宣传学生评教的目的和作用”。当然最重要的，还

是要理顺评教、反馈、改进的关系，让学生看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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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参与是有价值的，积极性得到强化，才有可能从根

本上培养或改变他们的对评教活动的态度，提高评

教效果，进一步促进教学相长。

四、结语

大学生评教结果的有效性受到各方面的影响，

如：如果是采用网络评教，数据的收集和录入就更为

方便，数据更全面，分析也能更游刃有余；评教态度

和评教结果之间是否可能存在另一个中介变量“打

分尺度”；评价指标本身的质量不佳或者评教结果

的计分方式不合理也会给评教结果带来难以估计的

误差。这些在本研究中都没有能够顾及，但可以成

为下一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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