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师工作评价决策支持系统

摘要

的研究

教师工作评价是高等学校进行科学化教学管理，全面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途径。在

高等教育目益普及的今天，完善教学管理是提高办学水平的关键。科学合理的教师_[作

评价有利于高校凋整自身的教学管理目标和方法，完善教学管理，提高教学质量，增强

办学实力。因此，如何对教师工作进行有效的评价，改进传统方法的不足，建立一套更

为合理、有效的教师工作评价决策支持系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以教师工作评价指标和评价方法的选择为核心，在大量查阅和深入研究有关综

合评价方法及决策支持系统理论的基础上，对教师工作评价的方法进行了总结，找出了

这些方法中的不足。进而论文从评价指标的选择和评价方法的改进两方面展开研究。

有关评价指标的选择，论文分析了评价指标选择上存在的问题和影响评价的因素，

在此基础上依据评价指标的设计原则和教师工作评价指标的特点，运用德尔菲(Delphi)

法和层次分析法(AHP)使评价因素进一步结构化，建立了清晰、明了、易于理解的教

师工作评价指标体系。

鉴于教师工作评价指标包括定量指标和定性指标。在评价方法上，论文首先对定量

指标的评价方法进行了研究，通过数学变换消除原始指标量纲的影响，提出了三种标准

化的方法。本文采用了适用于实际情况的折线型法并建立了适合的公式，继而论文将模

糊综合评价法应用于定性指标的评价，并结合评价人员的不同类型，创新地提出了三种

不同的统计分析法建立评价矩阵，学生用2 0法，专家用加权平均法，同行用修正后的

加权平均法。这三种方法的引入，进一步克服了定性指标评价中的主观影响，且该评价

方法对于同类型评价具有一定的通用性。最后，通过完整的算例具体化了教师评价过程。

在评价方法建立的基础上，论文构建了教师工作评价的系统模型，并对系统进行了

初步设计和简单实现。

关键字：教师工作评价，层次分析法，模糊综合评价，统计分析法，折线型法



The research on the DSS ofteachers job
evaluation

Abstract

The teacher iob evaluation is an important approach to make teaching management

correctly and fully increase the quality of teaching．Nowadays．the high education iS

popularized day by day；the key to increase the level of schooling iS to perfeCt the teaching

management．Besides．the proper teacher job evalUation iS beneficial for universities to

regulate their aims and methods of teaching mallagement．perfect the teaching management，

increase the quality of teaching，and strength the capability of schooling．Therefbre，how to

evaluate the teacher’S{ob effectively．overcome the weakness in traditional methods．and

establish a more proper and more effective supporting system that can evaluate the teacher’S

iob are highly meaningful．

The thesis mainly discusses the selection of index and measures to teacher iob

evaluation．Based Oil the large amount of concemed information and analysis the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ethods，it summarizes the method of teacher iob evaluation．and

point out the defects existed in these methods．Furthermore．the thesis discusses the index

selection and measures option respectively

For the selection of index．the PaDer analyzes the problems existed in the index

selection．and the factors of evaluation．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designing an index

systeln and the characteristic of index．it structures the index with the Delphi law and 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AHP)and establishes a clear，clean and understandable system
that call evaluate teacher’S{ob．

Considering that the index includes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index．on the evaluation

methods，the Paper firstly does the research about the qualitative index，eliminates the

influence of the original index dimension wit|1 the mathematic exchanging．and proposes

three standard methods．In addition，it applies the broken line method that suits the teal

situation and sets up proper fommlas．What’S more，the paper applies the 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ethod to the qualitative index evaluation．and integrates all

kindS of evaluator to propose three difierent analytic statistic methods．and establish

evaluating matrix innovatively．The student with 2-sigma law,the expert with the weighted
mean method，and the colleague with the revised weighted mean method．These three

methods have f证山er overcome the subjective influence in the stationary index evaluation；

also，this assessment method has the certain versatility regarding the similar evaluation．

Finally,through the integrity example，it concretizes the teacher evaluating processing．
Based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assessing methods，the paper constructs the system

model of the teacher job evaluation．

Key Words：Teacherjob evaluation，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AHP)．Fuzzy cowlDrellensive

evaluation method，Analytic statistic method，Broken line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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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绪论

教育是培养人才‘的基础，人才‘是经济发展的强大后盾。当今世界，人才‘资源已成为

最重要的战略资源。综合国力说到底就是人才的竞争，谁拥有了人才优势，谁就拥有了

竞争优势已成为举国上下的共识。

在科学技术社会化、社会科学技术化的现代社会生产条件下，教育的内容和质量水

平成为教育的两大因素。教育的内容只有在允分地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H,J，才能

对经济发展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这种反映不仅要求教育内容的体系完整科学，而且还

要考虑各种内容的结构、比例。教育的质量水平，体玑着教育活动存在的价值和发展的

程度，高水平的教育质量，必然对经济发展产生强大的积极作用。

教师是教育活动的主体，是引导学生成／4和促进学校发展的丰要力量，是学校教学

与管理中最核心、最关键、最根本的因素，是制约学校整体工作的决定性因素。就客观

而言，公正、客观、有效的教师工作评价体系是高水平教育质量的保证，是高校科学管

理的前提。

1．1进行教师工作评价决策支持系统的研究背景与意义

教师工作评价是保证教师高质量地完成教学工作，保证学生牢固地掌握基础知识和

技能，形成良好的思想品德，在德、智、体几方面和谐发展的有效手段。通过对教师工

作有效、正确的评价，能进一步促进学校教学工作水平的全面提高，有助于推广先进的

教育教学经验，有助于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和威望，全面赢得社会更广泛的尊重和信任；

通过对教师工作有效、正确的评价，还能从一个重要的侧面掌握教学情况，为改进和提

高教学质量提供基础的依据。所以对教师工作评价具有判断教育教学质量高低、效果好

坏，强化管理效能，引导教师按教育教学规律办事，为教育教学科研发展服务等多种功

能，因此有效地、科学地进行教师工作综合评价列‘学校教育教学工作具有极其重要的意

义，其表现为：

(1)教师工作评价是全而衡量教师的教学工作的重要手段。

(2)教师工作评价有利于促使评价综合效益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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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师工作评价有助于促进教师改进教学工作，全而提高教学质量。

(4)教师工作评价是实现高校科学管理的基础⋯。

我国的教育评估起步较晚，I=i前有专业性高等教育评估机构十余家，主要承担着评

估、督导、咨询和科学研究的任务。一系列相关法规为高等教育评估制度的建立和评价

丁作的实施提供了法律依据。现在我国已开始加强校内自评]_作，注重提高学校自身开

展评价的积极性，出现“内评与外评相结合，以内评为主，J'l'4；F为辅”的新形式”1。由

于学校自身评价涉及内容很多，评价人员依靠经验判断和使川传统算法己不能满足学校

教学管理的需求，因此充分利用信息资源，挖掘有价值的数据，依靠科学有效的评价模

型利评价方法，建立科学合理的教师r作评价决策支持系统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

1．2教师工作评价概述

1．2．1 教师工作评价定义

教师工作评价是根据一定社会的教育方针、教育政策所确立的教师工作目标的要

求，通过各种方法和手段，将教师各方面的教学活动及教学活动的各个部分视为一个整

体，并对其进行价值判断，以改进教学]j作，提高教师工作质量的过程⋯。

1．2．2 教师工作评价的作用

(1)教师工作评价具有反馈调控的作用。通过评价可以反映教师的教学质量、教

学水平等jl作情况，从而为教学控制提供有力的依据。

(2)教师工作评价具有咨询决策的作用。在进行教学管理的过程中，教师工作评

价为决策者提供可靠的决策依据，指导教学管理朝着有利教学的方向发展。

(3)教师工作评价具有强化教学成果的作用。教师工作评价能够以一定的标准反

映教师的教学成果，并通过示范作用，促进教学、强化教学成果。

(4)教师工作评价对教学活动具有刺激竞争的作用。教师工作评价可以使教师了

解自己的长处和不足，从而改进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并在教师中形成良好的竞争

环境，促进教学水平和学术水平的普遍提高。

1．2．3 教师工作的特点⋯

(1)教师工作对象的复杂性。

(2)教师工作内容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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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师：[作的创造性。

(4)教师工作的示范性。

(5)教师工作有较长的周期性。

l 2．4 教师工作评价的基本内容

教师工作评价所涉及的方面和层次较多，内容也较为复杂，对此进一步具体分析，

才能更好地服务于教学。教师工作评价包括对教师职业道德、教学水平、学术水平等方

面的评价。

职业道德包括为人师表、思想品德、敬业精神、教学态度、师德等。

教学水平包括教师掌握的所教学科的知识水平，教育教学能力，创造能力，教学效

果等。教师必须具备教师资格和合格学历，以保证教师的知识水平能够达到要求。美国

著名心理学家加涅]970年提出的体现教师教学能力的特征有这样几个方面：(1)获得

并控制学习者的注意：(2)使学习者了解将获得的结果；(3)激发学习者已经具有的、

进入新的学习所必需的能力；(4)呈现学习刺激化；(5)指导学习过程；(6)提供反馈；

(7)评定学习成绩，为使学习转移到新的情境做准备；(8)采取措施以确保学习结果

的保持。

教师教学水平的评价通过对教师教学过程的评价完成。这是最重要也是最难施行的

方面。一般从教学数量、教学方法、教学效果等三个方面评价。教学方法包括教案(课

件)内容充实，对课程内容熟悉，教学内容符合大纲，重点突出，深入浅出且有启发性，

注重培养学生发散思维能力，讲授条理清楚，语言简洁、准确、生动，使用普通话，板

书没计合理、工整规范，时间安排合理；教学效果包括完成课堂教学任务，课堂直觉效

果，学生听得懂，以及学生从中得到的知识以及学生的学习成绩，学习能力的提高，学

习态度和方法的变化等方面柬实现。可通过各种类型的测验进行。

学术水平包括教师在学术上的成果，学术价值，发表的论文数量、级别，撰写的论

著，编写的教材，所作的学术报告等。

1．2．5 教师工作评价基本内容间的关系

就全面的教师工作综合评价而言，职业道德的评价是前提，教师的教学效果及学术

成果是最终的和最主要的依据，而教师教学水平的评价既足职业道德的体现，又是列所

取得的教学成果的原因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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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教师工作评价的过程

教师工作评价的过程是非常系统的过程和工作，图1．1叫清晰地描绘了教师工作评

价的过程。

图1．1 教师：E作评价的过程

教师工作评价的过程要依据不同的评价目标选择适合的评价指标，这步将基本上

决定最终评价的效果。

在评价过程中要保证收集到的数据真实、准确，使评价结果能公正地反映被评价者

的情况。即要注意客观性、标准性。评价者应严格按照制定的标准和规程进行评价，虽

然计算机系统能提高评价的真实性和合理性，但其评价结果的公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丁．评

价者是否严格按照评价规程进行评价。

若要使评价结果显现出实际价值，必须对评价数据进行合理而具体的分析，列评价

结果的解释能力是区分不同评价系统之间性能优劣的主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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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的最终目的是为管理者决策工作服务的，因此评价系统还应根据评价结果形成

决策建议。例如，为学校教学管理工作提供教师综合情况分析；为评价工作提供综合结

论：为某项工作提供合适的人选。

评价系统作为一种反馈系统，需要将评价结果进行反馈，管理者将根据反馈结果对

教学工作过程、教师配备、教师培训、组织结构等进行改进，如此循环，以达到不断优

化系统性能的目的。

1．4教师工作评价的基本原则

提出科学的评价原则，对于制订评价指标体系，开展评价活动，提高评价质量，发

挥评价的功能都有重要的意义。教师：[作评价的原则是教帅T作评价活动的客观反映，

必须符合教学规律。

进行教师一r作评价时应遵循的原则主要有：(1)系统性原则。评价的内容要尽量全

面、综合，并且具有代表性。(2)可测性原则。评价的内容必须经过明确的定义，评价

的数据和资料可以较方便的取得，且便于计算。(3)相关性原则。评价内容与评价目标

之间要有明显的相关性。(4)时限性原则。根据评价目标的变化和时间的推移修改评价

内容。(5)独立性原则。各评价维度之间相互独立。(6)层次性原则。清晰的层次结构，

权重意义明确，便于查漏、补缺，而且便于应用模型处理。(7)指导性原则。结合教学

管理目标，指导教师工作的改进。

1．5教师工作评价信息的获取途径

获取教师工作评价信息主要有两大途径：～是来源已明确的事实性要素。如学历、

年龄、教龄、工作量等已明确量化的指标；二是需要相关人员进行评价的要素。如教学

态度，教学方法，教学效果等。

1．6本文的研究思路，结构及主要创新点

1．6．1 本文的研究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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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工作评价是高校改善教学管理和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途径。科学合理地进行教

师工作评价有利于促进教师提高自身素质，改进教学方法，钻研学术，进而使学校教学

工作、教学质量得到提高。以往对教师工作的评价多限于对课堂教学或教学质量的评价，

而忽视了影响教学工作的其它因素如职业道德、学术水平等，并且在评价中常采用的层

次分析法(AHP法)“。1当评价对象较多时难于进行评价。因此，本文首先对评价指标进

行了合理地选择，综合考虑了定性和定量评价指标，采用德尔菲(Delphi)法”。与层次

分析法相结合，进一步完善了教师工作评价的指标体系。

AIIP法是比较常用且经典的一种教师评价方法，但是在应用时，由于n个因素要作

—n(—n=-1)次成对比较，很难通过一致性检验，所以要求评价对象不能太多，而且AJtP法
Z

应用时人的主观因素作用很大，结果较粗略，使AIIP法在实际应用中受到了限制。本文

在分析常用评价方法的基础一h，将AHP法与模糊综合评价法“’”“、统计分析法(20-计分

法、加权平均法、修正后的加权平均法⋯3)、折线型法⋯1等有效地结合起来，这样不仪

弥补了AIIP法的不足之处，而且使评价更客观、有效，可以更好地完成了对教师工作的

评价，便于决策者进行正确决策。

1．6．2 本文的结构

本文的结构为；

第一章介绍了教师工作评价决策支持系统的研究背景与意义，提出了研究教师：[作

评价决策支持系统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详细阐述了教师工作评价的基本内容与特点，并

对教师工作评价的过程、评价的基本原则、信息获取途径等进行了分析说明，从而形成

本文的研究思路与结构，提出了主要创新点。

第二章主要列决策支持系统理论和决策理论两大内容进行阐述。首先阐述了决策支

持系统的基础理论，并就决策支持系统的发展与国内外决策支持系统的应用情况进行分

析；其次对决策理论与方法进行阐述，为论文奠定了理论基础。

第三章对国内外教师工作评价状况进行分析，并比较了常用评价方法的优劣，在此

基础上提出了以模糊综合评价法、统计分析法和层次分析法相结合的新型综合评价方法

的思路。

第四章通过对评价指标选用情况和影响评价的凼素进行分析，依据评价指标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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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和确立指标体系的相关方法，建立教师工作评价指标体系。

第五章是整篇论文的核心部分，提出了高校教师工作评价模型。首先，对教师工作

评价层次模块化；其次，选取折线型为定量分析方法，并给出了思想品德、教学态度、

为人师表、教学方法、教学效果等定性指标运用统计分析法(2盯记分法、加权平均法

和修正后的加权平均法)进行评价，建立了模糊综合评价模型；最后，进行教师工作评

价，并运用实例加以说明。

第六章主要阐述了由高校教师工作评价模型转化为决策系统的技术基础及决策系

统的设计目标、功能和运行结构，并对系统进行了初步实现。

1．6．3 本文的主要创新点

(1)对影响评价的因素进行了分析，采用Delphi法对评价指标进行了合理地选择，

建立了教师工作评价的指标体系。

(2)针对不同的评价人员学生、专家、同行分别用小同的方法统计分析法(，。计

分法、加权平均法、修正后的加权平均法)进行评价意见的统计和计算，克服了AHP法

构造成对比较阵时主观因素较大的缺陷，优化了评价方法，使评价结果更客观、合理。

(3)将AHP法与模糊综合评价法、统计分析法(2口计分法、加权平均法、修正后

的加权平均法)、折线型法有效地结合起来，扩展了AHP法的使用范围，即使在评价对

象较多的情况下，也能够较客观地进行评价，使得这样的评价方法具有一定的通用性。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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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决策支持系统与决策的理论及发展

2．1决策支持系统的产生与理论基础“””4

决策支持系统(DSS—Decision Support System)一词最早是由美国麻省理工学

院的斯柯特·莫顿(Scott Morton)十1971年在《管理决策系统》⋯文中提出的。随后经

众多学者不断地努力，决策支持系统已经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成为系统工程、管理科学、

人工智能等领域卜分活跃且重要的研究课题。1971年到1976年，大部分研究决策支持

系统的人认为DSS是交互式的计算机系统，许多人把注意力集中到如下的技术设计上：

有界推理(Bounded Rationality)，非结构任务(Unstructured Tasks)，组织的信息处理

(Organization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以及决策者的认知特征(Cognitive

Characteristics of Decisionmakers)等。1975年后，DSS作为这一领域的专有名词逐渐

被大家承认，但人们忽略了在DSS中对人类思维和行为的模仿，而这才是研究的关键

问题。

经过几年的发展，DSS研究基本走E了正轨，所开发的系统也得到广泛的应用。Peter

G．W．Keen等人编辑的一套丛书，阐述了决策支持系统的主要观点，并把至70年代术

为止的各种实践上的、理论上的、行为上的和技术上的观点综合在一起，初步构造出

DSS的基本框架。

1978年，DSS把人的判断力和计算机的信息处理能力结合在一起，提高决策者的

效能而又不妨碍他们的主观能动性，使计算机终端成为决策者的有力助手。如今DSS

技术逐步走向成熟，如何把理论技术变成现实成为DSS研究的重要内容。

DSS是以管理科学、运筹学、控制论和行为科学为基础，以计算机技术、模拟技术

和信息技术为手段，面对半结构化的决策问题，支持决策活动的具有智能作用的人机计

算机系统。它能为决策者提供决策所需要的数据、信息和背景材料，帮助明确决策目标

和进行问题的识别，建立或修改决策模型，提供各种备选方案，并列各种方案进行评价

和优选，通过人机对话进行分析、比较和判断，为正确决策提供有益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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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决策支持系统的基本概念

2．2．1 决策支持系统定义

至今DSS仍没有一个学术界公认的严格定义。一条原理是：对一个正在迅速发展

的领域过早地追求一个完善的定义并非明智之举，只要把握住这个领域的基本特征和基

本框架就可以了，这样做的好处是给该领域的扩充和改变方向提供了足够的灵活性，但

是也要防止人们无休止地争论下去“⋯。

DSS是由多功能协调配合构成的、支持整个决策过程的集成系统。它具有为决策者

提供一整套辅助决策的功能。如，为决策者收集数据，整理数据，分析问题，模拟、计

算、输出决算结果等等。

2．2，2 DSS的特征

在Sprangue和Carson于1982年的看法的基础上，DSS的基本特征可归纳为以下五

方面：

(1)对准上层领导匝临的结构化程度不高、说明不够充分的问题。

(2)把模型或分析技术与传统的数据存取技术及检索技术结合起来。

(3)易于为非讨算机专业人员以交互会话的方式使用。

(4)强调对环境及用户决策方法改变的灵活性及适应性。

(5)支持但不是代替高层决策者制定决策。1。

2．3 DSS的基本功能。”

DSS按照支持水平划分为四种支持功能类型：信息服务、科学计算、决策咨询、人

工智能。

DSS能及时提供与决策有关的各种信息。它包括内部信息和外部信息。内部信息如

教师的性别、年龄、专业、学历、职称等。这些信息可以从已建立的基本数据库中进行

抽取。与决策有关的外部信息如工作量、科研情况、教学水平、教学效果等，其中有些

信息是很难准确获得的，外部信息的收集，靠调查和从有关资料、文献摘取，因而要建

立专门的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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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S能以合适的方式存储与决策问题相关的各种模型和方法。例如各种预测模型、

决策模型，各种模型的求解方法，以及运行模型所需要数据的自动联结等。对一L述信息

和模型的管理系统能适应决策环境的变化。信息的模式，模型的联结和修改均可由用户

控制，以适应建模、探讨问题的需要。

DSS能灵活地运用模型与方法对决策问题进行综合分析，提山候选方案及其评价。

DSS能提供为决策者乐于使用的人机对话设施(包括语言、图形、文字等功能)。

2．4决策支持系统的系统结构”1

决策支持系统一般可概括为模型库及其管理系统、交互式计算机硬件及软件、数据

库及其管理系统、图形及其它高级显示装置和对用，、友好的建模语言等五个方面。

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开发的DSS主要由五个部件组成：人机接口(对话系统)、

数掘库、模型库、知识库和方法库。后来在这五个部件的基础上又开发了各自的管理系

统，即对话管理系统、数据库管理系统、模型库管理系统、知识库管理系统、方法库管

理系统。因此，一大批DSS都可以认为是这十个基本部件的不同的组合。

从80年代开始，随着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CIMS--Computer Integrate Manufacture

System)概念的推出，人们对于DSS的结构的理解发生了一些变化。有人提出，DSS

是由语言系统(LS--Language System)、问题处理系统(PPS--Problem Process System)

和知识系统(KS Knowledge System)三部分组成的。这二种系统实际上是由上面提

到的基本部件发展起来的，即实际上DSS的基本部件还是由五部分组成的：人机接口、

数据库、模型库、知识库和方法库。

R．tt．Sprague于1980年提出DSS的三库结构(如图2．1)。DSS的三库结构组成包

括：数据库及其管理系统(DBMSIData Base Management SysUem)，模型库及其管理系

统(MBMS--Model Base Management System)，方法库及其管理系统(MEBMS--Method Base

Management System)及人机接LJ部件(DGMS--Dialogue Generation Management System)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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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1 DSS的三库结构

2 4．1 数据犀系统

数据库系统是DSS的一个最基本的部件。一般情况下，任何一个DSS都不能缺少

数据库及其管理系统。DSS使用数据库的主要目的是支持决策，因此它对综合性数据或

者经过预处理后的数据比较重视。

DBMS负责管理和维护DSS所需要的各类数据，实现与模掣库、方法库及人机接

口的联结，使DSS中的各个部件可以方便地调用各种数掘，完成各种数据操作和分析

工作，达到有效决策的目的。

数据库系统的功能为：(1)能快速从多个内部数据源抽取DSS所需要的数据和获

取外部数据的能力；(2)能快速方便地对DSS数据库进行所需操作的能力；(3)具有

支持用户描述数据库逻辑结构和维护的能力。

2．4．2 模型库系统

模型库系统是传统DSS的三大支柱之一，是DSS最有特色的部件，是DSS中起关

键作用的子系统。由于DSS中有能为决策者提供推理、比较选择和分析整个问题的模

型库，所以DSS能够对决策制定过程提供有效的支持。模型库主要用来存储辅助决策

所需要的各种模型，如线性规划模型，表格模型，曲线模型等。因此，模型库及其相应

的模型库管理系统在DSS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

模型库系统的功能：(1)具有多种方法以形成求解方案，并联结、生成新模型的能

力；(2)能以合适的方法将数据库的数据与模型相联结的能力；(3)对模型库进行操作

管理的能力(包括建模语言处理，建立、更新模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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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方法库系统

方法库系统结合了数据库和程序库，主要是一个软件系统。采用了面向多种应用的

程序包，它们具有某一特定应用领域的功能程序，用以描述数据结构和功能，格式化的

接口，通过内部的数据管理系统处理存储的数据。

方法库系统的功能：(1)是具有扩展性的程序组件，可以和多种数据库相联，并有

与应用有关的控制系统，能把特定应用的要求转换成相应的系统程序，(2)在纽什集合

(程序库或方法库)中随时可以加入新的组件(程序或方法)。

2．4．4 人机接口部件

人机接口部件是实现用户和DSS联结的设备，由硬件和软件两部分组成。

人机接V1部件的功能：(1)接受用户输入的命令，并输出执行命令后的结果；(2)

协调DBMS、MBMS、MEBMS和控制系统之间的联结和通信，保证各部分之问协凋工

作。(3)为拥护提供方便且易于操作的接口功能。

2．5决策支持系统的发展与国内外应用’情况

2．5．1 决策支持系统的发展”““”

决策支持系统是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它涉及数学、计算机科学、运筹学、专家系

统、行为科学、系统理论等学科的相关知识。计算机问世不久便开始应用于管理领域，

这时称作电子数据处理(EDP--Electronic Data Processing)，主要用于数据处理和编制

报表。EDP在把人们从烦琐的事务处理中解脱出来的同时也暴露出了它的不足，就是这

时的数据处理是孤立的，在信息交换和资源共享方面有很大的欠缺。在这种情况下，管

理信息系统(MIS--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应运而生，把信息处理技术带入

了一个新的阶段，并迅速得到发展。

MIS是由人、计算机等组成的，能进行管理信息的收集、传递、存储、加工、维护

和使用的系统。从系统的观点来合理地组织与管理信息，运用系统分析的方法来提高信

息处理的效率和管理水平，帮助企业实现其规划目标，大大提高了信息的效能。但是

MIS只能帮助管理者对信息作表面上的组织和管理，而不能把信息内在规律更深刻地挖

掘出来为决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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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0世纪70年代，学者对系统分析、传统运筹学、管理信息系统(MIS)进行

了认真的总结和反思后发现，系统分析、传统运筹学在解决比较复杂的社会、经济、环

境等实际问题时遇到了障碍。系统分析的许多模型、方法实用性较差，很多研究结果只

能停留在书面报告中，真正被决策者采纳并成功实旌的成果很少。系统分析人员与决策

者之间的沟通问题以及系统分析方法中缺少对人合适的考虑是造成以上结果的重要原

因。随后发展起来的管理信息系统(MIS)也没有达到期望的效果，这{要是其技术和

方法论固有的缺陷造成的。这种始_丁70年代末的反思还得到了另一个重要的结论：系

统分析人员和信息系统本身都不要企图取代决策者去做出决策，支持决策者才是他们正

确的地位。

决策支持系统自70年代初提出以束，在理论和应用方面都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并

应用于企业管理、系统开发、战略研究与规划、经济、分析、资源管理等方面，涉及企

业、军事、经济、环境、医学、能源、交通、公共安全等广阔领域。

2．5．2 国外决策支持系统应用情况””“81

(1)GADS(Geodata Analysis and Display System)是IBM研究实验室在1 976年

开发的地理数据分析与显示系统，它的用途是交互式问题求解，主要功能是一‘个DSS

生成器，由它开发了许多专用DSS。

(2)GPLAN是美国普渡大学1977年研制的通用规划系统，它的用途是河流净化

规划、能源分配、森林管理，主要功能是数据、模型查询、计算。

(3)SIMPLAN是美国社会系统公司1978年研制的辅助战略计划DSS，它的用途

是战略计划研究，主要功能是数据管理、规划系统、模型管理、预测、经济计量模拟。

(4)DSS是美国贝尔系统公司1982年研制的决策支持系统，它的用途是私人公司

的各层次决策，主要功能是财务计划、公司计划、财务分析、模型处理。

(5)IMAS足英国人类可靠性联合有限公司，伦敦经济政治大学1984年研制的影

响模型与评价系统，它的用途是核电站异常情况处理，主要功能是专家知识管理模型构

造即时响应功能。

(6)SERF是加拿大统计局1986年研制的有关社会、经济、资源的DSS，它的用

途是经济分析，主要功能是数掘库、模拟终端管理语言方案生成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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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ARIADNE是美国弗吉尼亚大学1984年研制的基于优势结构信息启发的交互

式工具，用途是规划，主要功能是启发式推理方案、优势信息构模功能、模型知识表达。

(8)Expert Choi ce是美国决策支持软件公司开发的专家选择系统，用于决策分析，

主要功能是图形描述与分析。

(9)EPS是美国评价与规划系统公司研制的评价与规划系统，用_]二系统评价规划，

主要功能是通讯、预测、模型功能系统分析、模拟运筹学函数。

(10)Microdss／Analysis是美国Addison／wesley公司开发的，用于管理分析规划评

价，主要功能是统计、模拟图形处理。

2．5．3 国内决茕支持系统应用情况“”

在图内，DSS己在管理和计算机应用方面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国内DSS应

用的特点是多层次、小规模。多层次是指专用DSS、DSS生成器都有所发展，其中专用

DSS居多，如基于数据的DSS、基于模型的DSS、基于知识的DSS都有。

例如IPMS(Interactive Plan--Making System)是西北工业大学王隆基等研制的企业

产品生产计划DSS生成器，用于建立不同企业的产品生产计划的DSS。CDSS(Chines

Development Strategic Model kuing System)是华中理工大学冯珊等研制的决策支持系统，

用丁我国人几与经济发展战略规划及仿真。

2．5．4 存在的问题

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二方面。一是开发者与决策者缺乏交流，对决策的要求没有清楚

的理解，丌发的DSS不符合决策过程需要；二是过于强调模型的作用，复杂的计算使

决策者难以理解和接受。技术上的困难包括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导致开发时间长、费

用大，系统的适应性受到限制，使它们多适应于小系统、小范围的应用，功能必然会在

某些方面较弱，如解决问题的速度、规模，人机接151等。

2．6新一代决策支持系统的发展⋯m瑚3

近年来，专家系统的研究发展很快，给DSS注入了新的活力。目前，如何让计算

机和人一起完成一系列信息处理活动仍然是DSS研究的重要目标。在未来，DSS除了

涉及到与计算机有关的技术外，将进一步涉及到智能技术，例如在人机界面上的自然语

言理解和处理。实际上着眼点仍然在辅助决策上，这就要求我们结合目标和背景运用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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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技术，而不是在计算机上开发智能技术。这也告诉我们，DSS的继续发展必须而向实

际，更多地解决实际问题。

由于决策过程较为复杂，而且涉及到较多的定性分析问题，这列于只能处理定量分

析的数据处理技术又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然而，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各种新技

术都可能为DSS的发展开辟了新的ITI±IB。例如通信技术、光存储器、AI、分布式系统、

面向剐象技术、现代数据库技术，这些技术与DSS的有机融合，形成了新的DSS发展

方向。

2．6．1 分布式决策支持系-#g(DDSS--Distributed Decision Support System)

80年代，Scher和Thomas，及Jarkel等人就升始划DSS的研究。Swanson将DDSS

定义为分布式决策支持的DSS，并从分布式决策支持系统的环境及策略方面对DDSS的

概念进行讨论。分布式决策支持系统(Distributed Decision Support System—DDSS)是

对传统集中式DSS的扩展，是分布决策、分布系统、分布支持三位一体的结晶。从概

念上理解，DDSS是由多个物理上分离的信息处理节点构成的训算机网络，网络的每个

节点至少含有一个DSS或具有若干辅助决策的功能。DDSS的主要优势在于：(1)比集

中式系统更可靠；(2)系统效率更高，更接近大型组织决策活动的实际情况：(3)易于扩

展：(4)能够实现平行操作，资源共享。

分布系统是近年柬许多学科研究发展的趋势，国内在分柿数据库和分布知识库等方

面也有不少研究文献，但对DDSS的全面深入的研究还很欠缺。原因是DSS的研究开

发存我国起步较晚，而我国经济基础薄弱，形成大面积实用网络尚需时|二|。

2．6．2 群体决策支持系g充(GDSS—Group Decision Support System)

所谓群体决策是相对个人而言的，两人或多人召集在一起，讨论实质性问题，提出

解决某一类问题的若干方案(或称设计解决问题的策略)，评价这些策略的优劣，最后

做m决策，这样的决策过程称为群体决策。

群体决策支持系统(GDSS—Gmup Decision Support System)是研究将通讯技术、

计算机技术和决策理论结合在一起，支持群体决策问题得以求解的人机交互系统。GDSS

与DDSS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前者是对个体(individual)决策支持系统的扩展，后者则是

相划于集中式DSS而言的。DDSS是多个决策者共享主服务器资源，分别解决各自面临

的决策问题，GDSS是多个决策者为一个决策问题共同协商达成一致最后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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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可为群体活动提供三个层次的支持，即沟通支持、模型支持及机器诱导的沟通模式。

GDSS的目标应能发现并向决策群体提供新的方法，通过有规则的信息交流逐步达到目

标。首先，要克服信息交流的障碍；其次，可用一些比较成熟的系统技术使决策过程结

构化或准结构化；最后，对群体决策的信息交流的内容和方式、议事的时间进程提供智

能型指导，从根本上解决非结构化决策的支持问题。

2 6．3 智能决策支持系统(IDSS--IntelligentDecision Support Systeml

60年代末兴起了一个新研究领域～专家系统(Es—Expen System)，它是50年代

人工智能(AI—Anj疗ciai Intelligent)的进一步发展。专家系统是利用专家的知识在计算

机上进行推理，达到专家解决问题的能力。专家系统和决策支持系统几乎是同时兴起，

各自沿着自己的道路发展起来，它们能起到辅助决策的作用，但辅助决策的方式完全不

同。专家系统辅助的方式属于定性分析；决策支持系统辅助决策的方式属于定量分析。

把专家系统和决策支持系统的结合形成的系统成为智能决策支持系统(IDSS—

Intelligent Decision Support System)，它是决策支持系统的发展方向。智能决策支持系

统充分发挥了专家系统以知识推理形式解决定性分析问题的特点，又发挥了决策支持系

统以模型计算为核心的解决定量分析问题的特点，充分做到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的有机

结合，使得解决问题的能力和范围得到一个大的提高。

2．6．4 战略决策支持系统(sDss--Strategic Decision Suppor【System)

战略决策支持系统(SDSS)是-l,t,专门用于支持高层管理和计划人员完成战略规划

的决策支持系统。这里的战略是指全局性、长远性、根本性决策。SDSS的主要优势在

于：支持_F结构化类型的战略决策：集成大量的规划方法或技术：允许定量和定性数据的

输入，并采用启发的和分析的手段米处理这两类数据：支持群体决策。

2．6．5 决策支持中心(DSC--Decision Support Cemre)

1985年Owen等人提出了决策支持中心(DSC)的概念。即：一个由了解决策环境

的信息系统组成的决策支持小组作为决策支持中心的核心，该中心采用先进的信息技

术。DSC的特点是决策支持中心处在高层次重要决策部位，有一批参与政策制定、决策

分析和系统开发的专家，装备有计算机等先进设备，通过人机结合等多种方式支持高层

者做出应急和重要决策的广义DSS。DSC的支持决策是针划决策全过程的，在决策过程

的每个阶段上都有人的支持活动。DSC支持决策的整个过程，通常由决策者提出意向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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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问题，然后通过决策支持小组做出预决策，包括意向问题定义、决策方案生成和评价

等活动，DSS与DSC进行人机交互，提供计算机信息环境，支持决策支持小组的决策

分析活动。DSC作为决策者的有效工具，并为其提供良好的决策环境，具有明显的实用

性和有效性。

2．6．6 13决策支持系统(13 DSS--Intelligent，Interactive and Integrated DSS)

13 DSS是智能型、交互型、集成化决策支持系统的简称，13 DSS是而向决策者、

面向决策过程的综合性决策支持系统的r一个功能框架。各种思想、各类问题、各种方法、

：[具的集成化足该系统的特色之一。而重要的是怎样按照解决问题的思路，将有关环节

有机地组织起来，实现决策支持过程的集成化(Integration)。

I
3

DSS决策支持系统的核心内容是人机交互系统。当DSS进入到高层次的决策活

动领域时，由于处理的问题多半是结构化和非结构化的，为了帮助决策者进⋯步明确问

题、认定目标和环境约束，产生决策方案和对决策方案进行综合评价，系统应该具备更

强的人机交互能力，成为交互式(Interactive)系统。

在处理难以定量分析的问题时，需要使用知识工程、专家系统方法与工具，已经涉

及到人工智能领域。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如何使用知识工程的思想方法，组织各个有关模

块实现决策支持过程的集成化，这种应用方式就是决策支持系统的智能化(Intelligent)。

13 DSS的提出和实际使用，使决策支持系统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2．6．7 基于新技术的决策支持系统

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了数据仓库(DW—Data Warehouse)、联机分析处理(OLAP

On Line Analytical Processing)新概念，到九十年代中期己经形成潮流。

在美国，数据仓库已成为紧跟Intemet之后处于第二位的技术热点。数据仓库这种

决策支持新技术显示了强大生命力。目前，大家公认的数据仓库的创始人w．|L lnmon

在他所著《建市数据仓库》一书中对数据仓库所下的定义是：DW是面向主题的、集成

的、稳定的、不同时间的数据集合，用于支持经营管理中决策的制定过程。

数据仓库中的数据而向主题与传统数据库面向应用相对应。主题是一个在较高层次

将数据归类的标准。每一个主题对应一个宏观的分析领域。

数据仓库的集成特性是指在数据进入数掘仓库之前，必须进行数据加工和集成，这

是建立数据仓库的关键步骤。首先，统一原始数据中的矛盾之处。其次，还要将原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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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结构做一个从荷向应用到面向主题的转变。

数据仓库的稳定性是指数据仓库反映的是历史数据的内容，而不是日常事务处理产

生的数据，数据经加工和集成进入数据仓库后是很少修改或根本不修改的。

数据仓库是不同时问的数据集合，它要求数据仓库中的数据保存时限能满足进行决

策分析的需要，而且数据仓库中的数据都要标明该数据的历史时期。

数据仓库最根本的特点是物理地存放数据，而且这些数据并不是最新的、专有的，

而是来源于其他数据库，它要建立在一个较全面和完善的信息应用的基础上，用于支持

高层决策分析。

数据仓库是一种解决方案，是对原始的操作数据进行各种处理并转换成有用信息的

处理过程，用户可以通过分析这些信息，从而做出策略性的决策。

随着数据仓库的发展，联机分析处理(OLAP)随之得到了迅猛发展。DW侧重于存

储和管理面向决策主题的数据，而OLAP则侧重于分析数掘仓库中的数据，转换成辅助

决策的信息。OLAP足以DW或数据库为基础，其最终数据来源是底层的联机事务处理

(OUP)数据库系统，但主要数据源是DW。

OLAP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多维数据分析，这与数据仓库的多维数据组织正好形成

相互结合、相互补充的两个方面。OLAP技术中比较典型的应用是对多维数据的切片和

切块(slice and dice)、钻取(drill)、旋转(pivoting)等。它方便使用者从不同角度来提

取有关数据。OLAP技术还能够利用分析过程，对数据进行深入的分析和加工。例如，

关键指标数据常常用代数方程进行处理，更复杂的分析需要建立模型进行计算。OLAP

技术更直接为决策用户服务。数据仓库和OLAP技术为决策支持系统开辟了新的途径。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从人工智能、机器学习中发展起来的数据挖掘(Data Mining

—DM)，在最近几年形成了高潮。DM是一种从大型的数据库或数据仓库中提出隐藏的

预测性信息的新技术，它h'gj_g掘出数据间潜在的模式，找出最有价值的知识。对知识的

推理即形成智能模型，它是以定性分析方式辅助决策的。DM提高了数据仓库的决策能

力。DW， OLAP，DM的结合已经形成了新的决策支持方向，用它们建立的辅助决策

系统是新决策系统。把数据仓库(DW)、联机分析处理(OLAP)、数据开采(DM)、模型

库(MB)，数据库(DB)、专家系统(ES)结合起来形成的综合决策支持系统称为更高形式

的决策支持系统。其中DW能够实现对决策主题数据的存储和综合以及时间趋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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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AP实现多维数据分析；DM技术挖掘数据库和数据仓库中的知识；模型库实现多个

广义模型的组合辅助决策；数据库为辅助决策提供依据；专家系统利用知识推理进行定

性分析。它们相互补充和依赖，发挥各自的辅助决策优势，集成综合决策支持系统，可

以更有效的辅助决策。

2 7决策理论

决策是人们在工作和生活中普遍存在和应用的一种选择方案的行为。决策也是在管

理中非常重要且经常进行的一种活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卡内基一梅隆人学著

名经济学家赫伯特·西蒙教授说：“决策就是管理，管理就是决策”。⋯。管理的一项重

要内容就是决策。

2．7．1 决策的定义与基本内容

决策就是针对某一问题，确定反映决策者偏好的目标，根据实际情况，通过科学方

法从多个方案中选出一个最优(或最满意)的方案的过程。决策一般包含三方面的内容：

(1)决策者有一个预期的目标，即想要达到的某种目的或期望某种经济效益：(2)决

策者从主观意志上想进行一种选择：(3)在客观上有各种制定的方案可供选择，且可依

据某一评价标准，从这些方案中选择出令人满意的方案来，并加以实施”“。

2 7 2 决策过程

决策过程是决策科学体系的基础。所谓决策过程是人们为实现一定目标而制定行动

方案，并准备组织实施的活动过程，这个过程也是一个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刚题

的过程。对决策问题一般用“结构”这个概念来描述。目前普遍能接受的提法是：把问

题分成结构化、半结构化和非结构化，这是对问题结构化程度的三种不同拙述。所谓结

构化程度，是指对某一过程的环境和规律，能否用明确的语言(数学的或逻辑学的，形

式的或非形式的，定量的或推理的)给予清晰的既明或描述。如果能描述清楚的，称为

结构化问题；不能捕述清楚而只能凭直觉或经验做出判断的，称为非结构化问题；介于

两者之间的，则称为半结构化问题。

决策过程包括三个基本阶段：确定目标(也称理解活动)、设计方案(也称设计活

动)、评价方案(也称选择活动)。这三个阶段是循环进行的。结构化的问题是指上述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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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步骤都能使用确定的算法或决策规则来确定问题，设计各种解答方式，进行遴选，从

中得到优者。在问题求解过程中，三个阶段都不能按上述方法来决策问题，称之为非结

构化问题。在某些条件下，其中的一个或两个阶段无法完成清晰的描述，但其余的阶段

则具有良好的结构，能够对它清晰而准确的描述，我们就称这类问题为半结构化问题。

半结构化问题兼有结构化问题和非结构化问题的特点：一‘方面，它可以通过编制程序进

行定量分析和计算，或者运用相对明确的决策原则和方法来解决；另一方面，它还要依

靠人的知识、经验和直觉来判断和选择。在求解半结构化问题时，人机交互是非常重要

的，往往要经过很多次对话才能完成问题的求解。

2．7．3 决策模型的一般构成

任何决策问题的决策模型基本由以下要素构成m 3：

(1)决策者。决策者可以是个人、委员会或某个组织，一般指领导者或领导集体。

决策者的任务是进行决策。

(2)可供选择的方案(替代方案)、行动或策略。参谋人员的任务是为决策者提供

各种可行方案，这里包括了解研究对象的属性、确定目的和目标。

(3)衡量选择方案(包括目标、目标属性、正确性)的准则。在决策时有单一准

贝4和多准贝0。

(4)事件。事件是4；为决策者所控制的客观存在的将发生的状态。

(5)决策者的价值观。所谓决策者的价值观，就是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对主要决

策因素的价值观念。如决策者对货币额或不同风险程度的主要价值观念。

2．7．4 科学决策的内容

科学决策就是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应用科学的方法，做出有科学依据的决定。其

内容有以下四个方面：

(1)实行科学的决策程序。

(2)运用科学的决策技术。

(3)科学的思维方法。

(4)依靠专家。

2．7，5 系统决策的原则

系统决策是一门科学技术，科学决策是在科学理论和知识的指导下，运用科学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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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从己达到同一目标的众多行动方案中，遴选一个最优方案的过程。

要使决策科学化，必须遵循以FJL个原则：

(1)信息原则。准确、完整、及吲的信息是决策的基础。决策的依据愈充分、信

息愈确实时，决策成功的概率也愈大。

(2)系统原则。决策必须强调系统性。决策唰要考虑所涉及的整个系统和相关系

统，决策列象和外界环境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决策的整体化、

综合化、最优化。

(3)科学原则。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是保证决策正确的指导思想。没有科学的方法，

就谈不上科学地进行决策。因此，决策时必须很好地运用各种科学知识与原理，例如精

确的数学、严密的逻辑学、经济学、社会学等。

(4)注重实际的原则。决策要从实际出发，讲究决策的实际效果。决策要实事求

是从实际情况出发，只有结合国情，结合周围的环境和企业的现状，才能做出切实可行

的最佳决策。

(5)经济效益原则。经济效益要从社会效果与经济收益两个方面看。决策要从需

要出发，根据可能程度、得到程度和实效程度进行综合分析，慎重判断。既要从微观角

度看，又要从宏观角度看，微观服从宏观。不但要看政治效果，又要看经济效果，还要

看社会效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标准，所以，决策必须能够经得起社会实践的检验。

(6)反馈原则。反馈就是对决策所导致的后果进行调整。由于环境和需要不断变

化，不同时期的决策必须根据变化了的情况做出相应的改变和调整，使决策更合理、更

科学化。

2．7．6 科学决策的程序

一个完整的科学决策过程包括：(1)确定目标或提出问题；(2)收集信息；(3)制

定方案；(5)分析评价；(6)方案选优；(7)试验验汪；(8)执行决策“]。

2．8多目标决策。3

在决策分析中，两个目标以上的决策称为多目标决策。在实际中，多目标问题是经

常遇到的，这使决策问题变得复杂起来。如设计一个新产品，就要求尽量达到优质、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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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低消耗、低污染；选择一个新厂址，就要考虑原料产地的远近，市场距离，运输费

用等；设计一个新型导弹，既要刺程远，又要省燃料，还要精度高。可见，不仅目标有

多个，而且目标间又往往是相互矛盾的。

2．8．1 多目标决策的概念

劣解和非劣解的概念在多目标决策中是十分重要的。为阐明其定义，举一个例子：

从五个人中选出身体最高又最重的人。身高和体重，就是两个目标。如五人中，确有一

名最高最重的，无疑他是当选者。但存‘般情况下，高、重各有不同，这样，情况就比

较复杂了。现用一直角坐标描述／i与^两个目标的大小，得到图中五个点(如图2．2)

③·

．④

n
U／n一～～——————————————■

，

图2．2多目标次策示意图

显然⑧、④、⑤点都比①、②点优，故①、②为劣解，在多目标决策中应舍去。而

③、④、⑤点中各有一个指标优越，故不能舍去，称之为非劣解，也叫有效解。处理多

目标决策问题，首先要先剔除劣解，其次在剩下的非劣解中，按一定规则从中选取满足

要求的作为最后决策。

2-82 多目标决策问题的共同特点

目标之间的不可公度性以及矛盾性是多目标决策问题的共同特点。

目标之间的不可公度性是指各个目标没有统一的衡量标准，因而很难进行比较。

目标之间的矛盾性。AH部9"目标决策问题存在着矛盾。即如果采用某一方案改进某

一目标的值，很可能会使另一目标的值变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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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3 多目标决策的组成要素

多目标决策由决策单元、目标集和属性三个要素组成。

决策单元：在决策过程中，决策人、决策分析人员和计算机等组成决策单元。其主

要作用是：收集并处理各种信息，使之成为系统的知识；指定决策规则；做出决策等等。

目标集：反映着决策者的要求和愿望的目的就是目标。目标有多层次包括小目标，

中目标。总目标等。最高层的目标是促使人们所研究这个决策的原动力，但是这个目标

常常太笼统，不便于计算。小目标较中目标便于计算，中目标较大目标便于计算。

属性：用来表示目标达到程度的评价标准就是属性。能够测量且易于理解是对属性

的要求。

2．8．4 处理多目标决策问题的基本原则

由于目标的增多，使得所要分析的问题变得复杂化，因此在处理多目标决策问题时，

应当根据决策需要，尽量减少决策目标数，一般要遵循化多为少和目标排序两个基木原

则。

(1)化多为少原则。

因为目标数越多，选择标准就越多，比较和选择各种不问方案就越困难。因此，应

在满足决策需要的前提下，抓住最主要的目标，尽量减少目标的个数。通常可以剔除那

些不必要和从属性的目标达到减少目标个数的目的；也可P以-I-E次要目标列为约束条件达

到减少目标个数的目的：也可以将子目标p．，p∥．．，p，，构成综合目标P：厂(p．，p 2’一，以)

达到减少目标个数的目的。另外，多目标决策问题由于目标之间有明显的客观联系，故

可以把类似的几个目标合并为一个目标。

(2)目标排序原则。

目标排序就是决策者根据目标的重要程度排成一个次序，最重要的目标排在第一

位，选择方案时，必须先达到重要F1标后才能再考虑下⋯个目标，再进行选择，做出决

策。

2．8．5 多目标决策的分析方法

对于多个目标在同一个问题中都达到最优值往往是很难的，这就要求决策者能够权

衡轻重，进行适当处理。目前有多种处理方法，这里只介绍几种主要方法。

(1)主要矛盾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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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多个VI标中，抓住一、两个F1标，使其尽可能优化，而其他目标达到一般要求就

行。如果能抓住主要目标，这个方法是比较有效的。

假设有m个目标一(X)，⋯⋯，，，，(X)，x∈R。经调查分析后，选出一个为主I=1标，

不失一般性，可以设为．f(x)，构成新的目标函数，并保证其达到最优；其余(m一1)个

目标以满足一定要求作为约束条件：

，’≤，(Ⅳ)≤／：” f=2，3，⋯，Ⅲ

则问题转化为下列单目标数学规划问题：

min^(X)

X∈R’

R’={XI，’≤，(x)≤L；i=2，3，⋯．m，x∈R)

例如，对于高等教育系统来说，既要求总的教育费用最少，又要求培养的各种专业

人数满足国家的需要。为了化简这个问题，就把各专业人数这个目标限制存一定数量之

内，而使教育费用这个目标达到最少。

(2)线性加权法

当tn个目标，(x)，⋯，I，j(x)都要求最小(或最大)时，可以根据它们的重要程度分

别给以相应的大小不同的非负权数丑，，并且∑五，=1。这样就构成新的单一目标函数：
，=1

u(x)=∑五／，(Ⅳ)—}min(OF max)
i=l

这种方法的困难在于如何选择恰当的权数丑，当多个目标的量纲不同，甚至包括一

些定性目标时，权数的确定就更加闲难。目前通常用的方法有：经验法和层次分析法(见

4．4．2层次分析法)。

经验法即请‘批专家来研究如何确定丑，具体步骤如F：

一是对不同目标的量纲，使其目标值标准化，即对每个F1标事先给定一个标准值

，。，然后将所有目标除以相应的标准值，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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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1,2，⋯，m
y¨l

经标准化后的厂，是无量纲的。

二是将专家什计的^列入表2．1中

表2．1

泌 zl ^2
⋯⋯ 丑，

l ^1 丑】2
⋯⋯

丑l。

2
旯2l 丑22

⋯⋯
如。

●●●●_●

n ^。 乃。
⋯⋯

以，

三是计算五，的平均值，即计算

张]=去弘
时计算每位专家剥五的估值同平均值的偏差：△．，=■，一面[丑]

四是进一步分析M[^】是否合理，特别是请估值偏差A。大的专家发表意见，做出

新的估值，再计算新的平均估值M[丑】。

五是因为权系数是个随机数，因此只能确定期望线性加权函数，即

可(z)=∑M[2，]Z(x)。

总之，教师工作评价系统正是在决策支持系统理论和决策理论的基础上建立的。教

师工作评价中运用多目标决策的分析方法，结合各种教师工作评价方法，进而选择评价

指标和评价方法。

25



中北大学学位论文

第3章国内外教师工作评价方法分析

3．1国内外教师工作评价情况

3 1．1 国外教师工作评价情况

既然教师工作评价对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强化高校的科学管理水平有重

要的意义，那么了解当前世界各国的教师工作评价的现状就大有裨益了。首先，这有利

于我们把握教师工作评价的发展趋势。其次，更有利于教师工作评价的合理性、客观性

和全面性。最终目的在于促进教学质量和办学水平的全而提高，实现教学管理的规范化

和科学化。

前苏联的教师工作评价起步虽晚，但进展速度很快。他们的教育界在认识到对教师

工作进行客观评价的重要性之后，于1972年制定了对普通学校教师的考核评定制度。

进入80年代以来，又陆续地制定并公布了一系列的评价标准，明确地规定了教师、班

主任的政治思想、业务工作和学习的标准，这些标准是评价教师工作的基本要求和重要

依据。同吲舰定考核评定要定期举行。教师的评定每五年进行一次。评定的方式和内容

为：(1)在公开条件下进行教师工作评价：(2)以已经制定的各项常规要求和标准为参

照进行教师工作评价；(3)教师工作的评价应该包括教师的专业知识水平、思想道德品

质、工作质量及学生的水平等内容；(4)评价工作直接在学校进行，由所在单位领导参

考教师集体意见；(5)评价共分五级：一是胜任从事工作，教学成绩优异，授予教学法

专家、优秀教师等称号；二是胜任从事工作，教学成绩优秀，予以表彰；三是胜任从事

工作；四是如果接受评委会建议还可以胜任从事工作；五是不能胜任从事工作m。

英国的评价制度由来以久，但就现代评价理论下的评价工作还是本世纪70年代以

后的事情。英国的普通教育的评价一般分为三个方面：学校评价、教师评价、学生评价。

其中列教师的评价途径有四条：一是教师的自我评价；二是同行评价；三是校Lf'【=T-价：

四是地方视导员的评价。英国对教师的评价特别强调：评价者与被评价者双方要密切配

合；评价方案、评价目标要明确化，还要和教师公升讨论；评价者必须受过良好的教育，

要有很高的专业水平和道德修养；观察方法要l卜确、合理：评价结果要公平、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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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高等学校内部具有大量的、多种形式、经常性的教育评价活动，评价内容主要

有专业评价和教学评价。近年来，义发展出一种全面的“教学质量保证体系”(TQA)，

强调保证与改进教学质量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多方位、整体性、分层次进行评价与管

理‘⋯。

3．1．2 国内教师工作评价情况简介

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进行和深入，我国教育体制不断地得到完善，教育对提高全民

族的素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教育质量又是由教师决定的，有什么样的教

师，就会有什么样的教育，教师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着教育和教学质量的好坏。因此，

提高教师的素质，可渭意义重大。

然而，当前我国的教师状况是教师的数量和质量远远不能满足教育事业的需求。特

别是教师的总体文化水平与世界发达国家的相差甚远。尽管现在我国加大了教育的投

入，强调科教兴国，人们越来越重视教育，高等学校对教师的要求也普遍提高，但是，

我国教师总体素质偏低，社会需求与教育水平的矛盾仍然十分突出。教师素质偏低直接

影响教师履行职责和教学质量的提高，如不认真地研究与解决，不仅会影响教师潜在积

极性的发挥，还将波及到学校、家庭和社会教育的有机结合，及培养什么样的接班人的

问题。因此，教师的素质偏低的问题已引起了我国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和社会各界的普

遍关注。如何埘教师的工作进行评价，如何通过教师工作的评价来提高教师的素质和教

学质量等一系列问题，就成为关心我国前途和命运，关心我国教育事业的广大有识之士

所关注的问题⋯。

我国目前还缺乏完整的教师职业道德、教学水甲、学术水平等方面的指标体系和教

师工作评价系统。因此，对教师教学水平、教学质量的提高情况、教学管理的规范程度

和科学性不能有效监控。如对教师热爱这一职业的情况，对待教学工作的态度，思想品

德，业务能力，言行规范，是否为教育好学生尽心尽力等信息不能及时掌握，从而对宏

观决策造成一定的影响。因此，我国必须研究建立一套适合我国高等教育情况的关于教

师综合评价、学校教学情况评价、课程评价、学生学习成绩评价、学生管理评价等～系

列量化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一方面向决策者提供决策的信息依据，另一方面指导、协

润教学中的各种关系，更好地为教学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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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国内教师工作评价情况的不足⋯

(1)教师工作评价在各学校没有形成制度化、统一化的理论和方法框架，教师工

作评价也没有纳入教学管理体制和教学管理程序巾来。一些学校由于缺乏教师工作评

价，教学过程没有严格的监控、评价制度，造成部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出现各种问题，

尤其是教学质量和教学水平问题严重。

(2)教师工作评价内容具有片面性。不能否认，对教师的教学水平和学术水平的

评价是教师工作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教师的教学水平和学术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和影

响着教学质量和学生掌握知识、运用知识的能力。同时应看到，教师的思想政治修养和

道德修养对培养学生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素质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此，对教

师工作进行评价时，不能忽视对教师的思想政治素质的考核和评价。然而，我们在进行

教师工作l平价时，往往只重视对教师的教学水平和学术水平的评价，而对教师的思想政

治素质和其他方面的素质完全或基本上忽视了，这应引起评价者的足够熏视。当然，对

教师的思想政治素质的考核和评价没有一个绝对的指标体系，主观因素较多，评价具有

一定的难度。这就要求评价人员提高自己的素质，提高自己客观、有效地评价的能力，

探求更加合理、公平的评价方法，以取得客观、全面、准确的评价结果，达到最终提高

教学质量的目的。

(3)教师工作评价的目的不太明确。教师工作评价的根本目的是使教师认清自己

的不足之处，找出差距，提高自身素质，改进教学方法，以达到提高教育水平和教学质

量的目的。但是，现存的教师工作评价多数只是将教师划分等级，作为奖惩、评职称的

依据。实际上对教学活动、教学质量的改善起不了多少作用，没有成为具有教育意义的、

能进一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最终起到提高教学质量的科学管理的手段。

(4)没有完善的管理评价数掘库系统，评价结果的信息反馈、教师的参与不够。

有些学校对教师的评价信息不反馈给教师或评价信息不急时反馈到教师，评价过程没有

教师本人参与，都不利于教师尽快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水平。这种反馈不仅仅是告

知评价分值，而是评价结果的全面反馈，是使被评价教师准确地了解其各方面的长处和

不足，从而充分发挥其长足之处，修正不足之处，进一步提高自身素质，改进教学方法。

同时，在评价过程中应让教师积极参与。以教师为对象的教师综合评价如果不能调动教

师自身的积极性，不能吸引教师的兴趣，那就根本1j可能获得成功。应制定评价者和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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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认可的评价计划，由双方共同承担实现发展目标的职责。这样才能发挥全体教师的积

极性，使教师得到全面的、长期的发展，最终实现提高教学质量的目的。

(5)评价人员没有培训，评价结果的可靠性令人难以信服。不少评价人员在评价

工作中带有很大的主观性和随意性，使评价的客观性在～定程度上受到歪曲，在一定程

度上也伤害了部分教师的感情，挫伤了教师的积极性。这样不但对教育的发展起不到推

动作用，相反还阻碍了教育的发展。

(6)评价指标体系不健全，评价技术力量不足，评价内容受限，评价方法比较简

单，都影响了评价的深度和广度。

3．1．4 国内教师工作评价情况的发展方向

针对目前我国的现状，建立教师工作评价决策支持系统还有很多工作要做。首先要

建立信息载体即联网的计算机系统数据平台，开发与之配套的软件；其次要进行资料收

集，包括基础数据和不断更新的资料；第i要设定一套监控和评价的指标体系，一般包

括评价总目标，次级子同标，各子甘标的各个指标，评价对象等：第四要制定一套科学、

有效|E|勺评价方法。

3．2教IJ币7-#!E评价的方法

要实现评价目标，达到评价目的，必须研究和制定～套相应的评价方法。由于评价

的情境十分复杂，不同学校、不同教师，由于目的不同，所以特点和需要也不相同，一

种适合于所有学校和所有教师工作的评价模式是不存在的。同日j，评价是⋯项科学性、

专、∽性很强的工作，不能在具体方法上要求统一，也不能成不变，要根据评价对象的

特点加以选择，灵活运用多种评价方法，以期取得良好的评价效果。

3．2．1 评价方法根据是否采用数学方法分为非数量化方法和数量化方法

数量化方法是指在评价过程中采用数学的方法，用数学的语言描述评价现象，评价

结果用数字表示。随着教育评价学和数学的发展和完善，数量化方法在评价方法中占有

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如算术平均法，几何平均法，加权平均法，综合评价法。

非数量化方法是指在评价过程中不采用数学的方法，而是根据表现和观察，给教师

做出定性的评价。如等级法，评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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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评价方法根据评价的主体分为自我评价法和他人评价法

自我评价法就是教师自我检查。他人评价法就是评价者不是教师本人的评价方法。

实际中，两种方法各有优缺点，实际应用中应结合起来使用。

3 2．3 评价方法根据评价的范围分为分析评价法和综合评价法

分析评价法是根据特定的评价观点，将评价的内容分解为几个部分，分别采用适当

的方法进行评价。综合评价法是对评价的内容整体进行评价的方法。

分析评价法和综合评价法在实际中是结合起来用的。一般足先进行分析评价，再进

行综合评价。

3．2．4 评价方法根据评价的基准分为相对评价法和绝对评价法

相对评价法是将被评价的教师作为‘个整体(集合)，从中选取一个或几个作为标

准，把其他教师与标准进行比较，或者用某种方法把所有被评价的教师排成先后顺序。

绝对评价法是在被评价的教师的集合之外，按照某种原则确定一个标准，把所有被

评价教师与标准进行比较，得出评价结果。

3．3几种评价方法的分析比较

因为教师的教学是一项对象与内容复杂，具有创造性和示范性且周期较长的二r：作，

在实际教师工作评价过程中，单一的一种方法通常不能准确地反映教师工作的各个方

面，所以往往需要将评价的方法结合起来应用的。因此，了解各种评价方法的优缺点，

对准确、客观地评价教师工作是非常必要的、是必不可少的。

数量化方法对定量因素进行评价时能客观、准确地评价，且随着对数学方法研究的

深入，这种方法计算的精确度也越来越高，数量化方法已成为不可缺少且非常有效的最

重要的方法。尽管如此，实际中还有很多因素并不能量化或不能很好地量化，用数量化

的方法也就不能客观、正确地通过评价反映教师工作的质量。这时用语言描述来评价某

一因素会取得很好的效果。非数量化方法没有复杂的公式与计算，只需依据某种标准对

评价对象进行评价，在实际应用中简便易行。但是这种方法受丰观因素的影响较人，仅

能粗略地反映教师工作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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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数量化方法中恰当运用自我评价与他人评价能使评价结果更理想。自我评价较

容易进行，教师可以随时对自己的工作进行自我检查和评价。然而，自我评价对教师要

求较高，需要教师能真正地认识自己，这一点往往不容易达到。所以自我评价的客观性

很差。他人评价比自我评价要相对客观、真实。但是，他人评价在进行之前，需要先对

评价的内容和步骤做出周密、细致、详细的布置，对评价人员如何选择，选择多少也是

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他人评价涉及人员较多，花费时间较长，不能频繁进行。二者结

合起来能相互补充，得到更好的效果。一方面，一定时期进行一次他人评价，使教师能

发现自己的优缺点，改进方法，提高质量；另一方面，教师能经常进行自我评价，以他

人评价结果为参照，更客观的认识自己，不断提高。这样能调动教师的积极性，主动地

进行自我评价，弥补他人评价间隔时间氏的缺点，减少教师与评价人员的矛盾，提高评

价工作的效益。

分析评价法与综合评价法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因为人对事物的认识过程中分

析与综合就是统一的。没有分析也就没有综合。而只对教师工作的各个部分进行评价，

没有综合，当然也不能反映教师工作的整体水平。在运用前面其他的评价方法时都要结

合分析与综合的评价方法。

相对评价法适用性强，应用范围广。因为无论被评价的教师整体情况怎样，都可以

用相对评价法进行评价。缺点是：在选择标准时，有很大的主观因素；存在矮子里拔尖

的情况；相对评价的结果不能全面反映教师工作的实际情况，只反映了在被评价教师中

的位置，达不到评价的最终目的。绝对评价法标准比较客观，客观、准确地评价后，教

师能明确看到自己与标准的差距，便于改进和提高自己。但是，真jE客观的标准是很难

制定的。即使有了标准后，评价人员将被评价教师与标准相比较时，也带有一定的主观

因素。

总之，教师工作评价方法的选择要根据评价目标和实际情况而定。通常需要多种方

法相结合，如评价教学效果时，他人评价特别是学生的评价更为重要。评价教学方法时

同行的评价与相对评价相对重要些。而对学术水甲的评价绝对评价就比较客观、公正。

对教师工作综合评价则是各种方法相互渗透，综合。重要的是要调动评价者与被评价教

师的积极性，达到好的评价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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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评价方法的选择

由于影响教师工作评价的因素很多，既有定量因素，又有定性因素，采用上面哪一

种方法都难以全面考虑各影响因素对教师综合评价的效果。因此，本文基于模糊理论和

层次分析法，将模糊综合评判、统计分析法(2。计分法、加权平均法、修正后的加权

平均法)、折线型法与层次分析法结合起来对教师工作进行综合评价。归纳起来，该方

法具有以下特点：

(1)能定量地处理影响评价的种种模糊因素，使评价的结果更符合客观实际，更

为合理。

(2)运用折线型法、统计分析法(2G计分法、加权平均法、修正后的加权平均法)

确定评价指标中各因素的评价结果，使评价的结果更客观，减少主观因素的影响；并通

过各因素对评价指标直接影响的程度以及各因素问相互影响的关系，进一步理清教师工

作评价的层次结构。

这种方法特别适用于系统中评价对象较多的评价问题，可使综合评价及决策结果更

加明确和定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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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高校教师工作评价的指标选择

任何评价活动都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确定评价指标，二是选择评价方法。在教

师工作评价中，明确评价的内容及其结构关系，建立起适当的评价指标体系是关键的基

础性任务。评价者以此为依据，广泛收集被评价教师在主要教学活动中的行为事实和相

关信息，做出判断并得出一些量值，这样才能建立‘个适合学校教学情况和实际发展要

求的评价体系。其中首要的工作是必须先明确教师工作评价目标的评价指标，充分了解

从哪些方面来评价教师能全面、准确地展示教师工作的综合水平。因此，确定科学、合

理的评价指标是直接影响评价活动取向和效果的至关重要的环节，指标体系的好坏影响

着整个评价的有效性和价值度。

4．1评价指标选用情况分析

目前各个高等学校进行的教学评价工作侧重点各不相同，有的侧重于课堂教学活动

本身，如评选讲课能手，有的侧重于教师的专业水平，如评选学科带头人，有的侧重于

一学期或一学年教师完成的教学工作和学生的学习成绩。不论评价目的是什么，都要先

建立评价指标。评价指标分定量指标和定性指标。对教师工作进行综合评价，其中定量

指标有：教师的学历、职称，课堂教学工作量，实验[作量，带学生课程设计人数和时

数，带学生实习时数，科研、教改立项数目，论文数目，编写教材字数，撰写专著字数，

专业讲座次数等；定性指标有：职业道德水平，课前准备情况，课堂讲课水平，iJI：课内

容的正确性和科学性，讲课的技巧、激情、感染力，课叫分配情况，肩发、引导学生思

考、创新情况，教师仪表、语言、板书规范情况，运用现代化教学手段情况，课后批改

作业、辅导答疑，对学生教育、管理、服务意识等。

针对上面这些指标可以发现，按照评价同标，决策者意向，应尽可能地涉及总目标

的各个方面为取向。同时也要注意到存在的问题，一是指标的设计比较乱，有的指标在

评价时不易操作，主观性较大，二是有些评价指标内容有交叉现象。因此，在发计教师

工作评价指标时，应充分考虑对评价总目标有影响作用的各个方面，本着科学性、目的

性、可操作性的原则，全面、客观、公正地评价教!J||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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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影响评价的因素分析

教师工作评价是现代化教学管理的重要功能之一，它对加强师资建设、改进教师管

理、提高教学质量等多方面有着重大的影响。但是，很多学校在如伺推进教师工作评价

方面，仍然面临各种困惑，对教师工作的考核、评价好象总是与预期的目标有所差距。

这些困惑是来自多方面的，既有对教师工作评价本质认识不清的，也有方法和手段欠缺

的问题。原因往往是由]二管理者在设计、实施教师工作评价的指标时出现了各种问题所

致，具体可以将诸多影响教师工作评价效果的原因归纳如下”⋯：

(1)管理者对评价的目的不明确。

(2)评价缺乏标准，评价方式单一。

(3)教师对评价体系缺乏足够的理解。

(4)评价过程形式化。

(5)评价结果无反馈。

(6)评价资源的浪费。

(7)错误地利用评价结果。

(8)评价方法选择不当。

(9)评价者心理、行为上的错误。

4．3评价指标的选择

教师工作评价是根据一定的教育目标，通过系统的收集信息并加以科学分析，做出

价值判断的过程，因此在评价中首先要根据教育的总目标来判断教育实施结果达到或接

近教育决策者所希望或预想的教育目的的程度。但是教育目标一般比较抽象，多为一些

原则，难以得出较为实际、具体和准确的结果。因此，人们～方面必须以教育目标为依

据，另一方面又必须将目标进行分解，使之具体化，形成不同层次的目标系统。每个层

次都反映着评价目标的一个侧面规定性，这些比较具体便于评价的层次就称为评价指

标。

4．3．1 评价指标的设计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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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师工作评价过程中由于评价指标种类较多，而且由于各学校不同情况，评价对

象、评价目的、评价方法的不同，各个指标体系存在很大的差异。根据教学管理的特点，

结合指标本身的性质和适用范围，以及评价要求，教师工作评价的评价指标建立应遵循

以下儿条原则”““”：

(1)导向性原则。教师工作评价指标体系应与学校的办学目的及要求一致，与培

养人才的方向相适应。结合评价目标，实现激励、改进、提高教学质量。

(2)目的性原则。评价指标的设计要以评价活动的目标为出发点，充分考虑能达

到目标的各种因素。

(3)系统性原则。评价指标体系作为一个系统，应保持系统的整体性。选取的各

个指标之问是相互统一、完整的，指标的内容要全而、综合，尽可能地使指标充分反映

教师]：作的全过程，并且是具有代表性的评价内容。

(4)客观性原则。所建立的评价指标体系应该是符合实际、客观可信的。

(5)相关性原则。评价指标与所要评价的目的之间应具有明显的相关性。

(6)可行性原则。评价指标的数据和资料必须是通过实际观察、统计和直接或间

接测量可以获得明确的结论的。且评价指标要便于收集相关资料，便于调查考核，方便

可行。评价指标的计算方法要简单易行。

(7)简易性原则。设计的评价指标要简明清楚，抓住影响评价目标的主要因素优

化评价指标体系，达到人力、物力、财力、喇间和信息的提供上都能为人们所接受。

(8)独立性原则。设计的各个评价指标应全面而又卅i相互包含。

(9)层次性原则。设计的评价指标要有清晰的层次结构，意义明确，便于查漏和

应用模型处理。

4’32 建立评价指标体系

一般，将评价标准具体化为具有操作性特征的各级评价层次，就是评价的指标体系。

其作用：

(1)建立评价指标体系是进行教师工作评价的基{if|{，教师：[作评价工作首先从研

究并建立指标体系入手。

(2)指标体系的建立为改进教学管理工作提供了依据。

(3)指标体系的建立为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完善教师工作评价起着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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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体系的建立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它要求设训者既要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

验，又要善于听取和集中各方面的意见，同时还要能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指标体系。特别

是对教师的教学工作来说，影响的因素较多，涉及的范围较广泛，要对它实施评价并建

立相应的评价指标体系难度更大。

4．3．3 一般过程和方法

(1)确定目标层次系统，做好目标层次系统向指标体系的转化。

(2)采用德尔菲法和层次分析法的决策方法来寻找指标体系中的主要指标，从而

建立合理的指标体系的结构。

(3)确立指标体系的权集。常用的有专家评定法(包括比较平均法⋯，德尔菲法)、

层次分析法和熵权法⋯⋯。”3。

(4)做好指标体系的量化工作。

4．4确立指标体系及指标权重的相关方法

4．4．1 德尔菲(Delphi)法

德尔菲法是60年代初美国兰德公司的专家们为避免集体讨沦存在的屈从于权威或

盲目服从多数的缺陷提出的一种预测方法。一般工作程序：(【)确定调查目的，拟订调

查提纲。并同时向专家提供有关背景资料，包括决策目的、调查表填写方法及其它希望、

要求等说明。(2)选择一批熟悉本问题的专家，一般至少为20人左右。(3)向各位选

定专家发出调查表，征询意见。(4)对返回的意见进行归纳综合、定量统计分析后再寄

给有关专家，如此往复，经过三、四轮意见比较集中后进行数据处理与综合得出结果。

每一轮时间约7到lO天，总共约‘个月左右即可得到大致结果。时间过短专家很难反

馈，时问过长则外界干扰因素增多，影响结果的客观性。

德尔菲法的优点是：(1)集思广益，发挥专家的集体智慧，从而避免主观性和片面

性，提供较为客观可靠的信息；(2)有利于专家独立思考，充分发挥自己的见解：(3)

通过反馈，可以了解各种不同看法，相互交流，相互启发，修正个人意见；(4)以专家

掌握的情况、理论水平和经验为判断基础，缺少数据时电可应用；(5)简便易行，具有

较高的可靠性m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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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层次分析法(AHP--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层次分析法(AHP)是70年代美国运筹学家T．L．Satty提出的，在实际中应用发展很

快。AHP是一种求解多目标决策问题最常见及最重要的方法之一，这是t种定性分析利

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系统化、层次化的分析方法，它把人们的思维过程层次化和数量化，

在目标结构复杂且缺乏必要的数据情况下尤为实用。AHP作为常用的决策方法，在很多

领域得到广泛应用，且在应用中不断得到改进和发展“”3。AHP的原理：根据人的思维规

律，面对复杂的选择问题，人们往往是将问题分解成各个组成因素，又将这些因素按支

配关系分组形成递阶层次结构，通过两两比较的方式确定层次中诸因素的相对重要性，

然后综合决策者的判断，确定决策方案相对性的总的排序，从而做出选择和判断。这一

思维过程的关键是层次的划分、权重的确定和排序的并合规则。而实际中所用标度直接

影响指标的权重。很多学者对此作了专|、J研究。国内丰要有：1—9标度㈨‘”1，一2—2标

度。。”，指数标度。⋯，9／9—9／1标度，1 0／10一]8／2标度例，o一1标度“⋯，o 2标度⋯，

o．1一O．9标度。⋯。标度的选择根据实际情况和指标多少确定，其中1—9标度被认为是

最符合人的判断心理的。

层次分析法的基本步骤：

(1)建立层次结构模型。

将有关的各个因素按照不同属性自上而下分解成若干层次，形成递阶层次结构。同

一层的诸因素从属于上一层的因素或对上层因素有影响，同时又支配下一层的因素或受

到FNN素的作用。最上层为目标层，通常只有一个因素，最下层为方案或对象层，中

间可以有一个或几个层次，为准则或指标层，准则过多时(·般指多于九个)应进一步

分解出子准则层。

(2)构造成对比较阵。

从层次结构模型的第2层开始，对于从属于(或影响)上一层每个因素的同一层诸

因素，用成对比较法‘”。和l一9比较尺度法㈨(如表4．1)构造成对比较矩阵，直到最下

层。

假设决策者比较某一层n个因素C．，c，，一，c。对于上一层某个因素的重要性，根据组

1

合原理共需比较去n∽一1)次，把c，对c，的相对重要性电为“口，得成剥比较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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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巾：a。>o ％2÷ ％=1

a¨ n12

a2l a22

日h

“2"

dⅢI

表4．1

尺度a。 含义

1 c．与c，的影响相同

3 c，与c，的影响稍强

b c，与c，的影响强

7 c-，与c，的影响明显地强

9 c，’jc，的影响绝对地强

2、4、6、8 c，与c，的之比在上述两个相邻等级之间

【1、I／2、⋯⋯、l／9 cJ与c，的影响之比为上面“Ⅳ的倒数

(3)计算权向量。

对每一个成对比较阵计算最大特征根和特征向量。利用一致性指标，随机一致性指

标和一致性比率做～致性检验，若通过检验，归一化后的特征向量即为权向量，若不能

通过检验，则需重新构造成对比较阵。用定义计算矩阵的特征根和特征向量非常困难，

特别是矩阵阶数较高时。而且成对比较矩阵基本上是定性比较的量化结果，不必要进行

精确的计算。可用简便的近似方法计算特征根和特征向量，常用的近似方法有幂法、和

法、根法。

●幂法步骤：

①任取13维归一化向量w(⋯。

②计算面‘“1：Aw(“，k：o，1，2，⋯。

酽”归呲∥“”2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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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对于预先给定的精度g，当IⅥ‘“”一We‘‘’l<￡ (f=l，2，⋯，")时，Wi(k+1)即为所求特

征向量；否则返回②。

⑤计算最蒯瞅=去喜≯。
●和法步骤：

①将A的每一列向量归一化得巧=％／∑％。

②肘巧按行求和得可=∑巧。
J2I

{‘l

③将可归一化w，=_f／∑巧，W=(w，，w：，⋯，wJ 7即为近似特征向量。

④计算丑=去喜尘警，作为最大特征根的近似值。
●根法步骤：

①将A的每一列向量归一化得巧=a∥喜吩
②对巧按行求积并开1"1次方得面

／”

⑧将可归一化，"=两／∑可，W=(Ⅵ，w：，⋯，W』，)7即为近似特征向量。
， 悻】

④计算旯=去喜警，作为最大特，征}艮捌媳
(4) 。致性检验

n阶一致阵的最大特征根是n，n阶正互反阵A的最人特征根五≥月，当五：”时，A

是一致阵。 五比n大得越多，A的不一致程度越，·t重，用特征向量作为权向量引起的

判断误差越大。因而可以用丑一"数值的大小来衡量A的不致程度。Saaty将

CI：尘!
心一1

定义为一致性指标。a：0时A为一致阵，a越大A的不一致程度越严重。

39



一
生j!奎堂堂篁堕墨 一一一———_———___——_-————-___^——————____—_—-____v●—————__-__—————_____-—————’，——————一

为了确定A的不一致程度的容询：范围，需要找出衡量A的一致性指标c，的标准。

Saaty又引入随机一致性指标R1(见表4．2)。”3，一致性比率cR

CR：垡

表4 2随机一致性指标RI的数值

1 2 3 4 5 6 7 8 9 10 1l
L——

RI O 0 0．58 0．90 1．12 1．24 L 32 1 41 1 45 1 49 1 51

当CR<O．1时认为A的不一致程度在容许范围之内，可用其特征向量作为权向量。

(5)组合一致性检验

在层次分析的整个计算过程中，除了对每个成对比较阵进行一致性检验，以判断每

个权向量是否可以应用外，还要进行所谓组合‘致性检验，以确定组合权向量是雨可以

作为最终的决策依据。

组合权向量的计算。若第一层只有一个因素，第二层、第≤层分别有n、m个凶素，

记第二层、第三层对第一层、笫二层的权向量分别为

w；”=(一■w黔⋯，w黝7(其中i=l，2，⋯，n)，

以wj，’为列向量构成矩阵为∥t3，=卜f”，⋯，w≯J，

则第三层对第一层的组合权向量为w‘3)=W‘3’W‘”。

一般地，设层次模型共有s层，则第k层对第‘层的组合权向量为

w(m)：∥(t)w(“)，女：3，4，⋯，s，其中W(女)是以第k层对弟k一1层的权向量为列向量组成的

矩阵。

组合一致性检验可逐层进行。若第P层的致性指标为aj”’，⋯，a∥(fl是第

P一1层因素的数目)，随机致性指标为R“⋯，⋯，R，：⋯，定义

R，‘9’=[RIII⋯，⋯，R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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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第p层对第一层的组合一致性比率

CR㈤：CR沪"+黑RI(p p_3，4，⋯，J
)

1 ’。

最下层对最上层的CRI‘’<0．1时，认为整个层次的比较判断通过一致性检验。

4．4 3 比较平均法

比较平均法这种方法是通过分发问题表的形式，让不同类型的专家和有经验的教师

在彼此隔离的情况下填写，然后经过整理汇总、统讨归纳等几轮咨阔，最后专家们的意

见趋于一致，从而确定权重。第一，计算每个指标的权重的平均估计值：第二，汁算每

位专家的估计值与平均估汁值的偏差；第三，请偏差值较人的专家重新考虑，并对上次

估训值做出修订，这样经过反复咨询，就比较客观地获得各指标的权重“3。

4．4．4 熵权法

熵(Entropy)原是统计物理和热力学中的一个物理概念，后来人们推广用存信息

系统中。熵权法是根据各指标所含信息有序度的差异性，也就是信，宫。的效用价值来确定

该指标的权重。利用熵权法估算指标的权重，其本质是利用该指标信息的价值系数束计

算。方法是：对评价指标的初始数据标准化得到评价矩阵R=(_A⋯，其中

根据熵的定义，评价矩阵R中第j项指标的熵为

R。=一—二一y_Ino。

Inm鲁” ”

其指标的熵越大，则对评价的重要性越大，该指标的权重也越人。第j项指标的熵权为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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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教师工作评价指标体系

前面我们论述了影响教师工作评价的因素，这一节我们依据评价指标设计原则，结

合教师工作的特点，通过德尔菲法和层次分析法将评价因素进一步结构化，建立清晰、

明了、易于理解的评价指标体系(见图4．1)。

从主要方面来说，教师工作要从职业道德、教学水平、学术水半三方面考察，各个

方面有通过一些因素具体考察。

图4．1教师：|==作评价指标体系

I!塑堡j

l准则层

1吲索层J

r埘象层{
——— 一

从教师工作评价指标体系可以看出，评价指标有定性指标和定量指标。与之相应的

评价标准分为定性标准和定量标准。对不同性质的评价标准，采fl_|j不同的评价方法。对

于定性指标的评价，因参与评价的人员的不同又通过不同的方法处理评价数据。

4．6评价指标数据的准备

4．6 1 数量化的指标数据的准备

教学工作量(课堂教学工作量，实验工作量，带学生课程设计人数和时数，带学生

实习时数)依据教师实际工作可统计得到基础数据。科研、教改立项数目，论文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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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教材字数，撰写专著字数，专业讲座次数等根据教师实际情况统计得到并一一列出。

关于教师的迟到早退和无故缺课情况可由学生、教学管理人员、评价人员听课几方面反

馈得到。

4．6．2 非数量化的指标数据的准备

对非数量化的指标的数据主要依靠评价人员的调查、听课、访谈并绘制统一的表格

取得。

43



巾北大学学位论文

第5章高校教师工作评价方法的研究

5．1高校教学工作中的决策问题

高校虽然处于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沿，但对于教学管理的现代化研究却起步较晚。教

学工作是高等学校的巾心工作，实现教学管理的规范化和现代化是搞好教学1．作的重要

保证。高等学校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在学校自身的运作过秤中有很多决策问题，

如学校的发展走向，人才的培养与合理使用，学生的培养与发展方向等。在2004年教

育部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教育评估暂行规定》中指m“学校内部评估，即学校内部自

行组织实施的自我评估，是加强学校管理的重要手段，也是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教育行政

部门组织的普通高等学校教育评估工作的基础，其目的是通过A我评估，不断提高办学

水甲利教育质量，主动适应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学校主管部rJ应给予鼓励、支持和指导。”

“基础是经常性的教学评估活动。”高校教师工作评价的意义在于：一是通过对教师工

作的评价，能进一步全而提高学校的教学工作水甲，有助十推广先进的教学经验；二是

通过对教师工作的评价，能从一个重要的侧而掌握教学情况，改进和提高教学质量；三

是通过对教师工作的评价，能为学校教学管理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和民主化服务。在

高校教学工作中引入科学决策的方法可以运用科学的分析方法进行正确的决策，以数据

分析为依据更具有说服力，有效的指导高校教学管理工作的进行。科学决策的方法有利

于高校教学工作的进一步展开和完善，更积极的适应时代的发展。

5．2高校教师工作评价模型的建立

5．2．1 教师工作评价的一般步骤

(1)明确决策问题的性质和目的，对问题进行细致的分析，准备基础数据和详细资料。

(2)根掘评价指标体系将教师工作评价的层次模型模块化。

(3)确定评价方法，实施评价工作。

(4)综合决策者的判断，确定决策方案相对重要性的排序，做出决策。

5．2．2 教师工作评价层次模型的模块化

根据高校教学的特点和有关教学工作条例，制定的指标体系按照三个大的方面：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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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道德、教学水平和学术水平。具体方法是将这三个大指标又细分为若干评价因素并划

分不同的等级，构造出不同的层次分析模型。对于建立的教师工作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及

过程在第四章已做了说明，这里不在重复了。下面将教师工作评价指标体系模块化：

篼一模块：教师工作评价模块(见图5．1)。

第二模块：职业道德模块(见图5．2)。

第三模块：教学水平模块(见图5．3)。

第四模块：学术水平模块(见图5．4)。

第五模块：定量指标评价模块(见图5．5)。

第六模块：定性指标评价模块(见图5．6)。

图5 1教师：[作评价模块

蔗 丽
图5．2职业道德模块

图5 4学术水平模块

45

图5．3教学水平模块

图5 5定量指标评价模块

门⋯㈠掣用斟[墅门⋯川掣薪



中北大学学位论文

5．3定量指标的评价

图5．6定性指标评价模块

在对教师工作进行综合评价时，有一些指标属于定量指标。如教师的课堂教学工作

量，实验工作量，带学生课程设计人数和时数，带学生实习时数，科研、教改立项数目，

科研成果，论文数目，编写教材字数，撰写专著字数，专业讲座次数等；对于这些指标

的评价～般每个学校都有各自的方法。如对于教师的教学工作量采用这样的方法：教师

带‘个班课，课堂教学工作量=实际教学时数，带二个班课，若分班带则课堂教学]二作

量=第一个班实际教学时数+第二个班实际教学时数X0．7；若合班带则课堂教学工作量=

实际教学时数×1．5。每多带一个班重复课均增加实际教学时数的0．7倍，合班上课每

多一个班乘的系数增加0．4。通过这样的方法可将教师的课堂教学工作量统一量化，带

学生课程设计人数和时数和带学生实习时数也可根据各学校不同情况依据一定的公式

统一量化。其它定量指标如论文、科研、教改立项、号业讲座等可根据不同级别乘以不

同的系数得到统一的量化数值。如每篇论文是省级期刊的为1，是核心期刊的为1．2，

是国家级的为1．5，被收录的为2。每一项科研、教改立项是校级的为0．5，省级的为1，

国家级的为1．5。每次学术讲座是校内的为0．5，校外的为O．7，专家级讲座为l。编写

的教材、撰写的专著可根据字数得到量化，如每五万字等同于一篇省级论文。这些定量

的指标虽然通过各自不同的方法得到了量化，但是它们的量纲是不同的。教学工作量得

到的是时数，论文得到的是篇数，科研、教改立项得剑的是项数，学术讲座得到的是次

数，而编写的教材、撰写的专著得到的是字数。剥教师来说有的在这方面强些，有的在

那方面强些，综合起米如何比较成为要解决的问题。为此要应用数据的标准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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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的标准化是通过数学变换消除原始指标量纲影响的方法。标准化方法有很多，

归纳起来，有三大类：直线型方法、折线型方法和曲线型方法““。

5．3．1 直线型方法

将指标实际值与指标评价值作线性变换，即二者呈线性关系。线性标准化方法主要

有闽值法、Z-score法、比重法。

(1)闽值法是将指标实际值X，与该种指标的某个闽值相列‘比，从而使指标实际值

转化成评价值的方法。闽值常采用极大值或极小值，也可采用满意值、不允许值等。

阈值采用极大值或极小值标准化公式主要有：

X

H 2——o
rnaxX

maXX，一x，

Y=l!!!!!。

瞿饕_

⋯xf—ra№in，x，
yf 3———。。2一

X，

一～mln丑，Y，=—二—丝譬
m㈦a≤x。。，一琶婴。

其中引入k和q是为了把”由系数变成百分数，更符合人们的判断习惯。例如把q

没为60，k设为(100 q)。

(2)Z score法公式为：

。：坚[里 (；为样本均值，s为样本标准差)
S

z，也可化成百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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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比重法公式为

z：50+幽×100
10s

5 3 2 折线型方法

有时指标在不同区间内的变化，对被评价事物的综合水平影响是不一样的。这时应

采用折线型方法分段处理。根据学校实际情况折线型方法有以下公式：

(1)y

(2)y

(3)y

化成百分数的公式

O

X，一X口

Xh—Zd

O

X，

X"}

X，<X口

x。≤x，≤X^

X，>X^

X．=0

0<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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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O

0<x，≤X。

X，>XⅢ

丢争
|_y

一厣

1

●，

．引

y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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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芸



中北大学学位论文

X，=0

‰)0<z，<x。，其中Yw为基本分。

XJ≥XⅢ

5_3．3 曲线型方法

采用曲线型标准化方法，意味着指标实际值对评价值的影响小是等比例的。常用曲

线型标准化公式：

(1)升半r型分布

(2)升半正态型分布

(3)升半凹(凸)分布

(4)升半哥西分布

o 0≤X≤a

垆11一g_“M) x>口’

y=他0Ⅲ～，眶戮，其忪c，

0 0≤x≤订

“(X--61)‘ “≤。≤“+面1
· x≥盯+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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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x≤“

X>“

O≤x≤以

口<x≤b

x>白

0O

玉‰o

0

+

m

％

篇
O

。，●●●●●●●●，、●●●●●l

=y

6一
+一2

口一r

o

L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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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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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4 三类标准化方法的比较

曲线型方法是较高级且较精确的方法，它能较准确地反映出指标实际值与评价值之

间的关系。但是从应用上来说，曲线型方法难度大：一是在公式的具体选择上；二是在

具体公式中的参数确定上；三是在计算上复杂。直线型方法较简单，带有近似性，但却

比较粗糙。折线型方法从实际应用的角度来考虑，既避免了曲线型方法确定的困难，又

避免了直线型公式的粗糙。现实中，指标实际值与评价值呈非线性关系，且拐点不多(关

系变化不多)时，可采用折线型方法。

针对三种方法的特点，在选择标准化方法上要注意根据综合评价对象的实际情况来

确定所用公式，既要能够客观地反映实际值与事物综合发展水平问的对应关系，又要简

便易行，因而在不影响被评价对象削相对位置的前提下，可用近似的、简化的直线型或

折线型来代替曲线型。实际教学L卜|我们对教师教学既要充分利用教师资源又要保证教学

质量，因此采用折线型方法计算教师的教学工作量较为合理。根据我校的科研实际情况，

对教师科研情况的评价采用直线型方法或折线型方法计算。在利用直线型方法时要注意

极值法与Z score法各自的特点，极值法对指标数据的个数和分布状况无要求，依据的

原始数据信息较少，便于数学处理，转化后的数据相对数性质较明显；Z—scorc法要求

数据个数较多，依掘的原始数据信息较多，当原始数据呈正态分布时转化结果比较可靠，

转化后的数据相对数性质不明显，存在负值，有时会影响进一步的数学处理。

5．4定性指标的评价

在评价指标中除定量指标外还有定性指标。这里定性指标包括思想品德、教学态度、

为人师表、教学方法、教学效果。定性指标的评价由评价人员听课检查填写问卷调查表

(见附表一1)，每一项指标评价分优、良、中、差四个级别，分值分别对应为100、80、

60和40。通过统计分析法建立评价矩阵，进行计算得到每‘项定性指标的相应分值，

使定性指标数量化。

计算时，凼学生参与评价人数较多且素质参差不齐，可采用20-法。而同行参与评

价人数相列较少，可采用修正后的加权平均法。专家一般人数最少目均有较高的素质，

可采用加权平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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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教师工作评价的数学方法

5 5．1 模糊综合评价法⋯1。

设评判模型中因素的集合为：U=“，⋯，“，，)，共n个因素；(如“．表示政治思想、“：

表示敬业精神。)

没评语的集合为：V={”∥一，v。}，共m个等级；(如V，表示优，V：表示良，b表示

中，v。表示差。)

设第i个因素的单因素评价为R，

R，=◇。12⋯‰)(1≤i≤H)

R，是U上的模糊子集，o(1≤‘，≤m)表示第i个因素的评价剥于第j个等级的隶属

度(如_，表示第一个因素政治思想“、对于第三个等级b qJ的隶属度)。n个因素的总的评

判矩阵R为：

R1

R，
●

-

：

R。

设各因素对目标权重A=0，，4：，⋯⋯，。。)，其中，。，>0(1兰i兰n)且∑口，=1(如
i=1

q=0．5，口：=0．5分另U表示因素U1政治思想、就2敬业精神划于目标思想品德的权重)。从

便于评语量化的角度将每个评语等级v，(1s，玉m)和一个分值c，对应(如优对应100，

良对应80，中对应60，差对应40)，则有c=(c。，C：，⋯⋯，C。，)7。从而单冈素下的意见

集中为B⋯R C慨，b：，⋯⋯，6。)，其中，“。”为模糊运算符号，b，为评价对象在i个因

素下以分值体现出的评价结果。综合评价分值为D=∑q·b，。

5．5．2 统计分析法

(】)2口计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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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将In个人对单因素i的评价结果按从大到小排序，依据概率与统计的方法，去

掉大的[2．5m％]和小的[2．5rn％]个，取从第a=[2．5m％]+1个到第b-ra一[2．5m％]个的对应等

级，按各等级所占人数的卣分比计算因素i对评价等级j的隶属度勺，得评价矩阵R。

例如100人对甲教师思想品德进行评价，思想品德中的政治思想一项中50人打优，

30人打良，16人打中，4人打差，思想品德中的敬业精神一项中42人打优，30人打良，

20人打中，8人打差，去掉2个高分和2个低分，得甲教师思想品德的评价矩阵R

0．5 0．3125
R=I

}0．4167 0．3125

0．1667 0．0208

0．2083 0．0625

再计算评价对象在第i个因素下的得分： 6，=∑勺·C， ，其中C，是勺对应等级
／一1

的分值。

(2)加权平均法。

按各等级所占人数的百分比计算因素i对评价等级j的隶属度0，得评价矩阵R。

再计算评价对象在第i个因素下的得分： b，=∑白·C， ，其中C，是勺对应等级
J-}

的分值。

b，=∑勺·C，。
严I

(3)修正后的加权平均法。

修正后的加权平均法是考虑剑单因素下对某一评价对象的评价意见应相对集中而

建立的一种数学模型。应用时先划加权平均法巾的评价矩阵R进行修正⋯3；

则

， 、 ，"

对于 月，=(‘l 12 ⋯‰)，求 ITIaX，=。l，，rain
厂J‘

得到修正后的判断矩阵为

n，一raint

2max—ml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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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进行行向量归一化。

例如

一j _：

‘唛

一：，

‰

0．2 0．5 0-25 0．05l
R=l l，

Lo．3 0．4 0．2 0．1 J
4

m缸1 2苫‘』2 o·5，mi“1 20·05，max2
2
o·4，min2。o-1。

修正后的判断矩阵

2X0．2—0．05 2×0．5—0．05 2×0．25 0．05 2×0．05一O．05

2×0．5—0 05

2×0．3—0．1

2X0．4—0．1

2×0．5—0．05
2X0．4—0．1

2×0．4—0．1

2×0．5—0．05
2 X0．2—0．1

2×0．4—0．1

2×0．5—0．05

2X0．1—0．1

2X0．4—0．1

o-3684 1 o·4737 o·0526 l笪!!!!至坚．．些>_R：l o·1 944 o·5278 o·25 o·0278

0．7143 1 0．1875 0．0625 0．3125 0．4375 0．1875 0．0625

5．6教师工作的评价的个例分析

5．6．1 对评价指标体系的各层构造成对比较阵，计算权向量

(1)对于模块一，准则层的三个准则职业道德曰．、教学水平马、学术水平B3相列

于目标层综合评价A，利用成对比较法和卜9标度法，构造出相对重要性判断矩阵R。

准则层口．，口：，日，是目标层A的三个重要表现因素，对于教师工作来况可适当侧重，

侧重程度可根据经验法或专家咨询法确定。如要强调教学水平，同时兼顾学术水平和职

业道德构造的矩阵为

R=

1％％
4 1 2

2％1

53



中北大学学位论文

利用和法求出最大特征值和特征向量，并做一直性检验(表5．1)。

爿w(2

必
2

1

0．429

1-714

0．857

0．429

1．714

0．857

一慝
．『0,143

型二．些}l o．571

0．286

．143 0143 O．143

．57l 0 571 0．571

286 0．286 0．286

W(2

㈦1—0 429+坐+塑1：3．000
3、0．143 0．571 0．286。

C／：尘竺一3．000-3 0
”一1 2

当n=3时，R／=0．58(见表4．2)

CR⋯C1—0—：O<O．1
R， O 58

表5．1准则层对目标层的权向量及一致性检验

A B1 B2 B3 w(2) CI CR

B1 1 0．25 0．5 O 143

B2 4 l 2 O．57】 O 0<0．I

B3 2 O．5 1 0．286

(2)模块二、j、四相对比较阵及计算结果(表5．2、表5．3、表5．4)。

表5．2因素层对准则层B1的成剥比较阵、权向量及一致性检验

B1 Cll C12 C13 w131 CI CR

Cll 1 1 1 O 333

C12 1 l 1 0．333 0 0<0 1

C13 l 1 1 O．333

表5．3因素层对准则层耻的成对比较阵、权向量及一致性检验

B2 C21 C22 C23 w13’ CI CR

C2l l 0．333 1 0．211

C22 3 1 2 0 548 0．009 O．016<0．1

C23 l O．5 l O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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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4剐素层对准则层B3的成对比较阵、权向量及一致性检验

B3 C31 C32 C33 wP CI CR

C31 l l 1 0 333

C32 l l 1 0 333 O 0<0．1

C33 1 1 1 0 333

说明各模块都通过了。致性检验，求得的特征向量可阻作为权向量。

(3)计算组合权向量并做组合一致性检验

第二层(准则层)对第一层(目标层)的权向量记作w‘21=(0．143，0 571，0．286)7，第

二层(因素层)对第二层(准则层)的权向量记作w；”=(w譬’，w譬’，一；’)7(其中i=l，2，

3)。一般地，设层次模型共有S层，则第k层刈笫层(设只有个因素)的组合权向

量为w‘‘’=W／k)w{k-1)女=3,4，⋯，S，其中缈‘‘’是以第k层对第k—l层的权向量为列向量组

成的矩阵。所以第i层对第一层的组合权向量为

其中

0．333

0．333

0．333

0

O

O

O

0

0

O

O

0

0．211

0．548

0．241

0

0

O

O

0

0

0

0

O

0．333

0．333

0 333

CR㈣=CR∽”+器，p

O．143

0 571

0．286

0．048

0．048

0．048

0．120

0．313

0．138

0．095

0．095

0 095

C／‘m=[ai“，c中1⋯，a∥]w‘川’， RI‘”1=[JR掣”，R口1，⋯，RIj
f 0．143

0】0．571
1 0．286

。。。s，RI(3 3=(0．58。．ss。．ssf；ji；i]=·
CR㈣=CR㈣+器

所以，通过组合致性检验(见表5．5)。

O+0．005：0．005<0．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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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5因素层对目标层的组合权向量及组合一致性检验

因素层对目标层的组合惑 B1 B2 B3 w(2)
权向量

C11 0 333 0 0 0．048

C12 0 333 O 0 0．048

C13 0 333 O O 0．143 0．048

C21 0 0 211 O 0．120

C22 0 0 548 O 0 571 0．313

C23 O 0 241 O 0．1 38

C31 0 0 0_333 0．286 0．095

C32 0 0 0．333 0．095

C33 0 0 O-333 0．095

丑 3 3 01 8 3 3

CI O 0．009 0 0 0 005

RI O．58 O．58 0 58 O 58 0．58

CR O O 016 0 0 0 009<01

5．6．2 计算被评价教师对因素层各因素的分值

(1)模块五中计算定量指标的分值，例如甲教师定量指标完成情况如表5．6。

表5．6 甲教师定量指标完成情况

C2】 C3 C32 C33

：L作量 论文 教材 讲座 立项 成果

3。。
1 2 l 0．7 0 5

0
2 2 1．2

x'100 0≤x，≤x。
Y={‰ ”7，

【100 x，>x。

其中，x。为学校要求完成的工作量，xi为教师实际完成的工作量。(这里定义x。=400)。

将甲教师一=300带入公式计算工作量C：，得分为

v：300100：75匀'-。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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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C，：、C。的训‘算带入公式

O

儿+王(100
X，，

100

z=0

Y。)0<x，≤x。

X』>石Ⅲ

其中x。为学校要求完成的数量值，y。，为基础分值，一为教师实际完成的数量值。(这里

定义z。=2，y。=50)。将甲教师x，=2．2、1．2、0分别带入公式计算c”C”c∞得分
分别为100，80，0。

(2)在模块六中，为了便于评价人员对因素层中的五项定性指标进行评价，分别

将五项定性指标具体细化，见表5．7。

表5．7对因素层L卜『五项定性指标具体细化

定性指标(c层) 细化指标(D层)

政治思想D11
思想品德 c儿

敬业精神D12

丁作纪律D21

教学态度 C12 备课充分，讲课情绪饱满，作业批改、课屙答疑及时D22

听取学生意见的态度D23

上课青行规范D3l

为人师表c13 关心学生成长D32

教书育人D33

教寨(课什)内容充它、符合。灯纲罂求．亟占突⋯D41

熟悉内容，讲课条理性强，利间安排合理D42
教学力法C22

讲课具有启发性D43

语言简洁、准确、生动，板书：l。：整，使用现代化教学手段D44

完成教学任务D5l

教学效果C23 直觉效果D52

综合效果D53

D层对c层用层次分析法构造成刈比较阵及计算结果如表5．8、表5．9、表5．10、

表5．1I、表5．12。

表5．8D层对C1 1的成对比较阵、权向革：及一致性检验

Cll D11 D12 Ws Cl CR

【Dll 1 1 0．5
0 0<0．I

D12 1 1 O．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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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9 D层对C12的成对比较阵、权向量及一致性检验

C12 D21 D22 D23 W6 CI CR

D2i l 0333 O．5 O．1 70

D22 3 l 1 0．443 0．009 O．016<0．】

D23 2 l l 0．387

表5 10 D层对C13的成对比较阵、权向量及一致性检验

C13 D31 D32 D33 W7 Cl CR

D31 1 1 1 O．333

D32 l 1 1 0 333 O 0<0 1

D33 1 1 l 0．333

表5．1l D层对C22的成对比较阵、权向量及一致性检验

C22 D41 D42 D43 D44
Ws CI CR

D4l 1 1 l 】 O 25

D42 】 1 l 1 O，25 O 0<0．1

D43 】 1 1 1 O 25

『D44 1 1 1
1 O25

表5 12 D层对C23的成对比较阵、权向量及一致性检验

C23 D5l D52 D53 W9 CI CR

D51 1 1 3 0 443

D52 1 1 2 0 387 0 009 O 016<0．1

D53 O 333 O．5 1 O】70

(3)计算对甲教师C¨、C。C。C：：、C：，的评价分值

现由学生100人，『司行10人，专家3人根据附表一1评价甲教师的思想品德C⋯

教学态度C。为人师表C。教学方法C：：、教学效果C。。学生的评价采用2盯计分法，

同行的评价采用修正后晌加权平均法，专家的评价采用加权平均法，统计得学生对甲教

师ClI、C”C13、C22、C23的评价矩阵R¨、R”R”R14、RI5分别为

一
0．5 0．3125 0．1667 0．0208

置1 2l o削67 o．3125 o-2083 o．0625l

『o．8333 o·1667 o o]
R12=I o．6250 o．3125 o．0625 0

10,6042 0,3229 0,072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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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604

R】3=l 0．3125

0．2917

R14

Rl 5

统计得同行对甲教师C¨、

0 3646

0．4167

0．2917

0．5

0．5

0．3125

0．3646

C12、c】3、

0．1875

心·2k125

R"

R23

R24

O．4

O．3125

O-3125

0．3125

O．1875

O．1 875

O-3125

O-3125

O．4

0 4

0．4

O．3125

0．3125

。0：552}。048 0。：216。6873。：。005 0 1458 0 026。2851．

． ．
．

0．3646 0．2083 0．0625

0．3958 0．125 0．0625

0．5417 0．1042 0．0625

0．3125 0．125 0 0625

0．3125 0．125 0．0625

0．4375 0．1 875 0．0625

0．5 0．0729 0．0625

0．5625 0．1 875 0．0625

0．4375 0．1 875 0．0625

删0．5 0．1：00
4375 0 875 0

062504375 0 1 875 0 0625]． 1

． ．

0．4375 0．1 875 0．0625

0．4375 0．3125 0 0625

0 5625 0．1 875 0．0625

。0：45i62755。0：01 6i7255。0：。066225503 0 3

003 0 3 0]
． ．

．

． ．

O．3

0．4375

0．4375

0．3

O．1875

0．1875

O

0．0625

0．0625

统计得专家对甲教师C¨、C。C．，、C：，、C：，的评价矩阵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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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6667 o．3333 0 ol
R2I 2k667 03333 o oJ

R，，

R23=

R24

0．6667

0．3333

0．3333

0．3333

0．6667

0．6667 i|]
0．3333 0．6667 0 0

0．3333 0．3333 0．3333 0

O．3333 O 3333 O．3333 0

0．3333

0．3333

0．6667

O 0 O

0．6667 0 0

0．6667 0 0

0，3333 0 0

0．6667 0．3333 O 0

0．3333 0．6667 0 0

0．6667 0．3333 0 O

应用公式BⅣ2R¨C，DⅣ=％‘BⅣ (i=l，2，3：j=t，2，3，4，5)，得学生、

同行、专家对甲教师C¨、C∽C。C22、C：。的评价列表(表5．13)如下：

表5．13甲教师ClI、C1 2、Cl3、C22、C23的评价得分表

思想品德 教学态度 为人师表 教学方法 教学效果

ClI C1， CI 3 C”
，1

学生 83．75l 91．929 81．097 82．555 82．782

同行 78．750 81．020 77．423 81．625 80．886

专家 93．334 87．800 82．135 91．667 90．754

对甲教师C¨、C。C。C。C：，的评价总分值为

D=W·R=(o．4 0．3 0．3】78．7501

83．75

93．334

91．929 8 1．097 82．555 82．782

8 1．020 77．423 8 1．625 80．886

87．800 82．135 91．667 90．754

(85．126 87．418 80．306 85．010 84．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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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3 计算被评价教师工作的总评价分值

对甲教师就职业道德E的评价为

D，=(85．126 s，a⋯们。s憾
对甲教师就教学水平B：的评价为

31

3 l=84 283。

3 J

0．211

D2=(75．000 85．010 84．605】0．548

对甲教师就学术水平B的评价为

D3=(100 80 0】0．3330
3f．33

【0．333

0．241

82．800。

59 94。

第三层(因素层)对第一层(目标层)的组合权重为

w‘3’=f0．048 0．048 0．048 0．120 0．313 0．138 0．095 0．095 0．095)7

对甲教师各因素的评价分值构成的向量为

D7=(85．126 87．41 8 80．306 75．000 85．010 84 605】00．000 80．000 0．0001

对甲教师工作的总评价分值为D’．w(”：76．520。

用这样的方法对教师工作进行评价，弥补了层次分析法的不足，而且可用于被评价

教师较多时的情况。其中对于定量指标的计算可根据具体情况确定不同的标准值。

61



中北大学学位论文

第6章高校教师工作评价系统设计与模型实现

通过对第四章、第五章的分析，我们对高校教师工作评价的内容、方法、评价方式

有了一定的了解，高校教师工作评价的内容、方法、评价方式的特点决定了计算机是我

们进行评价工作不可缺少的T具。

6．1教师工作评价系统的主要技术基础

本系统属于～种专用的决策支持系统。作为专用决策支持系统，它必然涉及到专业

应用领域的相关知识。本系统正是在教师管理的基础上，应用相关知识，技术和经验，

并考虑实现一些具有实际决策意义但目前尚未很好实现的决策功能，明确决策支持系统

的目标和任务，以此建立教师工作评价决策支持系统的功能结构。另外，使用决策支持

系统必然要引入众多的数据处理模型，冈而还需要强大的模型技术，这是决策支持功能

赖以实现的主要工具。本系统的模型技术主要集中于列评价数据进行分析的各种综合模

型、评价模型。

教师工作评价决策支持系统主要基石f|}技术如图6．1。1。

幽6 I 教帅工作胖价决策支持系统主要基础技术

(1)教师工作评价技术

指多年来在教师：L作评价中积累得到的一套对于教师工作评价中对个体和群体T

作进行测量、评价、分析的方法。主要研究评价者应从何角度进行评价，应对哪些内容

进行评价，各评价内容f刚的权重应如何分配，评价工具应如何没计，评价中应如何与各

相关人员进行沟通，由谁来进行评价，如何使用评价结果，评价过程如何管理等。

(2)决策支持系统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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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前所说，决策支持系统技术是一种通过人机交互，解决半结构化、非结构化管

理问题的计算机辅助决策技术。不同于MIS只能解决结构化问题，它能解决半结构化问

题，直接为决策服务，且更注重效果。决策支持系统的结构有许多种，常见的有二大类：

·类是以模型库为核心的传统的决策支持系统；另一类是以数据仓库为核心的新型决策

支持系统。在实际应用中两类系统的区分并不严格，一个决策支持系统既可以有明显的

数据仓库，也可以有明显的模型库系统，兼收并蓄两大类技术的优点，比如采用数据仓

库技术提升原有的数据库技术，在数据仓库的基础上使用各种数据挖掘模型进行数据分

析。形成DW+DM+MB的新型综合决策支持系统技术。

教师工作评价决策支持系统是决策支持技术在教师工作评价中的应用。

(3)评价技术分析模型

模型方法是评价决策支持系统功能得以实现的关键技术，无论足独立的模型库系统

还是已经融入到数据仓库和数据挖掘技术中的模型分析方法，分析模型的质量是区分决

策支持系统质量的重要指标。

分析模型是对客观事物的一种抽象，人们通过对模型的认识来增加对复杂问题的理

解和处理。决策支持系统中使用的模型主要是数学模型和数据处理模型。最具有代表性

的是数学分析模型，指用数学方法对系统进行分析模拟的方法。它是对处理过程的一种

高度概括。模型形式一般有：方程形式、算法形式、程序彤式。

6．2系统模型面向的对象

本系统模型主要是针对在校教师而设计的，旨在对教师工作的方方面面(如职业道

德、教学水平、学术水平、综合情况等)做出相应的评价。同时此模型是灵活多变、易

移植的，它可以通过改变其评价指标，移植到不同部门、企业对员工进行评价，以掌握

单位人员的工作情况，提高单位的管理水平，改进工作中的不足，促进单位工作的良好

发展。

6．3系统模型设计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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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统目标在于方便决策者对一些特定的时间依据此系统做出正确的决策或对员

工进行科学的管理。从而建立动态系统模型使系统资源不断更新，保证了数据的有效性。

在功能上要求：(1)有友好的界面提示，便于用户使用。(2)使模型能组合和重复

使用，以提高丌发和管理效率。(3)能按用户要求，通过数据的输入或调用，实现多种

方法的评价结果排序。(4)具有良好的通用性和适用性。

在结构上要求：(1)综合评价技术和数据库技术的综合集成，方便用户选择指标数

据与评价方法组合成模型。(2)程序设计按照各功能模块逐步细分，使之稃序化、结构

化，便于修改和功能的扩充。(3)有较好的完善性维护功能。(4)系统设备维护功能。

可进行数据整理、备份、系统恢复等维护，还可设置通行口令及操作权限，对数据信息

进行加密”⋯。

6．4系统模型的功能

本系统功能是多层次、多方面的。单就教师工作评价来说，不是根据一、二个方而

考查的，而是通过多个层面考查的。这样才能反映出教师工作的综合水平。而且决策者

也可根据具体需要从一个或几个方面对教师进行评价，进而做出决策。例如，评选教学

能手，评选学术带头人，指定教师的培养计划。本系统的可变性更为重要。学校在发展，

对教师的自身素质和专业水平的要求也在不断的提高。如果用几年不变的一利·评价模式

和评价指标来评价教师的工作，不仅起不到提高教学管理和教师教学水平的目的，而且

可能会有相反的作用。因此评价指标要随着学校的发展方向以及实际需要不断地进行变

更。比如现在要选拔教师赛讲，就要增大教学水平这一项的权重，这一项中尤其要增大

教学方法的权重。

系统中不仅是评价的指标可以变更，同时，评价的算法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和要求

做相应调整。何时用层次分析法，何时需要加权平均处理都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系统

具备这样的功能，用户或决策者不需要太多的计算机知识便可以进行人机对话。

6．5系统的运行结构

教师工作评价的系统运行结构如图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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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用户层面上，该结构扩大了用户的范围，便于更多的人使用。同时加入系统管理

员定期对系统进行维护与更新，当系统出现故障时，系统管理员负责检修。

当决策者在做决策或管理者对人员进行管理时，一定要有相应的依据，这里模型计

算为用户提供了良好而准确的依据。而且管理员在维护系统时，可以对模型计算部分做

相应的调整。

系统中模型的计算来源于相应的数据和对应的公式，数据来源于不断更新的数据

库，公式从方法库中选取，处理什么样的数据，要选择合理的公式。

图6．2 教师上作评价的系统运行结构

数据库是整个系统的核心部分，对数据库的维护与更新是很重要的。数掘库中存储

着大量的数据，它的主要来源有三方面：一是旧的数据。我们做判断时不能只看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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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要看一个事件的发展情况，因而离不j。1：旧的数据。二是新数据。决策者要作决策或进

行判断，新数据是非常关键且不可缺少的。新的数据是数掘库的新生力量，只有不断地

加入新的数据，不断地对数据库进行扩充，才‘能为决策者提供更有利的决策依据。三是

外部数据。决策者要进行科学性的、有发展性的决策，还要了解外部环境的发展情况，

与其它学校的情况相比较，发现长处与不足，才能制定科学、有效的发展策略，因此外

部数据是必不可少的。对以上三种数据的采集主要是面向教师、员工、学生、同行、专

家等等。将从不同角度荻得的数据进行分析、综合，这样做出的评价才‘更科学、更合理。

现阶段，获取数据的主要途径是通过网络、邮什和调查表，随着时代的发展，会出现更

先进、合理的途径来获取数据资源。

6。6系统的初步实现

高校教师工作评价决策支持系统是非常庞大的，基于目前研究成果，对该系统进行

了初步设计和简单实现。

图6．1 指标一致性检验界面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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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蚓6．2 指标一致性检验界而2

图6 3 数据输入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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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综合评价结果分析

图6．3 评价结果界面

在教师工作评价系统的支持下，渊用模型库中的模型、方法库中的方法、数据库中

的数据进行综合评价。综合评价是一种应用广泛的数字方法““。本系统支持下的教师工

作评价对定性指标和定量指标采用不同的方法进行评价，对各指标的结果综合而得到对

决策目标的总评价和优劣排序。在对评价结果进行分析、比较的基石}|{上，可以根据结果

设定评价的等级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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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结论

本文钊刺‘高校教师工作的特点，运用决策理论和多目标决策的分析方法，分析了影

响教师工作的因素，然后抽象出来形成指标，利用德尔菲法和层次分析法归纳分类，建

立了教师工作评价的指标体系，在指标权重的确定中采用AHP法。并初步解决了教师工

作评价中既有定量指标评价又有定性指标评价的难题，采用不同的评价方法对两类指标

进行评价：在定量指标的评价中用折线型法将不同量纲的数据标准化，并根据人们的习

惯化为百分数：在定性指标的评价中由学生、专家、同行三方面给予评价，针对这三方

面评价人员人数和素质等方面的差异，分别采用不同的统计分析法(20-计分法、加权

平均法、修正后的加权平均法)对原始数据处理得到评价矩阵，结合运用模糊综合评价

法得到定性指标的评价结果，最后综合各方面得到教师工作的评价结果。在决策支持系

统理论基础上，使用计算机作为评价辅助工具，建立了教师T作评价系统，并对该系统

进行了初步设计和简单实现。

本文所采用的方法突破常用的AHP法粗略、主观、评价对象小能太多等缺陷，将AHI’

法、模糊综合评价法、统计分析法和不同量纲的数据标准化方法有效的结合起来，对其

它同类型的评价工作有借鉴的作用，该评价方法具有一定的通用性，为该方法的推广做

了有益的探索。

尽管本文在教师工作评价方法上做了一些研究工作，但由于涉及许多细致而且复杂

的细=市，加上由于时fHJ、资料及作者能力的限制，本文所做的研究仍有许多不足之处，

留下许多仍需探讨的重要问题；(1)指标体系有待于进一步改进和完善；(2)对多种评

价方法作全面的研究，寻找更新、更适合、更便捷的评价方法，以提高教师工作评价的

科学性和可靠性：(3)进一步努力，使其成为完整的教师工作评价系统：(4)对高校其

他人员的工作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及评价方法的研究；(5)在使用中，做连续的跟踪分

析，结合决策者的意见，不断完善。总之，要使其技术开u使用范围小断的发展和成熟，

还需要我们继续努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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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表1 定性指标评价表

附录

定性指标
细化指标(D层)

等级

(C层) 优 良 中 差

思想品德 政治思想D11
C11 敬业粘神D12

教学态度
二|=作纪律D21

备课充分，讲课情绪饱满，作业批改、课后答疑及时D22
C】2

听取学生意见的态度D23

为人师表
上课言行规范D31

关心学生成睦D32
C1 3

教书育人D33

教案(课4'I)内容允实、符合大纲要求，重点突出DZil

教学方法 熟悉内容，讲课条理’陛强，时问安排合理D42
C22 讲课具有启发性D43

语言简洁、准确、生动，板书T整，使用现代化教学手段D44

教学效果
完成教学任务D5]

直觉效果D52
C23

综合效果D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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