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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内涵发展】 

 

英国教学卓越框架（TEF ）：理念、标准与启示（中） 

三、英国《教学卓越框架》的评价标准 

（一）“教学卓越”评价的方面 

大学教学的评价是一项综合而又复杂的系统工程，评价应该考虑诸多可能影响教学效

果的因素。因此，“教学卓越”要体现在三大方面：教学质量（teaching quality）、学习环

境（learning environment）和学生学习成果、收获（student outcomes& learning gain），

并对每个方面的评价内容进行详细的描述。 

 

具体而言，教学质量偏向于教师的教学过程评价，学习环境则侧重课程设置和教学硬

件设施，学生学习成果与收获偏重学生的学习成果评价。TEF 认为，所谓“教学卓越”必须

体现以下 原则 :(1)教学卓越必须包含和反映不同学校、学科和目标之间的差异性与多样性，

并不是让所有学生都在一个相同的教学模式下接受所谓最优质的教育； (2)教学卓越应是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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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多种因素的，并突出地体现在某个（些）方面，但绝不是整体的卓越； (3)教学卓越的定

义要在学生、高等教育机构和雇主之间存在差异； (4)教学卓越的实现要具有一定的难度，

要考虑时间、挑战和变革等特点。这些原则直接决定着具有哪些教学活动才有可能是卓越的，

也只有具备这些特征的教学活动才能在原则上被纳入 TEF 的评价程序。 

（二）“教学卓越”评价标准的设计原则 

TEF 标准设计采取了 “通用标准”+ “自选标准”的设计理念与方式。 “通用标准”

就是适用于所有高等教育机构的共同标准 （Common metrics ），这些标准主要依据英国目

前较为成熟的 NSS 和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局（QAA）数据库中的监测数据库（详见表 2），

这也构成了 TEF 评价的主要标准和证据来源，因为数据的普遍性和权威性从而保证了评价的

公正与统一； “自选标准”又被称为“附加证据”（Additional evidence ），是被评价高

校自行决定提供的佐证材料，只要符合“教学卓越”的基本原则，可以证明高校自身教学卓

越就可以被评价小组成员认定为“自选标准”，计入最终的评价结果中，这就最大限度保持和

鼓励各高校不断进行教学创新与改革的积极性。在此基础上，TEF 提出了评价标准设定的具

体 原则： (1) 有效性：评价标准要能够有效地测量或反映教学质量；(2) 稳定性：评价标

准要基于准确的监测数据，以确保对质量的严格把握； (3)综合性：评价标准要尽可能地覆

盖全面（个别自选标准除外），保证机构和学科之间能够进行水平比较； (4) 可信性：评价

标准要能够获得学生、社会和相关行业的认可； (5) 时效性：评价标准已经连续收集了 3 

年，今后也将不断更新和修订，以确保评价标准能够反映英国高等教育的实际情况。 

 

考虑到不同学校的学生入学时可能存在客观差异，TEF 在“通用标准”的设计和测算

上，依然引入英国传统的“标杆基准”（Bench—mark）作为技术处理手段。该计算方法可以

将不同学校的学生种族、性别、学业基础、家庭背景和所学专业情况等具体指标进行加权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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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确保体现参评高校的实际情况。 

（三）“教学卓越”评价标准的具体内容 

1.  教学质量方面的评价标准 TEF  从教师教学能力的专业发展和学生学习效果两个

角度对教学质量进行评价标准的设计，关注学校在制度和文化层面对教师教学能力的支持、

奖励，重视学生对教学活动的体验与反馈。具体包括：在教师发展方面，规定高校形成“承

认和奖励教学卓越的制度文化”； 在学生学习方面 ，规定教学能够提供有效的刺激与挑战，

并且可以鼓励学生参与到教学活动中；课程的设计、开发、标准和评价能够有效地促进学生

去发展知识和技能，充分挖掘学生的潜能；对学生学习的发展、过程和结果进行有效的反馈

与评价（详见表 3）。 

 

这一标准的评价证据主要是：高校为教师教学的专业发展提供连续支持的学术团队；

对教学卓越的教师在认证、奖励、晋升等方面提供足够的制度和文化保障；要对教学卓越的

教师在地位、待遇等方面有所倾斜和照顾；学生对教学的满意度、挑战性和互动参与性的反

馈调查；校外专业人员的考察与反馈；专业认证；教师与学生交流的时间；学生独立学习和

研究的时间等。 

2.  学习环境方面的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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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质量与学习环境密切相关，学习环境对学生学习的支持力度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

学生学习的最终成果。因此，TEF 在学习环境的评价标准中， 着重考察网络教育形式（比

如，MOOC 等）、 跨学科教学环境，以及专业实习环境与学科理论教学之间的衔接转换等问

题。其具体标准包括：为学生学习提供支持，且能提供有助于其自主学习和研究技能发展的

有效资源；通过教学和学术，科学研究和专业实践之间的联系，拓展学习的学习环境和空间；

最大限度地结合学生自身特点提供学习环境和学术支持（详见表 4）。 建议的支持材料为：

已经被证明有效的学生反馈和学生对设施质量（物理的和虚拟的）的反馈；有商业、工业或

专业协会等外部相关者参与设计的课程和实施方案；学生对学术资源的有效利用；对评价工

作本身的个性化反馈；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互动机会和场所；为学生提供学业情况分析和个人

未来学业和职业的发展规划。 

 

3.  学生学习成果与收获方面的评价标准 

TEF 十分重视学生学习结果和收获在教学质量评价中的地位和价值。坚持以 OBE 的教

育理念来定义和理解“教学卓越”的学习结果评价， 以学生为中心，着重强调学习结果和

学生就业在教学质量评价中的重要地位，从学生的最终学习结果来反推教学质量，对教师教

学质量进行评价，突出对学生成功提供机会和支持。 其具体标准包括：学生实现自身的教

育和职业目标，包括学业或就业方面的进修；学生获得能为他们的个人生活和职业生涯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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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知识、技能和能力；让任何背景的学生取得积极成果，尤其是那些处于不利背景的学生和

更不利于取得积极成果的学生。 建议的支持材料为：就业结果和学生反馈；雇主参与课程、

专业机构的课程认证以及旨在提高就业能力和可转让技能的课外活动；平均绩点（GPA）等方

法记录学生成绩的影响等（详见表 5）。 

 

(摘编自 2017 年第 8期《外国教育研究》) 

【新动态】 

我国超八成卓越论文来自高校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近日发布的 2017 中国科技

论文统计结果显示，中国国际科技论文数量连续 8年排在世界第二位。SCI数据库 2016年收

录中国科技论文 32.42 万篇，占世界份额的 17.1%，所占份额较上一年度提升了 0.8 个百分

点。一篇论文发表后的被引用率，被国际学术界普遍认为是测度其影响因子大小的一项重要

指标。根据 2017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2007年至 2017年（截至 2017年 10月）中国科技

人员发表的国际论文共被引用 1935 万次，与 2016 年统计时相比，数量增加了 29.9%，超越

英国和德国，闯入世界第二位。中国的这种进步趋势，还体现在广受国际学术界认可的能反

映世界科学界最新科学发现和研究动向的国际热点论文数量增长上。截至 2017年 10月，中

国国际热点论文（近两年间发表的论文在近两个月得到大量引用，且被引用次数进入本学科

前 1‰的论文称为热点论文）数量为 703篇，占世界总量的 25.1%，世界排名保持在第三位。

同期，美国热点论文数最多，达到 1553篇，占世界热点论文总量的 55.5%；英国以 820篇位

居世界第二。就篇均被引用率而言，中国平均每篇论文被引用 9.40次，比上一年度统计时提

高了 9.9%。这意味着 2016 年 9 月至 2017 年 10 月期间，我国国际科技论文质量有了大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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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但是，在看到进步的同时，我们也应当清醒地认识自身的不足。从横向比较的角度来

看，本统计年度世界国际科技论文被引用次数的平均值达到每篇 11.80次，中国平均每篇论

文的被引用次数与同期的世界水平还有一定的差距。（《中国教育报》） 

多部门联合印发通知 高校毕业生基层成长计划启动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组

部、教育部、财政部、团中央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共同启动实施《高校毕业生基层成长计划》，

主要面向以各种形式在基层服务工作的高校毕业生。《计划》包括 6 项具体计划，即实施能

力素质培育计划、岗位锻炼成才计划、职业发展支持计划、成长环境营造计划、服务体系建

设计划和后备人才选拔计划。针对高校毕业生在基层工作的不同环节分别制定了相应的政策

措施，力争用 10 年左右的时间，有计划、有重点地遴选一批基层管理人才、一批基层专业

技术人才和一批基层创新创业人才。（《经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