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引言

课堂作为课程建设与改革的“最后一公里”，其

教学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着人才培养质量的水

平。然而当前高校教育教学生态积极向好的同时，

也存在着课堂教学质量参差不齐、学习投入有限、

课堂整体效果不良等困境。努力解决课堂教学质

量不高，向高校课堂要质量已经迫在眉睫。2018年

8月教育部下发的《教育部关于狠抓新时代全国高

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精神落实的通知》（教高

函〔2018〕8号）[1]提出要强化课堂教学建设，提升课

堂教学质量；取消“清考”制度、从严把好毕业关口

更是倒逼高校课堂教学质量的提升。教育部高教

司司长吴岩指出：“课程是目前我国大学广泛存在

的软肋与短板，要牢固‘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的教育

理念，精心打造中国金课，坚决消灭水课。”[2]促进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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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教学质量有效提升俨然成为高校亟待解决的问

题。因此，必须重点推进教学质量评价体系建设与

完善，尤其是要加强和完善课堂教学质量的评价。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

准》[3]针对专业教学质量提升从专业层面提出了重

要标准与规范。目前大多数高校课堂教学质量评

价主要是依靠督导管理和学生评教2个方面。教学

督导管理主要采取现场听课评价，往往缺乏持续

性，多数是概念性和描述性评价，且通常依靠行政

命令和强制性方式，往往难以获取专业教师充分理

解和尊重，不能有效激发任课教师的积极性与主动

性 。而学生评教过程容易受到情感因素的影响，评

教反馈结果不够及时、内容较为单一，评价结果运

用起来存在一定的困难，导致此种评价方式在一定

程度上流于形式。以前诸多学者针对高校课堂教

学质量与效果进行了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

果。部分学者主要运用统计分析[4]、层次分析法[5]、

模糊综合评价[6]和TOPSIS法[7]、BP神经网络[8]等定

量分析方法，选取“师德教风、教师行为和教学技

能”[9]、“教学态度、教学方法、教学内容和教学效

果”[10-11]、“学习环境、学生收获、总体设计、过程实施

与结果运用”[12-13]等评价指标，建立教学质量综合评

价体系对教学质量进行综合评价，提出了“奖惩性

评价与发展性评价”相结合的综合评价体系构建

原则 [14]以及“五维度和五闭环”的等综合评价方

法 [15]。也有学者从“教学学术理论视角”[16]、“系统论

视角”[17]和发展性教学评价视角[18]对高校课堂教学

质量进行了综合评价。还有学者基于学生期望与

感知从课堂教学满意度的视角对课堂教学质量进

行了研究[19-20]。

综合分析已有的相关研究可以发现：（1）很多

研究是基于本科专业教学评估指标体系来构建教

学质量综合评价体系，更多的是关注数量评价性指

标，尚未能够从学生质量感知与体验的角度出发，

不能充分体现“以学生为发展中心”的课程教育理

念。（2）大多数研究是针对普通本科高校某类专业

课堂教学质量的评价，对应用型本科高校课堂教学

满意度评价鲜有触及。（3）研究方法主要以理论研

究和综合评价研究为主，基于结构方程模型（SEM）

运用Amos软件开展实证研究的文献数量不多。目

前应用型本科高校正处于加快转型发展的关键阶

段，课堂教学质量问题也日益凸显。推动“以学生为

发展中心”的课堂改革，提升课堂教学质量，对于提升

高素质的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至关重要。鉴于此，本

文基于顾客经典满意度理论并结合技术接受模型

（TAM，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构建应用型

本科高校课堂教学满意度研究概念模型，以CZ大

学在校大学生为调查对象，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课

堂教学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测度与分析，以期

为应用型本科高校课堂教学改革提供借鉴与参考。

1 研究概念模型及假说

顾客满意度指数模型（ACSI）是由 Fornell 等[21]

（1994）提出用来对顾客在进行产品和服务的消费

过程中需求或期望被满足程度心理状态的测度模

型，用以对顾客满意度水平进行综合评价。ACSI模

型是基于多个结构变量的包含多个因果关系的模

型，具体模型见图1。

在以生为本的教学理念下，可以将学生视为公

共服务中顾客主体，课堂教学是高校教师为学生所

提供的公共服务。学生作为课堂教学的直接接受

者，有立场和权利对其接受的课堂服务质量进行评

价，因此顾客满意度指数模型可以运用于课堂教学

满意度测度。杨雪等[22]（2006）、刘武等[23]（2007）将

顾客满意度指数模型引入高等教育效果的评价之

中，为高等教育质量评价提供了新的视角，本文基

于此模型并结合技术接受模型（TAM）进行模型修

正来开展课堂教学满意度评价。

本文的主要修改有：

1）删除感知价值。顾客感知价值能够正向影

响顾客满意度已经成为普遍共识。因此在分析学

生对课堂教学满意度时，可以认为学生的感知价值

越高，学生对课堂满意度越高，无须再次进行假设

与检验。

图1 顾客满意度指数模型

图2 技术接受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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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用学习投入替代顾客抱怨与忠诚。顾客的

满意度高低会使得顾客忠诚或抱怨。本文欲在对

课堂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基础之上进一步

探索课堂满意度的高低与学生学习投入的关系，因

此用学习投入替代顾客抱怨与忠诚。

3）用感知有用性与感知易用性来替代感知质

量。课程教学满意度评价中感知质量指的是学生

在接受课程教学后对课程质量的实际主观感受。

根据TAM理论，本文将其用课程有用性感知与易用

性感知2个变量来替代。

以上通过对ACSI和TAM理论修改与完善，初

步构建了课堂教学满意度的概念模型，为了全面反

映课堂教学满意度影响因素，需要根据已有文献研

究成果结合高校学生课堂教学情境增设相关变

量。已有文献大多数从教学态度、教学技能、教学

内容、教学条件等方面对课堂教学满意度进行研

究，由于教学方法、技能与内容能够直接影响有用

性感知与易用性感知，故本文不再另外将其设置为

潜变量，而将教学态度与教学条件设置为潜变量，

同时引入课堂管理、学习氛围和学习兴趣 3个变量

对学生学习投入进行研究。

①课堂教学满意度（CTS）。学生作为课堂教学

活动服务对象与“受体”，对课堂教学活动有主观上

消极或积极的感受。基于经典顾客满意度理论，可

以认为课堂教学满意度是学生基于心理期望对其

所接受的课堂教学内容、服务与收获的积极或消极

的主观心理感受与评价。课堂教学满意度是本文

需要测度和研究的核心潜变量。学生对课堂教学

满意度越高，学生会愿意投入更多的精力参与课堂

学习。因此，提出假设H1。

H1：课堂教学满意度正向影响学生的课程学习

投入。

②感知有用性(PU)。原指用户对某一特定技

术系统有用性的主观认知，此处主要是指学生对教

师在课堂教学所教授的内容对提升自己的专业水

平、考研或者未来工作等方面的主观认知。学生如

果对课堂教学感知有用，那么对课堂教学的感知价

值会随之增加，进而可能会提升其对课堂教学的满

意度及对课堂学习的投入。反之，学生如果对教学

内容感知无用，那么就会降低对课堂教学的满意度

和投入意愿。因此，提出假设H2。

H2：课堂教学感知有用性正向影响学生的课堂

教学满意度。

③感知易用性（PEU）。原指用户在使用某项技

术时对其所耗用的精力与物力多少的感知。此处

主要指的是学生对课堂教学内容学习与接受容易

程度的主观认知。 学生在课堂教学中期望以较少

的付出，学习和收获更多有用的教学内容。学生如

果对教学内容感觉到比较容易掌握和理解，就会在

一定程度上增强对课堂内容的感知易用性和对课

堂教学的满意度。反之，则会降低有用性感知与课

堂教学满意度。因此，提出假设H3和H4。

H3：课堂教学感知易用性正向影响课堂教学满

意度。

H4：课堂教学感知易用性正向影响课堂教学感

知有用性。

④学生期望(EP)。学生在参与课堂活动、接受

课堂教学内容之前，在关于课程和任课教师宣传介

绍、学姐学长的经验评价和自身学习经历作用下会

对课堂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与模式、教师的专业水

平与态度、教学效果会形成一定的预测和期望。在

特定的课堂教学质量水平下，学生对课堂教学期望

越高，其所感知有用性与易用性就越低，对课堂教

学满意度就越低。因此，提出假设H5、H6和H7。

H5：学生期望负向影响课堂教学感知有用性。

H6：学生期望负向影响课堂教学感知易用性。

H7：学生期望负向影响课堂教学满意度。

⑤教学条件(TEC)。教学条件主要是指课堂教

学中所能够使用的各种教学资源与教学环境。比

如多媒体信息技术平台、教室环境、线上学习资源

与图书资料等。便利的教学条件能够降低师生开

展教学活动的难度，提升学生对教学活动的易用性

感知，同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课堂教学效果，

从而提升学生对课堂教学的满意度。因此，提出假

设H8和H9。

H8：教学条件正向影响课堂教学感知易用性。

H9：教学条件正向影响课堂教学满意度。

⑥师德师风（TEM）。师德师风是对教师职业

道德、风度风尚风气总的概括，包括教师职业道德

素养、教学态度、职业状态、教学风格、教学投入等

方面。高水平师德师风的任课教师往往具有高尚

的职业道德，认真严谨的教学态度，愿意对教学活

动投入更多的精力，因此往往能够赢得学生的尊重

与信赖，同时独特有趣的教学风格普遍能够收到学

生欢迎，激发学生学习的课程兴趣，有利于提升课

堂教学活动的满意度，提升学生课程学习投入。因

此，建立假设H10、H11和H12。

H10：师德师风正向影响学生对课堂教学的满

意度。

H11：师德师风正向影响学生的课程学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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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2：师德师风正向影响学生的课程学习投入。

⑦课程管理（CM）。课程管理主要是指任课教

师对所授课程进行课前、课中与课后的全面管理、

控制、监督与评价。教师充分有效的课程管理能够

对学生学习起到一定的督促作用，能够促进学生增

加学习投入。因此，建立假设H13。

H13：课程管理正向影响学生课程学习投入。

⑧课程兴趣（CI）。课程兴趣主要是指学生对

某课程感兴趣的程度。课程学习兴趣能够对学生

的学习认识与活动产生积极影响。如果对该课程

学习兴趣较强，就越愿意对其投入更多的时间与精

力。因此，建立假设H14。

H14：课程兴趣正向影响学生课程学习投入。

⑨学习氛围（LA）。当周围其他同学都在学习

或身处浓郁的求学氛围中，自身会受到感染、熏陶

与约束，会激发学生学习的动机，增加学习投入。

已经基于学习动机[20]或情绪智力[21]的中介作用研究

表明，学习氛围能够促进学习投入。因此，建立假

设H15。

H15：学习氛围正向影响着学生课程学习投入。

基于以上概念模型结合研究假设，可以得到学

生课堂教学满意度－学习投入作用路径（图3）。

1.1 结构方程模型介绍

结 构 方 程 模 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SEM）能够兼顾测量与结构分析的多元数据分析技

术，通常用于处理无法直接观测或测度的变量（潜

变量）之间的关系及其测量指标的分析。本文提出

了多个研究路径假设且主要变量难以直接被观察

或测度，因此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来研究应用型本科

高校课堂教学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结构方程模

型中涉及2个基本模型：结构模型与测量模型。

结构模型主要是用来说明潜变量之间因果关

系的。结构模型可以用式（1）（2）表示：

η＝Γξ＋ζ或 （1）

η＝βη+Γξ＋ζ （2）

其中，η为内生潜变量矩阵，ξ为外生潜变量矩阵，β

为内生潜变量之间关联系数矩阵，Γ为外生潜变量

与内生潜变量之间关联系数矩阵，ζ为内生潜变量无

法通过方程预测或解释的误差值，又称为残差或干

扰变因。内生潜变量残差项之间的协方差用Ψ来表

示，外生潜变量之间的协方差矩阵用Φ来表示。

测量模型主要是来说明测量指标变量与潜变

量之间关系的。测量模型可以用式（3）（4）表示：

X=Λχξ+δ （3）

Y=Λγη+ε （4）

其中，X为外生潜变量的测量指标变量或观测变量，

Y为内生潜变量的测量指标变量或观测变量。Λχ为

X与外生潜变量之间的链接关系系数矩阵，即外生

指标在外生潜变量上的因子负荷矩阵，Λy为Y与内

生潜变量之间的链接关系系数矩阵，即内生指标在

内生潜变量上的因子负荷矩阵。δ为外生指标变量

的测量误差即无法被共同潜在外生变量解释的部

分，δ之间的协方差用Θδ来表示，ε为内生指标变量的

测量误差即无法被共同潜在内生变量解释的部分，ε

之间的协方差矩阵用Θε来表示。

1.2 研究问卷及量表设计

本研究调查问卷主要分为2个部分。第1部分

是基本特征信息，主要包括专业、性别、年级、课程

性质等信息；第 2部分主要是围绕着本文的几个潜

变量的测量项来进行设置的，通常是一种特质或抽

象构念，需要通过实际观测指标数据或量表问题间

接反映。测量模型的建立旨在通过观测指标变量

或测量项来对潜变量进行估计，建立测量模型需要

依靠测量量表。本文在总结与参考已有学者研究

的基础之上，结合应用型本科高校实际教学活动情

况对潜变量的问卷测量项内容进行了设计。问题

选项采用李克特（Likert）五级量表，对于所有测量项

从“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中立”“同意”“非常同

意”依次赋值“1”“2”“3”“4”“5”。本文研究以应用

型本科高校CZ大学为调查对象，调查问卷发放对

象为CZ大学全日制在校本科生，主要由各班班委

发放纸质调查问卷，请相关学生现场作答现场回

收，同时针对大四学生采用问卷星方式发放线上问

卷，共回收 940份，其中有效问卷为 870份，由回收

有效问卷结果可以看出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如表

1所示。图 3 学生课堂教学满意度-学习投入作用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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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应用型本科院校学生课堂教学满意度-学习投

入结构方程模型构建

1.3.1 结构方程的构建

本研究中共涉及 10 个潜变量，其中学生期望

（EP）、感知易用性（PEU）、教学环境与条件(TEC)、

师德师风（TEM）、课程管理（CM）、学习氛围（LA）均

为外生潜变量，感知有用性（PU）、课程兴趣（CI）和

课堂教学满意度（CTS）既是外生潜变量又是内生潜

变量，具有中介变量的性质。课程学习投入（CLI）

是本文的内生潜变量。根据结构方程构造原理及

基本方程式，结合本研究中的假设与作用路径（图

3），可以构造出应用型本科高校课堂教学满意度-学

习投入度结构方程如式（5）～（9）所示：

式（5）～（9）中，α i（i=1,2,3,4,5）分别表示潜变量

TEM、CI、CM、LA、CTS对结果内生变量CLI的影响

系数；β i（i=1,2,3,4,5）分别代表潜变量 EP、PEU、

PU、TEC、TEM 对内生潜变量 CTS 的影响系数；χ i

（i=1,2）分别代表着潜变量 EP、PEU 对内生潜变量

PU的影响系数；ψi（i=1,2）分别代表着潜变量TEC、

EP 对内生潜变量 PEU 的影响系数；γ i表示潜变量

TEM对内生潜变量CI的影响系数；ζi（i=1,2,3,4）分

表代表着内生潜变量 CLI、CTS、PU、PEU 和 CI 的

残差项。

2.3.2 测量方程的构建

结构方程模型中的测量方程是关于一组指标

变量或测量变量的线性组合函数，主要是用来反映

潜变量与指标变量（或测量项）之间的关系。在测

量模型中某个潜变量必须由2个及以上的指标变量

来估计即符合多元指标原则。根据结构方程模型

中测量模型的原理及上文中建立的测量问卷量表，

此处进一步建立应用型本科高校课堂教学满意

度－投入度研究中 10 个潜变量的测量方程，如式

（10）～（14）所示：

式（10）～（14）中，φi（i=1,2,3,…,30）分别代表着各个

测量指标在对应潜变量上的因子负荷；μ i（i=1,2,

3,…,30）表示各个指标变量的测量误差，即各个测

量指标无法被各共同潜在变量所解释的部分。

2 实证结果与分析

2.1 信度与效度检验

信度主要用信度系数来度量，研究中一般以克

隆巴赫信度系数(Cronbach's Alpha 值)反映信度大

小，信度系数值越大，说明问卷测量结果越可靠和

稳定。一般认为 Cronbach's Alpha 值＞0.6，表明问

卷信度可以接受；Cronbach's Alpha值＞0.8，说明问

卷信度非常好，数据非常值得可信。本文采用软件

SPSS23.0对涉及的量表数据进行信度分析，得出结

果如表 2所示，10个变量的Alpha值均在 0.8以上，

整体量表的Alpha值为 0.966，大于 0.9，这表明量表

数据信度非常好。

效度通常用来反映测量指标项目设计是否准

确合理，效度越高表明该项研究的准确性和真实性

就越强。效度的检验主要是借助探索性因子分

析。一般根据KMO取值和Bartlett球形度检验结果

来对目标量表是否可以采用因子分析进行判断。

通常认为KMO值＞0.6，说明量表数据效度可以接

受。本文量表效度检验结果如表 3所示，可以看出

表1 问卷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项目类别

性别

年级

专业学科

类别名称

男

女

大一

大二

大三

大四

理工类

文史经管类

样本数量

380

490

250

199

230

191

486

384

样本比例/%

43.68

56.32

28.74

22.87

26.44

21.95

55.86

44.14

（10）

（11）

（12）

（13）

（14）

（7）

（6）
（5）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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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MO值为 0.952，显著性水平接近于0，说明本次调

研量表数据效度非常好。

2.2 模型参数检验与拟合优度分析

根据Amos模型参数检验结果，可以得出SEM

整体模型适配度的评价指标并进行拟合优度分析，

具体结果如表4所示。

从表4中SEM整体适配度检验结果可知，除了

调整的拟合优度指数（AGFI）和残差均方根（RMR）

之外，其他绝对适配指标均满足检验标准。其中近

似误差均方根（RMSER）为 0.063（＜0.08），拟合优

度指数（GFI）为 0.921（＞0.90），以上关键性的绝对

适配指标都十分理想。残差均方根（RMR）指标值

比较容易受到变量量尺单位和数据大小的影响，本

来就没有一个绝对的可接受值。规范拟合指数

（NFI）和增值拟合指数（IFI）等增值适配度指标均符

合评价标准。除了卡方自由度比值（NC）为 2.363

（＜3）之外，简约拟合优度指数（PGFI）等简约适配

指数均满足要求。综合以上分析来看，调查所得数

据与假设的路径分析模型适配情况较好。

2.3 结构方程的路径系数分析

基于信度、效度和适配度分析的基础之上，运

用 AMOS 软件 Calculate estimates 功能对上述结构

方程进行拟合估计，得出结构方程的标准化路径系

数如表5所示。

由表 5 可知，假设 H2、H3、H4、H9、H10、H11、

H12 、H13 和H15得到验证成立，即感知有用性、感

知易用性、师德师风能够正向显著影响应用型本科

高校课堂教学满意度；课堂教学感知易用性能够对

课堂教学感知有用性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师德师

风能够正向影响学生学习兴趣和学习投入；课堂管

理和学习氛围对学生学习投入能够产生显著的正

向影响；课堂教学满意度正向影响学习投入的假设

H1未能验证成立，可能是由于本调查问卷测度的是

学习投入现状，而课堂教学满意度理论上虽然会影

响未来持续学习投入，但是与学习投入现状关系并

不显著；学生期望负向影响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

性和教学满意度的假设H5、H6、H7未能得到支持，

分析原始数据发现可能是由于学生对课堂教学期

望普遍较高所致；教学条件正向影响感知易用性和

教学满意度的假设H8、H9未能验证成立，说明教学

条件作为外部因素对课堂教学感知易用性和教学

满意度评价影响有限；学习兴趣正向影响着学习投

入假设H14未能验证成立，可能是由于大多数同学

由于长期受到应试模式教育影响，未能充分培养兴

趣导致学习兴趣对学习投入的影响未能充分显示

出来。

潜变量名称

课堂教学满意度（CTS）

课程学习投入（CLI）

感知有用性(PU)

感知易用性（PEU）

学生期望(EP)

表2 量表数据信度分析结果

Alpha

0.856

0.880

0.854

0.984

0.927

潜变量名称

教学环境与条件(TEC)

师德师风（TEM）

课程管理（CM）

课程兴趣（CI）

学习氛围（LA）

Alpha

0.896

0.920

0.892

0.909

0.861

KMO 取样适切性量数

表3 KMO 和巴特利特检验结果

近似卡方

自由度

显著性

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

0.952

24 867.32

435

0.000

NC

RMR

RMSER

GFI

AGFI

NFI

IFI

TLI

CFI

PGFI

PNFI

PCFI

卡方自由度比值

残差均方根

近似误差均方根

拟合优度指数

调整的拟合优度指数

规范拟合指数

增值拟合指数

非规范拟合指数

比较拟合指数

简约拟合优度指数

简约规范拟合优度指数

简约比较拟合指数

指标统

计量

2.363

0.054

0.063

0.921

0.867

0.947

0.969

0.960

0.968

0.631

0.748

0.765

指标评

价标准

＜3.00

＜0.05

＜0.08

＞0.90

＞0.90

＞0.90

＞0.90

＞0.90

＞0.90

＞0.50

＞0.50

＞0.50

适配度

评价

良好

一般

良好

良好

一般

良好

良好

良好

良好

良好

良好

良好

指标 指标含义

表4 SEM整体适配度检验结果

表5 标准化后的路径系数表

假设：潜变量关系

H1：学习投入←教学满意度

H2：教学满意度←感知有用性

H3：教学满意度←感知有用性

H4：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

H5：感知有用性←学生期望

H6：感知易用性←学生期望

H7：教学满意度←学生期望

H8：感知易用性←教学条件

H9：教学满意度←教学条件

H10：教学满意度←师德师风

H11：学习兴趣←师德师风

H12：学习投入←师德师风

H13：学习投入←课程管理

H14：学习投入←学习兴趣

H15：学习投入←学习氛围

标准化系数

0.045

0.457

0.542

0.491

0.075

0.115

0.174

0.215

0.273

0.594

0.318

0.201

0.268

0.325

0.563

t值

0.436

5.807

6.456

5.935

0.558

1.087

1.102

1.320

1.605

6.989

4.243

2.984

3.446

1.407

6.621

P值

1.227

***

***

***

0.956

0.787

0.629

0.187

0.072

***

***

***

***

0.113

***

结果

不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不支持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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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策建议

由上述实证分析可知，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

性和师德师风是影响课堂教学满意度的重要因素，

师德师风、课堂管理和学习氛围是影响学习投入的

重要因素。根据实证分析结果结合应用型本科高

校课堂教学现实情况，提出如下建议来提升高校课

堂教学满意度及大学生对课程学习的投入。

3.1 合理设置和安排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式，提升

教学技能

根据国家战略和地方经济发展需求，深化办学

定位，调整和优化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合理安排专

业教学计划与课程。课程设置要结合社会和企业

对专业人才素质方面的新要求特征，注重课程知识

的应用性与实用性，提升教学内容的感知有用性。

要根据学生学习成长的规律和知识体系的内在逻

辑及难易程度，科学安排各门课程顺序和课时分

配。任课教师要根据教学大纲和教学目标要求，专

业教师要坚持以教学目标为基本导向，认真撰写课

程教案、丰富课程教学案例、合理设计教学内容，提

升课程教学的艺术，循序渐进地对学生加以引导，

提升大学生对课程教学的感知易用性。合理的教

学模式和适当的教学技能能提升教学效果，因此，

任课教师需要坚持“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的教学理

念，改变传统的机械填鸭式教学模式，尝试采用对

分课堂、双师同堂和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与方

法。要通过专家辅导、集中培训和线上交流等多种

方式提升高校教师的教学技能，提升高校教师对

“泛雅平台”“大学MOOC”和“雨课堂”等互联网线

上教学平台的运用能力。

3.2 重点推进师德师风建设，创设优良教学环境与

学习氛围

教师的道德品质与工作风格对学生有重要的

感染和引导作用，对学生的行动具有一定的标杆效

应。因此，高校需要将教师师德师风建设作为高校

师资队伍建设的重要任务，努力建立和完善师德师

风建设的引导机制、激励机制、监督机制与惩戒机

制等长效工作机制。任课教师要严谨治学、以高度

负责的教学态度和饱满的教学热情投入到课堂教

学活动之中。高校应尽可能地创设和改善教学环

节与学生学习条件，确保公共学习场所的环境。根

据各类课程教学需要及时更新与购置投影仪、多媒

体信息教学技术平台、实验室电脑、实训实验设备

及软件等，建设具有信息化、智能化与现代化等显

著特征的智慧教学环境，同时考虑增设公共教学空

间的休息场所，提升师生体验。学校应该加强线上

学习平台的引进力度，任课教师需要不断完善线上

学习内容与资源，坚持线下与线上相结合的教学方

式，不断提升课程教学质量。此外，坚持不懈地抓

好学风建设，严抓考纪考风，及时加强对学生成绩

的梳理与分析，及时进行学业预警。

3.3 积极培养学生的课程学习兴趣，加强课程管理，

不断完善课堂考核体系

培养学生课程学习兴趣对于激发学习动力和

积极性、提升课程教学效果十分必要。科学培养大

学生学习兴趣贵在加强引导，一方面通过邀请专业

领域权威专家开展专题讲座，加强学生对学科专业

知识的重要性认知，提升大学生对专业的认同感及

专业知识学习的使命感；另一方面任课教师要从专

业知识体系构建与未来发展需求的层面引导学生

对课程知识学习的认知，同时在课程内容上要注重

与社会实践的联系，将鲜活的现实案例引入到教学

之中，在教学方法上要注重启发式教育和参与体验

式教育，增加课堂教学的娱乐性感知，激发学生的

学习热情与兴趣。在加强引导教育的同时，需要从

课前、课中和课后 3个方面加强课程全面管理。课

前，可以将学习资源上传线上学习平台并安排学习

提前学习；课中，要加强课堂考勤，合理设置提问环

节，尽可能地将学生的注意力和精力引导到教学内

容与过程之中。科学设置和完善教学课程多元化

考核指标体系，坚持过程性考核和终结性考核相结

合，注重多层次考核和多元化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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