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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三寓三式”教学范式被很多高校和教师广泛采用。但在使用过程中发现，缺乏规范合理的课程教学评

价体系。因此，本文利用层次分析法，根据高校人才培养特点和目标，构建出教学评价体系的评价原则

和评价指标，旨在为教学提供必要的衡量标准，提升教师教学能力和教学效果，并对三寓三式教学范式

的课堂效果做出了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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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eaching paradigm of “three combinations and three forms method” has been widely adopted 
by universities and teachers. However, during the teaching process, it was found that there is a 
lack of a standardized and reasonable curriculum teaching evaluation system. Therefore, this ar-
ticle uses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to construct the evaluation principles and indic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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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a teaching evaluation system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goals of talent cultivation in uni-
versities. The aim is to provide necessary measurement standards for teaching, improve teachers’ 
teaching ability and effectiveness, and evaluate the classroom effectiveness of the “three combina-
tions and three forms method” teaching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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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三寓三式”教学范式作为国家级教学成果，已被广大高校和教师广泛采用[1]。但在使用过程中，

缺乏规范合理的教学评价体系，而这已成为制约教改深入推进的重要因素。教学效果评价有多个变量所

决定，一般称这种问题为多指标多层次问题，这类问题广泛存在于社会、经济、管理的方方面面，如投

资方案评估、环境水地质评价，地方经济发展质量排序等各个方面[2] [3] [4]。这些决策对象包含多个指

标，每个指标又由若干个子系统构成。如何描述被评价事物不同特征且量纲不同的指标，转化为无量纲

的相对的评价值，并综合这些评价值，以便得出对该事务一个整体评价。层次分析法是解决此类问题一

种重要的方法。 

2. 层次分析法 

层次分析法(AHP)是一种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研究复杂问题的系统方法。利用较少的定量信息，

将复杂的问题利用数学思维简单化，使人们容易理解[5] [6] [7]。层次分析法的步骤一般如下： 
1) 建立多阶递阶(一般不低于三阶)层次结构模型 
在深入分析决策目的(方案)的基础上，将有关的各个因素和决策对象按照不同属性自上而下地分解成

最高层、中间层和最底层。一层的诸因素既从属于上一层或对上层有影响，又支配下一层的因素或受到下

层因素的影响。最上层为目标层，一般有 1 个因素，最下层一般称为对象层，中间可以有一个或几个层次。 
2) 构造判断(成对比较)矩阵 
层次结构模型可以确立上下层元素间的隶属关系，这样本层因素针对上一层因素的相对重要性可以

通过构造两两判断矩阵进行比较。心理专家指出成对比较因素控制在 9 个以内比较合适，每层一般不超

过 9 个因素(如表 1)。 
 

Table 1. Relative importance of each factor 
表 1. 各因素相对重要性程度 

aij 定义 

1 i 因素与 j 因素重要性相同 

3 i 因素比 j 因素稍微重要 

5 i 因素比 j 因素明显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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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i 因素比 j 因素强烈重要 

9 i 因素比 j 因素极端重要 

2, 4, 6, 8 为以上两判断之间的中间状态的对应值 

倒数 若 j 因素与 i 因素比较，得到判断值为 aji = 1/aij，aii = 1 

3. 基于三寓三式的课程评价体系构建 

为全力推广国家级教学成果“三寓三式”教学范式。以期推动教学更好的实现潜移默化的育人目标，

使课堂教学效果有一个更加明确地量化值。本文根据高校人才培养特点和教学目标，基于三寓三式教学

范式，研究了构建基于层次分析法的“三寓三式”课程教学评价体系的评价原则和评价指标(表 2)，尝试为

高校课程改革提供必要的衡量标准，提升课堂的教学质量，更好的实现传授知识和引领价值的有机统一。 
1) 本问题的递阶层次结构如下图 1： 
 

 
Figure 1. Evaluation structur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lassroom teaching 
图 1. 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评价结构 

 
Table 2.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lassroom teaching in 
the three-in-one three-style course 
表 2. 三寓三式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评价指标体系 

课堂教学效果 
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教学设计(A1) 

目标的清晰度 A11 

内容的准确性 A12 

德育元素挖掘 A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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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过程(A2) 
德育元素融入方式 A21 

三寓三式的融入效果 A22 

教学效果(A3) 
学生德育素质提升 A31 

学生知识技能的掌握 A32 

4. 根据专家调查表写出判断矩阵和判断矩阵的一致性 

一级指标的判断矩阵为： 
 

Z A1 A2 A3 

A1 1 1/3 1/3 

A2  1 1 

A3   1 

 
A1 的二级指标判断矩阵为： 
 

A A11 A12 A13 

A11 1 1/3 1/7 

A12  1 1/3 

A13   1 

 
A2 的二级指标判断矩阵为： 
 

B B1 B2 

B1 1 1/3 

B2  1 

 
A3 的二级指标判断矩阵为： 
 

C C1 C2 

C1 1 1/5 

C2  1 

 
以三位教师的实际课堂授课效果进行专家评分，判断矩阵如下。 
三位教师关于 A11 指标的判断矩阵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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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1 D1 D2 D3 

D1 1 1/3 1/5 

D2  1 1 

D3   1 

 
三位教师关于 A12 指标的判断矩阵为： 
 

A12 D1 D2 D3 

D1 1 1/5 1/3 

D2  1 1 

D3   1 

 
三位教师关于 A13 指标的判断矩阵为： 
 

A13 D1 D2 D3 

D1 1 1/9 1/3 

D2  1 1 

D3   1 

 
三位教师关于 B11 指标的判断矩阵为： 
 

B11 D1 D2 D3 

D1 1 1/7 1/3 

D2  1 1 

D3   1 

 
三位教师关于 B12 指标的判断矩阵为： 
 

B12 D1 D2 D3 

D1 1 1/5 1/3 

D2  1 1 

D3   1 

 
三位教师关于 C11 指标的判断矩阵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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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1 D1 D2 D3 

D1 1 1/3 1/5 

D2  1 1 

D3   1 

 
三位教师关于 C12 指标的判断矩阵为： 
 

B12 D1 D2 D3 

D1 1 1/7 1/5 

D2  1 1 

 
3) 层次权向量计算结果及一致检验表 
层次权向量计算结果及一致检验表如下图 2： 
 

 
Figure 2. Hierarchical weight vector calculation results and consistency test table 
图 2. 层次权向量计算结果及一致检验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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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层次总排序与检验 

为得到最终的判断结果，需要自上而下进行层次总排序。令 ( ) ( ) ( ) ( )( )q p q1 p ,q2 p , ,qm p=  ，表示第

p 层元素对第 p-1 层所有元素的排序，则第 p 层元素关于总目标排序为： 

( ) ( ) ( )w k q p w p 1= −  

总排序结果同样要检验其一致性。 
对上述教师的课堂评价问题： 
第二层次总排序如下表： 
 

A11 A12 A13 A21 A22 C21 C22 

0.0713 0.0713 0.3224 0.1081 0.0321 0.0071 0.0058 

 
第三层次总排序如下表： 
 

D1 D2 D3 

0.2408 0.6692 0.1001 

 
可以看出，总排序的 C.R. < 0.1，认为判断矩阵的整体一致性是可以接受的。 
由以上计算结果可知，教师 D2 的权重(0.6692)大于教师 D1 的权重(0.2408)大于教师 D3 的权重，因

此，教学效果最好的教师为 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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