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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育是培养人的社会活动，教育的成果最终要以学生的知识掌握、能力发展、素质提高

水平作为衡量和评价的标准。高校应以学生的学科考试优秀率、课外活动获奖率、在校生和毕业生的

专业成就和职业发展等作为教学成果的最终评价标准。然而，我国高校教学成果的评奖，往往以科研

成果、教材发表、基地建设、校地合作、教学模式等作为衡量标准。很多的获奖教学成果网站和申报

书中没有学生培养结果的案例描述和统计分析，没有毕业生就业单位的反馈意见，教学成果成了教学

过程的描述，成了科研成果的展示。教学成果的评奖应该恢复人才培养成果的本义，防止偏离教学成

果的定义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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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ducation is a social activity，whose achievements＇ evaluation criteria of education are meas-
ured and evaluated ultimately by students＇ knowledge level，capacity development，and the quality improve-
ment. The evaluation criteria of teaching achievements should take the excellent rate of student subject exams，
winning rate of extra － curricular activities，professional achievements and career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and
graduates as the final evaluation criteria. However，the universities＇awards evaluation of teaching achievements
in our country tends to take the scientific research，teaching material published，base construction，school
cooperation，and teaching mode as a criterion. There are no cases description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about the
students＇ cultivating results，no feedback from the graduates＇ workplace in many award － winning teaching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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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evements＇ websites and declarations. Finally，the teaching achievements become a description of the teach-
ing process and a scientific research show. The teaching achievements awards should be restored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personnel training achievements to prevent the deviation from the domain of teaching achievements.

Keywords: universities; teaching achievements; evaluation; reward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编纂的 《教育大辞典》
里并没有教学成果的概念，自从 1989 年国家评

选教学成果奖开始，特别是 1994 年国务院印发

《教学成果奖励条例》 ( 以下简称 《条例》) 之

后，教学成果才作为一个教育学概念进入政策和

学术的视野。但纵观每五年一次的国家级、省级

高等学校教育教学成果评奖，参照 2014 年开始

的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评奖，我

们发现，很多教学成果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宣

传，评奖和分级标准背离了教学成果的教育学意

义，需要进行理论和实践层面的反思。

一、高等学校教学成果奖励的范围标准与问

题反思

1989 年，我国为了奖励取得教学成果的集

体和个人，鼓励教育工作者从事教育教学研究，

提高教学水平和教育质量，开始开展高等学校国

家级教学成果奖的评选，每五年一届。1994 年

国务院正式印发了 《教学成果奖励条例》， 《条

例》规定的教学成果奖励范围包括高等教育、
基础教育、职业教育三大类，但基础教育、职业

教育教学成果奖评选始终没有开展，直到 2014
年才进行。因为省级、厅级、校级教学成果奖励

是一个序列，采用的标准全部都是国家标准，因

此我们以国家标准为例讨论高等学校教学成果政

府奖励存在的问题。
1988 年以来的历届评奖文件和 1994 年的

《条例》都规定，教学成果是指反映教育教学规

律，具有独创性、新颖性、实用性，对提高教学

水平和教育质量、实现培养目标产生明显效果的

教育教学方案，但具体的范围界定每届有所差

异。1993 年的文件限定教学成果包括教书育人、
教学改革、教学建设、教学管理等方面的优秀教

学成果。具体范围界定是: ( 1 ) 加强和改革马

列主义理论课、思想品德品质课，引导学生走与

工农、实际结合的道路，坚持教书育人，促进学

生树立正确的政治方向和人生观方面的成果;

( 2) 根据教育目的、对象和环境，改革、更新

教学思想、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制度，提

高教学艺术和质量方面的成果; ( 3 ) 在专业学

科、课程、师资队伍、实验实习基地、教材等教

学基本建设以及坚持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方

面的成果; ( 4 ) 在调整改造专业、编制教学文

件、组织教学工作、进行教学研究、推动教学改

革、开展教育评估、树立良好学风、实行科学管

理等方面的成果。2000 年教育部的评奖文件继

续沿用了《条例》中规定的教学成果定义，但

外延有所变动: ( 1 ) 针对教育对象的特点和人

才培养的要求，运用现代教育和教学手段，在加

强思想政治教育，开展课程、教材、实验实习基

地建设等方面，坚持教书育人，探索教学规律，

更新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水平和

教育质量的成果; ( 2 ) 根据教育目的、教育环

境和教育教学规律，在组织教学工作，推动教学

改革，开展教学评估，加强专业 ( 学科) 教师

队伍和学风建设，促进产学研结合，实现教学管

理现代化等方面的成果; ( 3 ) 结合自身特点，

推广、应用已有的教学成果，并在实践中进一步

创新和发展。2014 年的评奖文件结合国家政策

变化，评奖要求表述为: 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

果要符合党和国家教育方针，坚持立德树人，反

映高等教育教学规律，突出教育教学改革，对提

高教学水平和教育质量产生明显效果。主要包括

转变教育思想观念、改革人才培养机制、创新人

才培养模式、加强教学质量保障、推进优质教育

资源共享、推动教学管理机制改革、优化学科专

业结构、改进教学内容方法、强化实践育人环

节、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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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分析历次评奖范围和基本标准，我们可

以发现四个要点: ( 1) 反映教育教学规律; ( 2)

有独创性、新颖性、实用性; ( 3 ) 对提高教育

质量、实现培养目标产生明显效果; ( 4 ) 评奖

范围涵盖了学科建设、专业建设、师资队伍建

设、教学设备建设、培养方案编制和实施、教学

方案编制和实施、教学材料的编制和使用、教学

评估和监控等所有层面和环节。通过教育学的理

论分析就会发现，历次文件表述中都存在共性的

问题: ( 1 ) 将教学成果理解为教育教学方案，

未强调教育教学方案实施的效果; ( 2 ) 明确规

定了教学成果的过程性评价标准，未强调结果性

评价标准，这正是教学成果评奖重过程轻结果的

根源; ( 3 ) 评奖条件没有学生知识掌握、能力

提高、素质发展方面的标准和指标; ( 4 ) 没有

规定教学质量的定义，但客观事实是教育理论界

和教育实践领域理解的教学质量存在明显差异。
教育实践证明，这种教学成果奖励导向的后

果便是无视学生存在，背离教学成果的本义，背

离高等学校作为人才培养机构的本质。如果我们

认真查看 2000 年以来的国、省、厅、校各级教

学成果评奖网络材料就会发现，根据文件所理解

的教学成果就是教学团队的高学历高职称比例、
人才培养的实施过程材料、教师的教研论文著作

水平，包括校地合作活动图片资料等等，当列举

人才培养结果时，反而含糊其辞，数据不准确、
信息不完整。有的教学成果干脆就是已经出版的

著作形式的教材，其中关于教材内容科学性、创

新性以及使用次数人数的报告都有很好的佐证，

但教材采用后的教学效果却含糊其辞; 有的教学

成果则是校领导的规划方案或实施后的学科发展

水平、专业建设成效; 有的教学成果报告了实验

室建设的过程及教育效益，但缺乏学生做实验的

效果数据。更多的教学成果则是教学活动过程的

材料堆砌，较少提供学生成长、成功、成才的样

本和统计数据。获奖的很多教学成果网站和申报

书中目无学生，没有学生培养结果的案例描述和

统计分析，没有毕业生就业单位的反馈意见，教

学成果成了教学过程的描述，成了科研成果的展

示，需要恢复教学成果的本来面目。

二、高等学校教学成果奖励偏差描述和根源

分析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教学成果评奖的

推进，许多学者发表论著，比如刘丽伟［1］、黄

一顺［2］、肖念［3］、陆国栋［4］、蓝劲松［5］、袁本

涛［6］等，都曾提出教学成果奖励的导向性弊端，

但主要是奖励数量的学校分布和奖励等级的区域

分布、获奖主体的研判、成果特点分析等等，很

少涉及奖励条例中教学成果定义域问题。仅有的

几篇论文的作者们，谨慎地分析着国家级奖励的

教学成果内涵和外延。比如江苏大学的戴起勋等

认为，教学成果就是教学研究成果，“根据教学

成果的内涵和外延，通常说的教学成果应该是教

学研究成果，简称教学成果”［7］。而且认为某一

门课程、某一本教材、某一门实验课程的教学研

究成果，不能申报教学成果奖，只能申报单项奖

励。有的学者如曾宪文则批评有些教学成果评奖

做成了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评选。“先进个人或

集体评选的依据是德、能、勤、绩，有先进的事

迹、突出的行为，对社会做出了贡献。教学成果

的落脚点是成果……”［8］但没有一个人怀疑教学

成果奖励条例中的教学成果定义。柳夕浪通过分

析基础教育教学成果奖提出自己的观点，他更加

强调实践和行动，认为预设方案不属于教学成

果，必须经过实施达到教学目标，才算是教学成

果; 教学成果就是教学活动的成果，德育活动成

果不能算教学成果; 教学研究成果没有实施，也

不能算教学成果［9］。张海东［10］虽然强调了结果

性评价与过程性评价的结合，但还是没有提出结

果评价的指标; 郑景丽等［11］则通过国家级奖励

成果的分布统计分析，批评了高等师范院校教学

改革的落后性。
我们虽然不同意将教学成果理解为教学研究

成果，更不同意某门课程的教学成果不能申报教

学成果奖，但我们认为，根本的问题就是奖励文

件中教学成果的定义错误，而这种错误的政策性

定义偏差是长期以来我国高等学校重师轻生、重

研轻教的必然结果。当我们浏览各大学的官方主

流网站、广告宣传画册，当我们聆听各类学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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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庆典活动开幕式中校长的致辞、学校的简

介，就能强烈感受到这种倾向。学校的历史沿

革、名师专家、科研成果、教师队伍、设备条件

往往是宣传的主要内容，而历届毕业学生中成才

成功的范例、工作行业的分布、完成的工作业

绩、科研作品、专业成果往往是一笔带过或者没

有。如果我们对照企业的主流网站介绍，就会发

现其宣传和交流风格存在很大差异，企业特别是

商业企业的网站没有介绍机构设置、研发队伍，

却主要介绍产品名称、性能、应用领域、主要功

能，是产品销售导向型网站。同样，浏览某些中

学的网站，主要介绍的是学生考大学的比例、考

入重点大学的学生名单、考入北京大学、清华大

学学生的图文介绍等等，使社会公众强烈感受到

学校是一个人才培养机构，学校的教学质量就是

学生成才的数量和质量。

三、高等学校教学成果的教育学科概念和内

容解析

“成果”是借用植物学的一个概念，植物

开花结果，成熟的果实谓之曰 “成果”。结果只

是表示植物结了果实，成果则是指结出的果实已

经成熟。后来，成果以语言的隐喻潜规则，移植

到人类社会活动之中，泛指人类经济社会活动的

结果，比如工作成果、创作成果、发展成果、科

研成果、教育成果、创新成果等等，其中科研领

域使用科研成果的概念最普遍，最约定俗成，比

如学术论文、研究报告、著作教材、专利产品以

及计算机时代的软件产品等，都被称为科研成

果。科研成果，无论是基础研究成果，还是应用

研究成果; 无论是技术开发成果，还是专利产品

成果，其价值评定即评价，都更加注重成果本身

的学术创新和应用价值，参考研究选题、过程、
时间、团队、反响等因素。工作成果、创作成果、
发展成果都是党政工作领域、文艺领域、经济领

域、社会领域使用的概念，有些是最近几年才移植

的概念，其评价标准比较宽泛，有的更加注重态度

和反响，比如机关干部的工作成果; 有的更加注重

成果本身，比如文艺作品; 有的更加注重总体指标

实现程度，比如经济社会发展成果。

教育成果顾名思义就是教育活动的成果，是

教育实践领域使用较少的概念。教育是人才培养

活动，工作和活动对象是学生，学生的活动则称

为受教育或者学习。无论是教育的视野，还是学

习的视角，学生的变化就是教育的成果，教育的

成果就是学生知识掌握的水平、能力发展的水

平、素质提高的水平，标志性的成果就是成才的

水平。但就过程而言，成长、成果、成才、成

功，存在交叉关系，学生知识掌握的阶段性成

果、能力发展的阶段性成果、素质提高水平的阶

段性成果也是衡量和评价的标准。教学是教育活

动特别是学校教育活动的基本途径，因此，教学

成果是教育成果的从属概念，是教师通过教学活

动获得的成果，这种成果当然表现为知识掌握的

水平、能力发展的水平、素质提高的水平。教育

学 领 域 的 教 学 专 指 课 程 与 教 学 论 范 畴 教 师 的

“教”和学生的 “学”，主要内容包括培养目标

设计、课程方案设计、教学过程设计、教学效果

评价等等，主要形式是班级授课制及其变种变

式，主要的教学方法是讲授法讲解法讲演法、问

答法谈话法讨论法、互动法探究法研究法、练习

法实验法实习法、情境法参与法演示法等等，最

后的结果就是学生的心理行为变化，包括认知及

其行为变化、情感及其行为变化、意志及其行为

变化、人格及其行为变化。而行为变化的外部表

现就是学科知识的掌握水平、智慧能力发展的水

平、综合素质的提升水平。
严格地说，高等学校的教学成果是教师通过

教学获得的成果，但高等学校教育实践界往往并

不按照教育学学科领域的教学概念涵义理解教学

成果，而是将学科建设、专业建设、课程建设、
教学建设、科研建设、课堂教学、教学实验、课

外活动、实习实践、教学评估等统称为教学工

作。如此理解，高等学校的教学和教学成果相比

中小学而言，具有鲜明的高等教育学特色。中小

学的教学成果评价标准比较简单，主要是反映学

生知识掌握的水平、能力发展的水平、素质提高

水平的学科课程考试成绩和活动课程考查成绩以

及思想品德表现。但大学的教学成果评价学生的

考试成绩不是主要的，而是学生的课外社团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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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获奖层次、实习实践创新活动的作品成果。
严格地进行教育学学科立场解析，这种评价潜规

则存在致命缺陷。因为无论如何辩解，高等学校

首先是学校，学校是人才培养机构，广义教学也

好，狭义教学也罢，归根结底，就是要实现培养

目标和规格要求，规格要求无外乎知识掌握、能

力发展、素质提高三个方面。评价教学成果无视

学生课堂教学考试成绩，着力描述教师的教材著

作、教研论文、精品课程、媒体课件、学生获奖

等等，显然偏离了教学成果的本义。

四、高等学校教学成果奖励的标准修订与学

理依据

教学质量是教育质量、办学质量的下位概

念。教育质量是指各级各类人才培养的结果与国

家教育方针的相符程度; 办学质量是某一办学机

构的人才培养质量与该机构的培养目标和规格相

符程度。广义的教学质量可以定义为某一学校培

养的人才素质、知识、能力与学校教育目标、办

学目标的相符程度，而狭义的教学质量是某一门

课程教学之后，学生的知识掌握、能力发展、素

质提高水平与课程目标的相符程度［12］。就整体

人才培养和远期质量评价而言，高等学校的办学

质量是指人才培养的素质、知识、能力与培养目

标规格相符合的程度。狭义的高等学校教学质量

主要是指专业与课程教学质量，是指学生通过学

习某一专业知识、技能，所形成的能力和素质与

专业目标和规格相符的程度。如此推论发现，教

学成果奖励条例规定的教学成果评价标准中，使

用的教学质量显然是广义的教学质量，但却缺乏

对学生知识掌握、能力发展、素质提高的表述，

因此造成了误解后果。
教育学基本原理表明，学校教育区别于社会

教育、家庭教育的根本标志是系统化的课程设计

和规范化的教学活动。高校的学科建设与科学研

究、专业建设与课程教学、思想教育和道德训

导，归根结底是为了培养符合培养目标和规格的

各类专业人才。因此，衡量教学质量的标准不是

过程，而是结果，这些结果就是教学成果。以此

为基点，审视教学成果奖励条例中关于教学成果

的定义，我们发现，将教学成果定义为教学方

案，虽然也强调了方案实施的效果，比如对提高

教育质量、实现培养目标产生明显效果，但就语

言表述方面来说，显然存在瑕疵，而且容易引起

误解，实践证明，已经引起误解并造成了不好的

后果。同时，我们发现，创新性、新颖性、实用

性是就教学方案而言，是假设只要有了创新性、
新颖性、实用性的教学方案，作为人才培养效果

的教学成果也就必然有创新性、新颖性、实用

性。这种推论就逻辑学角度而言，欠缺严密性、
准确性。实践证明，很多教学方案包括教育行政

部门编制的规划方案、培养方案。学校编制的课

程方案、教学方案、评价方案，论证设计很科

学、实施过程很有力，但却未能实现目标。如果

仅仅按照教学方案实施过程材料来评定教学成

果，忽视方案实施后学生的变化水平，不利于为

教学改革和发展提供导向性榜样和示范。
据前分析，我们认为，为了进一步明确教学

成果评奖的目的是为了高质量培养社会主义接班

人和建设者，教学成果定义应该修改为教育教学

方案实施效果，教学成果的评奖标准应该逐步改

变为由过程性评奖为主转向结果性评奖为主。高

等学校教学成果当然应该以学生的学科考试优秀

率、课外活动获奖率、考研率和就业率、在校生

和毕业生的专业成就等作为教学成果的最终评价

标准。因为这些指标代表了人才培养的最终结

果，代表了教学活动的最终结果，代表了学生的

知识掌握水平、能力发展水平、素质提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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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物的制作 ( poesis) ，实践智慧指导伦理和政治行为，即狭

义的实践 ( praxis) ( 参见: 亚里士多德 . 尼各马可伦理学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3: 165 － 169) 。

瑏瑡情感主义伦理学的宗旨是把伦理学当做一种非事实描述的情

感、态度或信念的表达，强调将这些因素作为意志的根据。

其早期代表是伊壁鸠鲁，他说: “快乐是我们天生的最高的

善” ( 参见: 伊壁鸠鲁 . 致美诺寇的信［C］/ /周辅成 . 西方伦

理学名著选辑 .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64: 108 ) 。近代的典

型代表则是休谟。他呼吁: “理性是、并且也应该是情感的奴

隶” ( 参见: 休谟 . 人性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0:

4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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