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 CIPP+AHP 的在线开放课程质量评价体系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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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线开放课程发展规模日益扩张，构建合理有效的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对课程教学的监管和诊断提升具有重

要意义。本文基于 CIPP 评价模型，分析背景、投入、过程和产出4个评价维度，针对开放课程的数字化教学特点，

对应“教学背景”、“资源投入”、“教学实施”、“成果评价”四个方面，构建贯穿课前、课中和课后全链条的

评价指标，并通过德尔菲法和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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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development scale of online open courses is expanding,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reasonable and effective 

quality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supervision and diagnosis of course teaching. Based on the 

CIPP evaluation model, this project analyzes the four evaluation dimensions of background, input, process and output.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gital teaching of open courses, corresponding to the four aspects of "teaching 

background", "resource input", "teaching implementation" and "achievement evaluation", it constructs evaluation 

indicators that run through the whole chain of pre-class, in-class and post-class, and determines the weight of indicators 

through Delphi and A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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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  言 

近年来，在线开放课程凭借时空不受限、学习个

性化、便于回顾复习等授课优点，越来越受到人们的

关注，逐渐成为主流学习渠道之一。各高校在教育部

关于一流本科课程“双万计划”的政策鼓励下，也将

推进线上课程建设作为教改工作的重头戏来抓。“教”

和“学”供需两旺之下，我国在线开放课程数量呈现

爆炸性增长态势。数量上去了，但课程质量良莠不齐，

相关课程配套管理制度和课程质量认定标准尚在探索

完善中。在线开放课程教学模式独特，生搬硬套传统

课堂的评价指标并不合适，甚至会错误引导线上教学

追求与线下课堂的模仿相似程度，渐渐失去了在线教

学自身特色。2002 年教育部教育信息化技术标准委员

会发布了《CELTS-22.1:网络课程评价规范》(征求意

见稿) 
[1]
，从课程内容、教学设计、界面设计、技术四

个维度进行评价，但未能形成正式标准；2018 年国家

批准发布了 GB/T36642-2018《信息技术 学习、教育和

培训在线课程》标准
[2]
，对在线课程提出了评价原则与

参考模型，但没有给出具体可落地的评价实施方案，

而是根据教与学过程数据形成一系列原子指标数据，

供不同平台在线课程对比评价选用。迟滞的标准研制

进度跟不上目前在线课程飞速发展变化的步伐。本文

＊基金资助：本文得到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大班额

背景下公共计算机课程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改革和创新”

（202101340010）；广西高等教育本科教学改革工程项目“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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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构建一个可行性和实用性兼顾的在线开放课程质

量评价指标体系，在 CIPP 模型基础上确定一级指标，

通过德尔菲法确定二级和三级指标，并利用 AHP 层次

分析法确定各级指标的权重。 

2  基于 CIPP 模型的评价体系设计 

分析已有文献
[3][4][5]

，大部分在线课程评价指标体

系的构建遵循如下范式： 

第一步，分析现有传统教学质量评价指标，结合

在线课程的特点，总结归纳出基础的定性指标和定量

指标； 

第二步，通过调查访谈、专家咨询等方式修正和

完善指标点； 

第三步，采用某种数学评价方法对指标权重进行

量化分析，并检验其合理性和可行性。 

优秀的评价指标体系应围绕“以学生为中心”的

目标主轴，兼顾教师、督导、社会影响等评价因素，

充分利用在线课程运营过程中的生成数据，通过伴随

式数据收集和实时分析评价，协助教师及时发现教学

中出现的问题，及时提出改进措施，完善课程资源，

以评促教、边教边改、边改边创，打造教与学的互动

良性循环。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学者 Stufflebeam,D.L.提

出了在背景（Context）、投入（Input）、过程（Process）、

产出（Product）四个方面进行全过程跟踪评价的 CIPP

评估模型
[6]
。本文根据在线开放课程建设和管理各环

节的特点，分析 CIPP 模型四个评价维度，从“教学背

景”、“资源投入”、“教学实施”、“成果产出”四个方

面构建科学有效的评价指标。 

3  评价指标要素分析 

在线开放课程利用网络技术远程教学，其运营过

程涉及人员众多，包括建课团队、用课老师、选课学

员、平台运维、学校监管等，要合理构建在线开放课

程评价指标体系，需多角度多主体多元化地选取评价

指标要素。 

基于在线课程的数字化特点，评价模型的指标要

素应尽量选取可数字量化的务实观测点，同层次各指

标要素之间尽量独立，最大限度减少相关性和因果性。

多方权衡之下，本研究依据 CIPP 模型将一级指标一对

一确定为“教学背景”、“资源投入”、“教学实施”、“成

果产出”四项。其中，“教学背景”和“资源投入”是

课前准备阶段，主要涉及前期课程设计、视频录制和

课程建设阶段的评价，评价客体是建课团队和平台运

维，包括对内容编排和制作、课程教学组织模式、学

习路径设计、教学团队等方面的诊断性评价；“教学实

施”是课中实施阶段，主要涉及课程运营过程中教与

学的评价，评价客体是用课老师和选课学员，包括课

程维护运营、师生互动交流、过程性考核、信息安全

监控等方面的形成性评价；“成果产出”是课程总结和

反思阶段，主要涉及教学目标达成情况的评价，是对

在线课程整体使用效果的综合评价，包括师生满意度、

教学完成度、结课考试、社会效益等方面的终结性评

价（见图 1）。 

 

图 1  基于 CIPP 的在线开放课程评价模型 

在一级指标的基础上利用德尔菲法（专家调查法）

细化出二级指标，并按照科学性、整体性、客观性、

指导性原则，对二级指标具体描述出观测点。实际应

用中，也可根据需求将观测点转化为三级指标进行精

细评价。表 1 是经过专家调查法对所要评价的指标要

素，反复征询专家意见之后整理归纳的三级指标体系。 

4  采用 AHP 层次分析法确定各级权重 

层次分析法（AHP）是一种层次权重决策分析方法，

利用 AHP，首先将与评价目标有关的元素分解成一级

指标、二级指标、三级指标的阶梯层次结构，再经过

三大步骤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包括：1.专家打分法

构造判断矩阵；2.计算特征向量、特征根和权重值；

3.一致性检验分析，从而确定各层级指标的权重值。 

4．1  通过专家打分法构造判断矩阵 

将表 1 的各项评价指标制作成调查问卷发放给专

家，同时给出 1~9 级重要程度的标度表（见表 2），数

字代表两个指标对象之间的相对重要性，数字越大代

表相对重要性越强。专家依据标度表的评分标准确定

同层次中每个指标相对于其他指标的重要程度，两两

比较进而构造出判断矩阵。 

判断矩阵生成方法：假设某层 C 有 n 个指标，专

家对 n 个指标之间两两比较的相对重要性给出判断值，

则构造出的判断矩阵 A 为 n×n 方阵，每个方阵元素

均为正数，得到式 1 的判断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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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在线开放课程质量评价三级指标体系设计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观测点） 

教学背景A1 

课程背景A11 政策法规、改革现状、行政支持、平台资质、可访问性 

课程定位A12 办学定位、人才培养目标、课程科学性、课程先进性 

课程体系A13 教材选用、教学内容、课程计划、课程结构、知识结构 

资源投入A2 

课程团队A21 团队结构、教师责任心、信息技术能力 

视频制作A22 知识颗粒化、制作水平、内容导向、版权和知识产权、持续改进 

辅助资源A23 实验素材、教案、参考资料、行业发展前沿、拓展资源、课程思政 

学习设计A24 学习目标、导学计划、学习环节设计、评价多元、打分标准、互动方式设计 

教学实施A3 

教学方法A31 教学态度、教学手段、教学风格、学习提醒和督促 

过程管理A32 运营管理、教学互动、不良信息监控 

施教数据A33 公告次数、布置作业次数、主观题批改次数、答疑次数 

形成性考核数据A34 学习进度、发言次数、作业成绩、测试成绩 

成果产出A4 

总结性考核数据A41 线上结课考试成绩、线下期末考试成绩、成绩分布结构 

教学完成度A42 选课人数、学生流失率、教师参与度、学生活跃度 

满意度A43 学生满意度、教师满意度、学校和平台满意度 

社会效益A44  开放程度、本校教学效益、推广情况 

 

            （1） 

其中， 

 

根据上述方法，结合专家实际打分数据得到表 3

的判断矩阵，获得 AHP 层次分析法所需的输入数据。

判断矩阵对角线数据一定为 1，表示自己与自己比较

的重要性相等；判断矩阵左下角和右上角数据呈互为

倒数对称格式，表示两个相同对象比较的重要性相等。 

表 2  1~9级评分标准 

比较得分 分值说明 

1 同等重要 

3 略微重要 

5 重要 

7 非常重要 

9 极端重要 

2,4,6,8 上述重要程度的中间层级 

 

4．2 单层级权重计算 

利用和积法对判断矩阵进行单层次排序，计算矩

阵中各因素的权重值，步骤如下。 

（1） 将矩阵的每一列元素做归一化处理，即每

个元素除以所在列的和: 

         （2） 

 

 
表 3  专家打分法得到的判断矩阵 

 教学背景
A1 

资源投入
A2 

教学实施
A3 

产出成
果A4 

教学背
景A1 

1 1/3 1/7 1/6 

资源投
入A2 

3 1 1/2 1/2 

教学实
施A3 

7 2 1 1 

成果产
出A4 

6 2 1 1 

 

（2） 将归一化后的判断矩阵进行按行相加 

      （3） 

（3） 对向量 进行归一化

处理，得到特征向量  ，即各指标的权重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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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4．3  一致性检验 

专家从自身的认知角度出发，对指标进行两两比

较判断时难免会出现一些偏差，导致判断结果出现矛

盾，例如指标1比指标2重要, 指标2比指标3重要,可指

标3又比指标1重要。为此需要进行一致性检验，分析

偏差程度是否在可接受范围内。 

定义一致性指标公式： 

                         （5） 

其中， 是n阶判断矩阵A的最大特征值。 

                   （6）   

采取随机一致性检验法，用程序随机生成500个n

阶判断矩阵，计算出500个一致性指标CI值并取其平均

值RI，定义一致性比率CR=CI/RI。如果CR<0.1，则认

为专家构造的判断矩阵通过一致性检验，如不通过，

则说明不具有一致性，需专家重新构造判断矩阵。表

4是根据上述公式计算的矩阵CI值与随机CI值的对比

分析结果。 

表 4   一致性检验结果 

最大特征根

 
CI值 RI值 CR值 一致性检

验结果 

4.003 0.001 0.890 0.0011 通过 

4．4  逐层级计算权重值 

通过一致性检验后，认可式 4 的计算结果，得出

表 5 的一级指标的权重分配值。表中显示，教学实施

A3 和成果产出 A4 两者所占权重较大，体现了在线教

学应以学生产出为中心，以持续改进教学方法为抓手

的最终教学目标。 

表 5  权重值计算结果 

项目 特征向量𝒘𝒊 权重值 

教学背景A1 0.239 5.974% 

资源投入A2 0.741 18.520% 

教学实施A3 1.540 38.490% 

成果产出A4 1.481 37.016% 

 

按照上述方法，依次从高层到低层对一~三级指标，

逐层分别计算各指标 A11~A44 的权重值，对指标结果

进行归纳总结，得出最终指标体系。 

5  结束语 

教学质量评价是在线开放课程运营发展和持续改

进的依据，本文结合在线开放课程规模大、开放性强、

网络教学等特点，从“教学背景”、“资源投入”、

“教学实施”、“成果产出”四个方面构建基于 CIPP 

模型评价指标，并通过定性、定量分析方法研究教学

全过程评价体系，致力于为课程评价提供打分依据，

对在线课程教学水平的提升和持续改进具有一定的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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