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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述评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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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评述是对教师的教学工作进行全

面、客观、公正的评价，旨在提高教

师的教学水平和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

教师评述是教育管理中不可或缺的一

环，它能够为教师提供反馈和指导，

帮助教师认识自己的优点和不足，从

而改进教学方法和提高教学效果。

教师评述定义及重要性

重要性

定义



目的
教师评述的目的在于促进教师的专业成长，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同时为学生和

家长提供优质的教育服务。

意义
通过教师评述，可以激励教师不断改进教学方法和手段，提高教学效果；同时，

也可以为学校管理层提供决策依据，优化教师资源配置。

评估目的与意义



教师评述适用于各级各类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中的专任教师。

适用范围

教师评述的对象包括所有从事教育教学工作的专任教师，无

论其职称、职务、学科和年级等。此外，也可以对实习教师、

代课教师等进行相应的评述。

对象

适用范围及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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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性定义
公正性是指教师在对学生进行评价时，应秉持中立、客观、不偏不倚的态度，确

保每个学生都能得到公平合理的评价。

公正性评价的重要性

公正性评价有助于维护学生的权益，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促进教育公平和社会

公正。

公正性原则内涵解读



    

保证公正性措施与方法

制定明确的评价标准

教师应根据学科特点和学生实际，制

定明确、具体、可操作的评价标准，

确保评价过程有章可循。

采用多样化的评价方法

教师应综合运用定量评价和定性评价、

过程评价和结果评价等多种方法，全

面、客观地反映学生的学习情况。

公开透明地进行评价

教师应将评价过程、评价结果和评价

依据向学生公开，接受学生的监督和

质疑，确保评价的公正性。



教师在评价学生时，应避免受到个人喜好、情感因素等主观因素的
影响，确保评价的客观公正。

克服个人喜好和偏见

教师应尊重每个学生的个性、兴趣、特长等差异，避免用统一的标
准去衡量所有学生，造成不公平的评价结果。

尊重学生的个性差异

教师应坚决反对和抵制任何形式的歧视现象，如性别歧视、种族歧视、
家庭背景歧视等，确保每个学生都能在公平的环境中接受评价。

消除歧视现象

避免主观偏见和歧视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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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性原则是教师评述的基础，要求评价者在进行教师评述

时，必须保持客观、公正的态度，不受个人情感、偏见等因

素的影响。

客观性原则要求评价者对所评价的教师进行全面、深入的了

解，包括其教学理念、教学方法、教学效果等方面，以确保

评价结果的准确性和公正性。

客观性原则要求分析



收集全面、真实信息方法论述

要收集全面、真实的信息，评价者可

以通过多种途径进行，如观察教师的

教学过程、听取学生的反馈意见、查

阅教师的教学资料等。

在收集信息时，评价者应注意信息的

真实性和有效性，避免收集到虚假或

片面的信息，以确保评价结果的客观

性和公正性。



为了防止片面评价和误导现象的发生，评价者在进行教师

评述时，应坚持多角度、全方位的评价原则，避免只从一

个角度或方面进行评价。

同时，评价者还应对所收集的信息进行综合分析，以得出

全面、准确的评价结论，避免因为个别信息或片面之词而

对教师做出不公正的评价。

防止片面评价和误导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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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
https://d.book118.com/155001022312011133

https://d.book118.com/1550010223120111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