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现，提前干预，才能防止小事变大乃至恶变。
4 已病防变———加强对学生心理与行为的矫正工作

目前，中职院校生源质量下降已是不争的事实。部分学生

由于学习成绩落后，思想道德水平低下，散漫成性，导致厌学情

绪严重，自控能力差，还有部分学生逃学、早恋、夜不归宿、打架

斗殴，甚至最终走上违纪违法的道路。当然，导致“问题学生”出
现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班主任要学会统筹全局，练就一双

善于发现问题的“慧眼”，怀着仁爱之心，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

耐心地对学生开展教育工作。
4.1 对症治疗，防止进一步扩散、恶化

我们要认识到“问题学生”任何时期都会有，作为班主任要

虚心学习、善于总结规律，正视学生的错误，以“治病救人”的思

想及时、果断地采取补救措施，不可偏激定性，以免导致事态恶

化。
4.2 加强心理疏导或心理治疗

据不完全统计，中职院校休学、退学的学生中有 30%左右

是由于心理健康原因。面对这样一个庞大的群体，班主任应向

他们广泛地传播心理卫生知识，帮助他们建立和维护个人心理

健康的自觉意识。比如：开展专题讲座、观看以心理卫生和励志

为主题的影片、开设与心理卫生和健康教育相关的课程等，将

宣教与心理咨询结合起来。做好“问题学生”的转化工作是一项

有意义而又非常艰巨的工作。要在强化思想政治教育的同时，

讲究教育艺术，注重心理疏导，引导学生走出心理误区，坚持虚

功实做，使学生学会记忆、学会思维、学会办事、学会审美、学会

生活、学会做人，逐步形成健全的人格。
4.3 对症下药，加强教育和管理

班主任在对学生的教育管理过程中，要思考、总结，再思

考、再总结。要注意做到以下几点。
（1）明辨是非，端正态度。要分析问题，找准病根，治人如治

病，得其方，药到病除，不得其方，适得其反。具备与时俱进的思

想，善于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比如学生上网、谈恋爱的问

题，班主任不应一味惩罚、批评，这样的“严”不但起不到教化作

用，反而容易使学生产生逆反心理。班主任要把握尺度，做到严

之有方，严之有度、严之有情、严之有则、严而垂范、严中有爱，

在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教育过程中，感化“问题学生”。
（2）努力提高个人素质，主动学习教法和管法，灵活运用各

种教育技巧。遵从教育教学规律，针对青春期学生的心理特征

及个体特点对其进行教育，随着“问题”内容及表现形式的多样

化，班主任应转变思维方式，怀着大爱之心耐心对学生进行教

育。要走近学生，掌握其思想变动，依据个体特征选择最佳的方

法实施教育。
（3）在教育管理过程中，不要苛求一次性药到病除，做好反

复教育的思想准备。正如前面所说“问题学生”历来有之，教师

要做好学生反复出现问题的心理准备。在问题现次出现时，教

师不能急躁，需要付出更多的耐心和爱心。要告诉学生他取得

的进步，同时要求学生尽可能拉长反复的时间，以彻底解决问

题。
总之，学生管理无小事，我们只有怀着“治未病”的思想，努

力做好防病在前，认真细致地做好学生工作，付出加倍的爱心、
耐心，才能帮助学生顺利健康地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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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军地院校教学评价工作正在深入进行，在已评同类

院校中处于何种地位，评价等级如何，名次靠前还是排后，都是

参评院校关注的焦点。随着教学评价 5 年一轮的持久开展，这

种担心和忧虑将会进一步升级[1~2]。

心态是人们对待事务的态度。有了健康向上的心态，就能

客观面对遇到的难题，正确处理各种复杂的关系，结合自己的

实际，做出适合自身发展的抉择，从而保证工作顺利进行并取

得成效。

教学评价过程中的心态调整

马玉萍，曹 蒙，黄应堂
（西安陆军学院边防军医训练大队教研中心，新疆 呼图壁 831200）

摘 要：结合教学评价实践就如何调整好心态进行探讨，认为树立健康向上的心态，不但对教学评价准备起着极为重要的作

用，更是做好平时教学质量建设工作的思想基础和行为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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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评价是一面镜子，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有利于发

现自身的问题和不足；教学评价是一把尺子，要通过评价，丈量

到自身的不足。笔者围绕教学评价准备中的几个具体实例，就

如何调整好心态谈几点看法，供大家参考借鉴。
1 要以“向上”的心态，认真对待已取得成绩和自身优势的准备

所谓“向上”的心态，就是要充分肯定本院校在教学评价准

备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和自身的办学优势。教学评价准备的过程

就是不断进步和发展的过程。长处和优势是相对的，综合大学

有综合大学长处，但必然也有它自身的弱项；单科院校有单科

院校的优势，当然也毫无例外地存在着自己的不足。学会扬长

避短就是进步，关键是把握扬什么长、避什么短。一方面，要客

观真实地肯定自己的优势、宣扬自己的成绩、扩大自己的影响；

另一方面，要力戒以教学评价的名义搞“面子工程”、“形象工

程”等急功近利的行为和做法。
2 要以“树魂”的心态，认真对待“办学思想”诸要素的准备

所谓“魂”，就是指导教学评价准备和教学质量建设的“抓

手”和“向标”。教学评价的“魂”在哪里，“抓手”和“向标”是什

么？纵观教学评价方案，应清醒认识到，教学评价的“魂”就是办

学思想，“抓手”和“向标”就是教育观念、办学理念、办学定位和

人才培养目标。这些要素不但是评建准备的重点，更对其余评

价点的准备质量起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树魂”心态，不

仅利在评价当时，而且会惠及院校的长远建设和发展。基于此，

在反复论证的基础上，我们提出了办学指导思想、办学思路、办
学理念、办学定位，尤其是把培养“四得人才”，即“信得过、用得

上、下得去、留得住”和“四个确保”，即“确保政治合格、确保服

从分配、确保到边防工作、确保扎根基层建功立业”作为我队的

人才培养目标。实践证明，这一思想的确立，对教学评价准备和

教学质量建设，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指导作用和导向效果。
3 要以“平常”的心态，认真对待“短板”项目的准备

所谓“平常”的心态，就是面对院校自身存在的短处不灰

心、不放弃。客观讲，一所院校不可能没有“短板”，所不同的是，

“短板”以什么形式存在、存在数量的多少。如办学规模较小或

新建院校，极有可能存在教员队伍的学历、结构、教学成果、科
研成果等方面的“短板”。用消极的心态对待“短板”的想法不可

取，用掩盖甚至造假的心态对待“短板”的做法更是错误的。对

待教学评价准备和教学质量建设中的“短板”时，正确的心态应

是不掩盖、不护短、不丧失信心、不放弃准备，要在认真准备、如
实提供材料的基础上，采取有效措施，按照“以评促建、以评促

改、评建结合、重在建设”的基本原则，切实加以改进。
4 要以“积极”的心态，认真对待“八大满意度”测评项目的准备

所谓“积极”心态，就是要主动面对满意度测评。八大满意

度测评项目包括：教员测评领导、机关、学术氛围和学员学风 4
项，学员测评教员、自主学习、后勤保障和队干部 4 项。八大满

意度测评反映的是民心、民意，体现的是广大教职员工的觉悟

和凝聚力，八大满意度测评的结果，无疑会对专家的评价产生

重要影响。正因如此，各级领导要保持清醒的认识，给予足够的

重视。换句话讲，就是既要重视测评结果，又要善于及时发现问

题，与其被动等待专家的现场测评结果，还不如主动采取措施，

及时解决模拟测评中发现的问题，加以正确引导，争取得到好

的测评结果。为了达到此目的，一方面要把满意度测评制度化，

最好每年进行一次；另一方面，要有勇气发现和解决测评中出

现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5 要以“务实”的心态，认真对待“四大抽测”项目的准备

所谓“务实”的心态，就是不能对抽测项目抱有侥幸心理。
四大抽测项目包括：主要基础课、主要专业基础课、军事理论和

综合知识、外语和计算机水平。四大抽测能否在专家检查时得

到好的结果，取决于院校事先准备的到位程度，应采取积极主

动的措施，有目的、有针对性地进行模拟复习测试，而不是被动

应付专家的抽测。更重要的是，要看是否把工夫用到平时教学

和教育训练上。四大抽考在于检验院校对基础教育和基础训练

的重视程度，其根本目的是强调基础训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只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四大抽测才会达到理想的效果。
6 要以“节点”的心态，认真对待“16 项”有时限要求指标的准备

所谓“节点”心态，就是要树立时间观念。据我们统计，在军

队院校本科教学评价方案 63 个评价点中，有 16 项是具有“近 3
年”时间要求的项目。如发表论文、获奖成果、主讲教员岗位资

格认证、教授与副教授授课、教员培训、主干课程建设、党委议

教、领导听课、毕业学员分配报到等。评价方案要求“近 3 年”，
就是在准备的评建材料中要客观真实地反映每一年完成的情

况。由此看出，只有养成良好工作习惯，注重平时的积累，才能

达到这方面的要求。良好工作习惯的养成，要靠制度的约束，没

有制度的约束，良好习惯的养成就无从谈起。从这一点看，节点

心态又是制度观念，它要求我们不但在评价准备时要对相关项

目按年度提供资料数据，而且要通过评建准备，建立健全这方

面的制度。
7 要以“严谨”的心态，认真对待“两大硬指标”的准备

所谓“严谨”心态，就是要用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

“两大硬指标”的准备。“两大硬指标”包括：课堂教学和学员体

能达标情况。所谓“硬”指标，就是这两大指标不但应是教学评

价时专家关注的主要方向和关键要素，而且更应成为院校平时

高度关注的对象。上级之所以把这两个方面视为“硬”指标加以

重点检查，主要是因为一些院校存在“重研轻教、重脑轻体”的
现象，要通过这方面强有力的引导，达到使其全面发展的目的。
一些知名院校反馈的教训一再证明，正是由于他们忽略了这方

面的准备或在这方面下的功夫不够，最终影响了评价结果。不

管哪种规模的院校，课堂教学和体能训练是最重要的教学环节

之一，不但要看教授、副教授参与教学的人数比例和平时体能

训练的次数多少，更重要的是看质量和效果。对于大多数院校

来讲，一定要把这两大指标看作是立校指标、看家要素。如果说

师资队伍的学历层次达不到要求，学术成果不够等级是客观因

素所致的话，那么这两大指标评价如果不合格，则是由主观原

因造成的。“硬”指标“硬”在普遍重视，“硬”在长期坚持。只有如

此，才能弥补这方面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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