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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valuation of higher vocational work level is a complex system, and the 

evaluation indexes are fuzzy and uncertain.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fuzziness 

in the process of evaluation, the fuzzy set theory is used to evaluate the work level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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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职工作水平评估是一项复杂系统，评估指标具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

探索运用模糊集合理论对高职工作水平进行全面评估，以解决评估过程中的模

糊性问题，并通过实例证明该方法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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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工作水平评估是一项复杂系统，评估指标多，因素复杂，有些因素相

互影响；而且评估中存在许多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因素，在质和量方面都不能给

出准确的描述，给评估工作带来很大的不便。对这样的系统做出决策需要综合

考虑多种因素，本文利用模糊综合决策方法对高职工作水平评估进行模糊评判

并做出排序或选优。

1  高职工作水平评估指标和等级标准

高职高专院校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指标体系共有一级指标 7 项，其中包

含特色或创新项目；二级指标共 15 项，其中重要指标（黑体字）8 项，主要观

测点 36 个，如表 1 所示。二级指标的评估等级为 A、B、C、D 四级，评估结论

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四种。其标准如下：

优秀：同时满足：（1）全部评估指标中，D=0，A ≥ 12，C ≤ 2；（2）重

要指标中，A ≥ 7，C ≤ 1；（3）有特色或创新项目。

良好：同时满足：（1）全部评估指标中，A+B ≥ 12，其中 A ≥ 6，D ≤ 1；（2）



·16·
基于模糊集合理论的高职教育水平评估 2019 年 9 月

第 1 卷第 1 期

https://doi.org/10.35534/tms.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tms

重要指标中，A+B ≥ 7，其中 A ≥ 4，D=0。

合 格： 同 时 满 足：（1） 全 部 评 估 指 标 中，D ≤ 3；（2） 重 要 指 标 中，

D ≤ 1。

不合格：不满足合格标准。

表 1  高职高专院校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指标体系及评价等级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主要观测点
参考
权重

各等级评价人数
A B C D

办学指
导思想
（0.1）

1.1 学校定位与办学
思路（0.3）

学校定位与发展规划 0.4 2 5 1 0
教育思想观念 0.3 1 6 1 0
教学中心地位 0.3 2 4 2 0

1.2 产学研结合（0.7） 产学研结合 1 1 2 4 1

2. 师资
队伍建

设
（0.1）

2.1 结构（0.6）
学生与教师比例 0.2 2 5 1 0

专任教师结构 0.6 1 6 1 0
兼职教师数量与结构 0.2 2 4 1 1

2.2 质量与建设（0.4）
质量 0.5 2 3 3 0

建设与发展 0.5 2 3 2 1

3. 教学
条件与

利用
（0.15）

3.1 教学基础设施
（0.15）

教学及辅助用房状况 0.2 4 3 0 1
教学仪器设备状况 0.5 2 4 1 1

图书馆及校园网状况 0.2 3 3 1 1
体育运动设施状况 0.1 1 5 2 0

3.2 实践教学条件
（0.7）

校内实训条件 0.5 3 4 1 0
校外实训基地 0.3 1 3 2 2
职业技能鉴定 0.2 0 3 3 2

3.3 教学经验（0.15）
经费保证情况 0.5 1 7 0 0

学费收入用于教学经费的比例 0.5 2 5 1 0

4. 教学
建设与

改革
（0.25）

4.1 专业（0.3）
专业设置 0.3 2 4 2 0
教学计划 0.4 3 3 2 0

专业教学改革试点工作 0.3 3 4 1 0

4.2 课程（0.3）
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改革 0.5 2 4 2 0

教材建设 0.2 1 4 3 0
教学方法与手段改革 0.3 1 6 1 0

4.3 职业能力训练
（0.3）

实践训练体系 0.6 0 2 6 0
职业能力考试 0.4 1 5 2 0

4.4 素质教育（0.1） 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工作状态和效果 1 0 3 4 1

5. 教学
管理

（0.15）

5.l 管理队伍（0.4）
教学管理、学生管理队伍的数量、结

构、素质及运行情况
1 2 4 2 0

5.2 质置控制（0.6）
教学规章制度的建设与执行 0.3 1 4 2 1
各主要教学环节的质量标准 0.3 2 3 2 1

教学质量监控与学生质量调查 0.4 2 2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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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主要观测点
参考
权重

各等级评价人数
A B C D

6. 教学
效果

（0.2）

6.1 知识能力素质
（0.4）

学生能力 0.6 2 2 3 1
学生掌握必备知识的程度 0.2 2 3 2 1

学生基本素质状况 0.2 1 3 4 0

6.2 杜会声誉（0.6）
录取新生报到率及毕业生就业率 0.7 0 1 4 3

社会对毕业生的综合评价 0.3 0 2 5 1
7. 特色或创新项目（0.05） 1 0 2 6 0

这些评估指标的评判标准既有定量又有定性的。如“学生与教师比例”、“专

任教师结构”等属于定量指标，能够根据相关数据准确判断；但有些指标属于

定性指标，没有具体的量化指标，具有一定的模糊性，人们难以精确描述。例

如二级指标”学校定位与办学思路”主要观测点“教育思想观念”，等级 A 的

标准为：“有高职高专教育研究机构和专职人员，积极探索高职高专教育人才

培养模式，能以培养技术应用能力为主线设计教学方案，初步形成具有中国特

色的高职高专教育思想观念”，等级 C 的标准为“注重高职高专教育思想观念

的学习研究，遵循高职高专教育规律，对规模与质量、发展与投入、改革与建

设等关系处理得当，办学思路符合实际”；介于 A、C 级之间的为 B 级，低于 C

级的为 D 级。这些定性或模糊的语句用定量的标准来准确衡量，况且各评审专

家对同一指标的评价也可能存在分歧，因此很难作出客观、全面的评判。

模糊综合评判方法是应用模糊关系合成的原理，从多个因素对评判事物隶

属等级状况进行综合评估的一种方法。它对许多因素所影响的事物或现象作出

总的评价，根据条件给每个对象赋予一个非负实数的评价指标，然后择序评优。

它是一种定量的评价方法，是在全面考虑和尽量简化评价基本因素的前提下，

运用模糊数学和集合论有关知识，进行推理和演算，将具有不同权重的各类评

价者对各个评价指标的评分结果综合成一个总评定值，形成一个综合性判断，

然后根据需要，对被评者是否达到目标以及达到目标的程度给予明确的结论，

或者对被评者作出优劣程度的等级评判的过程。其基本思想是把指标体系中每

个指标得到的评估值经模糊评判的规范化处理后，得出的分值是一个隶属度向

量，对所有指标的隶属度向量进行合成运算，求出评估对象的综合评定结果。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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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模糊综合评估模型

1. 确定因素集 u=! 且，U2'……Uml，U，表示影响评估的第 i 个因素

2. 选择评价集 V={V1，………Vn}，Vj 表示评价的第 j 个等级。

3. 确定各因素权重向量 P

4. 二级指标评估

（1）建立模糊关系矩阵

由 m 个专家组成评估组，每位成员对每个二级指标的各个观测点给出一个

评价登记，从而确定每个因素对于各评价等级的隶属度（等于该评价等级评价

人数 / 评价总人数），形成模糊关系矩阵

其中 表示第 i 个因素 Ui 对应于第 j 级评语 Vj

的隶属度。

（2）作模糊变换，进行二级指标综合评判

常用模糊变换有以下几种方法，根据实际问题的需要，可以选定其中一种

方法。

如要突出主因素，往往选定模型 M（V，∧）；主因素突出型还有另外一种

形式 M（●，V）模型；若要适当兼顾各因素，并保留单因素评判的全部信息，

往往采用 M（●，+）模型。

对每个二级指标的各个参测电进行单因素评判后得到单因素评判矩阵 Rij，

则二级指标模糊评价向量为 Bij=Pij0Rij，百分制综合评估值为 Cij=A0Bij

（3）按照二级指标的评估标准得到二级指标的评估等级及评估结论

5. 一级指标综合评估

将一级指标所含的各个二级指标的综合评估值 Cij 乘以对应的权重 Pi 作和，

得到每个一级指标的综合评估值 Cij，再将各个 Cij 值乘以一级指标对应的权重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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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和，即得总评估值 C。

3  实证分析

设某高职院校共有 8 位评估专家参与评估，8 位专家对评估二级指标的各个

观测点给予不同等级的评价，见表 1，则模糊评估过程如下。

1. 确定高职工作水平评估因素集 U

根据影响评估对象的 7 个因素（即一级指标），确定评估因素集，记为

U={U1，U2，……U7}

2. 确定评估等级 V

按照评估标准确定每个观测点的表现强度 V=（V1，V2，V3，V4），其中

V1- 优秀，V2- 良好，V3- 合格，V4 －不合格。设各等级对应的代表分数分别为：

优秀：85-100，良好：75-84，合格：60-74，不合格：0-60 分，并取各区间的

组中值记为 A =［92 80 68 30］T，以计算百分制综合评估值。

3. 确定各因素权重集

该评估方案各级指标权重向量采用专家评判法确定。具体权重见表 1。

4. 二级指标模糊评估

将二级指标各个观测点的权重向量 P 日与模糊关系矩阵 Ry 采用（●，+）

模糊算子进行模糊合成，得到二级指标模糊评估结果向量 Bi=Pij0Rij

例如：二级指标“学校定位与办学思路”有 3 个观测点，第一个观测点“学

校定位与发展规划”的评价向量为（0.25  0.625  0.125 0），表示有 25% 的专家

评价该观测点为“优秀”；62.5% 的专家评价为“良好”，12.5% 的专家评价为

“合格”，没有专家评价”不合格”（其它观测点的评价向量意义同上）；则

该指标的模糊关系矩阵为（以下数据计算均采用 MATLAB 软件计算）

权重集为 P11=［0.4  0.3  0.3］

模糊评估结果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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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1 = P11oRu=［0.2125  0.6250  0.1625 0］

百分制综合评估值 C11 = AoB11 = 80.6

Cij 是一个代表数值，取值为 0-100 之间，表示某个二级指标综合评估的总

得分。Cij 值越高，说明该指标在所有评估指标中的综合表现越好。

同理可得全部二级指标综合评估结，果见表 2。

表 2   一级和二级指标综合评估得分及等级

二级指标 1.1 1.2 2.1 2.2 3.1 3.2 3.3 4.1 4.2 4.3 4.4 5.1 5.2 6.1 6.2
得分 80.6 69 79.4 76.1 76.8 63.9 81.5 81.5 79.4 74 67.8 80 72.7 73.2 58.6
等级 B C  B  B  B C  B  B  B C C B B B D

一级指标  1 2 3 4 5 6 7
得分  72 78.1 68.5 77.3 75.6 64.4 71

总评分  72.4 

全部二级指标评估结果含有 10 个 B，4 个 C，1 个 D，满足：（1）全部评

估指标中，D：s-3；（2）重要指标中，D：s-1，则该高职院校评估结果为“合格”。

5. 一级指标模糊评估

若需要对高职院校进行排名，或者当某些院校评估结果属于同一等级（例

如都是“合格 "）' 如果只是简单统计所获得 A、B、C、D 的个数，可能出现许

多院校完全相同的结果，彼此之间很难进一步排序区分优劣，此时可以利用一

级指标模糊评估结果进行排序或优选。

例如：一级指标”办学指导思想”有 2 个二级指标，其中“产学研结合”和“学

校定位与办学思路”得分分别为 80.6，69，对应权重为（0.3，0.7）（见表 1）'

则一级指标”办学指导思想”综合得分为

80.6×0.3+69×0.7=72 分。

同理可得其它一级指标综合得分为 78.1，68.5，77.3，

75.6，64.4，71，见表 2。对应一级指标权重为（0.1，0.1，

0.15，0.25，0.15，0.2，0.05），则该院校总评分为

72×0.1+78.1×0.1+68.5×0.15+77.3×0.25+75.6×0.15+64.4×0.2+71×0.05=7

2.4 分

该分数介于 60-74 之间，符合”合格”标准，评判结果与评估标准结论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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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每个被评高职院校重复上述过程，计算总评分，据此可对各个被评院校

进行排序。

4  结语

本文应用模糊集合思想实施高职工作水平评估操作，将模糊集合理论引入

评估系统中，建立了评估模型，解决评估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模糊性和不确定性

问题。该方法所应用的模糊集合理论和数学模型，理论体系严谨，具有很强的

可靠性；模糊评判方法简易可行，计算步骤明确。该方法可采用 MATLAB 软件

编程，［3］将数据输人即可直接得到各个过程计算结果，使用方便，评估结果

较为客观合理；评估指标体系中的参考权重亦带有模糊性，在不同形式下可能

有所不同，将影响评估结果。而模糊评估模型很好地反映了这一特点，具有较

强的灵活性和普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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