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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modeling analysis about teaching quality guarantee system is discussed. 

In He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or example, first the corresponding questionnaire 

survey has been made, then using the method of analytic hierarchy structure and 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to establish the teaching quality guarantee system of the secondary 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odel, finally the fuzzy neural network model of university teaching 

quality guarantee system is establis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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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探讨了关于高校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的建模分析.以河南科技大学为例，首先进行了问卷

调查，然后利用层次分析结构法和模糊综合评判建立高校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的二级模糊综合

评判模型，最后建立了高校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的模糊神经网络模型。 

关键词：高校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层次分析结构模型；模糊综合评判模型；模糊神经网络

模型 

1. 引言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指出在新的历史时期，提高人才培养

质量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任务。要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就要完善高校的教学质量保障体系。

教学质量保障体系是指全面提高教学质量的校内工作体系和运行机制。保障体系有五个部分，

即教学管理与组织系统、教学信息收集与处理系统、教学评价系统、教学条件保障系统和教

学质量信息的反馈系统。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加快，构建全面、科学、高效的内

部教学质量保障体系成为高校需要关注和解决好的重要问题.目前对于高校的教学质量保障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 Management and Computer Science (ICEMC 2016)

© 2016. The authors - Published by Atlantis Press 1094



 

  

体系的研究很多，很多学者是从教育学和管理学的角度进行研究[1,2,3]，也有还有学者是以

经济学中的观点来探讨高校教学质量[4]，本文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研究高校的教学质量保障体

系。 

2. 调查问卷设计与分析 

充分考虑到高校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评估是一个系统工程，影响其的因素众多，在设计问卷

过程中，遵守问卷设计的原则：有明确的主题；结构合理、逻辑性强；通俗易懂和便于资料

的校验、整理和统计。 

主要将河南科技大学作为调查地点，发放 360 份问卷，共获得 345 份有效调查问卷，回收率

达到 95.8%。其中大一的有 95 份，大二的有 97 份，大三和大四各有 65 份和 88 份。被调查

者的专业分布如下：理科 131 人，工科 71人，文科 62 人，农医 81人，调查范围是比较广，

也比较均匀。从回收的调查问卷中也可以看出问卷完成情况良好，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基

本保证了信息来源的真实性和调查的有效性。表 1 是关于问卷调查所有项目结果的统计表。

从表 11可分析得知，在调查项目中教学资源、师资水平和教师评价的评价获得良好和优秀的

百分比都大于 80%，这表明学生对这些评价项目是充分肯定的，但是还是有改进之处。特别

是在职称结构这个评价项目中，较差的百分比达到 3.32%，更说明了问题的所在，教师的职

称结构还有待完善。从上表中可以分析得知，教学管理和信息网建设的被评为优秀和良好的

比率接近 90%，获得了被调查者的肯定，但是也存在一定的缺陷，教师信息和毕业生信息的

缺乏，使得这两个评价项目获得较差评价的百分比大于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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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评价项目结果分布统计表 

项目 评价内容 合计 优秀 良好 一般 及格 较差 
教
学
资
源 

教学设备 
调查人数 345 173 120 37 8 7 

比例（%） 100 50.23 34.99 10.71 1.96 2.11 

实验设备 
调查人数 345 182 121 30 8 4 

比例（%） 100 52.79 35.14 8.6 2.41 1.06 

图书资源 
调查人数 345 207 74 39 20 5 

比例（%） 100 60.03 21.57 11.01 5.73 1.66 
师
资
水
平 

学历结构 
调查人数 345 164 139 27 10 5 

比例（%） 100 47.51 40.19 7.79 2.96 1.55 

职称结构 
调查人数 345 137 152 6 38 2 

比例（%） 100 39.67 44.04 1.81 11.16 3.32 

高职称教师上课率 
调查人数 345 146 152 36 9 2 

比例（%） 100 42.23 44.19 10.41 2.56 0.61 
教
师
评
价 

课程建设 
调查人数 345 210 104 5 21 5 

比例（%） 100 60.79 30.09 1.32 6.23 1.57 

教学方法 
调查人数 345 160 149 23 10 3 

比例（%） 100 46.51 43.19 6.73 2.86 0.71 

教学效果 
调查人数 345 200 92 37 6 10 

比例（%） 100 57.92 26.54 10.71 1.81 3.02 
教
学
管
理 

管理规章 
调查人数 345 226 90 23 5 1 

比例（%） 100 65.46 26.09 6.79 1.36 0.3 

考试管理 
调查人数 345 160 146 21 11 7 

比例（%） 100 46.49 42.23 6.14 3.12 2.02 
信
息
网
建
设 

学生信息网建设 
调查人数 345 240 71 18 10 6 

比例（%） 100 69.43 20.45 5.13 3.03 1.96 

教师信息网建设 
调查人数 345 196 107 5 10 27 

比例（%） 100 56.82 31.08 1.32 2.83 7.95 

毕业生信息网建设 
调查人数 345 133 155 8 35 14 

比例（%） 100 38.63 45.04 1.91 10.16 4.26 

3. 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二级模糊综合评判模型 

3.1. 层次分析结构模型与指标权重的确定 

3.1.1 给出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 

选择教学质量高校保障体系中 5 个一级指标和 14 个二级指标，其中 5 个一级指标为： 1A 教

学资源、 2A 师资水平、 3A 教学评价、 4A 教学管理和 5A 教学信息网建设。14个二级指标为：

1A 教学资源包括 1B 教学设备、 2B 实验设备、 3B 图书资源； 2A 师资水平包括 4B 学历结构、

5B 职称结构、 6B 高职称教师上课率； 3A 教学评价包括 7B 教材建设、 8B 教学方法、 9B 教

学效果； 4A 教学管理包括 10B 管理规章、 11B 考试管理； 5A 教学信息网建设包括 12B 学生信

息网建设、 13B 教师信息网建设、 14B 毕业生信息网建设。 

2.1.2 构造成对比较矩阵 

在教学质量高校保障体系中一级指标对比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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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一级指标对比表 

Z  1A  2A  3A  3A  3A  

1A  1 2 1/2 1/5 1/2 

2A  1/2 1 1/2 1/2 1/5 

3A  2 2 1 1/2 1/3 

4A  5 2 2 1 2 

5A  2 5 3 1/2 1 

 

过 MATLAB计算可得 max 5.3620  , 特征向量

0.2089

0.1663

0.2978

0.7151

0.5732



 
 
 
  
 
 

  

 , 查表可知 

1.12RI   ,计算可得 0.0905CI  , 0.0808 0.1
CI

CR
RI

    , 通过一致性检验。 

将特征向量归一化可得一级指标权向量 '

0.1065

0.0848

0.1518

0.3646

0.2923



 
 
 
 
 
 
 
 

 。 

二级指标包括教学设备、学历结构、教材建设、管理规章和学生信息网建设等 14 个二级指标。

以下是教学资源的二级指标对比表。 

表 3 二级指标对比表 

Z  1B  2B  3B  

1B  1 2 1/2 

2B  1/2 1 1/2 

3B  2 2 1 

 

通过 MATLAB 计算可得 max 3.0536  ,特征向量

0.5053

0.3183

0.8021



 
 

  
 
 

 ,查表可知 0.58RI   ,计算可得

0.0268CI  , 0.046 0.1
CI

CR
RI

    ,通过一致性检验。将特征向量归一化可得二级指标权向

量 '

0.3108

0.1958

0.4934



 
 

  
 
 

 。 

以下是师资水平的二级指标对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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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二级指标对比表 

Z  4B  5B  6B  

4B  1 1/5 1/2 

5B  5 1 3 

6B  2 1/3 1 

 

通过 MATLAB计算可得 max 3.0037  ,特征向量

0.1747

0.9281

0.3288



 
 

  
  

,查表可知 

0.58RI   ,计算可得 0.0019CI  , 0.0033 0.1
CI

CR
RI

    ,通过一致性检验。将特征向量归一

化可得二级指标权向量 '

0.1220

0.6483

0.2297



 
 

  
 
 

。 

以下是教学评价的二级指标对比表。 

表 5 二级指标对比表 

Z  7B  8B  9B  

7B  1 1/5 1/2 

8B  5 1 3 

9B  2 1/3 1 

 

通过 MATLAB 计算可得 max 3.0536  ,特征向量

0.5053

0.3183

0.8021



 
 

  
 
 

 ,查表可知 0.58RI   ,计算可得

0.0268CI  , 0.0462 0.1
CI

CR
RI

    ,通过一致性检验。将特征向量归一化可得二级指标权向

量 '

0.3108

0.1958

0.4934



 
 

  
 
 

 。教学管理的二级指标数为 2，通过一致性检验，权向量 '
0.6667

0.3333


 
  
 

。 

以下是教学信息网建设的二级指标对比表。 

 

表 6 二级指标对比表 

Z  12B  13B  14B  

12B  1 1/5 1/2 

13B  5 1 3 

14B  2 1/3 1 

1098



 

  

通过 MATLAB计算可得 max 3.0055  ,特征向量

0.8902

0.4132

0.1918



 
 

  
  

, 查表可知 

0.58RI   ,计算可得 0.0268CI  , 0.0462 0.1
CI

CR
RI

    ,通过一致性检验。将特征向量归一

化可得二级指标权向量 '

0.5954

0.2764

0.1283



 
 

  
 
 

。 

3.2. 二级模糊综合评判模型的构建 

1A 评估隶属度计算： 

评估矩阵为： 

21

50.23 34.99 10.71 1.96 2.11

52.79 35.14 8.6 2.41 1.06

60.03 21.57 11.01 5.73 1.66

R

 
 

  
 
 

 

权 向 量 为 21 (0.3108,0.1958,0.4934)W  , 对 1A 的 评 估 等 级 的 隶 属 度 为 ：

1 2 1 2 1( 5 5 . 5 2 6 4 , 2 8 . 3 6 9 9 , 1 0 . 4 3 6 3 , 3 . 9 0 6 7 , 1 . 6 8 0 7 )B W R  。 

按照同样的方法及过程还可以分别计算出 2, 3, 4 5A A A A和 隶属度。 

2

3

4

5

(41.2145,43.6048,4.5150,8.1842,2.4816)

(56.5779,30.9034,7.0123,3.3893,2.1170)

(59.1373,31.4695,6.5734,1.9466,0.8733)

(57.6811,30.6431,6.0265,3.4713,2.1724)

B

B

B

B









 

由上可知，我校高校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评估识别矩阵为： 

55.5264 28.3699 10.4363 3.9067 1.6807

41.2145 43.6048 4.5150 8.1842 2.4816

56.5779 30.9034 7.0123 3.3893 2.1170

59.1373 31.4695 6.5734 1.9466 0.8733

61.9999 26.5451 3.6643 3.8898 3.9109

R

 
 
 
 
 
 
 
 

 

各一级指标的权重 (0.1065,0.0848,0.1518,0.3646,0.2923)W   ，则我校的综合评估向量为：

(57.6811,30.6431,6.0265,3.4713,2.1724)B W R  。 将 评 估 等 级 进 行 赋 值

1 2 3 4 5{z ,z ,z ,z ,z } (100,80,60,40,20)Z   ，则我校的综合评估等级得分为 

100

80

(57.6811,30.6431,6.0265,3.4713,2.1724) *1% 87.634560

40

20

TC B Z

 
 
 
   
 
 
 
 

, 

所以该校的教育保障体系的评估等级为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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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模糊神经网络模型 

4.1. 模糊神经网络模型的原理 

模糊神经网络（Fuzzy neural network,简称 FNN）是用神经网络表示出模糊规则和隶属函数，

将生成的神经网络用于实现模糊推理，再利用误差反传算法训练神经网络，从而提高系统精

度、修改隶属函数、求模糊规则。这个过程首先是由输入内容的模糊化过程；然后由模糊推

理过程实行逻辑推理；最终进行决策判断。它的各个节点的连接权值和其他参数可以通过学

习不断调整。 

模糊神经网络的评判模型适用于高校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评估。模糊评判过程具体为： 

(1)寻找因素集 1 2{u ,u ,...,u }nU  ；(2)建立评判集 1 2{ , ,... }mV v v v ； 

(3)找出评判矩阵 (r )ij n mR  ；(4)建立权重集 1 2(a ,a ,...,a )nA  ； 

(5)设评判矩阵 R 每个单因素到评语集的最大隶属度集 1 2(g ,g ,...,g )T

nG  ，其中

1 2 ... , 1,2,...,i i i img r r r i n     。则
1

( ) ( ), 1,2,...
n

i i ij

i

B j a g r j m


   。 

对于指标 A来说，如果因素 iu 越接近 ig ，则 iu 就越接近 ig 所对应的评语等级。所以我们用 iu

偏离 ig 的程度来衡量其优劣。 (j)B 越小，评判结果就越接近 iu 对应的评判等级，评判结果就

是 B 中最小的数对应的等级。 

确定权重的算法：设 *, 1,2...,jb j m  为期望输出值。给定初始值 (0)iw ,学习样本 1 2, ,..., PR R R 。

期望输出向量 * * *

1 2, ,...,BPB B ,误差 

2

*

1

1
( (b ) )

2

m

j j

j

b


  。记 (t)iw 为 t 时刻第 i 个输入的权重，

1,2,...,i n 。 

(1)随机选出一组样本 1PR  和期望输出 *

1PB ，记 1 1P  。计算实际网络输出 1 1 1

1 1 2(b ,b ,...,b )P P P

P mB  ； 

(2)计算 * 1 * 1 2

1 1

1

(b b )
m

P P

P P i i

i

B B


    ，若 *

1 1P PB B   ,转下一步，否则转回第 2步； 

(3)调整权值 *(t 1) w (t) (b b )
j

i i i j j ij

j jj i

bE
w w r

b w


      

 
  ； 

(4)按照新的权值计算输出和总误差。若都满足 *

1 1P PB B   ，则停止，否则转回第 2步。 

最终算法： 

(1)给定初始值 (0)R ，期望输出向量 * * * *

1 2(b ,b ,...,b )mB   ，并给定误差  ，记 tR 为 t 时刻的评判

矩阵。 

(2)计算每个指标的最大隶属度 (t)

1 2(g ,g ,...,g )t t t T

nG  , 其中 
(t) (t) (t) (t)

1 2 ...i i i img g g g    ， 1,2,...,i n ； 

(3)计算判断矩阵的偏差矩阵 
(t) (t) (t) (t) (t) (t) (t) (t) (t)

1 11 1 12 1 1 11 12 1

(t) (t) (t) (t) (t) (t) (t) (t) (t)

(t) 2 21 2 21 2 2 21 22 2

(t) (t) (t) (t) (t) (t)

1 2

... ...

... ...

... ... ... ... ..

...

d d d

m m

d d d

d m m

n n n n n nm

g r g r g r r r r

g r g r g r r r r
R

g r g r g r

   
 

    
 
 

    
(t) (t) (t)

1 2

. ... ... ...

...d d d

n n nmr r r

 
 
 
 
 
  

 。 

(4)计算权重向量 (t) (t) (t)

1 2( , ,..., )t

nW w w w ，其中 (t) (t) (t)

1 1 1

/
m n m

d d

i ij ij

j i j

w r r
  

  ； 

(5)给定初始值 (t)dR  ，计算出 (t) d(t) ( ) ( ) ( )

1 2(b ,b ,...,b )t t t

mB W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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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计算 (t) * (t) * 2

1

(b b )
m

i i

i

B B


    ，若 (t) *B B   。转下一步，否则转第 2 步； 

(7)记 * (t) 2

1

1
(b b )

2

m

j j

J

E


  为修正评判矩阵。因为 

1 (t) * (t) (t)r (b b )
jt

ij ij ij j j i

j jj ij

bE
r r w

b r




     
 

  ， 

则 (t) *(t 1) r (t) [ ((b b ) )]ij ij j j i
j

r w      ； 

(8)求出 ( 1)tR  ，重复第二步和第五步，如满足 (t 1) *B B    ，转下一步，否则回到第 2步； 

(9)给定 (t)R 与 (t 1)R  ，对误差 (t 1),max{(r r )}t

ij ij    ，则 (t+1)R 可以，迭代停止，否则回到第 2

步。 

用以上算法求解神经网络，修改隶属函数，求出模糊规则，提高了推理系统的求解的精度。 

4.2. 模糊神经网络的计算结果 

基于调查所得数据，经过上述计算可得如下结果。 

 

表 7 一级指标等级计算结果 

一级指标 优秀 良好 一般 及格 较差 

教学资源 54.5264 29.3699 10.5346 3.8068 1.7623 

师资水平 43.2034 44.6708 3.5045 8.2843 0.337 

教师评价 56.5079 30.9064 7.2013 3.2896 2.0948 

教学管理 57.1213 32.4689 7.5764 1.0762 1.7572 

信息网建

设 
60.1232 28.5453 3.7634 3.6798 3.8883 

 

从输出结果可以看出一级指标的等级计算结果与模糊综合评判模型的判断矩阵是非常相似

的，这也验证了模糊神经网络模型的精确性。从输出结果得出的一级指标的偏导数结果，如

表 8。 

表 8 偏导数计算结果 

一级指标 教学资源 师资水平 教师评价 教学管理 信息网建设 

偏导数 0.9985 1.1783 1.4274 2.2521 2.0213 

 

由上表可知，对高校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影响较大的依次是教学管理、信息网建设、教师评价、

师资水平和教学资源，与上文计算所得各指标的权重大小相一致，这也验证了模糊神经网络

模型的精确性。因此本文的模型及结果比相关文献[5,6,7,8,9]要精确，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和实际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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