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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着 以评促 建 、建用 结合 、注 重 实效 的原 则 ，河 南省 开展 了教 育信 息化 的评 估工作 。根据灰 色系统理 论 ， 

建立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灰色评估模型，并运用该模型对河南省高校教育信息化状况进行 了评估与分析， 

以期为决策提供有价值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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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教 育信息化评估的意义与指标 

对教育信息化发展水平进行评估 ，有利 

于加强和推动教育信息化工作 ，推动教育信 

息化步人快速发展 的轨道。教育部提 出了 以 

教育信息化带动教育现代化的目标。为加速 

区域教育信息化的进程，弄清教育信息化的 

现状 ，研究教育信息化发展的规律 ，更好地 

促进教育信息化的发展 ，缩小与先进地区的 

差距，有必要在对当前教育信息化现状作科 

学评估的基础上，制定教育信息化的发展对 

策。 

(1)通过教育信息化指标体系所提供的 

基本数据资料，客观评价教育信息化发展水 

平，加深对国家和各地区教育信息化水平的 

认识，为制定教育政策和规划服务。 

(2)利用指标体系对不同地区的教育信 

息化水平进行测度 ，为评估和考核各地区教 

育信息化水平提供量化标准。 

(3)检查各地教育信息化各项工作的完 

成情况 ，了解各地在教育信息化发展过程中 

出现的各种问题 ，比较区域间教育信息化水 

平的差异和特点，为教育管理部门提供信息， 

以便及时制定相应的管理措施。 

(4)反映教育信息化的进程 ，估计和评 

价各地区一定时期教育信息化的 目标正 

在实现和达到的情况，定期提出教育信息 

化发展分析报告 ，加速教育信息化的发展 ’ 

步伐 。 

根据全面 、系统 、实用的原则，经过分 

析论证，我们建立了一套评估指标体系， 

该指标体系共有 10个一级指标 ，34个二 

级指标。其中有 14个核心指标 ，其余的为 

非核心指标。其框架结构如附图。其中带 

★号的为核心指标 。 

2 灰色综合评价模型 
辨  

2．1 子元素指标 的量化 

教育信息化系统是由不同的元素构 信一 

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整体，具有层次性。 景 

对教育信息化进行综合评价首先是对组 一 

成该子系统的各个元素根据实际情况进 

行量化 ，设评价者的序号为p=l，2，⋯，Z，第 

P个评价者对第J个测评对象相对于第 

个指标元素下的第 r个子元素进行打分 ， 

并填写评价者评分(量化)表 ，如表 1。 

2．2 对各主要元素进行量化 

= ∑ (r) 

其 中， 表示由第P个专家给出的 

第i个被评对象相对于第 个指标元素的量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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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值 ， (r)表示由第 p个专家经过测试给 



裹 1 各子元素■化值 

出的第 i个对象相对于第 个指标元素下的 

第 r个子元素的量化值 ， ，表示第 r个子元 

素在所 有子元素 中所 占的比重。 

2．3 计算 的优化量化值 

为了提高指标量化值的度，可以对多个 

专家给出的量化值进行加权平均： 
l 

=∑ 
l 

其中， {1，2，⋯，m}为被评对象的集 

合 ， {1，2，⋯ ，n}为指标元素的集合 ， 为 

第P个专家值评判 中所 占比重，J已表示专家 

人数， 表示经P个专家得出的第 i个对外 

相对于第 个指标的优化量化值。 

根据上述计算出的i ，构造评价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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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指标)隶属于某个灰类的程序，它随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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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i )表示第 个被评对象相对于第 个 

指标元素隶属第 ．1}类的隶属程序。它是i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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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肘为量化值上限，al，a2，⋯，as∈ 

[0，M]，a (1，2，⋯，s)为类别界限。 

B∈{p“p ⋯，p }。 

计算灰色评价系数盯 

盯 i=∑ (i ) 

计算 ，并构造出隶属度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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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max盯：=(It： 判断评价对象属于灰类 

当有多个对象同属于时，可以根据灰色评价 

系数的大小确定同属于灰类各对象的优劣 

或位 次。 

3 评估实例 

河南省通过对全省57所 高校的教育信 

息化进行了评估，摸清了全省高校教育信息 

化的状况和水平，总结出教育信息化建设过 

程中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使各个学校认清 

自身的优势与劣势，找准努力方向，促进全 

省教育信息化快速发展。评估的方式是学校 

自评和专家实地评估相结合 ，评估的等级分 

优、良、中、差4个等级 ，在此基础之上，应用 

上述灰色综合评价模型设计的软件对河南 

教育信息化水平进行评估，结果汇总如表2。 

4 结果分析 

(1)从总的评估结果看 ，在57所高校中 

没有一个属于优的 ，l4个单位评估结果为 

差 ，这些学校中有的甚至还没有接人 因特 

网 ，没有多媒体教室，更缺乏信息技术 的专 

门人才，这说明我省高校教育信息化整体水 

平还没有达到理想水平。从影响各高校教育 

信息化水平的因素看，由于近3年来 ，政府及 

裹2 河南省高校教育信息化灰色综合评判结果 

注：表中数字为高校个数。 

高校投人资金较大，使基础设施 、信息网络 

设备、多媒体教室等硬件建设得到加强，并 

建立了相应的组织机构 ，加强对教育信息化 

的综合管理等，这些是影响各高校教育信息 

化水平的优势因素，而信息资源 、应用系统 、 

人才队伍则处于弱势地位。 

(2)属于教育信息化整体水平评估良好 

的学校，如：郑州大学 、河南大学等普通本科 

院校 ，他们主要在基础设施、教育网站、现代 

远程教育 、综合管理等方面占有优势 ，但人 

才队伍组织机构、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等 

方面优势不明显，在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上 

还具有巨大的潜力。 

(3)属于教育信息化整体水平差的学校， 

多数是专科和高职学校。由于这些高校资金 

紧张 ，投人力度不大 ，基础设施等硬环境的 

支撑能力差 ，与之相关的因素如信息资源、 

应用系统等反映信息化建设和运用水平的 

指标不可能高，但这些高校在人才队伍方面 

还 有一定 的优 势。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运用灰色综合 

评判模型不仅能评判出各高校教育信息化 

的整体水平及其在全省高校中所处的位置 ， 

而且还能评判出各高校在基础设备、信息资 

源等不同方面所处的位置优劣，从而有利于 

各评估单位扬长避短 ，充分发挥优势因素 ， 

大力加强信息化建设 ，克服“瓶颈”因素，促 

进教育信息系统的整体优化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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