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外国语大学贤达经济人文学院

教学数据分析及学生成绩分析平台

采购需求

一、系统管理

（一）系统首页管理

（1）系统公告

系统公告维护：管理员可以自由维护公告的内容，对文字信息进行增加、删

除、编辑操作。

公告可分别设置，针对不同权限的用户设置对应的公告信息。用户登录后根

据个人角色权限可查看到对应的公告内容，提供用户已读消息反馈。

系统公告展示：首页定义“系统公告”模块，呈现管理员维护的公告内容。

（2）校历

校历维护：管理员可随时更新上传校历。

校历展示：默认展示最新的校历信息，可切换历史学年学期。

（3）作息时间表

时间表维护：默认内置最新时间表，管理员可随时更新上传更新。

时间表展示：管理员、听课人等角色可查看作息时间表。

（4）指南管理

可制定并管理系统使用指南，在系统首页可随时查看指南；

指南文档可由管理员随时编辑、上传，首页始终保留最新的指南文件；

所有系统用户可下载查看指南。

（二）数据管理

学生数据、专业数据、教师数据、开课数据、选课数据、学年学期数据、单

位数据等基础数据对接维护。

对接详细课表信息，精确到周次、节次、上课地点、上课教师等。

支持和教务系统开展数据对接工作，每日进行数据更新，对接最新数据信息。



（三）用户管理

已对接的教师、学生会自动根据数据形成用户，同时支持进行用户管理工作。

管理员可手动添加用户，同时管理用户信息，根据用户的实际任职、聘请情况进

行用户账号启/禁用操作。

（四）分类管理

1.课程类型管理

管理员可维护课程的类型属性，如创新创业、理论课、实验课、思政课等。

基于课程类型的维护可批量导入课程类型下的课程信息。

2.教师信息管理

管理员可基于对接数据进行教师明细信息维护，用于后续听课流程筛选判断。

教师明细信息包含所属学院、职称、所属专业系、工作年限（可设定年限自动判

断是否为新教师）、专职/兼职。信息皆可根据系统模板批量导入维护。

二、巡课听课

（一）听课身份及听课团队管理

1.听课身份设置

听课身份包括：校级领导、职能部门领导、党口领导、校级督导、学院领导、

院级督导、校内同行；

巡课身份包括：职能部门领导；

可被听课身份包括：授课教师、新进教师；

管理员可分别维护听课身份、巡课身份及被听课身份，基础数据来源于数据

对接，管理员可批量设置、导入设置听课相关身份信息。



2.听课团队设置

可设置校、院两级听课团队。校管理员维护校、学院督导团队成员。

包含进听课团队中的听课人才可开展听课工作。

3.听课工作量设置

管理员可以手动设置各类角色身份每个学期的听课次数；

同一身份的角色工作量也可能不同，即一位教师多个身份、可分别设置工作

量），设置听课、巡课工作量是否合并统计。

（二）评价表自定义

支持校管理员进行评价表的新增、编辑、删除、复制等自定义工作；

评价表支持设置打分题、文本题等题型，可设置选填项和必填项，可增加听

课现场照片拍摄/上传功能，督导评价时可随时提交照片。

评价表分类：评价表根据其听巡课形式区分为听课用表和巡课用表；

评价表绑定：听课用表可同时维护多套，对应已设置管理的课程类型。每个

课程类型均可绑定专门的评价表；

评价表筛选使用：根据课程与课程类型的对应关系、评价表绑定情况，在实

际听巡课过程中自动关联对应的评价表。

（三）听课管理

1.听课筛选推荐

管理员可以查看所有该学年学期下需要被听的课程及教师信息，包括基础信

息及前一轮评价周期的打分情况。

可以根据所属学院、所属专业、上轮得分情况、授课教师任职年限等情况进

行筛选。

筛选的课程可设置为“推荐听课课程”，已被设置为“推荐听课课程”的数

据将会默认优先排列于教师自选课程时所查看的信息中。

推荐听课课程次数和其他课程听课次数可以单独设置，支持自动判断部分推



荐课程类型，所有结果可以手动添加调整。

2.教师听课绩效管理

管理员可根据不同听课身份设置对应的听课绩效，即每个学年学期下应听课

次数。管理员可随时调整绩效安排。

绩效提醒：根据校历和专家绩效完成情况，可进行听课提醒。提醒可自动或

手动发出。提醒形式均为站内弹窗提示，听课人收到提醒后需确认后可关闭。

校管理员可以查看每一位教师的每一个听课身份的工作量及推荐课程听课

覆盖率。系统提供以上两项结果的周报。

自动提醒

a.在学期过半时，对听课数不到一半的听课人自动发出提醒；

b.在学期快要结束时，对未完成听课任务的听课人自动发出提醒；

手动提醒

管理员可设置针对指定对象发布通知提醒，自行编辑提醒内容。

3.听课情况统计

管理员可设定每个学年学期下每门课程或每位教师所需被听的次数；

在听课人提交评价后，随即对该课程/教师进行听课次数统计；

听课人可查看到课程已被听课次数情况，超过管理员设置次数的课程将被限

制选择听课。

（四）自选听课

听课人登录后可查看到所有可被听课的数据信息，可选择将课程加入待听课

程中。听课次数加待听选择等于管理员设定的听课次数的课程听课人将没有选择

权限。

选择听课后听课人可在线进行评价表填写，需完成全部必填内容后才进行后

续操作。听课人评价时，内容将自动保存，防止因网络不稳等情况导致评价信息

丢失。

听课人完成评价后，可选择保存或直接提交。直接提交的评价内容将会纳入



统计中。保存的评价内容可在系统中暂存 24 小时，24 小时内可随时更改，24

小时后如未提交，则系统会自动提交。

如有效期时间内没有提交完整听课结果，不纳入听课统计，释放课程被听次

数。

（五）课程复听

复听课程可以包含自动判断和手动判断两种形式。

复听课程只有本学院督导（教师的所属学院）和相关校督导来听，管理员指

定听课教师。

（五）结果统计

1.数据权限管理

（1）听课人可以查询自己填报的数据

（2）授课教师可以查询自己被听课的数据

（3）专业系领导可以查询本单位的数据

（4）学院领导可以查询本学院的数据

（5）职能部门领导可以查询全校的数据

（6）校领导可以查询全校的数据

2.数据分析报告

系统自动生成数据统计分析报告，针对课程覆盖率、听课情况、得分情况、

得分趋势等生成图表、排序等形式。

数据分析报告可分多级多类，学校、学院、不同课程类型、新进教师等均可

分别生成相关数据分析报告。

结果计算可计算均分和标准差，计算不同听课身份每一次听课结果的标准差。

分学院、专业计算均方差。

报告中包含但不限于：



（1）根据各类听课人权重系数生成所有教师的评价分数，可计算平均分（能

根据听课人类别折算成百分制）

（2）按学院进行数据比较

（3）按专业进行数据比较

（4）教师类型进行数据比较（新老教师、专兼职教师）

（5）按课程汇总评价分数

（6）被听课覆盖率：全校、学院（按课程—被听课程百分比，按专业—被

听专业百分比，按教师—被听教师百分比）、推荐课程分类、覆盖率

（7）各类听课人听课完成率（校级人员按个人，院级督导和同行按学院和

个人统计）

（8）能对校级听课人（校领导、职能部门领导、校级督导）的评语进行共

性信息提取（主要是存在问题）（低分指标、负面评语，负面评语将采用评价表

中勾选的方式）

（9）根据评价得分标准差计算结果进行学院、专业排名

（六）移动端

移动端包含功能：评价、通知公告查看、课表信息查看功能。

三、成绩分析

（一）数据管理

对接教务系统和成绩管理系统数据，将成绩数据可分学年学期进行保存。

（二）数据分析

1.本学年所有课程的成绩分布统计（成绩分布图，优秀、良好、合格、不合



格比例图）

2.本学年所有课程按优秀率、不合格率排序

3.每门课近三年成绩分布比较

4.各学院不合格率超过 15%课程数排序

5.同一门课不同授课教师的比较（及格率、优秀率）

6.同一门课不同专业的比较（及格率、优秀率）

7.同一个教学班不同课程的比较（及格率、优秀率）

8.成绩考核方式与占比

9.课程结业卷面考试及格率、优秀率与总评成绩及格率、优秀率分析（有单

门课的数据，有同一专业所有课程的平均数据，有同一学院所有课程的平均数据）

10.成绩分析报告（学校、学院、专业层面）

11.学生毕业时，5类课程（通识课、学科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

专业选修课）成绩分析（按学院、专业）

12.学生毕业时，实践课成绩分析（按学院、专业）

13.学生个人 GPA（学分绩点）构成分析（按学院、专业）

四、云评价服务

云评价旨在帮助学校基于高校状态数据，从数据本身出发结合核心指标及各

级各类评估所关注的重点要点开展更多维的分析呈现。从数据中找到学校潜在关

于办学等方面的发展方向。同时帮助高校管理教师便捷高效的组织对内部数据的

整合梳理工作，让教师减负，提升数据质量。

云平台服务需提供完善的账号权限管理系统，支持多种身份认证方式并分配

相应权限。同时，在登录页面设置学校选择和模糊查询功能，方便用户验证身份

并选择学校进行服务使用。

（一）预填报服务

数据导入系统进行校验。成功导入的数据可以由用户的相关负责人进行核心



指标分析，并生成《本科教学质量报告》和《本科教学质量状态数据分析报告》。

云评价提供了基于最新预填报数据的分析模块。核心指标分析、《本科教学质量

报告》及《本科教学质量状态数据分析报告》等功能会根据已导入的最新数据进

行更新，以保持数据的时效性和准确性。

（二）数据分析报告

可以将学校历年的状态数据导入平台并对数据进行过分析。数据分析的内容

包括审核评估核心指标分析、《本科教学质量报告》、《本科教学质量状态数据分

析报告》及《年度本科教学质量体检报告》报告可以帮助学校深入了解其教学质

量和办学情况。报告中需涵盖审核评估定量指标要求及帮助学校发掘问题的其余

指标，指标数超过 50 项。它不仅提供了对学校教学质量和办学情况的深入了解，

还通过对比分析帮助学校认识自身在同类院校中的位置和水平。

（三）《年度本科教学质量体检报告》

《年度本科教学质量体检报告》以教育部“高等教育质量监测国家数据平台”

学校填报数据和各高校《本科教学质量年报》中数据为基础，研制“本科教学质

量常态监测指标”7大类共 115 个指标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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