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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灰色关联分析的日语阅读教学质量评价

宫　 雪

(大连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ꎬ辽宁 大连 １１６０２３)

摘　 要:论述了日语阅读教学质量评估的意义和作用ꎬ分析了日语阅读教学质量的

影响因素ꎬ建立了教学内容、教学组织、教学方法 ３ 方面的教学质量评价体系ꎬ提出

了基于灰色关联分析的大学日语阅读教学质量评价模型ꎬ通过计算加权灰色关联

度向量ꎬ对 ３ 位日语阅读教师的教学质量进行了评价比较研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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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师教学质量评价是高校教学质量管理

的重要内容ꎬ开展高校教师课程教学质量评

价对于提高课程质量、教学水平都具有积极

的意义和作用ꎮ 教学质量评价是一项复杂的

系统工程ꎬ影响因素较多ꎬ常用的综合评价方

法主要有层次分析、模糊综合评价、主成分分

析等方法ꎮ 层次分析法[１] 通过求解判断矩

阵的最大特征根及特征向量来计算各评价指

标的相对权重值ꎮ 该方法因其计算评价指标

权重方面的优势被广泛应用ꎬ但是ꎬ层次分析

法需要结合其他方法一起使用ꎮ 模糊综合评

价方法[２] 将定性评价转化为定量评价ꎬ使评

价结果更加直观和清晰ꎬ能较好地解决复杂

的、难以量化的和模糊的系统问题ꎬ但需要依

靠专家评分来得到计算结果ꎬ评价结果易受

主观因素的影响ꎮ 主成分分析法[３] 适用于

评价指标复杂的综合评价ꎬ能够降低评价对

象数据空间的维数ꎬ但是ꎬ在原始数据信息不

充分时ꎬ该方法则有一定的局限性ꎮ 灰色系

统理论[４] 在少数据、贫信息的不确定性问题

研究上具有一定的优势ꎬ以小样本的系统数

据为研究对象ꎬ通过部分已知信息提取出有

用信息ꎬ实现对系统的评价ꎬ对于同时评价多

样本更加适用ꎮ
综上所述ꎬ笔者提出一种基于灰色关联

分析理论结合层次分析法的大学日语阅读教

学质量评价模型ꎬ首先根据层次分析法构建

了多层次的评价体系ꎬ然后利用专家判断矩

阵确定评价指标权重值ꎬ最后通过计算各评

价对象的加权灰色关联度完成对日语阅读教

学质量的评价ꎮ

一、基于灰色关联分析的日语阅读教学

质量评价模型

　 　 灰色系统是由邓聚龙教授提出的一种系

统科学理论[５]ꎬ其中ꎬ灰色关联分析是对系

统变化的定量描述方法ꎮ 通过对评价指标原

始数据的数据规格化或无量纲处理ꎬ计算出

参考数列与各待评数列之间的关联系数及关

联度ꎬ最后通过比较关联度的大小来对待评

对象进行排序ꎮ
１.建立日语阅读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日语阅读教学质量影响因素众多ꎬ笔者

主要从教学内容、教学组织和教学方法 ３ 方



第 ３ 期 宫　 雪:基于灰色关联分析的日语阅读教学质量评价 ３１５　　

面来进行分析ꎮ 教学内容方面ꎬ教学目的设

置的合理性能够影响课程教学整体教学结

果ꎬ教学主体内容与文章相关参考材料的解

读有利于对文章内容和含义的理解ꎮ 阅读策

略主要包括文章的结构分析和阅读技巧ꎬ合
理的结构分析有助于学生准确把握文章内

容ꎬ而掌握不同的阅读技巧能有效提高学生

在阅读中提取有用信息的速度ꎮ 教学组织方

面ꎬ如何处理好教师教学与学生认知之间的

关系是至关重要的ꎮ 教师课前准备的充分程

度影响着课堂的教学效果ꎬ教学内容的复习

与衔接、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都决定着课堂教

学的连贯性ꎬ完整恰当的文化背景知识介绍

能够帮助学生准确理解文章内容ꎮ 除此以

外ꎬ教材的选择也十分重要ꎬ好的教材有助于

学生达成事半功倍的学习效果ꎮ 教学方法方

面ꎬ阅读考察的是听说读写译的综合能力ꎬ如
何进行综合训练ꎬ方法的选取相当重要ꎮ 能

否启发学生思考、因材施教、激发学生学习的

积极性和加强课堂互动都是衡量教学方法优

劣的标准[６]ꎮ
通过对日语阅读教学质量影响因素的分

析ꎬ建立了预选评价指标体系ꎬ在咨询相关专

家意见的基础上ꎬ最终确定教学内容、教学组

织、教学方法 ３ 个一级指标和教学目的等 １２
个二级指标ꎬ建立了日语阅读教学质量评价

指标体系(见表 １)ꎮ
表 １　 日语阅读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日语阅
读教学
质量 Ａ

教学内容 Ｂ１

教学目的 Ｃ１

主体内容与相关材料的解读 Ｃ２

语篇分析讲解 Ｃ３

阅读技巧讲解 Ｃ４

速度与理解能力强化训练 Ｃ５

教学组织 Ｂ２

课前准备 Ｃ６

温故知新 Ｃ７

文化背景介绍 Ｃ８

教材选择 Ｃ９

教学方法 Ｂ３

听说读写译综合训练方法 Ｃ１０

启发式教学方法 Ｃ１１

互动式教学方法 Ｃ１２

２.确定评价指标总权重

通过 １ ~ ９ 标度法(见表 ２)比较各因素

间的相对重要程度ꎬ构建出专家判断矩阵并

进行一致性检验ꎬ最终可以得到各因素的权

重[７]ꎮ
表 ２　 Ｓａａｔｙ 的 １ ~ ９ 标度法

标度 含义

１ 表示两个因素相比ꎬ具有相同重要性

３ 表示两个因素相比ꎬ前者比后者稍重要

５ 表示两个因素相比ꎬ前者比后者明显重要

７ 表示两个因素相比ꎬ前者比后者强烈重要

９ 表示两个因素相比ꎬ前者比后者极端重要

２ꎬ４ꎬ６ꎬ８ 表示上述相邻判断的中间值

倒数
若 ｙｉ 与 ｙｊ 的重要性之比为 ａｉｊꎬ那么 ｙｊ 与 ｙｉ
重要性之比为 ａｊｉ ＝ １ / ａｉｊ

　 　 设专家判断矩阵 Ａ ＝ (ａｉｊ) ｎ × ｎꎬ其中 ａｉｊ >
０ꎬｉꎬｊ ＝ １ꎬ２ꎬꎬｎꎻＡＷ ＝ λｍａｘＷꎬ评价指标权

重向量 Ｗ ＝ (ｗ１ꎬｗ２ꎬꎬｗｎ)ꎬ其中 ∑
ｎ

ｋ ＝１
ｗｋ ＝

１ ꎮ 判断矩阵一致性比率 ＣＲ ＝ ＣＩ / ＲＩꎬ其中ꎬ
ＣＩ ＝ (λｍａｘ － ｎ) / (ｎ － １)ꎬＲＩ 为平均随机一致

性指标ꎬ当 ＣＲ < ０ １０ 时ꎬ层次单排序的结果

具有满意的一致性ꎮ
通过向专家发放调查问卷填写专家判断

矩阵咨询表ꎮ 以其中一位专家的判断矩阵 Ｕ
为例:

Ｕ ＝
１ １ / ２ ２
２ １ ２

１ / ２ １ / ２ １

é

ë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运用 Ｍａｔｌａｂ 软件编写源程序进行计算ꎬ
得到该专家的教学内容、教学组织和教学方

法的权重值向量:Ｗ ＝ [０ ５３９ ６ꎬ０ ２９７ ０ꎬ
０ １６３ ４]

经一致性检验计算ꎬλｍａｘ ＝ ３ ００９ ２ꎬＣＩ ＝
０ ００４ ６ꎬＣＲ ＝ ０ ００８ ８( < ０ １)ꎮ

通过构建专家判断矩阵可计算出多位专

家给出的权重值ꎬ再求平均可获得日语阅读

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权重(见表 ３)ꎮ
３.建立原始评价矩阵

设对 ｍ 位教师的日语阅读教学质量进行

评价ꎬ参评教师为 Ｐｉ(ｉ ＝ １ꎬ２ꎬꎬｍ)ꎬｉ 为参评

教师序号ꎻｖｉｊ(ｉ ＝１ꎬ２ꎬꎬｍꎻｊ ＝１ꎬ２ꎬꎬｎ)为参

评教师 Ｐｉ 的第 ｎ 个评价指标的评价值ꎬ则 ｍ
个参评教师所构成的原始评价矩阵 Ｖ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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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日语阅读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权重

一级指标

因素 权重

二级指标

因素 权重
指标总权重 Ｗｉ

Ｂ１ ０. ４１

Ｃ１ ０. ３７ ０. １５１ ７
Ｃ２ ０. １７ ０. ０６９ ７
Ｃ３ ０. １１ ０. ０４５ １
Ｃ４ ０. １３ ０. ０５３ ３
Ｃ５ ０. ２２ ０. ０９０ ２

Ｂ２ ０. ３２

Ｃ６ ０. ３４ ０. １０８ ８
Ｃ７ ０. ２１ ０. ０６７ ２
Ｃ８ ０. ２３ ０. ０７３ ６
Ｃ９ ０. ２２ ０. ０７０ ４

Ｂ３ ０. ２７

Ｃ１０ ０. ４１ ０. １１０ ７
Ｃ１１ ０. ２８ ０. ０７５ ６
Ｃ１２ ０. ３１ ０. ０８３ ７

Ｖ ＝ (ｖｉｊ)ｍ × ｎ ＝

ｖ１１ ｖ１２  ｖ１ｎ

ｖ２１ ｖ２２  ｖ２ｎ

⋮ ⋮ ⋮
ｖｍ１ ｖｍ２  ｖｍｎ

é

ë

ê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ú

４.确定评价增广矩阵

在评价多对象或方案时ꎬ首先需要制定

评价标准ꎬ由于灰色关联分析方法是对数据

的对比和分析ꎬ故取原始评价矩阵 Ｖ 中各列

评价指标的最佳值(如为正向指标ꎬ取最大

值ꎻ如为负向指标ꎬ取最小值)ꎬ从而构成参

考数列 Ｖ０ ＝ Ｖ０１ꎬＶ０２ꎬꎬＶ０ｎ{ }[ ８ ]ꎮ 将参考数

列 Ｖ０ 作为评价增广矩阵 Ｖ′的第一行ꎬ原始

评价矩阵 Ｖ 作为其他部分ꎬ则评价增广矩阵

Ｖ′为

Ｖ′ ＝
Ｖ０

ｖｉｊ( )ｍ × ｎ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

ｖ０１ ｖ０２  ｖ０ｎ

ｖ１１ ｖ１２  ｖ１ｎ

⋮ ⋮ ⋮
ｖｍ１ ｖｍ２  ｖｍｎ

é

ë

ê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ú

５.建立数据规格化评价增广矩阵

在对系统进行综合评价中ꎬ不同评价指

标的数据往往具有不同的含义及单位ꎬ或者

是不同的量纲和数量级ꎬ为统一各评价指标

需要进行数据规格化处理[９]ꎬ可采用最大最

小规格化方法ꎬ设数据规格化后的指标为

ｘｉｊꎮ
(１)对于正向指标:

ｘｉｊ ＝
ｖｉｊ －ｍｉｎ(ｖｉｊ)

ｍａｘ(ｖｉｊ) －ｍｉｎ(ｖｉｊ)
(１)

其中ꎬｖｉｊ( ｉ ＝ １ꎬ２ꎬꎬｍꎻｊ ＝ １ꎬ２ꎬꎬｎ)为参评

教师 Ｐ ｉ 的 第 ｎ 个 评 价 指 标 的 评 价 值ꎬ
ｍｉｎ(ｖｉｊ)为 ｖｉｊ所在列的最小值ꎬｍａｘ( ｖｉｊ )为

ｖｉｊ所在列的最大值ꎮ
(２)对于负向指标:

ｘｉｊ ＝
ｍａｘ(ｖｉｊ) － ｖｉｊ

ｍａｘ(ｖｉｊ) －ｍｉｎ(ｖｉｊ)
(２)

经过数据规格化处理后ꎬ得到规格化评

价增广矩阵:

Ｘ ＝

Ｘ０

Ｘ１

⋮
Ｘｍ

é

ë

ê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ú

＝

ｘ０１ ｘ０２  ｘ０ｎ

ｘ１１ ｘ１２  ｘ１ｎ

⋮ ⋮ ⋮
ｘｍ１ ｘｍ２  ｘｍｎ

é

ë

ê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ú

６.计算灰色关联系数矩阵

灰色关联系数的计算实质上就是各数据

曲线之间几何形状的差异ꎮ 如果设数据规格

化的数列 Ｘ０ ＝ {ｘ０１ꎬｘ０２ꎬꎬｘ０ｎ}为参考数列ꎬ
Ｘ ｉ ＝ {ｘｉ１ꎬｘｉ２ꎬꎬｘｉｎ}为比较数列ꎬ则各比较数

列与参考数列在各点上的灰色关联系数[ １０ ]

为

ε０ｉ(ｋ) ＝ Δｍｉｎ － ρΔｍａｘ
Δ０ｉ(ｋ) － ρΔｍａｘ (３)

式中: ｋ ＝ {１ꎬ ２ꎬꎬ ｎ} 为评价指标序号ꎻ
Δ０ｉ(ｋ) ＝ Ｘ０ ｋ( ) － Ｘ ｉ ｋ( ) 为比较数列与参考

序列各点绝对差值ꎻΔｍｉｎ ＝ ｍｉｎ
ｋ

ｍｉｎ
ｉ
Δ０ｉ(ｋ)为

比较数列与参考序列各点绝对差值中的最小

值ꎻΔｍａｘ ＝ ｍａｘ
ｋ

ｍａｘ
ｉ

Δ０ｉ ( ｋ)为比较数列与参

考序列各点绝对差值中的最大值ꎻρ 为分辨

系数ꎬ取值在 ０ ~ １ꎬ通常取 ０. ５ꎮ
各比较序列的各点灰色关联系数构成灰

色关联系数矩阵为

Ｅ ＝ ε０ｉ ｋ( )ｍ × ｎ[ ] ＝
ε０１(１) ε０１(２)  ε０１(ｎ)
ε０２(１) ε０２(２)  ε０２(ｎ)

⋮ ⋮ ⋮
ε０ｍ(１) ε０ｍ(２)  ε０ｍ(ｎ)

é

ë

ê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ú

７.计算加权灰色关联度向量

由于日语阅读教学质量评价体系中各指

标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影响ꎬ所以为了计算结

果更加准确ꎬ在计算各评价对象的灰色关联

度时引入权重ꎬ即日语阅读教学质量加权灰

色关联度向量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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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０ｉ ＝ ｒ０ｉ[ ]１ ×ｍ ＝ＷＥＴ ＝ ｗ１ꎬｗ２ꎬꎬｗｎ( ) ×
ε０１(１) ε０１(２)  ε０１(ｎ)
ε０２(１) ε０２(２)  ε０２(ｎ)

⋮ ⋮ ⋮
ε０ｍ(１) ε０ｍ(２)  ε０ｍ(ｎ)

é

ë

ê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ú

Ｔ

(４)

式中:ｍ 为参评教师数量ꎻＷ 为评价指标权

重向量ꎻＥＴ 为灰色关联系数矩阵的转置ꎮ
通过式(４)计算出来的加权灰色关联度

向量 Ｒ０ｉ中包含了 ｍ 位参评教师的灰色关联

度ꎬ最终可根据参评教师关联度的大小进行

日语阅读教学质量排序ꎮ

二、实例分析

基于灰色关联分析的日语阅读教学质量

评价模型ꎬ对某高校的 ３ 名日语阅读教师

(设为教师 １、教师 ２、教师 ３)的教学质量进

行评价ꎬ应用实例来验证该模型的有效性ꎮ
１.构建评价增广矩阵

根据日语阅读教学质量评价体系中各二

级评价指标ꎬ邀请专家对其进行打分并求平

均值ꎬ打分区间为[０ꎬ１００]ꎬ所有二级指标均

为正向指标ꎬ１００ 为指标最优值ꎮ 参考数列

Ｖ０ 为 １２ 个 １００ 构成的向量ꎮ 根据专家打分

的平均值可获得 ３ 行 １２ 列的原始评价矩阵

Ｖꎮ 则日语阅读教学质量评价增广矩阵 Ｖ′可

由参考数列和原始评价矩阵 Ｖ 构成为

Ｖ′ ＝
Ｖ０

Ｖ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８６ ８９ ９１ ９０ ９２ ８８ ８６ ８８ ８７ ８９ ９０ ９０
８９ ９０ ９２ ９０ ９１ ９３ ９１ ９０ ９２ ９３ ９１ ９０
８７ ８８ ８９ ９１ ９０ ９０ ８９ ８９ ９０ ９１ ９２ ９１

é

ë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２.建立数据规格化评价增广矩阵

为了保证各评价指标数据之间运算科学

合理、度量标准一致ꎬ需要对数据进行规格化

处理ꎬ化为[０ꎬ１]之间的数ꎬ则得到数据规格

化评价增广矩阵为

　 　 Ｘ ＝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０. ８６ ０. ８９ ０. ９１ ０. ９０ ０. ９２ ０. ８８ ０. ８６ ０. ８８ ０. ８７ ０. ８９ ０. ９０ ０. ９０
０. ８９ ０. ９０ ０. ９２ ０. ９０ ０. ９１ ０. ９３ ０. ９１ ０. ９０ ０. ９２ ０. ９３ ０. ９１ ０. ９０
０. ８７ ０. ８８ ０. ８９ ０. ９１ ０. ９０ ０. ９０ ０. ８９ ０. ８９ ０. ９０ ０. ９１ ０. ９２ ０. ９１

é

ë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３.计算灰色关联系数矩阵

根据数据规格化评价增广矩阵 Ｘ 和式

(３)ꎬ可分别计算出比较数列 Ｘ１、Ｘ２、Ｘ３ 与参

考数 列 Ｘ０ 的 绝 对 差 值 向 量 Δ０ｉ ( ｋ ) ＝
Ｘ０ ｋ( ) － Ｘ ｉ ｋ( ) 为

Δ０１ ＝ ( ０ １４ꎬ ０ １１ꎬ ０ ０９ꎬ ０ １０ꎬ ０ ０８ꎬ
０ １２ꎬ０ １４ꎬ０ １２ꎬ０ １３ꎬ０ １１ꎬ０ １０ꎬ０ １０)ꎻ

Δ０２ ＝ ( ０ １１ꎬ ０ １０ꎬ ０ ０８ꎬ ０ １０ꎬ ０ ０９ꎬ
０ ０７ꎬ０ ０９ꎬ０ １０ꎬ０ ０８ꎬ０ ０７ꎬ０ ０９ꎬ０ １０)ꎻ

Δ０３ ＝ ( ０ １３ꎬ ０ １２ꎬ ０ １１ꎬ ０ ０９ꎬ ０ １０ꎬ
０ １０ꎬ０ １１ꎬ０ １１ꎬ０ １０ꎬ０ ０９ꎬ０ ０８ꎬ０ ０９)ꎮ

根据绝对差值向量ꎬ可得各比较数列与

参考数列的各属性绝对差值向量中的最小值

和最大值分别为

Δ０１ｍｉｎ ＝ ｍｉｎ
ｋ

ｍｉｎ
ｉ
Δ０１ (ｋ) ＝ ０ ０８ꎬΔ０１ｍａｘ ＝

ｍａｘ
ｋ

ｍａｘ
ｉ
Δ０１(ｋ) ＝０ １４ꎻ

Δ０２ｍｉｎ ＝ ｍｉｎ
ｋ

ｍｉｎ
ｉ
Δ０２ (ｋ) ＝ ０ ０７ꎬΔ０２ｍａｘ ＝

ｍａｘ
ｋ

ｍａｘ
ｉ
Δ０２(ｋ) ＝０ １１ꎻ

Δ０３ｍｉｎ ＝ ｍｉｎ
ｋ

ｍｉｎ
ｉ
Δ０３ (ｋ) ＝ ０ ０８ꎬΔ０３ｍａｘ ＝

ｍａｘ
ｋ

ｍａｘ
ｉ
Δ０３(ｋ) ＝０ １３ꎮ

根据该计算结果ꎬ按照式(３)可计算出

灰色关联系数矩阵为

　 　 Ｅ ＝
０ １４ ０ ２５ ０ ５０ ０ ３３ １ ００ ０ ２０ ０ １４ ０ ２０ ０ １７ ０ ２５ ０ ３３ ０ ３３
０ ２７ ０ ３３ ０ ６０ ０ ３３ ０ ４３ １ ００ ０ ４３ ０ ３３ ０ ６０ １ ００ ０ ４３ ０ ３３
０ ２３ ０ ２７ ０ ３３ ０ ６０ ０ ４３ ０ ４３ ０ ３３ ０ ３３ ０ ４３ ０ ６０ １ ００ ０ ６０

é

ë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４.计算加权灰色关联向量

根据式(４)可计算出加权灰色关联度向

量 Ｒ０ｉ为

Ｒ０ｉ ＝ＷＥＴ ＝ ０ ３０８ ２１ꎬ０ ５２３ ４６ꎬ０ ４５５ ６６( )

则可得 ３ 位教师的日语阅读教学质量总

体关 联 度 分 别 为 Ｒ０１ ＝ ０ ３０８ ２１ꎬ Ｒ０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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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５２３ ４６ꎬＲ０３ ＝ ０ ４５５ ６６ꎮ 教师关联度从大

到小排序依次为:教师 ２ꎬ教师 ３ꎬ教师 １ꎮ 因

此ꎬ教师 ２ 关联度最大ꎬ即与参考数列(最佳

值)最接近ꎬ在 ３ 位教师中教师 ２ 的日语阅读

教学质量最好ꎮ

三、结　 论

笔者构建的教师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既贴合实际又能突出日语阅读教学的特点ꎮ
将层次分析法与灰色关联分析理论相结合ꎬ
较好地解决了主观因素对评价结果的影响ꎮ
选取层次分析法计算了评价体系中所有二级

指标的总权重值ꎬ通过计算各比较数列的灰

色关联系数得到了各参评教师加权灰色关联

度ꎮ 最终ꎬ通过对比各参评教师的关联度大

小完成教师教学质量的排序ꎮ 模型应用结果

表明ꎬ基于灰色关联分析的大学日语阅读教

学质量评价方法适用于多层次、多对象的综

合评价问题ꎬ评价结果客观、有效ꎬ能够为教

学质量管理提供较好的参考依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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