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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BP神经网络的高校教师精准教学能力评价模型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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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精准教学以促进学生个性化成长是教育理想和国家政策的不懈追求.高校教师是实施精准教学

的“基”,现有关于其教学能力的评价体系中普遍存在概念不清和多采用主观构建评价指标的问题.为此,开展了基于

BP神经网络的高校教师精准教学能力评价模型研究.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基础,对精准教学能力进行等级划分并构

建评价指标框架,运用层级分析法建立指标权重;其次,利用BP神经网络智能学习的特性,以不同数据类型的指标

值为输入,对应能力综合值为输出,检验精准教学能力分级及指标权重的合理性,进而生成较为客观的评价模型;最

后,利用开发的评价系统和调查问卷进行样本数据采集和模型检验,从神经网络对数据的分类、拟合及仿真结果来

看,模型能够对高校教师的精准教学能力进行客观评价,教师对模型测量结果的准确性也具有较高认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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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促进了教学模式及人才培养方式的改变,成为提升教育教学质量

的有效路径[1].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为支撑的精准教学为学生的个性化成长提供了新的教学范式

和有效途径[2].高校作为培养未来人才的关键环节,其教学质量一直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教师作为开

展教学活动的“基”,何时应用技术以及如何应用技术的意识与决策[3],制约着精准教学实施的效果与质量.
因此,针对高校教师构建科学的精准教学能力评价体系,发展其精准教学能力,加强创新性个性化人才培养,
已成为落实《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校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指导意见》文件的关键.然而,现有针对教师精准教学

能力的评价中,缺少针对高校教师的专用评价模型,同时模型中普遍存在概念不清和多采用主观构建评价指

标的问题,其能否科学客观地反映高校教师精准教学能力水平,备受研究者的质疑.运用相关人工智能技术

和方法,建立科学的、符合时代要求的教育教学制度和评价机制,既是国家《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

案》的客观要求,也是构建教师教学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现实需求[4].BP神经网络作为一种按照误差逆传播

算法训练的多层前馈人工神经网络,通过模仿人脑功能的信息处理方式,而拥有较强的非线性映射能力和智

能学习能力等[5],能够从复杂数据的输入与输出中找到隐含规律,实现对学生数字阅读素养及综合素质的客

观评价.因此,本研究尝试利用BP神经网络非线性智能学习的特性,对构建的高校教师精准教学能力评价模

型中的指标数据进行分类、拟合及预测检验,从而解决模型中评价指标主观构建的问题,为高校教师精准教

学能力的客观评价与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探索,这也是本文的核心研究内容与创新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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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相关研究

教学作为一种社会性活动,从诞生之日起便一直与技术发展紧密相伴.随着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发展,为
了提升学生认知深度,促进其个性化发展,许多学者开始从教学过程和教学能力两个角度,探究技术促进学

科知识深度转化的途径[6].精准教学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精准教学是技术引领教学发

展的高级阶段[7],它能够有效解决个性化学业问题,并促进个性化人才的培养.围绕如何利用数字技术促进

精准教学,加强教师精准教学能力规范评价问题,张春华等[8]基于扎根理论和访谈方法对中学教师实施精准

教学的过程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杨德新[9]基于模糊层次分析法,构建了高校教师绩效评价模型;葛文双

等[10]在比较分析美国NBPTS、IBSTPI等4个教师教学能力标准的基础上,借鉴国内数字时代对教师教学

能力要求的5个典型标准,从技术融入教学的意识、素养、能力和研究这4个维度,构建了数字化环境下高校

教师教学能力框架,并设计了数字时代高校教师教学能力测量问卷.
文献分析发现,虽然国内外学者对教师精准教学能力的理解不尽相同,但实质上都是在探讨如何通过提

高教师数字素养,促进精准教学顺利实施和学生个性化成长[11].同时,已有研究大多从信息化教学视角、中
小学教学视角或理论视角出发,探索教师实施精准教学的框架和模式,鲜有基于教育数字化转型视角对高校

教师的精准教学能力评价进行实证研究,并且在构建的评价体系中多采用邀请部分专家构建评价指标,未充

分考虑专家的代表性及评价指标的客观性.如何利用智能技术检验少数专家确定评价指标的可靠性,成为评

价模型构建及使用的基础.于是王佑镁等[12]通过BP神经网络,构建了客观的数字阅读素养评测模型,实现

对中小学生数字阅读素养的精准评价.魏培文等[13]等利用BP神经网络小样本下智能识别的特性对高校学

生的多级认知状态和综合素质实施评价,取得了不错的效果.虽然这些研究对二者结合进行了大胆尝试,但
鲜有研究者将BP神经网络引入高校教师精准教学能力评价过程,解决模型构建过程中的现有困境.

根据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了一种新的构建高校教师精准教学能力评价模型的方法,利用BP神经网络

非线性映射的智能学习特性,解决目前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中存在的主观性问题,从而增强模型对教师精准教

学能力评价的科学性.

2 基于BP神经网络的高校教师精准教学能力评价模型

2.1 相关概念解析

2.1.1 精准教学

“精准教学”源于因材施教的基本思想,由美国学者Lindsley于20世纪60年代首次提出[14],指利用数

字技术对学生学习过程的知识、行为等进行测量和分析等,为教师精准施教和学生个性化学习干预提供科学

依据.精准教学是技术优化教学、服务学习的典型实践代表.半个多世纪以来,随着教育技术的发展,不断有

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其概念进行新的阐释,但如何利用数字技术进行精准目标识别、精准问题诊断、精准措施

干预,并促进学生个性化发展一直是其概念的核心内容.
2.1.2 神经网络

BP神经网络是一种按照误差逆传播算法训练的多层前馈人工神经网络[15],具有强大的非线性映射自

适应学习能力,经常被应用于因果关系复杂的非确定问题的研究,它能够在不需估计参数的前提下,从未知

模式复杂数据的输入与输出中找到隐含规律,智能识别出二者的映射关系,达到数据精确分类和预测的效

果.将BP神经网络应用于高校教师精准教学能力评价中,不仅能够解决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中的人为主观问

题,还可以避免传统评价中需要建立复杂数学模型及解析式求解的情况.
2.2 高校教师精准教学能力分级

根据教师专业发展阶段理论,教师的知识和能力具有随着专业发展阶段的延伸呈线性发展规律.对教师

教学能力进行等级划分,不仅有利于培养计划的设计及其专业能力的发展,更有助于教师教学能力评价的实

施.于是文献[16]依据专业表现水平将教师的发展分为初级新手、优秀新手、胜任阶段、能手阶段、专家阶段

5个等级;澳大利亚教学与学校领导协会(australianinstituteforteachingandschoolleadership,AITS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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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颁布的国家教师专业标准将教师专业发展分为准教师、胜任教师、优秀教师、领导教师4个阶段.据
此,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精准教学的要求,将高校教师精准教学能力分为“有限、一般、良好、熟练”

4个等级,作为精准教学能力评价结果的目标分类.同时为了便于与神经网络的输出值保持一致,对其分值

进行归一化处理如表1.
表1 高校教师精准教学能力等级划分

Tab.1 Classificationofprecisionteachingabilitylevelsforcollegeteachers

等级 归一化量化指标取值范围 等级定义 能力描述

1(G1)

 

(0,0.25]

 

有限

 

没有对课程进行整体精准教学规划,只是将部分内容进行精准教学设计,缺乏整

体设计意识和思维.

2(G2)

 

(0.25,0.5]

 

一般

 

具有精准教学的意识,能够将教学内容进行精准教学设计,但缺乏个性化干预及

教学反思,不能及时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

3(G3)

 

(0.5,0.75]

 

良好

 

具有较强的精准教学意识和思维,能够有目的地选择与整合教学资源,进行个性

化学习干预,及时做出个性化评价,但反思创新意识较弱.

4(G4)

 

 

(0.75,1]

 

 

熟练

 

 

具有强烈的精准教学意识和思维,能够对所授内容与知识点进行分解重构,通过

差异化的评价手段评估学生学习效果,从而进行精准干预;反思创新意识及行动

较强,并能及时调整教学策略,促进学生个性化成长.

2.3 评价模型构建

模型构建的基本思想是:在对高校教师精准教学能力等级划分的基础上,以能力评价理论为依据,采用

专家咨询法和层次分析法生成完整的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开发的精准教学能力评测量表获取相关数据,将处

理后的不同类型数据输入构建好的BP神经网络,利用其非线性智能学习的特性对样本数据进行分类、拟合

及预测,通过对输出结果的分析来判断模型有效性;最后,将训练好的神经网络进行保存并生成具有客观性

的“仿专家”模型,为教师精准教学能力的客观评价提供有效途径.构建的基于BP神经网络的高校教师精准

教学能力评价模型由评价指标体系生成、BP神经网络构建、精准教学能力评价3部分组成,如图1所示.同
时,为便于模型的设计和检验,将未经过权重赋值的计算结果称为测量值,将考虑权重的综合结果称为评价值.

2.3.1 评价指标体系生成

教师精准教学能力评价是一个复杂的综合过程,而建立评价指标体系是模型构建的基础和核心.据此,
高校教师精准教学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生成主要包含以下内容.
2.3.1.1 构建精准教学能力核心框架

考虑到教师的精准教学能力不仅与教育教学过程中的数字技术使用有关,还与个人意识、思维及特质等

存在密切联系.根据文献[17]的能力评价理论及《国家高校教师教育技术能力指南》,在对教师信息化能力/
素养等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由精准教学意识与动机、精准教学知识与技能、高阶教育思维能力、精准教学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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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能力、相关人格特质5个维度组成的高校教师精准教学能力核心框架,并将其作为一级评价指标.指标间

逻辑关系为:精准教学意识产生精准教学动机,而意识与动机是精准教学能力发展的前提;精准教学知识与

技能是高阶教育思维的基础,而高阶教育思维反过来又是促进精准教学知识和技能增长的关键;人格特质是

能力展示的保障[18];精准教学干预能力是教师精准教学的核心和终点.
2.3.1.2 确定精准教学能力评价指标要素

在精准教学能力核心框架构建的基础上,参照葛文双等[10]的数字时代教师教学能力标准,利用Nvivo11
软件对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教师数据素养、教师数字胜任力等150篇文献中共同关注的教师技术能力要

素,进行编码归类等,最终在一级指标的基础上析出了精准教学能力的二级指标,形成较为完善的高校教师

精准教学能力评价指标要素,如图2所示.

2.3.1.3 建立评价指标要素权重

前面确定了教师精准教学能力的评价指标要素,而每个要素的重要程度及权重并未体现出来.评价指标

要素权重反映出各指标的重要程度,权重分配是否合理直接对教师精准教学能力的评价结果产生重要影响.
因而,选择合适的权重确定方法对构建科学客观的评价指标体系就尤为重要.确立评价指标权重有多种方

法,而层级分析法(analytichierarchyprocess,AHP)因其能够将复杂情况简化为层次模型,常常被用来解决

各类评价指标的权重设置问题[19].因此,本研究在评价指标要素构建的基础上,邀请19名相关专家采用层

次分析法,基于1~9标度的原则,对各级指标的重要性进行权重赋值,建立各级指标的判断矩阵,并运用

MATLAB软件对判断矩阵进行一致性检验及归一化处理,从而获得各评价指标权重.
2.3.2 BP神经网络构建

由于指标权重采用专家赋值的方法进行构建,专家权重赋值的过程中可能存在一定主观性,需要借助神

经网络进行合理性检验.人工神经网络是模仿人类脑部结构进行信息处理的数学模型,能够从复杂的数据样

本中找到规律,形成专家意识.BP神经网络作为一种按照误差逆传播算法训练的多层前馈人工神经网络,由
输入层、隐藏层、输出层3部分组成.其工作原理是输入信号经输入层传入隐含层,经隐含层对数据进行分析

处理,寻找规律后传向输出层输出结果.若输出值与期望值差距较大,则转入误差反向传播过程,对每一层网

络的连接权值以及阈值不断地进行调节,最终使得神经网络的训练输出尽可能地与期望输出接近,从而完成

神经网络训练目的[19].因此,本文构建的BP神经网络模型如图3所示,用其对高校教师精准教学能力分级

及评价指标权重的合理性进行检验.
其中Xm 表示输入信号的一个分量,Y 是神经网络的实际输出值.m、n 分别表示输入层、隐含层的神经

元个数,W1m表示输入层到隐含层的连接权值,W2n表示隐含层到输出层之间的连接权值.BP神经网络用于

高校教师精准教学能力评价过程包括:能力分级科学性判定、评价指标权重合理性分析、仿专家模型生成等.
实施步骤为:首先设计神经网络模型,包括各函数值的确定和初始化等;其次,利用评测量表获取教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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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个维度的精准教学能力实际得分,乘以相应权重并归一

化处理后,形成各指标评价值,作为神经网络输入向量,输
出向量则为精准教学能力综合评价值(该值由各指标评价

值求和,并归一化处理后获得),接着利用聚类算法训练神

经网络,通过测试数据集检验其分类结果,从而判断精准教

学能力四分级的合理性.在此基础上,以各指标评价值为输

入,以精准教学能力测评值(该值由各指标测量值乘以平均

权重,求和并归一化处理后获得)为输出,利用神经网络对

二者进行拟合,若输入与输出反映出较好的拟合水平,则代

表专家小组构建的精准教学能力评价指标权重具有客观合

理性,精准教学能力评测量表能够反映教师的真实精准教

学能力水平.最后,将各指标评价值归一化处理后作为神经

网络的输入向量,利用AHP法计算出的精准教学能力综合

评价值归一化后作为对应的输出向量,这样,神经网络便会智能将实际输出值与期望输出值进行比较,若两

者之间的误差超过了预先规定的范围,则自动修改各层神经元之间的权值和阈值,直到误差值达到预定范围

为止,此时的神经网络已经具备了专家知识或经验,成为“仿专家”模型;可将训练好的神经网络保存起来,当
需要对教师精准教学能力评价时,就能及时响应并智能化形成评价结果,从而有效避免评价过程中的人为主

观因素,提高数据处理效率和评价的客观性、科学性.
2.3.3 精准教学能力评价

精准教学能力水平的等级划分和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为高校教师精准教学能力评价结果的输出提供

了依据,为后续制定差异化的精准教学能力发展策略奠定了基础.其评价过程为:首先使用设计好的《高校教

师精准教学能力评测量表》对教师精准教学能力进行自测调查并进行数据采集.然后将获得的数据根据评价

指标权重进行赋值并归一化处理,输入到训练好的BP神经网络“仿专家”模型,由模型根据保存的映射关系

进行仿真和预测,以表1中归一化数据的格式输出.最后根据其输出的具体数值,确定教师精准教学能力等

级,为其精准教学能力发展提供合适策略,从而实现精准教学能力评价的目的.如某教师的输出值为0.52,表
示其精准教学能力水平处于“良好”阶段,需为其提供进一步“熟练”等级的发展策略.

3 实验设计与结果分析

为验证基于BP神经网络的高校教师精准教学能力评价模型能够对高校教师精准教学能力做出客观评

价的假设,本研究开展了相关实验设计和结果分析.
3.1 实验设计

3.1.1 实验对象选定

实验对象为华中地区某高校年龄为30~45周岁的教师,从中随机选取223名教师作为研究对象.其中

男性113名,女性110名,他们分别来自汉语言文学(男性10人,女性9人)、教育学(男性11人,女性10人)、
心理学(男性9人,女性11人)、教育技术学(男性10人,女性9人)、法学(男性8人,女性10人)等11个不同

学科,利用开发的教师精准教学能力评价系统对其精准教学能力现状进行数据采集及分析研究.
3.1.2 测量工具开发

本研究针对高校教师利用数字化平台开展精准教学时所需的知识和能力等,基于现有研究,设计了《高
校教师精准教学能力评测量表》,用于评价教师对精准教学的实践体验、反思及创造能力等.量表采用李克特

五点式设计,各维度的题项编号与图2指标体系编码保持一致;同时为了便于数据处理及模型验证,将评测

量表嵌入到基于Python开发的高校教师精准教学能力评价系统中.评价系统以链接方式发送给223名教

师,最后经过筛选和分析,选择有效的220名教师数据作为样本进行模型训练及检验.同时,为了解教师关于

模型评价准确性的认可度,本实验还设计了《高校教师精准教学能力评价模型准确度调查问卷》(详细使用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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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见结果分析).
3.1.3 BP神经网络建构

本研究中,教师精准教学能力有18个二级指标,需对应输入层的18个神经元节点,鉴于精准教学能力

评价系统的实际输出结果为单输出,将输出层的神经元个数设为1,隐含层的神经元数量根据Kolmogorov
定理则为单层的35个.tansig为输入层与隐含层之间的激活函数,purelin为隐含层和输出层之间的激活函

数;而训练函数则采用带有动量项自适应学习算法的traingdx函数,以此来提高训练速度;学习速率取0.01,
目标误差设定为0.001,最大学习迭代次数设定为8000.同时考虑到神经网络中的激活函数输入值范围在

[0,1]之内,通过mapminmax函数对输入和输出值进行归一化处理,以免因为数据数值较大造成失真或遗失.
最后利用MATLAB软件中的三层BP神经网络模型,对高校教师精准教学能力的数据进行分类、拟合及仿真.
3.1.4 实验过程设计

实验过程分为3个部分,如图4所示.首先利用高校教师精准教学能力评价系统进行数据采集并处理.其
次以包含权重的18个指标评价值为神经网络输入向量,以精准教学能力综合评价值为输出向量矩阵进行分

类训练和测试,检验精准教学能力四分级的科学性;然后将二级指标评价值与精准教学能力测评值进行回归

和拟合度分析,从而判断评价指标权重的合理性;接着利用神经网络的预测仿真能力,通过指标评价值输入

及精准教学能力综合评价值输出,训练神经网络生成“仿专家”模型,并对仿真结果进行检验;在此基础上,使
用基于李可特五级量表设计的问卷对模型评价准确度进行调查,经过数据分析表明模型评价准确度较高.最
后利用验证后的模型对教师精准教学能力进行评价,根据数据分析结果为高校教师的精准教学能力发展提

供相应的策略支持.

3.2 结果分析

3.2.1 BP神经网络验证了精准教学能力分级科学性

教师精准教学能力等级划分不仅是教师专业发展的前提,还是评价模型构建的目标.因此,利用神经网

络非线性映射的特性,通过聚类算法让其对输入的评价值数据进行归类分析,以判断精准教学能力分级的科

学性.首先将基于评测量表构建的评价系统获得18个二级指标的评价值作为BP神经网络的输入,并将处理

过数据中的190项作为训练样本进行网络训练,利用聚类算法对二级指标评价值进行处理分析,寻找它们的

异同,并根据精准教学能力综合评价值分类输出.随后将剩余的30项数据作为测试样本进行仿真测试,将仿

真后的测试样本预测值反归一化后与其真实评价值进行误差比较,查看其分类准确度.神经网络在迭代

3845次达到规定的误差精度,同时将样本数据较好的分为4类,正确率为0.9333,由此可以看出,将高校教

师的精准教学能力分为4个等级是科学的.
3.2.2 BP神经网络检验了评价指标权重合理性

精准教学能力分级检验为评价指标权重的合理性检验奠定了基础,但精准教学能力分级时使用专家小

组构建的评价指标权重是否客观,通过《高校教师精准教学能力评测量表》得到的教师精准教学能力自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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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代表教师的真实精准教学能力等级水平,仍需进一步验证.为此,利用BP神经网络对各指标评价值与精

准教学能力测评值进行拟合,通过拟合效果判断高校教师精准教学能力指标权重具有客观合理性.
首先将220份有效的教师精准教学能力数据导入神经网络,作为评价指标权重合理性检验的训练与测

试数据样本;再以该批教师在18个维度的指标评价值作为输入向量,评价系统输出的精准教学能力测评值

组成评价结果矩阵,作为相应输出向量;然后把220份样本中的213项作为训练集,7项作为测试集,经过数

据归一化处理后输入神经网络.神经网络经过自适应学习后迭代4220次达到规定误差精度,完成收敛,结
果如图5.可见,无论训练集还是测试集均表现出较好拟合度,表明利用少数专家构建的评价指标权重体系,
能够客观反映教师的精准教学能力水平.同时,设计的相关评测量表也能够反映其精准教学能力水平.

3.2.3 训练后的BP神经网络具有“仿专家”特征

将通过评价系统获得的二级指标评价值作为神经网

络的输入向量,各指标测量值乘以权重求和,并归一化处

理后的精准教学能力综合评价值作为对应输出向量.然
后,将评价系统收集到的220个有效样本数据处理后,选
择其中的210个样本作为训练数据,剩余的10个样本则

作为测试数据,利用神经网络的sim函数进行仿真检验,
并把仿真后的测试样本预测值反归一化后与其测量值进行

比较计算误差.神经网络迭代3942次便完成收敛,达到规

定误差精度,仿真的测试样本反归一后相对误差不超过

3.25%,其输出结果如图6所示.
由图6可知,神经网络对教师精准教学能力预测值

与系统综合评价值的契合程度较高,表明训练完成的BP
神经网络具有非常好的仿真能力,其连接权值和阈值已经无限迫近专家小组构建的评价指标权重体系,达到

了专家的水平.将训练后的神经网络权值及阈值进行保存,生成能够对高校教师精准教学能力进行评价的

411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4年



“仿专家”模型.
3.2.4 教师对模型评价准确性认可度高

为了进一步检测模型对教师精准教学能力评价的准确度,教师在使用评价系统测量自己精准教学能力

的同时,需要结合自身实际能力水平,使用《高校教师精准教学能力评价模型准确度调查问卷》对评测结果做

出评价.调查问卷基于李克特五级量表设计,包括:模型易用性、评价精准度、评价结果实用性、模型满意度

4个维度,每个维度5个项目,共20个项目.问卷共发放223份,收回有效问卷219份,有效率为98.21%.问
卷的Cronbach'salpha=0.843、KMO=0.802,均大于0.7,表明问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同时对回收的试卷按

维度求平均分并转换为百分数,根据数据分析,教师对模型4个维度的评价均超过了90分,说明基于BP神

经网络的高校教师精准教学能力评价模型,能够较好地反映教师精准教学能力水平,可以为教师精准教学能

力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可靠依据.

4 结 语

在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为了适应精准教学模式的发展,满足高等教育对个性化人才培养的需求,
构建客观合理的高校教师精准教学能力评价模型以提高其精准教学能力就显得异常重要.为此,文章创新性

地利用BP神经网络非线性映射的智能学习能力,对基于专家咨询法、层级分析法构建的高校教师精准教学

能力评价指标体系进行客观合理性检验,获得较为理想的检测结果,教师对模型的评价准确度较为满意.该
模型能够为教育数字化转型背景下高校教师专业发展的标准制定、培训课程和教学活动的层级设计等提供

有益参考,尤其对于建构指标维度之间存在交叉及主观性较强的评价体系更具有参考价值.当然,本模型也

存在不足之处:首先,模型仅在华中地区某高校进行了验证,是否适用于其他地区或其他类型高校仍有待进

一步研究;其次,模型目前仅能实现对高校教师精准教学能力的结果评价,无法对其进行过程评价和增值评

价.另外,是否能够利用其他神经网络(如卷积神经网络)或算法(如支持向量机)构建评价模型也是一个值得

探讨的问题.总之,高校教师精准教学能力评价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本文所构建的评价模型尚需随着

教学改革的深化及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完善,利用其他算法实现对不同类型高校教师精准教学能力的综合评

价,切实反映高校教师在教育数字化转型中精准教学能力的动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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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ofprecisionteachingabilityevaluationmodelforcollegeteachersbasedonBPneuralnetwork

WeiPeiwena,b,ZhuKea,b,YeHaizhia,ZhangWeijiea,ZhangLiyuana,YanJuanc

(a.FacultyofEducation;b.CollaborativeInnovationCenterforIntelligentEducationofHenanProvince;

c.OfficeofInformationTechnology,HenanNormalUniversity,Xinxiang453007,China)

  Abstract:Precisionteachingtopromotethepersonalizedgrowthofstudentsistheunremittingpursuitofeducational
idealsandnationalpolicies.Asthefoundationoftheimplementationofprecisionteaching,therearemanyproblemsintheex-
istingevaluationsystemofteachers'teachingability,suchasunclearconceptsandsubjectiveconstructionofevaluationindica-
tors.Therefore,aresearchontheevaluationmodelofcollegeteachers'precisionteachingabilitybasedonBPneuralnetworkis
carriedout.Firstly,basedonthetheoreticalresearch,theprecisionteachingabilityisgradedandtheevaluationindexframe-
workisconstructed,andtheindexweightsareestablishedbyusingtheanalytichierarchyprocessmethod.Secondly,usingthe
characteristicsofBPneuralnetworkintelligentlearning,theindexvaluesofdifferentdatatypesaretakenasinputandthecom-

prehensivevaluesofcorrespondingabilitiesareusedasoutput,therationalityofprecisionteachingabilitygradingandindex
weightsistested,andamoreobjectiveevaluationmodelisgenerated.Finally,thedevelopedevaluationsystemandquestion-
naireareusedtocollectsamplesandtestthemodel.Fromtheclassification,fittingandsimulationresultsofthedata,themod-
elcanobjectivelyevaluatetheprecisionteachingabilityofcollegeteachers,andteachersalsohaveahighrecognitionofthe
accuracyofmodelmeasurement.

Keywords:digitaltransformationofeducation;collegeteachers;precisionteachingability;evaluationmodel;BPneural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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