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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培计划”实施的十年以来,随着对于教师培训研究的逐步深入,十年间学者们对此进行了大

量的研究,但对于培训评估的研究较少,尚需拓展。本文主要回顾了“国培计划”中涉及教师培训评估的

三方面：一是培训评估的现状；二是培训评估的方法；三是评估方法的效果检验,并提出了研究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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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国培计划”是2010年起全面实施

的“中小学教师国家培训计划”的简称。

国培10年来,学者已经对于“国培计划”

进行了广泛的研究”,相关主题包括教师

专业发展、培训需求、培训模式、置换

脱产、顶岗实习等。但涉及国培计划培

训效果评估的研究少之又少,因此本文

目的在于梳理国培十年来教师培训评估

的研究方法与效果检验,以期为未来培

训建立科学、完整的考核评估体系提供

思路与借鉴。 

1 “国培计划”培训评估现状 

在近十年与国培计划相关的研究中,

涉及培训评估的研究无论深度还是广度,

都尚需拓展。有学者认为“国培计划”

培训评估的现状并不乐观,当前培训项目

绩效的监控与评估缺乏合理完善的监控

评价指标体系。虽然各个培训单位在培训

的内容、方法、模式、手段等方面均有

共同的指导思想,但尚未形成一套科学

合理、操作性强的绩效监控评价指标体

系,从而导致了“国培计划”质量往往难

以保证,培训效果良莠不齐的现象[1]。有

学者持相似的观点,蔡京玉(2004)认

为：“国培计划”实施以来,各培训机构

和项目管理者开展项目的效果评估,存

在评估内容、评估方式、评估工具混乱

的问题,暴露出培训效果评估中的理念

不清[2]。闫寒冰(2013)提出在教师培训

中,“满意度评价”占据满壁江山,其表

现形式也往往以培训前问卷与培训后问

卷的形式来呈现。深度的质量分析虽然

也存在,但往往是以小样本、抽样、滞后

统计的方式存在于学术研究领域,且研

究成果未能很好地反哺评价实践[3]。 

由此可见,尽管教育管理部门和实

训单位都在教师培训中设立相应的评价

制度,但从考评方式来看,多以匿名评价

为主；在考评内容上,以培训满意度为

主。对于“国培计划”是否达到了预期

目的,是否实现了对骨干教师的转化与

提升,是否通过受训教师的种子作用带

动了学生、同事和学校的发展,诸如此类

事关“国培”实效的问题并不确切知晓。 

2 培训评估的方法 

关于培训评估的研究方法的文献,

根据研究对象来看,既有针对国培计划

宏观教师群体的研究,如王后雄(2015)

以环境、投入、过程与效果四个维度为

主体,从内容、权重、指标、组织、方法

和保障六个方面构建了“国培计划”项

目绩效多维监控评价指标体系等[4]。还

有研究关注某一群体,王雁苓,陈睿等人

(2017)以吉林省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国培

和省培项目的院校为对象,构建了省县

两级"送教下乡"评价策略体系[5]。还有

研究聚焦某一学科,对相应学科的教师

培训评估进行研究,例如付军(2017)以

数学教师职后培训效果,以三名学员的

培训前后的数据为依据,利用AHP法对培

训效果建立评价模型[6]。牛猛(2018)以

黑龙江参加国培培训的中小学体育教

师为调查对象,基于CIPP效果评估模型,

自编评估问卷,了解体育教师的培训情

况[7]。还有研究者在针对中职教师的研

究中发现柯式模型和CIPP培训评估模

型缺乏对培训本身的社会公共性特征的

考虑。因此提出中职教师培训质量评价

体系应该从社会公共性教育绩效的角度,

以公共绩效评价的逻辑模型作为构建依

据。研究还涉及脱产置换教师群体,沈军

(2012)认为绩效评价体系需要在正确理

解绩效评价和准确把握项目实施环节的

基础上,遴选一级指标,确立重要观测点,

明确评价结果呈现方式,构建了针对置

换脱产项目教师的培训评估体系[8]。 

纵观上述研究,尽管针对培训评估

的研究数量不多,但针对的群体丰富,学

者均针对评估现状提出了自己的主张或

是构建了相应的评估模型。现有研究大

多数基于柯式模型、CIPP模型,利用层次

分析法进行研究。在研究的方法上,学者

多采用问卷法、访谈法、观察法和360

度调查等,评估涉及培训前、培训中和培

训后的不同阶段,评估的层次设计合理,

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但是存在的问题是,

大多数研究者针对“国培计划”培训评

估的研究仅仅停留在方法的设计、模型

的建立上,只是给出了一个针对某一群

体看似可行的方案,但对于在现实的培

训中是否用于评估以及评估的效果如何,

并没有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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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评估效果的检验 

欲验证“国培计划”教师培训评估

模型体系的效果如何,还需要在教师培

训中进行进一步的检验。在针对效果的

评估中,尽管部分学者进行了从分析教

师培训评估的现状、建立评估模型、利

用评估模型验证效果这一完整的过程,

但其中的问题在于大多数学者 后仅仅

验证的是培训效果的优劣,而非对于评

估效果的研究与检验。涉及有关培训评

估的时效性的文章中,仅有付军(2014)

在研究中对于培训评估的效果稍有提及,

他认为所构建的评价模型覆盖了影响国

培数学教师职后培训评价的绝大部分

因素,具有较好的可行性和科学性,实

践证明该评价模型具有可操作性和实

用性,能较好地满足政府教育部门的管

理要求[9]。由于在“国培计划”框架之

下,涉及培训评估效果的研究接近空白,

进一步扩大检索范围,在教师信息化教

学能力培训项目评估的研究中,研究者

基于CIPP模型的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培

训项目评估框架开发出相应的工具,并

将所设计的评估框架及评估工具应用于

培训项目评估中,验证评估框架及评估

工具的应用效果。石大维(2012)的研究

以柯氏四级培训评估模型和CIPP 模型

为原型,以促进教师培训有效性为目的,

构建了一个贯穿培训全程评估模型,并

在中国—UNICE灾区教师培训中进行实

证研究,证明其模型能够对教师培训项

目进行全面、准确地评估,克服当前教师

培训项目评估中出现的评估方法单一、

与教学工作脱离及忽视评估的反馈导向

功能等问题。两位学者的研究为我们对

“国培计划”的培训评估的效果验证提

供一定的启发。 

4 总结与展望 

国培十年,学者对于培训评估进行

了广泛的研究。当前研究存在以下问题：

(1)评估方法单一,不够科学；(2)评估的

目的以满意度调查为主,对于培训的改

进帮助不大；(3)缺乏一套科学合理、操

作性强的绩效监控评价指标体系来监控

并检验培训全过程。因此针对上述问题,

部分学者对于培训评估的方法进行了改

进,从以往的只重视量化到质性与量化

兼具,研究方法丰富多样,并依据相关理

论建立了针对不同群体的培训评估模型

和体系。不足之处在于对于其所建立的

模型应用于培训中,其评估的效果如何,

鲜有学者加以验证,甚至在“国培计划”

中尚属空白,笔者认为未来可以关注评

估效果的实证研究,检验评估模型的效

果,以达到支持培训项目的评估,促进培

训实施方案的改进,帮助项目管理者、培

训组织机构对培训组织及培训内容做出

调整的目的,从而更好地指导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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