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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正确评价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能力培训的效果,在对信息技术能力概念和规范政策进行分析的基础上,

基于因素分析法构建了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能力培训评价指标体系,并在选取的学校范围内进行了评价

指标体系有效性、合理性的验证;利用层次分析法确定了评价指标的权重,构建了教师信息技术能力培训

评价模型,通过实例计算,实现了中小学教师的信息技术能力的定量评价.研究结果表明,该评价指标体

系能够对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能力培训效果进行有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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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为了推动教师在教育教学中有效应用信息技术

手段,变革传统教学方式,促进中小学生有效学习和

个性化发展,更好地适应信息化社会的挑战,教育部

于２０１３年１０月印发了«关于实施全国中小学教师信

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的建议»,启动全国中小学

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该工程强调将“培
训—测评—应用”相结合,强调以测评为抓手,通过测

评诊断找准问题,实现针对性选学课程,以期“以评促

学、以评促用”,激发教师持续学习动力[１Ｇ２].由此,教
育部、各省市教育机构、各高校教师联合各地区中小

学教师开展新一轮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培训.
现有的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能力培训的评价指

标体系存在以下弊端:(１)评定指标偏行政化,教育决

策者的主观思想痕迹较重,指标体系缺乏科学的考量

和检验[３];(２)评定方式一刀切,没有考虑到不同层

次、不同课程的差异性[３]２;(３)评价内容缺乏情境

性[４];(４)轻视评价的激励和导向功能[４]５;(５)缺乏严

格的评分标准,或有标准但没有评分监督机制,以至

于在实践过程中遭遇虚假数据、评分随意等问题[３]２.
为了有效地评价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培训的绩效,需要

建立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与评价方法.对于教师信

息技术能力的评价,一般常用定量评价法,即将各项

评价指标赋予数值,再用数学方法做出结论性评价.
然而在实际应用中,评价人员由于需要参考他人的权

重,所以无法全面平衡各个指标权重.层次分析法

(AHP)[５]可以实现定量与定性评价相结合,全面体

现评价对象各个指标的相对重要程度,将评价者的理

想用数量形式表达出来.正如美国密歇根大学丹尼

尔斯塔弗尔比姆教授在«系统的评价»一书中指出:
“评价最重要的不是为了证明,而是为了改进.”本文

运用层次分析方法,构建了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能力

的评价模型,对教师信息技术能力进行定量评价.在

培训前后分别对学员的信息技术能力进行评价,根据

评价结果的变化,可以得出相应的培训效果的结论.
二、评价指标体系

参考«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标准»,通过

对当前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能力现状分析和一定范

围内的问卷调查,我们深入分析了影响中小学教师信

息技术能力的核心因素,建立了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

力的两级评价指标体系.一级指标由信息技术素养、
计划和准备、组织与管理、评估与诊断及学习与发展

５个指标;二级指标对５个一级指标进一步分解细

化,形成３９个二级评价指标,对一级指标形成底层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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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详细指标体系见表１.
表１　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能力指标体系

B１信息技术素养 B２计划与准备 B３组织与管理 B４评估与诊断 B５学习与发展

B１１理 解 信 息 技 术 对

改进课堂教学的作用

B２１用 信 息 技 术 解 决

教学问题契合点

B３１能 否 合 理 设 计 并

实施信息化教学评价

方案

B４１是 否 有 效 参 与 信

息技术支持下的校本

研修

B５１是 否 有 效 参 与 信

息技术支持下的校本

研修

B１２能 够 主 动 运 用 信

息技术优化课堂教学

B２２设 计 有 效 实 现 目

标的信息化教学过程

B３２能 否 利 用 技 术 工

具收集学生学习过程

信息

B４２是 否 理 解 信 息 技

术对教师专业发展的

作用

B５２是 否 理 解 信 息 技

术对教师专业发展的

作用

B１３了 解 多 媒 体 教 学

环境的类型

B２３能 够 合 理 选 择 并

且使用信息技术资源

B３３能 否 整 理 分 析 发

现数字化教学问题并

整改

B４３是 否 有 运 用 信 息

技术自我反思与发展

意识

B５３是 否 有 运 用 信 息

技术自我反思与发展

意识

B１４能 够 熟 练 操 作 常

用的多媒体教学设备

B２４加 工 制 作 课 堂 教

学的数字化教育资源

B３４能 否 利 用 信 息 技

术工具开展测验练习

工作

B４４能 否 参 与 信 息 技

术 支 持 的 专 业 发 展

活动

B５４能 否 参 与 信 息 技

术 支 持 的 专 业 发 展

活动

B１５了 解 通 用 软 件 及

学科软件功能

B２５在 课 堂 教 学 环 境

中正常使用信息资源

B３５能 否 利 用 信 息 技

术工具提高评价工作

效率

B４５能 否 利 用 网 络 研

修虚拟社区提升教学

能力

B５５能 否 利 用 网 络 研

修虚拟社区提升教学

能力

B１６能 够 熟 练 应 用 通

用软件及学科软件

B２６预 见 并 应 对 信 息

技 术 应 用 过 程 中 的

问题

B４６能 否 用 信 息 技 术

与同行建立保持业务

联系

B５６能 否 用 信 息 技 术

与同行建立保持业务

联系

B１７能 够 通 过 多 种 途

径获取数字教育资源

B４７能 否 依 托 学 习 共

同体以促进自身专业

成长

B５７能 否 依 托 学 习 共

同体以促进自身专业

成长

B１８能 否 加 工 制 作 管

理数字教育资源操作

工具

B４８是 否 掌 握 专 业 发

展所需信息技术手段

方法

B５８是 否 掌 握 专 业 发

展所需信息技术手段

方法

B４９是 否 有 提 升 信 息

技术环境下自主学习

能力

B５９是 否 有 提 升 信 息

技术环境下自主学习

能力

B５１０能否在信息技术

环境下实现学和用的

结合

　　三、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能力评价指标权重及评

价模型

(一)层次分析方法的基本原理

层次分析法(AnalyticHierarchyProcess,以下

简称 AHP)[６Ｇ７]是由美国运筹学家、匹兹堡大学 T．L．
Saaty教授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提出的,于１９７１年在

美国国防部研究“应急计划”中进行了成功的运用.
此后 AHP在决策问题的许多领域得到应用,同时

AHP的理论也得到不断深入和发展.

AHP的基本原理:根据系统的具体性和目标

要求,把复杂的系统对象分解为各个组成因素,并
按照因素间的相互关联影响分组形成有序的递阶

层次结构模型,即把问题层次化.然后对层次结

构中同一层次的各因素(评价指标)通过两两比较

的方法确定其相对重要性,建立判断矩阵,得到各

因素(评价指标)的相对权重.本文应用层次分析

法构建中 小 学 教 师 信 息 技 术 能 力 培 训 评 价 指 标

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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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评价指标权重确定

依据层次分析法核心步骤,首先确定中小学教师信

息技术能力培训一级评价指标的权重.具体过程如下:
第一步:两两成对比较,求比较矩阵.
标度定义如下表２所示

表２　标度定义

标度 １ ３ ５ ７ ９

定义
同样

重要

稍微

重要

明显

重要

重要

得多

极度

重要

　　根据以上标度定义,对５个一级指标进行两两比

较,求出比较矩阵,见表３.
表３　五个一级指标判断矩阵

B１ B２ B３ B４ B５

B１ １ ３ ５ ７ ９

B２ １/３ １ ３ ５ ７

B３ １/５ １/３ １ ３ ５

B４ １/７ １/５ １/３ １ ３

B５ １/９ １/７ １/５ １/３ １

　　第二步:计算比较矩阵行积.
依据比较矩阵,计算每一行的乘积,并求５次方

根wi:

(１)第一行行积为９４５,w１＝３．９４
(２)第二行行积为３５,w２＝２．０４
(３)第三行行积为１,w３＝１
(４)第四行行积为１/３５,w４＝０．４９
(５)第五行行积为１/９２５,w４＝０．２５
第三步:计算每个指标的权重,计算公式为

wi＝wi/∑
５

i＝１
wi (１)

　　依据公式(１),得出一级指标的权重,见表４.
表４　五个一级指标权重

指标 B１ B２ B３ B４ B５

权重 ０．５１ ０．２６ ０．１３ ０．０６ ０．０４

　　依据同样方法和步骤求出二级指标权重,得出整

体权重值如表５.

表５　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权重

B１信息技术素养

(０．５１)
B２计划与准备

(０．２６)
B３组织与管理

(０．１３)
B４评估与诊断

(０．０６)
B５学习与发展

(０．０４)

B１１理 解 信 息 技 术 对

改进课堂教学的作用

(０．１４)

B２１用 信 息 技 术 解 决

教 学 问 题 契 合 点

(０．１０)

B３１能 否 合 理 设 计 并

实施信息化教学评价

方案(０．１６)

B４１是 否 有 效 参 与 信

息技术支持下的校本

研修(０．０８)

B５１是 否 有 效 参 与 信

息技术支持下的校本

研修(０．１４)

B１２能 够 主 动 运 用 信

息技术优化课堂教学

(０．１１)

B２２设 计 有 效 实 现 目

标的信息化教学过程

(０．２１)

B３２能 否 利 用 技 术 工

具收集学生学习过程

信息(０．２０)

B４２是 否 理 解 信 息 技

术对教师专业发展的

作用(０．１３)

B５２是 否 理 解 信 息 技

术对教师专业发展的

作用(０．０７)

B１３了 解 多 媒 体 教 学

环境的类型(０．１３)

B２３能 够 合 理 选 择 并

且使用信息技术资源

(０．２２)

B３３能 否 整 理 分 析 发

现数字化教学问题并

整改(０．２２)

B４３是 否 有 运 用 信 息

技术自我反思与发展

意识(０．０９)

B５３是 否 有 运 用 信 息

技术自我反思与发展

意识(０．１５)

B１４能 够 熟 练 操 作 常

用的多媒体教学设备

(０．１２)

B２４加 工 制 作 课 堂 教

学的数字化教育资源

(０．１０)

B３４能 否 利 用 信 息 技

术工具开展测验练习

工作(０．１４)

B４４能 否 参 与 信 息 技

术支持的专业发展活

动(０．０７)

B５４能 否 参 与 信 息 技

术支持的专业发展活

动(０．１３)

B１５了 解 通 用 软 件 及

学科软件功能(０．１５)

B２５在 课 堂 教 学 环 境

中正常使用信息资源

(０．２４)

B３５能 否 利 用 信 息 技

术工具提高评价工作

效率(０．１７)

B４５能 否 利 用 网 络 研

修虚拟社区提升教学

能力(０．１５)

B５５能 否 利 用 网 络 研

修虚拟社区提升教学

能力(０．１１)

B１６能 够 熟 练 应 用 通

用 软 件 及 学 科 软

件(０．１０)

B２６预 见 并 应 对 信 息

技术应用过程中的问

题(０．１３)

B３６能 否 利 用 信 息 技

术建立学生学习电子

档案(０．１１)

B４６能 否 用 信 息 技 术

与同行建立保持业务

联系(０．１２)

B５６能 否 用 信 息 技 术

与同行建立保持业务

联系(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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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５

B１信息技术素养

(０．５１)
B２计划与准备

(０．２６)
B３组织与管理

(０．１３)
B４评估与诊断

(０．０６)
B５学习与发展

(０．０４)

B１７能 够 通 过 多 种 途

径获取数字教育资源

(０．１１)

B４７能 否 依 托 学 习 共

同体以促进自身专业

成长(０．１３)

B５７能 否 依 托 学 习 共

同体以促进自身专业

成长(０．１)

B１８能 否 加 工 制 作 管

理数字教育资源操作

工具(０．１４)

B４８是 否 掌 握 专 业 发

展所需信息技术手段

方法(０．０８)

B５８是 否 掌 握 专 业 发

展所需信息技术手段

方法(０．０５)

B４９是 否 有 提 升 信 息

技术环境下自主学习

能力(０．１５)

B５９是 否 有 提 升 信 息

技术环境下自主学习

能力(０．１)

B５１０能否在信息技术

环境下实现学和用的

结合(０．６)

　　(三)教师信息技术能力培训评价模型构建

在上述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能力评价体系的基

础之上,采取加权求和的形式构造了中小学教师信息

技术能力培训评价的完整模型,具体如式(２)所示.

p＝∑
３９

i＝１
fi(x)wi (２)

式中,p 表示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教学能力的评价

得分值;fi(x)为３９个二级评价指标的测试分数;

wi为通过 AHP 法计算出来的该项指标的权重值.
计算出来的p 值愈大,教师信息技术能力就越强.

四、评价实例

应用本文所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及模型,在培训

之前,随机选取某中学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五

门课程各一名教师,对其信息技术能力进行了综合评

价,将计算出的评价结果分值划分为优秀(p≥９０)、
良好(８０≤p＜９０)、中等(７０≤p＜８０)、一般(６０≤p
＜７０)、差(p＜６０)五种结果,评价情况如表６所示.

表６　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评价结果(培训前)

教师 教师１ 教师２ 教师３ 教师４ 教师５

评价得分 ８４．６ ９２．５ ８８．６ ７０．５ ８０．１

结果 良好 优秀 良好 中等 良好

　　从表中可以看出,２号教师评价成绩为“优秀”,
说明该教师信息技术能力好,课堂教学效率高;而４
号教师被评估为“中等”,说明该教师的信息技术能力

还有较大提升空间,应在后期的培训中进一步加强

学习.
培训之后,对这些教师的信息技术能力重新评

价,得到结果如表７.
表７　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评价结果(培训后)

教师 教师１ 教师２ 教师３ 教师４ 教师５

评价得分 ９４．６ ９６．５ ９１．６ ８０．５ ８８．１

结果 优秀 优秀 优秀 良好 良好

　　从培训前后的定量评价结果,可以很容易看出每

位教师的培训绩效.
五、结语

本文对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能力进行了全面的

调查分析.在此基础上,首先,建立教师信息技术能

力评价的五个一级指标.然后,对一级指标进行深入

细化,形成支撑一级指标的３９个二级评价指标,构建

了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评价的完整评价指

标体系.其次,利用经典的层次分析法,对各指标影

响评价的重要程度进行分析,并最终确定指标体系中

各指标的权重,并采用加权求和的方式构建了最终评

价模型.最后,对随机选取的某中学５名不同教师,
应用该模型进行实际评价,验证了评价指标体系和模

型的有效性.结果表明,本文所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

能够对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能力进行较好的评价,有
利于促进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能力培训效率的提高,
对提高中小学课堂教学质量有较好的实施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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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ordertocorrectlyevaluatetheeffectofthetrainingoftheinformationtechnologyabilityfor
primaryandsecondaryschoolteachers,basedontheanalysisoftheconceptofinformationtechnologyability
andthenormativepolicy,theevaluationindexsystemofteacher’informationtechnologyabilitytrainingis
constructedbyadoptingthefactoranalysismethod,meantimethevalidityandrationalityoftheevaluation
indexsystemisalsoverified withintheselectedschool．Inaddition,thepaperconstructstheteacher
informationtechnologyabilitytrainingevaluation modelbyusingtheanalytichierarchyprocess(ahp)to
determinetheweightofevaluationindex,thenthequantitativeevaluationofprimaryandsecondaryschool
teachers＇informationtechnologyabilityisrealizedthroughcalculation．Theresultsshowthattheevaluation
indexsystem can effectively evaluatethetraining effectof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teachers’
informationtechnology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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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paperconstructsasituationＧbasedteachingmodelbasedonsituationalteachingtheory．In

thecourseofMarketingStrategyandArt,theteachercreatedandpracticedtheteachingsituationwhich
integratedcaseteachingandroleＧplayingteaching．Andtheteachingeffectivenessevaluationandteaching
reflectionwerecarriedoutas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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