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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开放大学地方学院教师胜任力模型构建

———以安徽省地方学院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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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运用文献资料法、行为事件访谈法(BEI)和问卷调查法,梳理出了国家开放大学地方学院办学环境下的教

师队伍胜任力特征,结合探索性因子分析构建了相关模型。研究结果表明:地方学院教师胜任力由行政素

养、团队适应性、职业性格和教学能力4个胜任力维度构成,模型具有良好的信度效度。提出了地方学院

要结合教师胜任力特征,有针对性地制定人力资源规划,培养适合学校发展的专业人才,提升地方学院办

学质量,顺利实现转型发展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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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理论依据

胜任力(Competency)来自拉丁语Competere,本
意是指资格、能力,后来指与卓越的工作业绩存在因

果联系的个体潜在特征,中文翻译为“胜任力”。胜任

力概念是伴随着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社会化分工深入

细化而出现的。1973年,McClelland在《美国心理学

家》杂志上发布了TestingforCompetencyRather-
ThanIntelligence,构建了 “冰山模型”。他认为:潜
在因素是个体的内在因素,不易于被观察和测量,但
是却更加能够决定个体在工作中的表现,也是区分卓

越工作者和一般工作者的重要因素。潜在因素往往

能够比表象因素更能够反应个体工作的表现[1]。
到了20世纪90年代,胜任力的相关研究得到了

学术界的重视和认可,胜任力和胜任力模型也在其他

学者的不断充实中逐步完善,并被广泛应用于人力资

源管理领域。Spencer.L.M和Spencer.S.M(1993)
通过20年的研究和应用,对McClelland的冰山模型

中冰山下部分进行了改进,认为冰山下部分是动机、
特质和自我概念,这些冰山下的因素是一个人所具有

的潜在特质,深层且持久,能预测一个人在复杂的工

作情境及担当重任时的行为表现。与此同时,国内有

关胜任力的研究也逐渐开展,随后延伸到教育教学领

域,成为国内教育管理研究的热点之一[2]。
二、研究设计

(一)概念界定

罗洪兰、杨亭亭在研究中证实了国家开放大学教

师和地方学院教师在隶属不同机构环境下对胜任力

描述存在差异[3]。在CNKI上检索“广播电视大学”
“教师胜任力模型”等关键词进行文献查证,一类是专

职远程教育教师胜任模型构建,如肖韵张卓、高金金、
陈毅文以成人高校教学岗、省级以上电大作为研究对

象,构建了远程教育教师胜任力模型[4];一类是从胜

任力视角下的专职教师人力资源潜在水平开发,如钱

丰收、王颖从省级以上电大教师胜任力视角提出了改

进意见。
通过上述研究能够发现,教师胜任力构建的研究

成果较为丰富,电大系统专职教师可结合其他远程教

育教学专职岗位进行胜任力模型构建和分析,但在国

家开放大学系统内人员占比最高的地方学院的教师

胜任力相关研究较为滞后。地方学院教师,指的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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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政府部门领导下,接受国家开放大学系统办学管

理,从事日常行政和教学业务的多岗多责“双肩挑”教
职工群体,在用人标准、职业规划、人事关系、工作环

境、收入待遇等方面,都有别于电大系统专职教师。
目前,学界缺乏针对地方学院教师普遍的胜任力分

析,也没有相对的评价模型和提升指标。因此,本研

究采用斯潘塞(Spencer)冰山理论的胜任力通用模型

概念:“不同胜任特征对个人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
结合地方学院实际工作现状,强调从各地方学院教师

实际能力素养入手,借助构建胜任力模型,制定适合

地方学院发展的教师培养和管理方案,最终提升地方

学院的办学质量。
(二)研究实施

本研究主要采取了三种方法:文献调研法、行为

事件访谈法(BEI)和问卷调查法[5]。首先通过文献

梳理界定了国家开放大学地方学院教师的概念,梳理

了地方学院教师角色定位和能力素质要求;随后邀请

各地方学院专家和优秀教师代表11人,开展深度访

谈。在访谈前,研究团队制定了详细的访谈方案,编
制访谈提纲,要求紧紧围绕“如何成为国家开放大学

地方学院优秀教师”这一主题开展。
访谈后整理记录,提炼出胜任力词条,初步编制

了《国家开放大学地方学院教师胜任特征核验表》;最
后,根据《国家开放大学地方学院教师胜任特征词频

汇总表》制定了李克特五级量表调查问卷[6]。
本问卷以安徽省7个分校教职工为研究对象,随

机发放问卷150份,收回142份,回收率为94.7,剔
除无效问卷后回收有效问卷134份,有效率为84.3%。

对有效问卷的分析主要利用了SPSS24.0和A-MOS
软件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

三、研究结果及分析

(一)信度分析

在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前,需要对数据进行可靠

性分析。本文使用了KMO指标开展检验,表1中

KMO值为0.929,P<0.001,Cronbach'sAlpha=
0.974,近似卡方较大,且P<0.001,说明研究数据信

度很高,在分析项被删除后的信度系数并没有显著升

高,因而题项全部得以保留。信度分析结果综合表现

为数据信度质量高,可用于进一步分析。
表1 KMO和Bartlett的检验

检验方法 数值

取样足够度的Kaiser-Meyer-Olkin度量 0.929

              近似卡方 4689.699

Bartlett的球形度检验    df 630

              Sig. 0.000

  (二)因子分析

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公因子方差均大于0.470,
说明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根据特征值大于1以及

碎石 图,能 够 看 出 前 四 个 因 子 的 累 计 贡 献 率

69.314%,可以概括原始变量的大部分信息。问卷累

计的36个指标可以分为四个指标。
表2中根据各因素在各个成分因子上的载荷系

数表现,可以分布在四个公共因子下进行分类,并结

合每个因子下的特征行为项目的含义,进行命名。在

对载荷矩阵进行旋转后,得到表3。
表2 解释的总方差

序号
初始特征值

合计 方差的 % 累积 %

提取平方和载入

合计 方差的 % 累积 %

旋转平方和载入

合计 方差的 % 累积 %

1 19.400 53.889 53.889 19.400 53.889 53.889 8.930 24.806 24.806

2 2.831 7.863 61.752 2.831 7.863 61.752 8.049 22.357 47.164

3 1.489 4.137 65.889 1.489 4.137 65.889 4.448 12.355 59.519

4 1.233 3.425 69.314 1.233 3.425 69.314 3.526 9.795 69.314

5 0.970 2.693 72.007

6 0.893 2.481 74.488
︙ ︙ ︙ ︙

35 0.061 0.169 99.864

36 0.049 0.136 100.000

  提取方法:主成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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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旋转成分矩阵

因子数
成分

1 2 3 4

32、个人影响力 0.847

31、大局意识 0.844

33、心理学常识 0.838

34、综合文字写作能力 0.769

30、沟通技巧 0.744

14、科研能力 0.696

28、人际关系能力 0.691

13、创新能力 0.637

27、行政工作能力 0.632

29、教学经验 0.616

25、复合型知识结构 0.558

7、计算机综合运用能力 0.501

23、执行力 0.708

12、计划性 0.697

26、信息收集能力 0.661

20、团队合作能力 0.660

17、反思能力 0.639

11、管理能力 0.638

36、主动性 0.631

19、远程教育理念 0.621

22、远程教学设计能力 0.609

21、信息化水平 0.584

24、政治敏锐性 0.567

5、遵守规则秩序 0.556

18、实践教学能力 0.550

35、自控能力 0.550

15、关注细节 0.535

1、沟通能力 0.807

2、服务意识 0.803

8、责任心 0.734

16、诚实正直 0.603

4、情绪稳定性 0.566

10、专业知识 0.658

3、学习能力 0.622
6、组织协调能力 0.583
9、表达能力 0.571

  根据各因素的结果和涵盖的项目内容,对因子进

行了概括命名。第一胜任力因子载荷较高的指标多

表现为行政工作人员特质,这些特质是地方学院“双
肩挑”师资区别于远程教育专职教师的集中体现。行

政工作能力是地方学院在当地政府主管部门开展办

学的重要能力,直接影响学校的生存能力,是地方学

院教师完成工作目标的基本要求。因此概括为“行政

素养”。
第二胜任力因子指标多表现为远程教育工作人

员的团队合作能力,这些特质是地方学院教师在系统

办学环境下,依托资源开展教学的充要条件,也是远

程教育教师区别于传统高校教师的体现,概括为“团
队适应性”。

第三胜任力因子指标表现为个人人格特质,这些

特质反映了电大系统办学中,教师面对开放教育学员

所应当具备的个人职业素养。开放学员大多为在职

业余学习,有别于普通高校全日制在校生,要求地方

学院教师在日常工作中,要以引导服务为主,以上特

质概括为“职业性格”。
第四胜任力因子指标表现为教师的教学业务能

力,知识素养和学习能力是地方学院教师教学基本功

的内在要求,也是大部分同类型研究中,对于教师胜

任力高度契合的几类胜任特征,本文概括为“教学能

力”。
(三)评价模型构建

根据表2选择因子得分系数矩阵,可以得到四个

因子 Fi (i=1,2,3,4)与36个指标 Xj (j=1,2,
……,36)的载荷分,并得出关系式:

Fi=∑
17

j=1
aij*Xj

参照因子方差贡献率(因子权重),可以计算得到对教

师胜任力的综合评分,评价模型为:

F=
53.9F1+7.9F2+4.1F3+3.4F4

69.3
描述性统计结果发现近3年招录的7名地方学

院教师在胜任力特征上得分较高,表明了胜任力模型

具有较好的区别度,有助于地方学院教师招录过程中

形成量化的比较值。
(四)验证性因子分析

研究根据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构建的国家开放

大学地方学院教师胜任力模型,为了验证其客观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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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性,利用AMOS软件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显示各重要拟合指标在0.90左右,拟合度较好,具有

良好的结构效度。拟合指标见表4。
表4 国家开放大学地方学院教师胜任力模型拟合优度结果

Model RMR GFI AGFI PGFI

Defaultmodel 0.120 0.966 0.938 0.569

Saturatedmodel 0.000 1.000

Independencemodel 0.250 0.091 0.039 0.086

  从表4中拟合优度结果可以发现,残差值RMR
为0.120,说明拟合程度较好,拟合优度指数GFI为

0.966,调整拟合优度指数AGFI为0.943,大于0.9
表示接受模型。研究结果显示本文建立的胜任力模

型拟合度和问卷结构效度均表现良好,问卷所采用的

胜任特征数据指标能够准确表示国家开放大学地方

学院教师胜任效果。
四、分析与讨论

国家开放大学的体系办学模式在我国远程教育

中具有深远的影响力和办学优势,随着国家教育环境

的不断进步,体系办学模式也受到了影响和冲击[7]。
在各地方学院向国家开放大学地方学院转型过程中,
人力资源的因素成为制约转型发展的首要因素,亟待

改善。虽然前人在远程教师的胜任力的研究方面已

经具备一定的基础,但针对地方学院实际情况开展的

相关研究还处在探索阶段。本文结合地方学院办学

特点,尝试构建的国家开放大学地方学院教师胜任力

模型和评价体系,包括“行政素养”“团队适应性”“职
业性格”和“教学能力”四个一级指标,包含36个鉴别

性胜任特征。综上表明,在国家开放大学建设过程

中,地方学院的师资队伍建设存在亟待完善的方面。
(一)构建以提升综合能力为导向的师资队伍建

设体系

地方学院作为国家开放大学的基层教学单位,体
量庞大,情况复杂,行政工作与教学业务的博弈导致

了地方学院师资队伍配备的导向与远程教师的胜任

力特征之间存在差异。本研究中,“行政素养”指标与

罗洪兰,杨亭亭建立的远程教育专职教师胜任力结构

图相比较中存在较多不同的鉴别性胜任特征,说明地

方学院对于教师的行政工作能力较为倚重,这与地方

学院自身的组织特点相互契合。
生存是发展的前提,地方学院转型应根据国家开

放大学建设和事业单位机构的实际情况,努力开展制

度创新,充分发掘各地方学院现有的人力财力物力,
积极研究各级教育、财政、人社部门相关政策,在奖励

性绩效工资、职称评审管理、科研奖励和事业单位综

合考评等方面推行改革,引导教职工自主调整工作导

向,平衡行政业务和教学教务的重心,提升综合能力,
依托完善地方学院师资队伍建设指标体系,打造政治

过硬,业务能力强的双肩挑队伍,实现生存和发展的

双重目标。
(二)构建以“双师型”教师为主体的师资团队

开放大学的生源结构复杂,涵盖社会各阶层不同

年龄阶段的人群,其中绝大多数是在职学习,对于实

践能力的要求更高,因此地方学院的教师教学能力发

展与其他普通高校的教师有着质的区别,在本研究的

“团队适应性”和“职业性格”指标中,相关胜任特征有

别于非远程教育教师,符合远程教师管理能力的维度

要求,印证了其他研究对于其二者胜任力差异的

结论。
地方学院的“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处在摸索前

进期,由于前期师资力量匮乏,在外聘教师、企业导师

和行业专家等人才库的开发上积累了一定基础。后

期应有重点、有计划地聘请一批著名专家教授以及行

业、企业中具有丰富实践经验和较高理论素养的行家

里手,从事基于网络的导学、助学活动,通过开展企业

社会实践、外出学习、顶岗调研等方式培养精通项目

管理、教学设计、资源开发、教学组织及远程学习支持

服务的专职教师和课程项目主持人。
(三)构建以创优提质、错位争先为目标的人才发

展战略

国家开放大学在不断探索政府主导、社会参与、
办学形式多样、学历继续教育与非学历继续教育并

重、充满生机活力、更加开放灵活的办学模式。在改

革过程中,学历继续教育和非学历继续教育的市场

化,对地方学院教学资源、办学能力、服务水平和社会

认可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本研究中发现“教学能

力”指标的胜任特征与其他研究界定的远程教师的维

度相比显得薄弱,凸显了地方学院师资队伍教学能力

不足,教学资源开发不到位,未能积极跟进开放大学

建设步伐进行业务调整。
地方学院应紧密结合国开转型发展“三大战略”

(学历教育创优提质战略、社会培训发展壮大战略、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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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大学做优做强战略),以落实地方学院人才发展战

略为抓手,积极培养、引入和储备一批能够积极转型,
具备项目管理能力和教学资源开发能力的师资队伍,
建立建成教师能力发展中心,拓展新的教育教学项

目,在平等、互惠、共赢的基础上,探索与行业协会、大
型企事业单位等合作办学新模式,扬长避短,错位争

先,开展不拘一格、丰富多样的教育培训,满足社会各

阶层不同年龄段学员的个性化多元化学习需求。
五、结语

本研究在文献调研法、行为事件访谈法(BEI)和
问卷调查法的基础上开展了地方学院教师胜任力模

型构建研究,由于受到多种实际条件的限制,调查样

本的分布和容量具有局限性。本研究所构建的评价

模型,可以对教师进行评价,也可以组织教师开展自

评,能够帮助地方学院梳理教职工绩效特征,开展有

针对性的培训和管理。国家开放大学已经迈出了自

上而下的改革步伐,地方学院也应牢牢把握师资队伍

建设这一改革发展的首要动力,谋划在前,主动出击,
在现有条件下,打破胜任力上的不足,培养适合学校

发展的专业人才,提升地方学院办学质量,为转型发

展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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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theConstructionofTeachers’CompetencyModelintheLocal
CollegesoftheOpenUniversityofChina:

TakingSomeLocalCollegesinAnhuiProvinceasanExample
WANGWentao,FENGChunyuan

(Lu’anBranch,AnhuiRadioandTelevisionUniversity,Lu’anAnhui237001,China)
Abstract:Fromtheperspectiveofcompetency,thispaperusesthemethodsofliteraturereview,

behavioraleventinterview(BEI)andquestionnairesurveytosortoutteachers’competencycharacteristicsin
thelocalcollegesoftheOpenUniversityofChina.Combinedwithexploratoryfactoranalysis,arelevant
modelisbuilt.Theresearchshowsthatteachers’competencyinlocalcollegesconsistsoffourcompetency
dimensions:administrativeliteracy,teamadaptability,professionalcharacterandteachingability.The
modelhasgoodreliabilityandvalidity.Localcollegesareadvisedtoformulatehumanresourceplanningin
accordancewithteachers’competencycharacteristics,cultivateprofessionaltalentssuitableforthe
developmentofcolleges,improvethequalityoflocalcolleges,andsuccessfullyrealizethe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Keywords:teachers’competency;modelbuilding;theOpenUniversityofChina;local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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