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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兰州市信息化管理团队培训调研数据为基础,建立有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对教师参与集中培训

的满意度进行实证探究。结果表明,内因和外因的四方面因素对教师培训的满意度具有显著影响,据此建

立了教师集中培训满意度影响因素框架模型,提出了提升集中培训质量的系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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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中小学幼儿园教师的培训有很多种,比如远程培

训、集中培训、混合式培训等。其中集中培训一直都

是教师培训中最主要的培训形式之一。以《教育部关

于数字资源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与应用的指导意见》为
核心、以《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和《教育部关于

实施全国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

2.0的意见》为指南,推动教育观念更新、模式变革、
体系重构,兰州市在2019年开展了长达七天的教师

集中培训项目。该项目覆盖兰州市辖区、城关区、七
里河区、西固区、安宁区、红古区、榆中县、永登县、皋
兰县以及兰州新区的七区一县,共计201位老师参加

培训。
本文在本次培训基础上收集有效数据,采用多分

类有序 Logistic回归方法[1],拓展变量,对兰州市教

师集中培训满意度情况进行实证分析,探讨教师参与

集中培训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并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用来提高教师参与集中培训的满意度。

二、研究设计

(一)问卷设计

“满意”意味着意愿满足,是一种主观意识上的感

觉态度。在市场营销学中,经常用到满意度来分析客

户对产品质量服务的评价,如顾客满意度。在教育

领域,学习者是消费者,所受教育内容为产品,学习

者接收教育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一个消费过程。因

此,学习者对所接受教育的感知,可以用满意度进

行衡量。
满意度调查问卷的设计分为两部分[2],前一部分

是影响教师培训满意度的内因,是培训教师的基本信

息,其中包括性别、学历、职称、工作性质、每日学习时

间五个方面的内容。后一部分是影响教师培训满意

度的外因,主要包括课程内容设置、学习时间安排、师
资配置、学习环境、考核方式、饮食条件、对主办方的

满意度七个方面的内容。外因的评价等级分为“非常

满意”“满意”“无感”“不满意”和“非常不满意”五个维

度,“满意”意味着对培训的支持与肯定,“不满意”意
味着对教育培训存在抱怨、抵制,“无感”介于两者之

间。回答“无感”时,问题设计两题简答题,供参训教

师对培训和主办方提出宝贵意见。
(二)样本收集

培训结束后一个月内,向培训教师发放问卷共计

201份,问卷的返回率在95%以上。经过各方面有效

的分析和筛选,剔除缺失值选项问卷,最终选出有效

问卷187份,问卷有效率达到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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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假设

基于上述理论及分析框架,对兰州市教师参与集

中培训满意度提出以下一些研究假设:
1.内因方面的假设

H1:性别方面,男性教师比女性教师要承担更大

的生活压力,对工作和学习的感知能力也更加强烈。
H2:教师受教育程度与集中教育培训满意度呈

负相关,文化程度较低者,参与培训的意愿更强。
H3:教师的职称与集中培训满意感呈负相关,因

为参加过多次多种培训,随着教龄和眼界的增长,对
教育的理解程度更深,只有与众不同或者更加接近时

代感的教育理念,才会引起老教师的重视。
H4:教师工作的单纯性与集中培训满意度呈负

相关,越单纯只从事教师工作的,越对培训内容没有

太大兴趣,在行政岗位或兼职行政岗位的教师,在培

训期间可能会对平时接触不多的内容感兴趣。
H5:教师每日学习时长与集中培训满意度呈正

相关,每天学习时间长的教师对集中培训的强度更加

适应,满足感更加强烈。
2.外因方面的假设

H6:集中培训的课程内容设置和培训老师相关

的,则满意度高。
H7:教师在单位的工作还有未完成的,现在脱产

来进行长达一周的集中培训,如果学习时间可以让教

师有时间处理好单位工作,则满意度较高。

H8:授课老师由知名专家和本地骨干教师相结

合,师资配置合理,满意度较高。
H9:培训的会议室就是教师们的学习环境,热水

的供应以及空调的开启等客观条件都会影响教师们

对集中培训的满意程度,如果学习环境舒适,满意度

较高。
H10:培训过程和结果相结合的考核方式,使教

师们有压力又有动力,满意度就会相对较高。
H11:培训时间比较长,教师们在陌生环境,每天

饮食起居比较舒适的话,对集中培训的满意度就会

较高。
H12:对有一定资质的培训机构提供的培训通常

比较信任,满意度更高。
三、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研究中各有关变量说明和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

示。“非常满意”占比56.68%,“满意”占比39.04%,
“无感”占比3.21%,“不满意”占比1.07%,“非常不

满意”占比0%。可见教师对课程内容设置、师资配

置、对主办方的满意度方面的评分相对较高,对课程

学习时间安排、学习环境、饮食条件的评分相对较低。
从描述性统计来看,数据选择与客观现实情况是较为

符合的,但是为探究影响教师对集中培训满意度的因

素,仍需进一步构建多项有序回归模型[3]。

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名称 所占百分比

Y 集中培训总体满意度 非常满意(56.68%),满意(39.04%),无感(3.21%),不满意 (1.07%),非常不满意(0%)

内 因

X1 性别 男(62.57%),女(37.43%)

X2 学历 大专(8.56%),本科(81.28%),研究生及以上(9.63%),其他(0.53%)

X3 职称 初级(27.81%),中级(49.73%),高级(15.51%),其他(6.95%)

X4 工作性质 单纯教师(50.27%),教师加行政管理(36.36%),单纯管理岗(6.95%),其他 (6.42%)

X5 每日学习时间 1小时内(32.09%),1~3小时(45.99%),3小时以上(20.86%),不学习 (1.07%)

外 因

X6 课程内容设置 非常满意(43.85%),满意(54.01%),无感(2.14%),不满意 (0%),非常不满意(0%)

X7 学习时间安排 非常满意(36.36%),满意(52.94%),无感(4.81%),不满意 (5.35%),非常不满意(0.53%)

X8 师资配置 非常满意(44.92%),满意(50.27%),无感(3.74%),不满意 (1.07%),非常不满意(0%)

X9 学习环境 非常满意(34.22%),满意(48.66%),无感(8.56%),不满意 (7.49%),非常不满意(1.07%)

X10 考核方式 非常满意(40.64%),满意(55.61%),无感(3.74%),不满意 (0%),非常不满意(0%)

X11 饮食条件 非常满意(29.95%),满意(43.85%),无感(14.44%),不满意 (10.7%),非常不满意(1.07%)

X12 对主办方的满意度 非常满意(50.8%),满意(47.06%),无感(1.6%),不满意 (0.53%),非常不满意(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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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研究方法

Logistic回归分析是一种多元非线性回归分析,
被广泛应用于医学研究中,可以侦测影响自变量的因

素,可以预测个体在一定条件下处于某种状态的概

率,还可以分析不同组合条件之下个体出现某种状态

的相对危险性。而且 Logistic回归分析属于非线性

回归,其方程的参数可以生成优势比,可以做出定性

和定量的判定。
在变量设置上,将教师们对本次培训的总体满意

度评价作为集中培训满意度的测度指标,称之为被解

释变量。而问卷中的其他满意度影响因素称之为解

释变量。本文采用多分类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来
探索影响教师集中培训满意度的影响因素。数据分

析采用美国IBM公司的SPSS20.0软件。
(三)模型构建

有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是因变量为有序的多分

类变量,因变量Y 存在s个水平:1,2,3…s,其中s>
2;自变量可以为分类变量,也可以为连续变量,自变

量X 有t个向量,即X=(X1,X2,…,Xt)。模型采

用Logitic作为连接函数,具体表达式如下,其中s有

五个分类:

logits =β0+β1x1+β2x2+…+βtxt

该方法必须进行平行线检验(表2),即检验自变

量系数是否相等,首先对P 值进行分析,可见该值小

于0.05,可以证明该模型有意义。AIC和BIC值用

于多次分析时的对比,如果多次进行分析,可对比两

个值的变化情况,综合说明模型构建的优化过程。
运用SPSS20.0统计软件,对上述解释变量与被

解释变量进行多分类有序Logistic回归,并对回归系

数进行显著性检验,得到计量模型结果,具体结果如

表3所示。

表2 多分类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平行线检验

模型 对数似然值 卡方值 df P AIC 值 BIC 值

仅截距 -84.252

最终模型 -158.552 148.600 13 0.000 200.505 252.202

表3 多分类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结果

项 回归系数 标准误 Z 值 P 值 OR 值
OR 值

95%CI(L)
OR 值

95%CI(U)

您的性别? 0.116 0.312 0.372 0.710 1.123 0.609 2.069

您的受教育程度? 0.023 0.349 0.066 0.947 1.023 0.516 2.028

您的职称? 0.335 0.189 1.766 0.077 1.397 0.964 2.026

您所在单位从事的工作? -0.484 0.196 -2.464 0.014 0.616 0.419 0.906

您每日的学习时长? 0.175 0.200 0.872 0.383 1.191 0.804 1.764

您对本次培训课程内容设置的满意度? 2.430 0.525 4.628 0.000 11.362 4.059 31.803

您对本次培训的时间安排满意度? 0.941 0.351 2.679 0.007 2.563 1.287 5.102

您对本次培训的师资配置的满意度? 0.991 0.394 2.516 0.012 2.695 1.245 5.835

您对这次培训的学习环境的满意程度? 0.286 0.327 0.876 0.381 1.331 0.702 2.526

您对本次培训的考核方式的满意度? 0.265 0.509 0.521 0.602 1.304 0.481 3.534

您对本次培训的饮食条件的满意度? 0.206 0.283 0.725 0.468 1.228 0.705 2.141

您对主办方的满意度? 0.725 0.420 1.726 0.084 2.065 0.906 4.705

  四、结果分析

从表3中可看出基于多分类有序Logistic回归

模型分析结果,教师集中培训满意度受诸多因素的影

响,这些因素直接影响到其对培训的感知与评价。并

且通过模型预测准确率去判断模型拟合质量,从表4
可知:模型的整体预测准确率为81.82%,模型拟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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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良好。
表4 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预测准确率

项 实际频数 预测准确频数 预测准确率

非常满意 106 89 83.962%

满意 73 63 86.301%

无感 6 0 0.000%

不满意 2 1 50.000%

总计 187 153 81.818%

  (一)个体内因相关特征变量对教师参与集中培

训满意度的影响

教师性别的回归系数值为0.116,并没有呈现出

显著性(z=0.372,P=0.710>0.05);教师的受教育

程度的回归系数值为0.023,并没有呈现出显著性

(z=0.066,P=0.947>0.05);教师的职称的回归系

数值为0.335,并没有呈现出显著性(z=1.766,P=
0.077>0.05);教师每日的学习时长的回归系数值为

0.175,但是并没有呈现出显著性(z=0.872,P=
0.383>0.05),以上意味着教师的性别、受教育程度、
职称、每日的学习时长4个方面因素并不会对培训的

总体满意度产生影响关系。之前的内因假设 H1,

H2,H3和H5并未得到支持。
教师 在 单 位 从 事 的 工 作 的 回 归 系 数 值 为

-0.484,并 且 呈 现 出 0.05 水 平 的 显 著 性 (z=
-2.464,P=0.014<0.05),意味着教师所在单位从

事的工作会对教师培训的总体满意度产生显著的负

向影响关系。之前的内因假设H4得到了支持。
(二)培训组织外部因素对教师参与集中培训满

意度的影响

培训课程内容设置的回归系数值为2.430,并且

呈现出0.01水平的显著性(z=4.628,P=0.000<
0.01),意味着教师对本次培训课程内容设置的满意

度对本次培训的总体满意度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关

系。优势比(OR值)为11.362,意味着对本次培训课

程内容设置的满意度增加一个单位时,对本次培训的

总体满意度的变化(增加)幅度为11.362倍。之前的

外因假设H6得到支持。
培训的时间安排满意度的回归系数值为0.941,

并且呈现出0.01水平的显著性(z=2.679,P=
0.007<0.01),意味着教师对本次培训的时间安排满

意度会对本次培训的总体满意度产生显著的正向影

响关系。优势比(OR值)为2.563,意味着对本次培

训的时间安排满意度增加一个单位时,对本次培训的

总体满意度的变化(增加)幅度为2.563倍。之前的

外因假设H7得到支持。
本次培训的师资配置的回归系数值为0.991,并

且呈现出0.05水平的显著性(z=2.516,P=0.012
<0.05),意味着教师对本次培训的师资配置的满意

度会对本次培训的总体满意度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关系。优势比(OR值)为2.695,意味着教师对本次

培训的师资配置的满意度增加一个单位时,对本次培

训的总体满意度的变化(增加)幅度为2.695倍。之

前的外因假设H8得到支持。
对这次培训的学习环境的满意程度的回归系数

值为0.286,并没有呈现出显著性(z=0.876,P=
0.381>0.05),对本次培训的考核方式的满意度的回

归系数值为0.265,并没有呈现出显著性(z=0.521,

P=0.602>0.05),对本次培训的饮食条件的满意度

的回归系数值为0.206,并没有呈现出显著性(z=
0.725,P=0.468>0.05),对主办方的满意度的回归

系数值为0.725,并没有呈现出显著性(z=1.726,

P=0.084>0.05),意味着以上四个因素,并不会对

本次培训的总体满意度产生影响关系。之前的外因

假设H9,H10,H11,H12并未得到支持。
综上分析,可以得出教师集中培训满意度影响因

素框架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教师集中培训满意度影响因素框架模型

五、建议与总结

(一)避免培训毫无吸引力

教师集中培训应该在培训前开展需求式的调

研[4]。丰富培训内容,加强教师培训的实效性和针对

性,注重动手能力。多多采用教师们喜欢的课堂教学

观摩、案例分析点评等培训模式,拓宽和加深专业的

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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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努力优化培训过程中的管理

选择条件好的培训场地,满足教师衣食住行方面

的需求。优化管理团队,班主任是全程跟班的,要有

责任意识,全程为全班教师学员服务。健全管理制

度,培训过程中的考勤、考核方式等要有章可循。
(三)做到培训各阶段的服务跟进

培训的整个过程,不仅需要前期调研,实际跟岗,
而且需要培训结束后的持续跟进。推进培训的成果

转化也是相当重要的环节,跟进教师的心得体会、培

训反馈[5]、培训意见和建议等,都是下一次集中培训

成功举办的宝贵实践财富。
总之,选择良好培训环境是做好集中培训的先决

条件;培训中要紧扣教师的教学实际,选择好培训课

程内容从而增强培训针对性和实效性;加强培训组织

管理、改革培训模式等是提高教师集中培训实效性的

重要保障。做到以上方面,相信教师集中培训的满意

度会有所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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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oftheFactorsInfluencingtheSatisfactionofTeachers’Centralized
TrainingBasedonMulti-classificationandOrderedLogisticRegressionModel

JIAHaiyi,HUANGMin
(AnhuiRadioandTelevisionUniversity,Hefei230022)

Abstract:BasedonthetrainingsurveydataoftheLanzhouinformationmanagementteam,anorderly
multi-classlogisticregressionmodelwasestablishedtoempiricallyexplorethesatisfactionofteachersin
participatingincentralizedtraining.Theresultsshowthatinternalfactorsandexternalfactorshavea
significantimpactonthesatisfactionofteachertraining.Basedonthis,aframeworkmodelofinfluencing
factorsforteacher-centralizedtrainingsatisfactionisestablished,andaseriesofmeasurestoimprovethe
qualityofcentralizedtrainingare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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