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探讨 7卷 6期
ISSN:2705-1323（O）2737-4149（P）

    78

师范生教学技能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郭检娣　钱小语　丁丽萍　金海京

赣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江西赣州　341000

摘　要：师范院校是培养未来教师的主阵地，其教师队伍建设具有更加重要的战略意义。当前师范生的教育教学能力还有

诸多问题，师范生的教育教学实践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师范生教学技能评价指标体系参差不齐，对师范生的培养和评价

最终要落实在师范生教育教学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上。基于此，本研究运用文献分析法、内容分析法、访谈法、德尔

菲法最终构建出包括 3 个一级指标、10 个二级指标和 29 个三级指标的师范生教学技能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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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师范生教学技能及教学技能评价的内涵

教学技能是教师需要具备的基本技能，是师范类学生

教育的重要内容。李克东认为教学技能体现为教师依托教学

理论、凭借专业知识而展现出的一系列教学行为表现。杨国

全指出，教学技能是教师在开展教学活动过程中，通过持续

练习而逐步发展并巩固的综合性能力，它既包含外显的操作

行为，也涉及内在的认知过程，其核心特征表现为高效性、

精确性和协调性，最终服务于教育教学目标的实现。李媛媛

将教育教学能力定义为，教师完成教育教学活动所需具备的

各类知识和能力总和，具体包括课前教学设计能力、课堂教

学实践能力和课后反思能力三类。

评价，本质上是针对一种价值潜在性所开展的判断活

动，是对那些尚未实际存在，但极有可能借由特定活动被塑

造出来的价值承载者所进行的评判。吴志华认为教学技能评

价是通过系统比较预设教学目标与实际教学表现之间的差

异，从而对教师教学能力做出价值判断的过程。高桢婕认为

教学技能评价，是基于既定的评价准则，在对相关信息展开

全面且系统的剖析后，针对尚未达成以及已然达成的教学技

能实施价值评判的过程。其最终目的在于推动教学质量得以

显著改善，助力教学技能实现显著提升。

综上，本研究中将师范生教学技能定义为师范生在教

育教学活动中所运用的多种教学行为和活动方式，包括教学

设计、课堂教学、教学反思等。而师范生教学技能评价主要

是依据特定评价内容和评价标准，对师范生在课堂教学中展

现的教学技能进行评价，包括教学设计、课堂教学、教学反

思等方面的评价。

2. 初拟指标

2.1 文本梳理

在指标体系的初步制定中，主要从两方面寻找理论依据

和要素来源：一是国家政策文件中与教学技能相关的内容，

如各国的教师专业标准。二是师范生教学技能评价方面的研

究论文。通过文献分析法和内容分析法梳理相关政策文件和

论文，将政策文件和论文中教学技能的评价内容和构成要素

凝练出来，归纳概括为一级指标，如表 1 所示。在提炼的一

级指标基础上，结合政策文本和教学技能评价论文中教学技

能的基本要求，进一步细化二、三级指标。在对国家政策文

件和教学技能相关论文分析整理基础上，初步形成 5 个一级

指标、15 个二级指标、45 个三级指标的师范生教学技能评

价指标体系。

表 1  评价指标设计依据

文献来源 教学
设计

教学
组织

教学
内容

教学
评价

教学
反思

政策
文件

2012 年《小学教师专业标准（试行）》和
《中学教师专业标准（试行） √ √ √ √ √

2011 年美国 InTASC《示范性核心教学标准：用于州际互通》（Model Core Teaching Standards: A Resource for State 
Dialogue） √ √ √ √ √

2016 年英国教育部《教师专业发展标准》（Standard for Teachers’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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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文献

师范生教学技能评价一级指标研究 √ √

论师范生专业技能的构成要素及其评价标准 √ √ √

论教师的教学能力 √ √ √ √ √

地方高师院校数学师范生教育教学能力内涵与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 √ √ √ √ √

2.2 访谈

2.2.1 访谈对象

本研究采用目的性抽样方法，选取了 10 位具有师范生

培养工作经验的专家作为研究对象，其中包括高校教育行政

管理者与专任教师两类群体。在本研究选取的十位访谈对象

中，十位老师都曾担任过师范生教学技能大赛的评委，其中

有八位老师在各个学院负责各专业班级的微格教学，对教育

教学能力评价指标及标准比较熟悉。

2.2.2 访谈结果

通过对访谈文本进行整理，将专家意见进行汇总，综

合考虑专家的意见，对初拟的指标进行拓展及修改。将原来

的 5 个一级指标修改为 3 个，将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分别有

机合并，大幅度缩减了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的数量，形成包

括 3 个一级指标、8 个二级指标、24 个三级指标的师范生教

学技能评价指标体系。其中教学设计、课堂教学、教学反思

为一级指标，对应的二级指标分别为教学内容分析（3 项）、

学生学情分析（2 项）、教学资源的选择和利用（3 项）；

课堂实施（5 项）、课堂管理（3 项）；课后评价（3 项）、

教学研究（2 项）、沟通合作（3 项）。

3. 筛选指标

3.1 专家选择

3.1.1 咨询专家的确定

咨询专家选择应当遵循权威性、代表性和可行性原则，

本研究从 G 大学内选取专家，纳入标准为：曾参与过教学

技能评价相关课题研究，组织过师范类专业认证工作，曾担

任师范生教学技能大赛的评委或在各个学院负责各专业班

级的微格教学，对教育教学能力评价指标及标准比较熟悉，

自愿参与本研究，最终选取了 10 位专家开展咨询问卷。

3.1.2 专家权威度分析

专家的权威性水平通过权威系数（Cr）进行量化评估，

该系数是专家熟悉程度（Cs）与判断依据（Ca）两个维度的

综合反映，其具体计算方式为两者得分的算术平均值，公式

为 Cr=（Ca+Cs）/2。其中，Cs 反映专家对各评价指标条目

的了解深度，Ca 则体现专家判断的可靠性程度。一般认为

Cr ≥ 0.7 则该问卷的权威度较高。第一轮专家熟悉程度（Cs）

为 0.88，判断系数（Ca）为 0.95，专家权威系数 Cr=0.915。

第二轮专家熟悉程度（Cs）为 0.88，判断系数（Ca）为 0.96，

专家权威系数 Cr=0.920。依据判断标准，两轮的专家权威系

数均大于 0.7，说明专家咨询组在研究领域中具有权威性，

咨询结果具有较强信度。

3.2 问卷编制

本次研究共进行了两轮德尔菲专家咨询问卷调查。第一

轮专家咨询问卷包含 3 个部分，分别是专家一般情况调查表，

专家对问题的熟悉程度、判断依据及其影响程度评分表，指

标体系评议意见表。第一轮的专家咨询问卷采用三级编码，

调查专家对评价指标合适性的评定，3 分为同意、2 分为可

修改、1 分为取消。

第二轮专家咨询问卷，在上一轮基础上，增加了指标

体系重要性评分，目的在于调查各评价指标的重要性程度。

评价指标的重要性程度采用李克特五级评分法评定：5 分为

非常重要、4 分为比较重要、3 分为一般重要、2 分为不太

重要、1 分为很不重要。

3.3 第一轮德尔菲专家咨询结果分析

根据第一轮德尔菲咨询结果，需要对教学设计、课堂

教学、教学反思的指标内容进行优化。首先，在“教学设计”

维度，多位专家意见集中于增加“教学目标”“课程思政”“学

科大单元”“教学方法”。考虑到明确教学目标是开展好课

堂教学的重要前提，且跨学科融合和课程思政具有课程协同

育人效果，以及使用多种教学方法能调动学生积极性和主动

性。在教学设计中，增加“教学目标确定”作为二级指标，

并将部分三级指标进行重组分类，增加有关课程思政和学科

融合的三级指标，在教学策略制定中增加“灵活运用多种教

学方法”。

其次，在“课堂教学”维度，多位专家提出将“教学组织”

改成“教学实施”“互动和谐”改为“互动有效”、增加“课

前导入”“难点突破”。考虑到“实施”比“组织”更需要

关注到教学实际、学生需求、教师能力等因素，“课前导入”

和“难点突破”关注到学生自身学习效果，“有效”比“和

谐”更能体现出教师教学能力和教学效果。在课堂教学中，

将二级指标“教学组织”改为“教学实施”，增添“课堂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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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有效解决难点”的三级指标，将三级指标“互动和谐”

改为“互动有效”。

最后，在“教学反思”维度，多位专家指出将“学业

水平”改成“学习情况”“提升专业素养”改为“提升研究

水平”“制定下阶段教学方案”改为“优化下阶段教学方案”、

增加“自我研究”维度。考虑到“学习情况”相比“学业水

平”，更能全面反映学生发展情况，“研究水平”“优化教

学方案”“自我研究”更能提升教师反思能力。在教学反思中，

将三级指标“多元评价学生学业水平”改为“多元评价学生

学业情况”“提升专业素养”改为“提升研究水平”“制定

下阶段教学方案”改为“优化下阶段教学方案”，将“教学

研究”改为“自主发展”，并将“自我研究”内容融入到其中，

形成“关注教育研究动态，积极参加培训，提升研究水平”

三级指标。

3.4 第二轮德尔菲专家咨询结果分析

专家的意见集中程度由变异系数（Cv）来衡量。Cv

＜ 0.30，表明专家对条目重要性评价一致性高，专家之间

协调程度高，评价结果具有较高的可信度；Cv ＞ 0.70，则

表明专家对条目争议较大，需再次评价。第二轮专家咨询

结 果 一 级 指 标 的 Cv 为 0.108 ～ 0.152， 二 级 指 标 的 Cv 为

0.061 ～ 0.108，三级指标的 Cv 为 0.083 ～ 0.236，均小于 0.3，

表明专家对各项指标的意见趋于一致，专家意见集中程度较

高。最终确立了由 3 个一级指标、10 个二级指标和 29 个三

级指标组成的师范生教学技能评价指标体系。

最后，采用专家打分法确定了各指标的权重，形成了

评价指标体系。其中一级指标为“教学设计”“课堂教学”“教

学反思”，权重分别为 30%、50%、20%。二、三级指标权

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如在教学设计中，学情分析、教

学目标确定、教学内容分析、教学策略确定的权重值分别为：

5%、10%、6%、9%。具体评价指标权重值见下。

4. 结语

本研究以构建师范生教学技能评价指标体系为目的，

综合运用文献分析法、内容分析法、访谈法、德尔菲法等研

究方法，构建出包含 3 个一级指标、10 个二级指标，29 个

三级指标的师范生教学技能评价指标体系。这一研究工作对

于了解和掌握师范生的教学技能与教学能力有着重要的参

与意义，同时也能在教学技能的评价过程中，给予师范生教

学能力反馈，使其了解自己的优势与不足，进而查缺补漏，

不断完善自己的教学技能，为其日后走上工作岗位奠定良好

基础。在后续的工作中，可以根据师范生教学技能评价指标

体系，设计评价工具，对学生的教学技能水平进行测量，评

估师范生教育教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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