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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师范类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的
达成度评价

田 腾 飞
(重庆市教育评估院,重庆400020)

摘 要:达成度评价是师范类专业基于产出导向建立质量保障机制的关键环节。师范类专业人才培养

质量的达成度包括人才培养目标达成度、毕业要求达成度和课程目标达成度三个层面。开展师范类专业人才

培养质量的达成度评价要注重三个方面:首先,要科学制定并分解毕业要求指标,进而系统设计合适的课程体

系,并根据毕业要求指标合理设置课程目标,以实现课程目标对毕业要求指标的有效支撑;其次,要对评价依

据、评价机制、评价内容、评价方式、评价工具、判定方法等进行论证,体现现代教育评价理念;再次,要全面、综

合、客观地分析评价结果,为师范类专业人才培养工作的持续改进提供依据。师范类人才培养质量的达成度

评价对深化高校人才培养质量保障体系改革,促进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建设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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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教育改革发展取得的成就是全方位的、开创性的,发生的变革是深层次

的、根本性的[1]。但我们也应看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2]。教育发展的质量和水平离人民群众的美好期盼还有一定

差距。在努力缩短这个差距的过程中,教师是提高教育质量的关键,因此历来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

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向广大教师提出了“四有好老师”“四个引路人”“四个相统一”和“四个服

务”的总体要求。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

见》,教育部等五部门印发了《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2018—2022年)》(教师〔2018〕2号),教育部

印发了《关于实施卓越教师培养计划2.0的意见》(教师〔2018〕13号),为新时期教师队伍建设工作

指明了方向,提出了目标,布置了任务,明确了干什么、怎么干、谁来干等重大问题。

师范教育是培养教师的工作,在整个教师队伍建设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为深入贯彻

党和国家的有关精神,提升师范类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建设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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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教育部在借鉴工程专业认证、医学专业认证等相关研究与

实践的基础上,于2014年选择在江苏、河南和广西开展了师范类专业认证试点工作,并于2017年

12月印发了《普通高等学校师范类专业认证实施办法(暂行)》(教师〔2017〕13号),决定开展普通高

等学校师范类专业认证工作。该办法推行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三级认证体系:第一级定位于

师范类专业办学基本要求常态监测;第二级定位于师范类专业教学质量合格标准认证;第三级定位

于师范类专业教学质量卓越标准认证。这是我国教师教育质量保障制度的一项重大创新。时至今

日,基于三级认证体系的普通高等学校师范类专业认证工作已经开展两年多了,相关利益方为此进

行了大量的探索性实践。笔者有幸成为广西认证试点的具体组织实施者和国家师范类专业认证专

家,参与了一些省(市、区)的认证组织工作及部分学校的现场考查工作,发现学校在实际操作过程

中遇到了与以往评估活动不同的一些新问题,尤其表现在人才培养质量达成度评价的实践操作上。

为此,本文拟从学术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二、人才培养质量达成度评价的内容、路径与方法

人才培养质量的达成度评价是普通高等学校开展师范类专业认证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同时

也是学校是否落实“学生中心、产出导向和持续改进”的师范类专业认证理念的试金石。

(一)人才培养质量达成度评价的内容

深化高等教育评价体系改革,“需要突出教育教学业绩评价,落实人才培养这一中心任务”[3]。

可见,人才培养质量达成度评价及应用已成为衡量和改进高校教育教学质量的重要手段之一,其各

项指标的达成与否也已成为高校师范类专业进行自身建设以及接受外部质量评价的重要依据。同

时,达成度评价更是高校建立教育教学质量保障机制的重要抓手。国内外已开展的相关专业认证

实践表明,师范类专业人才培养质量达成度评价内容包括人才培养目标达成度评价、毕业要求达成

度评价和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三个层面。其中,培养目标达成度评价反映的是毕业生经过5年左

右的岗位实践所能达到的职业成就预期目标;毕业要求达成度评价反映的是学生通过在校几年的

专业学习,毕业时在知识、技能和素养方面所能达到的水平,即学生毕业时应该知道什么和能做到

什么[4];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则反映的是学生在修完某门课程后所获得的学习成果。这三者之间

呈相辅相成、相互支撑的关系。从正向来看,培养目标决定毕业要求,而毕业要求则决定课程目标。

换言之,有什么样的培养目标,就应有与之相对应的毕业要求。同理推之,有什么样的毕业要求就

应有与之相适应的课程目标。这从机制上避免了高校有什么课程开设条件就设置什么样的毕业要

求的现象。从反向来看,课程目标的达成支撑毕业要求的达成,而毕业要求的达成则最终支撑培养

目标的达成。三个层面的达成度评价都有其独特的价值和功能,也正因如此,其评价的方法和手段

也由于达成度评价的层次和对象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人才培养质量达成度评价的基本内容与各层

面的支撑关系,详见表1。

(二)人才培养质量达成度评价的操作路径

毕业要求体现国家对专业人才培养质量与“产出”规格的具体要求,是整个师范类专业认证的

核心,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其中,课程目标的达成是毕业要求指标落实和达成的基本条件。因

此,做好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在专业人才培养质量达成度评价中显得至关重要。课程目标的达成

度评价必须在做好以下工作的前提下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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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人才培养质量达成度评价支撑矩阵

培

养

目

标

支撑
项目

毕业
要求
达成
度评
价结
果

用人单
位评价
结果

毕业生
个人评
价结果

利益相
关方评
价结果

……

权重
(W3)

论证
(∑=1)

毕业要求

条数
合格线
(Q2)

指标项
(T)

课程

门数
权重
(W2)

目标(G)

条数
权重
(W1)

评价值
合格线
(Q1)

达标
情况

毕业
要求

1

毕业要求2
……

根据实
际情况
测算

同上

同上

指标点

1-1

……
……

课程

1

根据支
撑强度
计算

目标1 计算 取最低 实际测算

目标2 同上 同上 同上

…… 同上 同上 同上

∑=1
课程2 同上 同上

…… 同上 同上

∑=1

通过相关调查反馈

通过毕业生自我评价

通过相关调查反馈

……

  注:(1)每门课程既可以支撑一个毕业要求指标点,也可以支撑多个毕业要求指标点,支撑某一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所

有课程权重之和等于1;(2)课程的概念是广义的,包括所有的教学环节,如理论课程、实践教学、第二课堂等。

首先,科学制定毕业要求并分解相关指标。毕业要求的设计不宜照搬认证标准中的原文,而应

结合教育教学岗位需求和本专业培养目标制定出适合专业特点的毕业要求,并在广度、深度和程度

上完全覆盖(体现)认证标准中的内容。所谓覆盖(体现)是指相关专业毕业要求在内容的深度和广

度上不低于认证标准的要求,即能完全覆盖(体现)认证标准规定的8条和11条基本要求,所描述

的学生能力在“程度上”应不低于8项和11条标准要求①。在此基础上,将毕业要求分解为更具体、
可落实、可评价的若干指标点,以引导教师进行针对性的教学,引导学生有目的地学习。同时,指标

的分解应满足以下要求:一是应具有逻辑性,能够符合学生能力形成的规律,体现能力达成的内在

逻辑,而不是对指标项内容的简单拆解或重组;二是要体现专业特色,包括专业领域特征和本专业

人才培养的优势和亮点。总之,指标分解要力求让教师和学生知道各自究竟要干什么。一方面,要
让教师从指标的分解中明确本课程应承担的责任,知道如何组织教学,如何通过考核评价判定其达

成状况;另一方面,要让学生能从指标的分解中明确自己应具有的能力,知道如何通过考试、测验、
作业、设计报告、论文、读书报告等体现自己相应的能力。

其次,合理设计课程体系及其支撑矩阵。课程是培养和造就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的

重要载体。充分理解认证标准中课程体系架构的有关要求是合理设计课程体系的根本前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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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教育部印发的《普通高等学校师范类专业认证实施办法(暂行)》(教师〔2017〕13号),其二级、三级认证标准中毕业要求

分别是8条和11条。



此,应注重两个方面:第一,课程设置应符合教师专业标准①和教师教育课程标准②以及本科专业类

教学质量国家标准[5],并能够“支撑”毕业要求的达成;第二,课程结构应体现通识教育、学科专业教

育与教师教育的有机结合,理论课程与实践课程、必修课程与选修课程的合理设置,促进认知、体验

和实践。而在课程支撑矩阵的设计中要处理好两对关系。一是整个课程体系能够“支撑”全部毕业

要求,即在课程结构中,每项毕业要求指标点都有合适的课程支撑,且对支撑关系能够进行合理解

释。二是每门课程能够体现其在课程体系中的作用,即:课程大纲中明确体现课程目标与相关毕业

要求指标点的对应关系;课程内容与教学方式能够促进课程目标的实现;课程考核与评分标准能够

针对课程目标设计,考核结果能够证明课程目标的达成情况。为了确保课程矩阵设计中任务明确、

重点突出,需要进一步明确课程及其课程目标设置的数量以及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贡献度。通常

而言,根据认证等级和课程及其课程目标在专业学习中的地位,“支撑”每个毕业要求指标点关联度

最高的课程数量为2~6门(建议二级认证2~4门,三级认证3~6门)。每门课程的贡献度可用权

重系数来表示,课程权重的大小可根据该门课程学分的多少来设计。课程目标的权重系数设计可

参照类似办法,其权重大小可根据课程目标所对应的教学内容和所需的教学时数来确定。

(三)人才培养质量达成度评价的常用方法

为全面、有效地进行人才培养质量达成度评价,评价自身应体现现代教育评价理念。因此,需

要综合采用直接和间接评价相结合、定性与定量评价结合、内部评价与外部评价结合的多样化评价

方式及评价策略。评价前需对人才培养目标、毕业要求和课程目标评价依据的合理性进行确认。

具体的评价方法包括但不限于调研分析、咨询研讨、交流研讨、问卷调查、访谈、评分量表、考试、作

业等,详见表2。
表2 人才培养质量达成度评价方法

项目 类别
直接评价

方法 类型

间接评价

方法 类型

学校内部:开发的工具/方法

学校外部:开发的工具/方法

培养目标
记录文档
评分量表

形成性
终结性

学生调查及座谈会
校友调查及座谈会

用人单位调查及座谈会

形成性
终结性

毕业要求
考核成绩评价

评分量表
学习档案

形成性
终结性

学生调查及座谈会
校友调查及座谈会

用人单位调查及座谈会

形成性
终结性

课程目标

考核成绩评价
平时作业
毕业论文
调研报告

形成性
终结性

学生调查及座谈会
形成性
终结性

第三方专业
机构调查

形成性
终结性

教育管理部门调查
形成性
终结性

  值得一提的是,在人才培养质量达成度评价过程中,由于认证级别及学校、相关专业的实际情

况不同,针对某一评价类别究竟选择哪些方法,需要由相应的学术组织经过论证后作出决定,而且

基于学校章程建设,也必须发挥这些学术组织的作用,以体现多元评价理念。同时,评价方法的选

择要体现针对性和有效性,不过分增加教师的工作量和学生的课业负担。

28

①

②

教师专业标准,详见《教育部关于印发<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试行)><小学教师专业标准(试行)>和<中学教师专业标准(试

行)>的通知》(教师〔2012〕1号),以及《教育部关于印发<中等职业学校教师专业标准(试行)>的通知》(教师〔2013〕12号)。

教师教育课程标准,详见教育部《关于大力推进教师教育课程改革的意见》(教师〔2011〕6号)。



三、人才培养质量达成度评价的实施步骤

在众多教育评价方法中,每一种方法都有其独特的价值和应用范围。因此,针对人才培养目

标、毕业要求和课程目标的达成度评价,也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具体评价方法。现以课程考核成绩

评价法为例进行分析探讨。

(一)课程目标权重的设计及评价依据合理性的确认

1.课程目标权重的设计

课程权重(W2)是衡量课程对毕业要求指标点贡献度大小的重要尺度。在课程支撑矩阵中,每

门课程可以支撑一个或多个毕业要求指标点,当然每个指标点也可以由多门课程来支撑。就每门

课程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贡献度来说,课程与课程之间应该是有差别的。换句话说,它们对毕业要

求指标点的贡献度可以但不全是等值的,因此,每门课程都有自己相应的权重,并且每个毕业要求

指标点与之对应的课程权重系数等于1。如果某一毕业要求的分解指标点1的支撑课程及课程支

撑强度分别是:课程1(M)、课程2(H)、课程3(M)、课程4(H)、课程5(L)①,分别赋值H=3,M=

2,L=1,则课程1的权重=课程1支撑程度值/所有课程支撑程度值之和=2/(2×2+3×2+1×1)=

0.182,课程2=0.273,课程3=0.182,课程4=0.273,课程5=0.090。同理推之,课程目标权重(W1)

测算也可以采用课程权重的测算方法。需要指出的是,此处所指的课程必须是有学分并对所有参

与的学生有明确考核结果的课程或教学活动。

2.评价依据合理性的确认

不同类型的课程应采取不同的考核方式,其评价的依据为各门课程相应的考核材料,包括但不

全是考试、测验、作业、论文、读书报告、实习报告、设计报告、实验报告、实践报告、视频材料等。在

开展课程达成度评价前,相应的学术组织须对每门课程评价的合理性进行确认。确认的内容主要

包括三个方面:第一,考核内容的合理性,即是否完整体现了相应毕业要求指标点的考核难度、分值

和覆盖面等;第二,考核形式的合理性,即除了平时和期末考试,是否合理采用了其他考核形式(如

作业、制定设计、调查报告、论文等)来考核学生是否具备毕业要求指标点所要求的能力;第三,考核

结果的合理性,即是否存在考核试题偏难或过度容易的问题,也就是说,试题本身的信效度是否经

过适当检验或论证。尤其针对试卷、量表和调查问卷等考核工具,需通过试测、论证等手段科学分

析其信效度。在正式采用某一考核材料作为达成度评价时,应通过严格的论证,如被判定为“不合

理”,则不应采用该考核材料作为达成度评价的依据。

(二)各项达标合格线的设置

达成度合格线又称为达成度目标值。在师范类专业人才培养质量达成度评价中,合格线的设

置主要包括三类,即课程目标达成度合格线、毕业要求达成度合格线(Q2)和人才培养目标达成度

合格线(Q1)。由于评价对象的不同,每类合格线的制定标准和测算方式也各不相同。其中,毕业

要求达成度的合格线通常采用学校平均学分绩点②作为划定依据。相比而言,由于课程目标达成

度评价是毕业要求达成度评价的基础,其可靠性和合理性决定毕业要求达成度评价是否合理和可

信。因此课程目标达成度的合格线设置应更加严谨,须根据其实际需要而定,体现评价方式的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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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根据《普通高等学校师范类专业认证自评报告撰写指导书(试行)》有关说明,H、M、L是表示支撑强、中、弱三个英文单词的

首字母。

平均学分绩点(GradePointAverage,即GPA)是以学分与绩点作为衡量学生学习的量与质的计算单位,以取得一定的学分和

平均学分绩点作为毕业和获得学位的标准,体现多样的教育规格和较灵活的教学管理制度。不同的高校,其算法有所差异。



化和科学化。比如,有的课程目标所对应的教学内容适用于形成性评价,有的适用于终结性评价,
有的则两者兼具。如表3所示,假设课程目标1适用于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考核方

式,那么,课程目标1达成度的合格线就应该综合测算。
表3 毕业要求与课程及课程目标支撑矩阵

项目 指标项(T)
课程

门数 权重(W2) 目标条数 权重W1
评价类型

毕业

要求

1

毕业要求2
……

指标

1-1

指标1-2
……

课程1 计算得出

课程2 同上

…… 同上

∑=1

课程目标1(G) 计算得出

课程目标2(G) 同上

…… 同上

∑=1

同上

……

形成 性 评 价 或 终 结

性评 价 或 两 者 兼 具

同上

  1.基于终结性评价方式的达成度合格线设置

终结性评价方式主要以试卷考核作为依据,其合格线可采用加权平均法测算。具体程序是:随
机抽取修读课程1的1个班级或1个年级作为评价样本①。假设课程目标1的教学内容对应的考核

试题总分为10分,具有统计学意义的试卷样本总数为50份,分成5个等级:A 等=10分、B 等=8分、

C 等=6分、D 等=4分、E=2分,其中分布在各等级的人数分别是:A=8人,B=18人,C=20人,

D=3人,E=1人,那么,课程目标1终结性评价的达成度目标值=10×16%+8×36%+6×
40%+4×6%+2×2%=7.16。为了与学校平均学分绩点进行比较,这里将加权平均分除以相应

试题总分数,即课程目标1的达成度合格线为7.16/10=0.716。如果某考生在该试题上实际考了6
分,那么他(她)相应的达成值=6/10=0.6,小于合格线0.716,因此判定该考生未达标。可见,单从

试卷考核来看,样本中有的学生对该知识点掌握不够好。但这并不一定就能反映出这部分学生总

体表现不好,还需要借助形成性评价进行综合判断。

2.基于形成性评价方式的达成度合格线设置

与终结性评价所抽取的样本一致,假设对课程目标1的教学评价,除了应用终结性评价外,还
采用了形成性评价的方式(包括平时作业、平时测验、课堂参与等)。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形成性评

价具有“点多、面广、战线长”的特点,故合格线多采用考核项平均分/考核项总分的方式来测算。
如果用S 表示终结性评价的达成值,α表示终结性评价占考核总成绩(终结性考核和形成性考

核)的比例,P 形成性考核平均分,Z 形成性考核总分,Q 课程目标达成度合格线,那么,第i个课程

目标的达成值合格线计算公式为:

Qi=αSi+(1-α)
Pi

Zi
  (1,2,3,…,n)

也就是说,某门课程某个学生的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值=

终结性考核成绩×
终结性考核成绩

考核总成绩 +(1-
终结性考核成绩

考核总成绩
)×形成性考核成绩

如果课程目标合格线只采用终结性评价或形成性评价,那么,相应的合格线测算可以选择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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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达成度评价中,抽取的所有样本排除未按时毕业者。



方式中的一种即可。每个学生的达成值计算出来后,与相应的合格线进行比较,如果大于或等于则

为达标,反之为不达标。在这个环节,得出的信息能够直接为相关考核工具的改进、修订和完善提

供依据。
(三)毕业要求达成度的计算

1.课程目标支撑相应课程达成度的计算

课程目标达成度等于支撑相应课程的各个课程目标达成值与课程目标权重的乘积之和。如课

程目标所支撑的某门课程的达成度用C 表示,课程目标达成值用Q 表示,课程目标权重用W1 表

示,那么,课程目标支撑第i门课程的达成值计算公式为:

Ci=∑
n

k=1
QkW1k

2.课程支撑相应毕业要求指标点达成度的计算

某门课程对第j个毕业要求分解指标点的达成度,等于支撑该分解指标点的各个课程达成值

与其课程权重的乘积之和。如课程所支撑的某个毕业要求指标点的达成度用T 表示,则课程支撑

第j个毕业要求指标点达成度的计算公式为:

Tj=∑
n

k=1
CikW2k

毕业要求达成度评价值应为每个毕业生单独计算,并用离散图来表示该评价值的分布情况。

决定毕业要求是否达成,以毕业要求分解指标点的最低一项达成值作为与合格线比较的依据,用最

高值和平均值的意义不大。当然,平均值可以考察其走向与趋势,分析形成这种趋势的原因,为持

续改进提供依据。

需要指出的是,在师范类专业人才培养质量达成度评价中,毕业要求达成度评价是反映师范类

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指标。试想,如果某个学生未能按时毕业,那么就无法对该生的毕业要求

达成度进行评价,但这不是唯一条件。即便是相关专业所有学生的毕业要求达成度评价都合格了,

也并不意味着相关专业的质量保障机制就健全或完善了。如相关专业生源素质好,必然是有效支

撑学生顺利毕业的重要因素,但这并不能说明本专业相应的质量保障机制可以持续推动本专业朝

着“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方向发展。因此,除了用考核成绩分析法作为对毕业要求达成度评价的

依据之外,还需要结合用人单位评价和毕业生个人评价等其他相关利益方的评价信息。关于这两

类评价的方法通常采用测评量表的方式。具体程序是:第一,根据认证标准中8条/11条毕业要求

所分解的毕业要求指标点开发相应的测评量表,如表4所示;第二,毕业生根据实际情况对量表进行

评分,用加权平均法计算出每道题的毕业要求达成度合格线;第三,用毕业要求中指标点达成值最低

一项作为依据,与相应合格线比较,以决定是否达标。用人单位评价也可采用类似办法。
表4 毕业生毕业要求测评量表编制示范

序号 问题 赋分 实际选择

指标1 师德规范:我感觉达到了师德规范要求 1,2,3,4,5
指标2 教育情怀:…… 5,4,3,2,1
指标3 学科素养:…… 1,2,3,4,5
指标4 教学能力:…… 5,4,3,2,1
…… …… ……

四、结 语

人才培养质量达成度评价是师范类专业构建人才培养质量保障体系的关键环节,是一项牵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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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而动全身的工作。因此,学校应制定达成度评价的实施办法,确保全校师范类专业人才培养质量

达成度的评价有据可循。在实施过程中,应坚持校内评价与校外评价相结合,直接评价和间接评

价、过程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为补充,课程目标评价、毕业要求评价和人才培养目标评价环环相扣,

并且收集的数据和资料要真实有效、形式多样。只有这样,才能得出客观公正的评价结果,为师范

类专业人才培养工作的持续发展提供科学的改进依据。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评价的目的是为了师

范类专业人才培养工作更好地持续改进。也即是说,达成度评价没有标准模板,只有适合的办法。

诚然,师范类专业达成度评价尚处于探索阶段,甚至在业界还存在一些争论,但这并不妨碍师范类

专业建立人才培养质量保障机制的实践与创新,因为教师队伍建设毕竟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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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ngtheTrainingQualityofNormalStudents

TIANTengfei
(ChongqingEducationEvaluationInstitute,Chongqing400020,China)

Abstract:Theevaluationofachievementlevelisthekeylinkfornormalspecialtytoestablishanout-
come-basedstudenttrainingqualityassurancemechanism.Itisusuallyevaluatedfromthreedimen-
sions:theachievementofthecurriculumgoal,theachievementofgraduationrequirements,andthe
achievementofthetraininggoal.Toevaluatethetrainingqualityofnormalstudents,first,itisneces-
sarytoscientificallyformulateandsplitthegraduationrequirements,andthensystematicallydesign
theappropriatecurriculumsystem.Second,theevaluationbasis,evaluationmechanism,evaluation
content,evaluationmethods,evaluationtools,andjudgmentmethodsoftheevaluationofachieve-
mentlevelshouldbedemonstratedbycorrespondingacademiccommittee,andtheconceptofmodern
educationevaluationshouldbereflected.Third,theevaluationresultsshouldbecomprehensivelyand
objectivelyanalyzedtodrawtheevaluationconclusions,whichwouldprovideevidenceforcontinuous
improvementoftrainingqualityofnormalstudents.Theevaluationofachievementlevelisofgreat
significancetodeepenthereformofassurancesystemforstudenttraininginhighereducationandpro-
motetheoutputofhigh-qualityprofessionalandinnovativeteachers.
Keywords:normalprofessional;professionalprogrammaticaccreditation;normalstudentstraining
quality;evaluationofachievementlevel;courseobjec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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