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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研修组织领衔人胜任力模型探究
———基于德尔菲法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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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进一步完善校本研修机制,建设一支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的教师专业发展引领者队伍,研

究试图通过优秀幼儿园研修组织领衔人所表现出来的关键行为,分析其已经具备的胜任力特征,并采用德尔

菲专家咨询法编制“幼儿园研修组织领衔人胜任力模型”。在理论层面,旨在加强对研修组织建设内涵和标

准的研究,厘清幼儿园研修组织领衔人角色内涵与工作职责,丰富现有教师教育理论;在实践层面,尝试解决

幼儿园研修组织领衔人在研修活动中的困惑,为领衔人的遴选、培养、考核,以及幼儿教师研修活动的组织实

施和质量提升提供参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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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缘起

校本研修是提升教师队伍综合素质和能

力的重要途径,尽管各学校都在持续开展校本

研修活动,但是研修活动的质量和水平参差不

齐。在研修组织中发挥引领和带头作用的领

衔者对于建设教师学习共同体至关重要,但高

素质研修活动引领者并不多见,有关幼儿园研

修组织领衔者胜任岗位所需能力的科学指标

研究也较少受到关注。

所谓“研修组织”,是指在教育机构中建立

起来的、以某一专业领域或主题目标为研讨内

容的持续性学习团体,通常以教研组、年级组、

项目组、名师工作室等形式存在。本研究中的

“幼儿园研修组织 领 衔 人”(以 下 简 称“领 衔

人”),是指幼儿园中富有经验或者专业影响、

持续引领幼儿园教师群体专业发展和校本培

训的教师,其通过设计和组织一系列教学研究

以及教师培训活动,分享教育教学经验,解决

教育教学中的实际问题,承担着教学者、管理

者和研究者等多重角色。“胜任力”则是指胜

任某一角色所必须具备的知识、技能和素养,

它可以观察和测量,也可以通过培训或其他形

式的 体 验 来 逐 步 建 立 和 培 养。“德 尔 菲 法”

(Delphimethod)是一种利用专家所长和经验

进行直观预测的研究方法,它通过一系列集中

的专家调查问卷,辅以有控制的观点反馈,最大

程度地获得专家共识[1]。德尔菲法适用于没有

精确研究资料的问题,研究者需要根据专家集体

的专业知识和经验对问题进行直观的判断。

国外学者普遍认为,教师胜任力模型应该

包括高学历(广博精深的科学文化素养)、业务

全面(既会教学,又懂教育、能开展科研)和发

展能力(在知识、能力、品德等方面全面发展),

我国学者则主要从教师特质、素质、能力、人格

和教师评价等角度对教师胜任力进行探讨[2]。

徐建平等人的研究对教师胜任素质模型有较

大影响[3];张英娥提出,幼儿教师胜任力模型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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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科研与引领能力、教育教学能力、自我监控

能力、人格特质、工作品质、学习能力六大维

度[4];武丽志构建了教师工作坊主持能力评价

指标体系[5];刘清昆构建了教师培训者胜任力

模型,并进行了数据建模[6];宫玲玲基于工作坊

的教师混合式研修情境开发了坊主胜任力测

评工具[7]。教师胜任力领域的研究还处于探索

阶段,在幼儿园场域下进行的、针对幼儿园教

师实践需求的、长程系列研修活动的胜任力研

究较少。本研究拟运用德尔菲法,从胜任力角

度编制“幼儿园研修组织领衔人胜任力模型”,

明确领衔人的角色内涵和工作职责,并尝试解

决领衔人在日常校本研修活动中产生的问题

和困惑,为幼儿园研修组织领衔人的针对性培

养提供新思路。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内容

本研究借鉴以往研究者建立的教师培训

师胜任素质模型[8],结合现场调研,归纳幼儿园

研修组织领衔人胜任力的核心要素,并从情感

态度、基础素养、专项技能3个维度构建模型。

“情感态度”指领衔人对于工作的精神准备状

态,包括价值观、动机、个性或态度;“基础素

养”指优秀教师应具备的专业功底,是教师个

体在日常教学实践中积累的基础能力;“专项

技能”指在具备基础素养的前提下,依据研修

组织领衔人岗位的特殊性,凝练出的必备修养

和能力,进一步突出了研修组织领衔人对于团

队研修活动的策划设计、现场组织、效果评估

等核心能力。

(二)研究技术路线

笔者基于幼儿园校本研修的核心要素,参

考相关文献[9],设计了幼儿园研修组织领衔人

胜任力研究技术路线图(具体见图1)。该路线

图包括研究阶段、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3个

方面。

图1 幼儿园研修组织领衔人胜任力研究技术路线

  步骤一:领衔人角色分析。在理论层面,

笔者参考国内外胜任力理论、教师教育、人才

选拔等相关文献进行分析总结,归纳出相关领

域已取得的理论成果,提炼出理想状态下领衔

人的应然素质;在实践层面,笔者先后举办了3
场座谈会,邀请37名一线幼儿园研修组织领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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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列出他们在研修组织实践中面临的常见问

题、工作中发现的关键案例,进而分析归纳出

幼儿园研修组织领衔人岗位工作实然状态。

步骤二:界定能力标准。采用工作分析方

法,抽取研修活动中领衔人所表现出的行为特

征(指标),辨识和选取领衔人岗位的“关键能

力项”。根据《中小学教师专业标准》(试行)、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

伍建设改革的意见》等政策文献,结合领衔人

工作现状和专业发展需要,提炼出优秀领衔人

的能力标准。通过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分析,明

确领衔人亟待提高的能力指标,并在每一个

“能力项”下逐条列举细化后的、可检测的能力

指标。每个“能力项”下的若干能力指标依据

该能力项的特点,按照领衔人开展此项工作的

逻辑或工作流程,或按照该能力项需做的“事

情”分条列举。

步骤三:构建并验证胜任力模型。采用德

尔菲法对专家的集体意见进行定量评价和处

理,充分研讨并达成共识。具体实施步骤包

括:选择专家→设计专家问题调查表→几轮专

家意见征询与有控制的反馈→汇总、统计、分

析调查结果[10]。

步骤四:应用胜任力模型。基于领衔人胜

任力模型,在培训实施前,开展领衔人能力诊

断测评,设计培训方案,培训实施后,应用胜任

力模型评估培训效果,以提升培训的针对性和

实效性。实际上,胜任力模型构成要素的确定

过程,就是不断调适培训内容与培训对象(幼

儿园研修组织领衔人)实际需求之间关系的

过程。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为德尔菲法,具

体为研究者就拟定的问题设计一份问卷,而后

分别向所选定专家进行征询和调查。按照规

定程序,咨询专家间通过组织者的反馈材料匿

名交流意见。本研究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对

咨询专家进行了两轮咨询。第一轮咨询是向

专家说明幼儿园研修组织领衔人胜任力研究

的目的和背景,并为其提供初步拟定的评价指

标体系,请专家按照四分制对每个三级指标的

重要性进行评判打分,并提出修改意见。第一

轮咨询表回收后,对数据进行汇总分析,并根

据统计结果和专家意见编制第二轮专家咨询

表。该表包含了第一轮咨询的部分统计结果,

供专家参考后对指标进行再次评分。此后,收

集第二轮专家咨询表,再次对数据进行统计分

析,发现专家们的意见逐渐集中,进而确立幼

儿园研修组织领衔人胜任力指标体系。

三、研究实施及结果

(一)遴选专家

选择专家是德尔菲法成败的关键。本研

究共计邀请9名教育科研机构理论专家和幼儿

园一线实践专家对幼儿园研修组织领衔人胜

任力模型进行独立分析。咨询专家的来源机

构、遴选条件及人数见表1。
表1 咨询专家基本情况

参数 组别 人数 百分比(%)

相关工作

年限

学历

职称

工作性质

5~10年 1 11.1
11~15年 2 22.2
16~20年 2 22.2
21年以上 4 44.4
本科 1 11.1
硕士 6 66.7
博士 2 22.2
中级(幼教高级) 2 22.2
高级(含副高) 7 77.8
高校教师 2 22.2
教师培训机构教师 2 22.2
幼儿园教师 5 55.6

  本研究所遴选的咨询专家主要包括三类:

一是在高校从事学前教育和教师教育理论研

究,工作10年以上,具有副教授以上职称的专

家,分别来自北京师范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

二是在区域教师培训机构从事教师教育,精通

教育理论与实践,工作20年以上,具有正高级

职称和“特级教师”荣誉称号的专家;三是在教

学一线熟悉研修组织实际运行,担任幼儿园研

修组织领衔人5年以上,具有幼教高级以上职

称的实践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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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轮咨询,所发放问卷均为专家人手一

份,共计9份,收回问卷9份,专家积极系数

100%,显示咨询专家积极性较高。

(二)筛选评价指标

本研究进行了两轮专家咨询,主要采用界

值法筛选评价指标,根据每项指标的重要性得

分计算满分频率、算术均数和变异系数。满分

频率和算术均数的界值计算方法为:界值=均

数-标准差,得分高于界值的指标入选;变异

系数是衡量专家意见协调程度的一个重要指

标,变异系数界值计算方法为:界值=均数+
标准差,得分低于界值的指标入选。为防止遗

漏重要指标,在以上3个衡量尺度中,凡3个尺

度均不符合要求的指标才被剔除。对于有1个

或两个尺度不符合要求的指标,则按照全面

性、科学性、可行性的原则,经讨论后进行取

舍。此外,指标筛选还充分考虑了专家提出的

修改意见。筛选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两轮专家咨询筛选指标界值

第一轮专家咨询

平均数标准差 界值

第二轮专家咨询

平均数标准差 界值

情感态度 3.688 0.297 3.391 3.722 0.195 3.527
基础能力 3.709 0.201 3.508 3.766 0.245 3.521
专项技能 3.741 0.210 3.531 3.743 0.118 3.625

总计 3.720 0.211 3.509 3.748 0.177 3.571

  (三)衡量协调系数

在采用德尔菲法的研究中,通常以专家意

见的协调系数来衡量是否停止意见征询。协

调系数 W与专家人数、问题数量及专家对每一

问题的 赋 值 有 关。本 研 究 第 二 轮 专 家 咨 询

KendallW 系数为0.237,P=0.003,比第一轮

专家咨询(KendallW系数0.169,P=0.047)有

较大幅度的提高,说明专家对指标重要性的认

识逐渐趋于一致,可信度较高。两轮协调系数

卡方检验值的P 值均小于0.05,表明在95%的

置信度水平下,专家评估意见协调性好。由

此,本研究认为调查轮次进行到两轮即可。

(四)修改问卷指标

本研究初步拟定的指标体系由3个一级指

标、9个二级指标和29个三级指标构成。根据

第一轮专家咨询表统计结果,采用界值法,同

时充分结合专家意见筛选评价指标,再根据第

二轮专家咨询表统计结果和专家意见,最终将

初拟指标调整为3个一级指标、8个二级指标

和24个三级指标。具体而言,删除1个二级指

标———“终身学习”,调整4个二级指标:“个人

特质”调整为“专业操守”,“文案撰写”调整为

“专业表达”,“研修活动企划”调整为“研修活

动策划设计”,“研修活动实施”调整为“研修活

动现场组织”;合并“完善知识结构”“顶层方案

规划”“开发研修课程”“思考解决方法”4个三

级指标。

(五)确定胜任力模型内容

经过两轮专家咨询,专家意见趋于一致。

因此,本研究采用第二轮专家咨询结果,德尔

菲法专家咨询就此结束。最终确定的“幼儿园

研修组织领衔人胜任力模型”如表3所示。

表3 幼儿园研修组织领衔人胜任力模型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说明
满分
率

均数
标准
差

变异
系数

情感
态度

专业操守

沟通协作

爱岗敬业尽责
热爱学前教育事业,具有职业理想和敬业精神,
乐意承担幼儿园研修组织领衔人工作 0.78 3.778 0.441 0.117

乐意助人成长★
以积极态度引领教师团队共同研修成长,乐于
分享经验和资源 0.89 3.889 0.333 0.086

具有人格魅力▲
态度亲和,具有人际吸引力,能够直面挑战并传
递正能量 0.56 3.444 0.726 0.211

善于团队协作
具有团队合作精神,善于与上级、同事、下属互
通意见建议,积极协作交流,推进研修项目实施 0.78 3.778 0.441 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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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说明
满分
率

均数
标准
差

变异
系数

基础
素养

教育教学

专业表达

实践反思

精通教育教学★
精通幼儿园环境创设、一日活动组织与实施和
班级管理的知识与方法 0.89 3.889 0.333 0.086

善于专业引领★
能够进行原创性设计并带领团队开发和实施优
质的教育教学活动,开展教学研究 0.89 3.889 0.333 0.086

主动精进专业★
具有终身学习与持续发展的意识和能力,勤于
学习先进的学前教育理论,了解最新的国内外
学前教育改革与发展经验及做法

0.89 3.889 0.333 0.086

清晰表达思想
能够在公众场合通过表情、动作、语言,清晰、准
确、流畅、得体地表达教育思想和理念 0.67 3.667 0.500 0.136

文字表达适切▲
能够立足教育教学实践,把所见、所闻、所感、所
思基于理性思考总结成文,逻辑清晰,表达适切 0.56 3.556 0.527 0.148

发现诊断问题★
能够反思诊断自身的教育教学水平,发现并聚
焦学习需求 0.89 3.889 0.333 0.086

解决实际问题★
善于运用理论深思教育教学中的问题和症结,
提出解决问题的适宜性依据和方法,改进自己
的教育教学实践

0.89 3.889 0.333 0.086

提炼经验特色★
具有研究意识和数据收集与分析等能力,能够
将教学中感性的经验认知,整合提升为教育教
学和研修活动的理性经验,并能有所创新

1.00 4.000 0.000 0.000

专项
能力

研修活动
策划设计

研修活动
现场组织

研修活动
评估

分析对象需求★
能够通过观察、座谈、问卷等方式,收集分析不
同教师关心的问题与需求 0.89 3.889 0.333 0.086

确定研修主题
能够把握研修主题与教师的经验、问题、需求之
间的关系,选择合理的研修主题 0.78 3.778 0.441 0.117

逐步推进主题★
能够合理拆解研修主题,并在一个学期或者一
个学年里逐步推进基于不同主题的研修活动 0.89 3.889 0.333 0.086

设计研修方案
能够设计研修活动方案(包括目标、内容、过程、
形式等),并进行视觉化表达 0.78 3.778 0.441 0.117

开发利用资源▲
能够合理规划和获取研修活动的人力资源及物
品材料等,并对其进行有效组合,支持和促进研
修活动开展

0.56 3.556 0.527 0.148

营造研修氛围
能够营造良好的研修氛围,让教师形成专业成
长的认同感并乐于积极参与 0.67 3.667 0.500 0.136

引导研修活动
能够阐明研修主题,对研修活动任务进行合理
分配与分工,组织引导教师讨论或活动,梳理提
升研修结论

0.78 3.778 0.441 0.117

指导研修过程★
能够关注教师的研修进程,诊断教师可能面临
的问题,对教师遇到的问题进行过程性指导 0.89 3.889 0.333 0.086

运用工具技术▲
能够运用相关培训技术和信息技术搭建研修平
台,提升研修活动的成效 0.56 3.556 0.527 0.148

设计评价量规
能够设计并运用观察评价工具对研修方案的适
宜性进行评价 0.78 3.778 0.441 0.117

关注过程评估
能够对参与研修活动者的互动频率、参与状态、
任务成效等进行考察和反馈,及时发现问题并
调整策略

0.67 3.667 0.500 0.136

多层评估改进
能够对研修对象所反馈的满意程度、习得程度、
应用程度、研修的效果进行评估,不断改进研修
活动

0.78 3.667 0.707 0.193

  注:★表示指标判定为“极其重要”,▲表示指标判定为“较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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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进一步判断所建立的标准中各项指标

的重要程度,本研究将各项指标均分为“极其

重要”“很重要”“较重要”3个层级。考虑到“满

分率”受单个专家影响程度较大,故分层级的

指标采用“均数”高低作为主要依据。根据均

数正态分布情况,分层依据为:“均数≥3.88”的

指标判定为“极其重要”,“3.88>均数≥3.57”

的指标判定为“很重要”,“均数<3.57”的指标

判定为“较重要”。研究发现,在专家眼中,理

想的幼儿园研修组织领衔人的核心能力指标

包括“乐意助人成长”“精通教育教学”“善于专

业引领”“主动精进专业”“发现诊断问题”“解

决实际问题”“提炼经验特色”“分析对象需求”

“逐步推进主题”和“指导研修过程”等10项,这

些指标对于激励研修组织领衔人的专业成长

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四、思考与讨论

本研究结合当前幼儿园校本研修实践,梳

理了幼儿园研修组织领衔人角色内涵与工作

职责,构建了幼儿园研修组织领衔人胜任力模

型。该模型有助于发现幼儿园校本研修领衔

人的能力短板,进而对幼儿园研修组织领衔人

进行 针 对 性 培 养,提 升 幼 儿 园 校 本 研 修 的

实效。

(一)关于幼儿园研修组织领衔人角色内

涵与工作职责的理想模型

我们理想中的幼儿园研修组织领衔人,是

根植于幼儿园情境的、富有经验或专业影响力

的一线教师,而不是高校专家或者教研部门的

教育科研人员。领衔人肩负着将本园幼儿教

师群体实际的教学需求转化为一系列的教学

研究和教师研修活动、解决教育教学问题、分

享教育教学经验、提升幼儿教师群体专业水平

的职责,同时需要及时地、持续地、全过程地激

发教师群体的智慧,帮助教师确立研修愿景、

发现实践问题、反思实践经验、跟进实施行为

和总结提炼经验,承担着自我迭代者、团队引

领者、活动策划者、专业示范者、实践指导者、

思想建构者、管理评估者等多重角色。本研究

基于区域实践经验构建的幼儿园研修组织领

衔人角色理想模型,与余新教授关于优秀教师

培训师所具备的共同特质研究[11]形成呼应。

(二)关于幼儿园研修组织领衔人胜任力

模型的价值思考

本研究借鉴德尔菲法的要求与步骤,咨询

9位专家后,构建了包括3个一级指标、8个二

级指标、24个三级指标的幼儿园研修组织领衔

人胜任力模型。专家的积极系数较高,协调程

度较好,胜任力模型具有一定的系统性、科学

性和可操作性。笔者认为,胜任力模型不只对

培养对象的现实需求负责,还应为一个群体

(本文指幼儿园研修组织领衔人)的遴选、培

养、考核以及幼儿教师研修活动的组织实施和

质量的系统提升服务。研修组织领衔人的胜

任力是多元和多重的,本胜任力模型及其结构

还需要实践的考验并获得同行专家的广泛认

同,更需要随着时代、形势、情境以及挑战的变

化而进行动态调整。不同研修组织所要求的

领衔人的胜任力不尽相同,同时在特定的情境

下,模型还需要一定程度的升级迭代,因此,未

来可以对不同场景下,研修组织领衔人胜任力

模型的差异进行深入研究。

(三)基于幼儿园研修组织领衔人胜任力

模型的区域培养模式

为遴选和培养一批优秀的研修组织领衔

人,探索 研 修 组 织 领 衔 人 的 区 域 培 养 模 式,

2020年,上海浦东新区启动了幼儿园研修组织

领衔人能力提升项目。基于幼儿园研修组织

胜任力模型构建的培养体系摆脱了经验式思

维的藩篱,以提升研修组织领衔人的绩效为培

养目标,把关键胜任力作为培养的重点,通过

系统培养,提升研修组织领衔人的综合素质。

在培养需求调研阶段,通过雷达图找出培养对

象与胜任模型的差距(具体见图2),在发现实

然胜任力与应然胜任力之间的差距后,进一步

分析产生差距的原因,寻找可以通过培训加以

改进的内容;在设计培养方案时,从胜任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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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性发展目标出发,构建包括情感态度、基

础素养和专项能力的课程体系,并基于数据分

析,优先考虑培养对象的共性需求,使培养需

求的分析视角走向实证思维;在培养过程中,

广泛采用问题启发式、案例分析式、任务驱动

式以及模拟演练式等多样化教学方法,通过区

域性展示平台,加强各幼儿园研修组织领衔人

之间的相互交流与合作;在培养总结阶段,将

领衔人的能力自评与培养前测数据进行对比,

以评估培养的有效性。

图2 P区幼儿园研修组织领衔人胜任力自我评价

  (四)基于幼儿园研修组织领衔人胜任力

模型的应用前景

未来,可应用本研究编制的模型,从实证

角度调查我国幼儿园研修组织领衔人胜任力

现状,建立领衔人胜任力常模,并根据现状调

查结果,提出有针对性的、能有效促进幼儿园

研修组织领衔人成长的途径和策略,从而有效

提升幼儿园研修活动的质量。

幼儿园也可以根据研修组织领衔人的角

色定位和胜任力要求,选择具备这些特质或潜

质的人来担任研修组织领衔人,并通过基于胜

任力的学习与培养,把其打造成为优秀的幼儿

园研修组织领衔人。幼儿园研修组织领衔人

胜任力模型还可以转换成李克特量表,帮助幼

儿园研修组织领衔人根据模型进行自我检视

和诊断,评估自己与模型中各项表述的符合程

度,更直观地衡量自己现有的研修组织能力,

从而自觉感知自身能力与培训目标之间的差

距,激发专业发展和主动学习的潜能。

综上,基于德尔菲法构建的幼儿园研修组

织领衔人胜任力模型,在理论层面加强了对研

修组织建设内涵和标准的研究,厘清了幼儿园

研修组织领衔人的角色内涵和工作职责,丰富

了已有教师教育理论;在实践层面,可以甄别

幼儿园研修组织领衔人专业发展需求和方向,

对于领衔人的遴选、培养、考核以及幼儿教师

研修活动的组织实施和质量提升具有一定的

参考与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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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searchonCompetencyModelofLeadersof
KindergartenTrainingOrganizationsBasedonDelphiMethod

MATianyu
(ShanghaiPudongInstituteofEducationDevelopment,Shanghai200125,China)

Abstract:Inordertoimprovetheschool-basedtrainingmechanismandbuildahigh-qualityteamof
leadersforthedevelopmentofprofessionalandinnovativeteachers,thisstudyattemptstoanalyzethe
characteristicsoftheoutstandingkindergartentrainingorganizationleadersthroughtheircompetent
behaviors.UsingtheDelphiexpertconsultationmethod,wecompiledasetof"KindergartenTraining
OrganizationLeaderCompetencyModel".Theoretically,thisresearchaimstostrengthenstudieson
theconnotationandstandardsofconstructingtrainingorganizations,toclarifytherolesand
responsibilitiesoftheleadersofthekindergartentrainingorganizations,andtoenrichteacher
educationtheories.Practically,thisresearchattemptstofindsolutionstotheleadersconfusioninthe
trainingactivitiesandtooffersomereferencefortheselection,training,andassessmentofleadersand
theimplementationandimprovementofearlychildteachersresearchandtrainingactivities.
Keywords:kindergarten;school-basedtraining;leader;competency;Delphi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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