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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级干部轮训评估实证分析 
◆卢盛栋  王建平  张永瑞 

（山西省气象灾害防御技术中心  山西太原  030032） 

 
摘要：文章以气象部门科级干部轮训为评估对象，就培训情况调查与分
析、培训效果追踪、培训评估统计学分析、培训延伸思考等方面进行评
估分析，并借助 SPSS 平台，分析影响培训目标的因子并得出统计学模型，
探索在职教育培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以期通过岗位培训提高岗位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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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培训设计与安排及综合评价 
在关于培训项目设计与安排的培训目标的准确性、课程安排

的合理性、培训内容的针对性、培训教材的适用性四个评估指标
中，培训班学员 94.4%以上的学员认为满意。 

其中，培训目标的准确性、培训内容的针对性、课程安排的
适用性的满意度都达到了 100%，说明培训目标的设定、课程内
容的安排得到了学员的认可，整体培训项目设计与安排达到了预
期目标。 

在关于培训综合评价的课程内容的理解程度、对实际工作的
指导、学习收获、培训整体评价四个评估指标中，平均满意度达
到了 97.2%，充分肯定了此次培训班举办的及时性和迫切性，同
时对此次培训班的成功组织表示了认可。 

2 教学各指标评估情况分析 
为了了解学员对核心培训内容的掌握程度，对培训班各教学

环节共 18 门课程，17 名教师从教学准备、学科把握能力、教学
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态度、教学效果 6 个方面进行了调查。结
果显示，学员对 6 个教学评估项目综合满意度平均值达到 93.5%，
说明本期培训班的教师整体授课水平基本令学员满意。 

3 培训效果追踪 
3.1 拓宽了视野。培训班邀请了山西省气象局领导、专家，

以及山西省委党校教授，厅局级领导 2 人，教授 7 人，教师队伍
专业素质高，学员认可度高，授课满意度高，发挥了领导专家在
气象教育培训中的应用。授课老师层级高，内容涉及范围广、特
别是从 深蓝”到 Alpha Go 等课程，涉及科技领域前沿，人工智
能方面，学员拓宽了视野。 

3.2 研讨交流收获颇多。培训班学员 43 名，本科生占 71.8%；
党员占 69%；高工占 32.6%，中级职称占 32.6%，中级以下占
44.8%。在培训期间通过访谈及结业座谈，学员反映研讨交流能
理论联系实际，学到了知识，拓宽了思路，学员乐于接受这种开
放式、交互式的学习方式，教学效果明显。 

3.3 主题课程设置满意。培训结束后，根据学员座谈与总结
及调查分析，大部分学员认为课程设置合理，对适应工作岗位需
求有很大帮助，为进入工作状态做好储备。调查结果表明，有 3
门主要课程对自身的帮助达 70%以上。 

4 培训评估统计学分析 
培训结束 6 个月后，培训学院对培训学员进行了跟踪评估，

编制《山西省气象部门科级干部综合素质轮训第四期培训班调查
问卷》，进行网络问卷调查，回收调查问卷 27 份，有效 27 份。
问卷调查紧扣培训目标，从理论素养、气象事业科学发展、能力
提升三方面做出培训评估实现程度的评估，10 分表示学员回到
工作岗位后学员在该培训目标项进步很大，0 分表示学员没有进
步，学员可在 0-10 分之间任意打分，以此来分析培训目标的实
现程度。 

经统计分析，学员反馈的各项培训目标的实现程度平均得分
8.2，且各项指标差异较大，为准确分析出各个培训目标的具体
得分情况，及影响各个培训目标实现程度得分的具体情况，本文
主要以数理统计分析方法为基础，借助 SPSS 平台，对于名义变
量（不取数值的变量，如学历、专业等）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
对比不同影响因子对培训后效果的影响，并找到对目标因素影响
显著的指标类型。对于数值变量（年龄）进行相关性分析，找到
与培训后效果线性相关的指标因子。通过多元回归分析，建立教
学效果满意度模型。 

4.1 单因素方差分析及相关分析 
相关系数是描述这种线性关系程度和方向的统计量，常用 r

表示，r 的取值从-1 到 1 之间。如果相关系数大于 0，说明二者
正相关，即随着变大而变大，变小而变小，变化方向一致，若数
字接近于 1，说明高度正相关。若果相关系数小于 0，说明二者
负相关，即随着变大而变小，变小而变大，变化方向相反，若数

字接近-1，说明高度负相关。 
分析各个影响因子对能力提升的影响差异大小，可使用单因

素方差分析来进行研究，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计算显著性 P
值，若 05.0P ，拒绝零相关的原假设，说明两指标存在显著
影响；若 05.0P ,则接受原假设，两指标不存在显著影响。 

培训后评估指标与学历的单因素方差分析 
理论素养、气象事业科学发展、能力提升与学历的显著性 p> 

α=0.05，接受原假设，说明这四项评估指标与学历均不存在显
著影响。 

各评估指标与政治面貌的单因素方差分析 
气象事业科学发展、能力提升的显著性 p> α=0.05，接受

原假设，说明这两项评估指标与政治面貌均不存在显著影响。理
论素养与政治面貌 p=0.001< α=0.05 ， 拒绝零相关的原假设，
两指标存在显著影响。 另外，从表 10 也可以看出，党员均值与
群众均值相差 1.8864，说明政治面貌对理论素养影响明显。 

各评估指标与职称的单因素方差分析 
气象事业科学发展、能力提升与职称的显著性 p> α=0.05，

接受原假设，说明这两项评估指标与职称均不存在显著影响。理
论素养与政治面貌 p=0.016< α=0.05 ， 拒绝零相关的原假设，
两指标存在显著影响。 另外，从表 13 也可以看出，高工与助工
均值相差 1.3091，职称对理论素养影响明显。 

各评估指标与专业的单因素方差分析 
理论素养、气象事业科学发展、能力提升与学历的显著性 p> 

α=0.05，接受原假设，说明这四项评估指标与学历均不存在显
著影响。 

（5）相关系数 r 是衡量两个随机变量相关程度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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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情况下通过以下取值范围判断变量的相关程度： 
18.0  r ， 极 强 相 关 ； 8.06.0  r ， 强 相 关 ；

6.04.0  r ， 中 等 程 度 相 关 ； 4.02.0  r ， 弱 相 关 ；

2.00  r ，极弱相关或无相关。 
各项评估指标与年龄的相关系数 6.0r ，所以各项指标与

年龄不存在线型相关性。 
4.2 各评估指标与显著影响因子的回归分析 
我们已经得出了各项评估指标的一些显著相关的因子，但需

进一步分析各个因子对评估指标的贡献值是多少。通过上述分
析，树立个人发展目标以学历有显著相关关系，增强团队意识与
单位有显著相关关系，进行回归分析。 

前面已经得出理论素养得分与学员政治面貌、职称存在显著
影响， 

各个变量及常量显著性 p< α=0.05 ，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可以得出理论素养 Y 与政治面貌 X1及职称 X2的拟合函数关系式： 

276.8441.0648.0 21  XXY  
培训建议：经培训后评估各项培训目标实现程度的统计学分

析，理论素养与学员政治面貌、职称存在显著性影响，且学员政
治面貌比学员职称在这一培训目标上的贡献值要大，今后培训，
可提前请授课理论素养课的教师增加政治面貌为非党员、职称较
低的学员的授课内容，且针对非党员的授课内容比职称低的授课
内容应当多一些。 

 
参考文献： 
[1]马旭玲,邓一,赵亚楠,等.气象培训业务评估的实践与探

索[J] .继续教育,2014（3）:36-37. 
[2]王燕子,肖菲.培训评估模型纵览与演变研究[J]论

坛,2013（15）:47-51. 
 
作者简介：卢盛栋（1983-）男，汉族，山西太原人，硕士

学历，工程师，从事老师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