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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CIPP模型的班风建设暨创新创业协同育人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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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持续推进班风建设和创新创业协同育人工作，切实达到改进的成效。在分析了班级建设的重要因素后，

提出了结合本院特点，以班级学风建设和创新创业工作相结合的建设方式。并采用CIPP评价模型作为效果评价准

则，通过专家权重法构建了模型的三级指标，并计算了三级指标的参数，为优化改进措施的具体提出，奠定了基础。

同时，在优化措施采取之后，还进行了CIPP二次评价，结果显示，采用优化改进措施后，建设的各项成效指标有了

显著的提升，即工作的成效显著。同时，计算结果也为后续改进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参考。

关键词：CIPP模型; 班风建设; 创新创业; 协同育人

1 引言

对于高等院校的班级建设而言，覆盖的内容较多，

采取的措施也不尽相同。在新工科的背景下，高职院校

的学生能力和输出都有了新的要求。因此，高职院校的

班级建设如何开展？如何选择建设的侧重点？采用什么

样的方法来进行班级建设？一系列的问题组成了一个值

得研究的课题。

在班级建设方面，近年来国内的许多高校都开展了

较多的研究。例如：文献[1]以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为核心，

将班级文化作为建设的主要内容，取得了良好的建设效

果；文献[2]从生态学的方面出发，分析了高校班级建设

的相关生态要素，并构建了学风建设实施体系；文献[3]

将班级的文化建设和“三全育人"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提出了对应的实现措施，构建了行之有效的建设体系。

从上述相关的研究情况来看，班级建设不仅和学生的学

习效果关系重大，从宏观上来看，还影响学校的整体学

风水平和学生输出。因此，对该课题进行专项研究具有

良好的学术价值。同时，从目前的研究来看，虽然大部

分的研究中都提出了相关的建设措施，并取得了一定的

成果。但是存在的问题在于：（1）班级建设的评价指标

模糊。即没有标准化的评价指标，所以采取对应措施的

效果界定有限；（2）在班级建设中，需要改进的具体问

题不明确。影响班级建设的因素比较多，如何确定改进

因素的研究较少，导致班级建设的优化措施针对性不强，

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效果。鉴于此，本文结合本校的

实际特点，在班级建设中，将班风建设和创新创业协同

育人作为建设的核心要素，并利用CIPP模型的评价和优

化特点，对建设效果进行评价-改进-再评价，以期达到

良好建设成效的目的。

2 班级建设要素的确定

对于本院的班级建设而言，建设内容的确定主要围

绕两个问题展开：（1）如何提升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成

效？（2）如何引导学生获得丰富的学习输出？基于这两

个问题，根据河南职业技术学院余东先团队的研究成果

显示，在学习方法区别不大的前提下，班风的好坏，对

于学生的学习态度、积极性以及学习成效等方面具有重

大的影响[4]，几者的影响关系因数如表1所示。由表1所

示，在班级建设中，班级的学习态度、积极性、态度等

要素相互之间都是强相关关系。所以，在班级建设中，

班风建设是核心因素。此外，在新工科理念的大背景下，

为适应于行业的未来发展趋势，大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

培养是高校的关键培养目标[5]。因此，在班风建设中，

创新创业建设也是重要的环节。故班级建设要素可以从

班风建设和创新创业协同育人两个方面开展，并形成有

机的结合体系。

表1  影响关系系数

关联因素 相关系数

学习态度与学习成效 0.83

学习积极性与学习成效 0.68

学习态度与纪律 0.58

3 CIPP模型的建立与评价实施

CIPP评价模式，又称为改良导向型评估方式。该

模式主要由4个环节构成，分别为：背景评价（Context	

Evaluation）、 输 入 评 价（Input	Evaluation）、 过 程 评 价

（Process	Evaluation）以及结果评价（Product	Evaluation）[6]。

3.1	各级指标的构建

对于CIPP评价而言，关键的步骤是构建合理的各级

指标。结合本课题的特点，拟将指标划分为三级。各级指

标的设定采用专家评价法[7]，具体操作步骤为：（1）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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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过去班级建设和创新创业建设的经验，对各级指标

的内容进行初步设定；（2）将初步设定的方案发送给数名

行业领域的权威专家进行修正；（3）计算各专家的协调系

数，判断不同专家意见的一致性程度，若协调系数良好，

则表明专家看法一致。若协调系数差异较大，则表明专家

的意见存在分歧，各项指标需要进一步调整[8]；（4）确定

最终的指标体系。以背景评价为例，本课题的CIPP指标

体系及专家协调系数，如表2所示。

表2  CIPP指标体系（背景评价）及专家协调系数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Cronbachα

系数

背景评价

学习态度
班级整体学习积极性 0.972

班级学风建设措施 0.953

学习方法
教师的授课方法 0.928

教师对学生学习方法

的引导
0.979

学习纪律
班级学习纪律的规章

制度
0.981

创新创业培养

体系

学生创新创业的鼓励

政策
0.964

学生创新创业的平台

搭建
0.972

创新创业积

极性
学生创新创业的占比 0.969

从表2所示的各项指标及协调系数来看，Cronbachα

系数的区间处于0.928-0.981，根据文献[8]的结论可知，

当Cronbachα系数大于0.7时，该问题的反馈信度比较

高，由此可以判定，各专家对指标的判定具有良好的协

调性，故该指标可以作为评定的准则。

3.2	CIPP评价效果分析

对CIPP各项指标的评价，采用问卷调查法[9]。基

本的操作步骤为：（1）分别对CIPP评价模型中的各三

级指标设定评价等级和对应的分数（采用李克特量表法

进行分数等级的设定）；（2）将各项指标作为问卷调查

的问题发送给数位受访者；（3）受访者依据自身对问题

的认识对各项指标进行打分。以背景评价为例，评价结

果如表3所示。

表3  成效计算结果

维度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计算结果

背景评价
学习态度

班级整体学习积极性 3.82

班级学风建设措施 3.55

学习方法
教师的授课方法 3.76

教师对学生学习方法

的引导
3.43

续表：
维度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计算结果

学习纪律
班级学习纪律的规章

制度
4.01

创新创业

培养体系

学生创新创业的鼓励

政策
4.58

学生创新创业的平台

搭建
3.97

创新创业

积极性
学生创新创业的占比 3.52

由表3所示的背景评价各项指标的结果可知，在当

前的班风建设和创新创业培养中，除创新创业鼓励政策

分数为4.58，处于较高的水平外，其余三级指标的均值

水平整体不高。因此，针对得分不高的指标，例如：班

级整体学习积极性仅为3.82分，表明该班级的学风存在

一定的问题，具有学习主动性的学生占比不高，故需要

采取一定的措施进行改进。同理，在其他得分不高的指

标也需要针对性地提出改进措施。

3.3	改进措施的提出及评价效果

根据各项三级指标的评分结果，改进优化措施如表

4所示。

表4  改进措施（背景评价）

三级指标 改进措施
班级整体学习

积极性

划分学习小组，开展小组之间的学习

竞赛；实施导生制度

班级学风建设措施

对学生进行画像，分析其内心需求、

痛点等，建立学生的画像模型，激发

学生积极性；采取辅导员、教师以及

学生的三方互动机制，全面了解学生

信息，构建良好的班级学风

教师的授课方法

改变传统授课方式，采取主动学习模

式进行授课[10]，提升学生的学习主动

参与性

教师对学生学习方

法的引导

采用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法，让教师

结合课程教学的知识点目标，引导学

生开发适应性较高的学习方法，提升

学习效率
班级学习纪律的规

章制度
对当前的班级规章制度作进一步完善

学生创新创业的鼓

励政策
-

学生创新创业的平

台搭建

采取创新创业竞赛、校企合作、学生

项目制、学院纵横向项目等多元化方

式搭建学生创新创业平台

学生创新创业的

占比

开展各类宣讲会、专家讲座以及校友

论坛等，动员学生参与到创新创业活

动中去



61

Education Andresearch, 教育与研究(6)2021,3
ISSN: 2705-0874(Online); 2705-0904(Print)

采取优化改进措施后的评价效果，如表5所示。

表5  评价效果

维度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计算结果

背景评价

学习态度
班级整体学习积极性 4.34

班级学风建设措施 3.96

学习方法
教师的授课方法 4.31

教师对学生学习方法

的引导
4.12

学习纪律
班级学习纪律的规章

制度
4.67

创新创业培

养体系

学生创新创业的鼓励

政策
4.58

学生创新创业的平台

搭建
4.26

创新创业积

极性
学生创新创业的占比 4.47

在本课题中，采取表4所示的优化措施后，采用

CIPP评估模型进行了二次评价，从最终的结果来看，各

项指标的评价值有了一定程度的提升，表明通过建立

CIPP模型并设定评价指标，能够比较准确地定义在班级

建设和创新创业中存在的问题，针对得分较低的薄弱环

节，可以针对性地提出优化改进措施，达到改进该指标

的效果。同时可以看出，在改进后虽然各项指标有了一

定的提升，但仍然存在较多的问题需要继续优化。由此

可见，通过CIPP的评价结果，可以明确在班风建设和创

新创业工作中的长处和不足指出，继而为持续的优化和

改进，提供参考依据。

4  结论

在本院的班风建设和创新创业协同育人工作中，选

择了与其特点相符合的CIPP评价模型作为效果评估和改

进的准则。通过确定评价模型的三级指标并构建CIPP模

型，计算出了各级指标的结果系数，对于得分不高的指

标，针对性提出了改进措施。再通过二次评价验证了各

项措施的有效性，同时也为后续的继续完善，提供了数

据参考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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