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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构建军校护理本科专业课课程思政教学评价指标体系,为评价课程思政教学效果提供工具.方法　以 CIPP
模型为理论框架,通过文献研究和专家会议初拟评价指标,选取１６名军医大学教育领域专家进行３轮专家函询,采用层次分

析法计算指标权重.结果　第３轮函询专家积极性为９３．８％,专家权威系数为０．８９,３个子系统的肯德尔协调系数分别为

０１８９、０．３３６、０．１５７(均P＜０．０１),指标的重要性赋值为４．１３~５．００.评价指标体系由同行专家评教、学生评教和教师自评３个

子系统组成,共１２个一级指标、３５个二级指标.结论　军校护理本科专业课课程思政教学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方法科学、指
标可靠、权重合理,可以为军校护理专业课课程思政教学评价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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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constructanevaluationindexsystemof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in
nursingundergraduatecoursesinmilitarycolleges,andtoprovideatoolforevaluatingtheoutcomesand
effectof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Methods　BaseonCIPPmodel,theevaluationindexesweredrafted
byliteratureresearchandexpertmeeting．SixteenexpertsinthefieldofmilitarymedicalhighereducationwereseＧ
lectedforthreeroundsofexpertconsultation．TheweightsofevaluationindexeswerecalculatedbyanalytichierarＧ
chyprocess．Results　Theresponserateofthethirdroundsofexpertconsultationwere９３．８％,andtheexpertauＧ
thoritycoefficientwas０．８９inthethirdroundofexpertconsultation．TheKendallcoordinationcoefficientofthree
subsystemswere０．１８９,０．３３６,and０．１５７(allP＜０．０１)．Theimportanceassignmentofindexeswere４．１３－５．００．
Theevaluationindexsystemconsistedofthreesubsystems:peerexperts’evaluation,students’evaluation,and
teachers’selfＧevaluation,including１２firstＧlevelindexesand３５secondＧlevelindexes．Conclusions　Theevaluation
indexsystemfor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innursingundergraduatecoursesinmilitarycolleges
wasscientificallyconstructed,alltheindexeswerereliableandassignedreasonableweights．Itcanprovide
abasisfortheevaluationof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innursingcourseinmilitary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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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０年６月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

设指导纲要»(以下简称«纲要»)[１],推动了高校开展

课程思政研究的浪潮.目前研究主要集中在课程思

政与思政课程的关系、价值与实现路径、教育教学实

践等方面[２],对课程思政教学评价的研究较少,且存

在评价主体单一、评价指标不全等问题[３].为促进

军校护理专业课课程思政教学效果的提升,有必要

构建一套适用于军校护理专业的课程思政教学评价

指标体系.CIPP模型是由stafflebeam 等[４]于１９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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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提出,包括背景(context)评价、输入(inＧput)评

价、过程(process)评价和成果(product)评价４个步

骤;该模型强调评价贯穿教育教学活动的全过程,评
价在于改进教学.CIPP模型的全程性符合课程思

政的全过程育人理念,其反馈性特点能为改进课程

思政教学服务.因此,本研究基于 CIPP模型,采用

文献分析法、专家会议法及德尔菲法构建军校护理

本科专业课课程思政教学评价指标体系,为全面评

价军校护理专业课课程思政教学效果提供有效参

考.

１　研究方法

１．１　成立研究小组　本研究小组共６人,其中副教

授２名、讲师２名、助教２名.小组成员分工协作,
承担了拟定指标条目池、制定并发放专家咨询问卷、
整理分析问卷数据以及确定指标权重等任务.

１．２　拟定评价指标初稿　采用文献研究法,以“课
程思政,教学评价,指标体系”为关键词,在４个中文

数据库中检索、筛选出与本研究主题相关文献,结合

我国教育部和军校有关课程思政的文件,比如«纲
要»、大学«军事医学专业(护理学四年制)人才培养

方案»,从中归纳、提炼出与本研究主题相关的指标.
以CIPP模型为理论框架,一级指标分别对应 CIPP
的４种评价类型,依据一级指标的内涵对提炼的指

标条目进行归类,得出二级指标.基于多元评价理

论,评价主体多元化,将专家、院校领导、同行等关注

点相似的归为一类评价主体,合称“同行专家”,学生

和教师本人各为一类.根据３类评价主体的角色特

征不同,将指标分别归入３个子系统.采用专家会

议法,邀请７位来自某军校基础医学院、政治理论教

研室、护理系以及附属医院的护理、教育领域专家召

开会议,讨论并修订初拟的一级、二级指标,形成了

军校护理本科专业课课程思政教学评价指标体系草

稿,由同行专家评教、学生评教和教师自评３个子系

统组成,包含１２个一级指标和４３个二级指标.

１．３　基于德尔菲法论证指标体系

１．３．１　拟制专家函询问卷　根据初拟的评价指标,
编制函询问卷,内容包括背景说明、对各项指标的评

判、专家一般情况表、对咨询内容的熟悉程度与判断

依据.

１．３．２　遴选函询专家　适宜函询的专家人数一般为

１５~５０人[５].专家纳入标准:硕士及以上学历;中
级及以上职称;从事教学达１０年及以上;承担军校

教学任务且有课程思政教学经验;自愿参与多轮

函询.

１．３．３　实施专家函询　通过电子邮件发放并回收函

询问卷.请专家对指标进行评价,内容包括:(１)指

标的重要性,采用 Likert５级评分法,从“非常不重

要”至“非常重要”依次赋１~５分.(２)从指标描述

是否准确合理、符合研究目的等方面提意见.(３)需
增加、删减的指标.每轮函询后,按照指标筛选原则

和专家意见进行修订.经３轮函询后,专家意见趋

于一致,结束函询.

１．３．４　指标筛选　从专家意见集中程度、协调程度

综合考虑,若重要性赋值均数 ≥３．５ 且变异系数

≤０．２,则保留指标;若２项条件均不符合,则删除;
若其中１项条件不符,则结合专家意见综合判断是

否删除或修改.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IBMSPSS２１．０软件进行

统计学分析,专家积极性用问卷回收率表示,专家权

威性以熟悉程度和判断依据算术平均数表示,专家

意见协调程度以变异系数和肯德尔协调系数(KenＧ
dall’sW)表示,检验水准为α＝０．０５.采用 Yaahp
１０．１软件进行层次分析法,将 Likert５级评分转换

成Saaty９级标度,使用软件构建层次结构模型、建
立判断矩阵、进行一致性检验、计算指标权重[６].

２　结果

２．１　函询专家基本情况　共纳入１６名专家,其中

男１名(６．２５％)、女１５名(９３．７５％);年龄３５~５８
岁,平均(４６．８８±７．９６)岁;硕士１１名(６８．７５％)、博
士５名(３１．２５％);重庆市１１名(６８．７５％)、上海市

２名(１２．５０％)、陕西省２名(１２．５０％)、四川省１名

(６２５％);中级４名(２５．００％)、副高级６名(３７．５０％)、
正高级６名(３７．５０％);１０~１９年者４名(２５．００％)、

２０~２９ 年 者 ８ 名 (５０．００％)、≥３０ 年 者４名

(２５００％);护理教育７名(４２．７５％)、护理管理３名

(１８７５％)、医学教育２名(１２．５０％),教育心理、应
用语言教育、英语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各１名(各占

６．２５％).

２．２　专家积极性、权威性、意见协调程度　３轮函询

问卷有效回收率为１００％、１００％、９３．８％,说明专家

积极性高;专家权威系数分别为０．８８、０．８９、０．８９,表
明专家权威程度较高;指标的变异系数分别为０~
０５０、０~０．２７、０~０．１９.３轮函询后,同行专家评

教、学生评教和教师自评３个子系统的Kendall’sW
系数依次为０．１８９、０．３３６、０．１５７,均P＜０．０１.

２．３　 专 家 意 见 及 采 纳 情 况 　３ 轮 函 询 分 别 有

８７５％、７３．３％、３１．２％的专家提出了３９条、３２条、

１１条意见.专家意见采纳及修改情况如下:(１)部
分指标表达不准确或内涵有重叠.如一级指标“课
程资源”改为“思政教学资源”,“思政成效”改为“思
政教学成效”,使其表述更有针对性;合并内涵重复

指标,如将“教师合理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开展课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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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教学”和“教师在使用信息化教学手段时注重融入

思政元素”合并为“教学方法手段与所融入的思政元

素相适应”,使之简明扼要.(２)部分指标重要性低、
与主题相关性差.如二级指标“学员清楚课程思政

的考核形式”的重要性均值为３．２５分且变异系数为

０．５,且专家认为不能以考核的方式检验课程思政教

学效果,故删除该指标;专家认为“增强了我的身心

调试能力”与课程思政无关,予以删除.(３)体现课

程思政“润物细无声”的特点.如二级指标“本课程

融入思政内容学习提升了我的军人道德”改为“我的

军人道德意识得到增强”,避免直接使用“课程思政”
一词.最终形成包含３个子系统(同行专家评教、学
生评教、教师自评)、１２个一级指标、３５个二级指标

的军校护理本科专业课课程思政教学评价指标

体系.

２．４　军校护理本科专业课课程思政教学评价指标

体系权重分析　把第３轮专家函询数据输入 Yaahp
软件,计算出３个子系统的一级指标及二级指标的

权重(详见表１~３),各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比率范围

为０~０．０４６,表明判断矩阵的一致性较好.

表１　军校护理专业课课程思政教学同行专家评教指标及权重

指　　标
得分

(分,x±s)

组合

权重

１思政教学目标 ４．７３±０．８０ ０．２００
　１．１符合人才培养方案的素质目标要求 ５．００±０．００ ０．０８０
　１．２契合本次课核心教学内容 ５．００±０．００ ０．０８０
　１．３符合学生的情感、思维和能力发展水平 ４．９３±０．２６ ０．０４０
２思政教学资源 ４．６０±０．６３ ０．１４２
　２．１课程思政素材(如故事、案例、视频等)能满 ４．８７±０．３５ ０．０７１
　足教学需求

　２．２课程思政素材联系学员的生活、学习和未来 ４．８７±０．３５ ０．０７１
　工作实际

３教学实施过程 ４．８０±０．４１ ０．３２９
　３．１适时、适量融入军政素养、护士职业素养或 ４．９３±０．２６ ０．１３４
　人文护理等思政元素

　３．２教学方法手段与所融入的思政元素相适应 ４．８０±０．４１ ０．０６８
　３．３与学生交流互动中注重价值引领 ４．８７±０．３５ ０．０９５
　３．４按需布置蕴含思政元素的课堂讨论、随堂测 ４．４７±０．７４ ０．０３２
　试或作业

４思政教学成效 ４．８０±０．４１ ０．３２９
　４．１学生表现出对军队护理人员的职责、使命有 ４．４７±０．８３ ０．１１０
　更深刻的认识

　４．２课程思政教学内容和教学设计值得教师同 ４．６７±０．６２ ０．２１９
　行借鉴

３　讨论

３．１　军校护理本科专业课课程思政教学评价指标

体系的科学性和可靠性　本研究基于 CIPP模型,
通过文献分析法、专家会议法、德尔菲法,构建了军

校护理本科专业课课程思政教学评价指标体系,具
有一定的科学性.专家代表性好、积极性高、权威程

度高,保证了指标内容的可信度.３轮函询后指标

变异系数均＜０．２,且 Kendall’sW 检验显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均P＜０．０１),说明专家对指标体系的

意见一致性较高,研究结果可靠.

表２　军校护理专业课课程思政教学学生评教指标及权重

指　　标
得分

(分,x±s)

组合

权重

１学习目标 ４．６７±０．９０ ０．１６５
　１．１我能说出课程的知识、技能和情感态度等学 ４．４０±０．７４ ０．０５５
　习目标

　１．２我能总结出学习本课程的价值和意义 ４．６０±０．７４ ０．１１０
２学习内容 ４．６７±０．７２ ０．１６５
　２．１教师采用的故事、案例或视频等素材是积极 ４．６０±０．７４ ０．０５５
　正向的

　２．２教师使用的教学素材贴近我的学习、生活和 ４．６７±０．６２ ０．１１０
　未来职业

３学习过程 ４．８０±０．５６ ０．３９１
　３．１教师分享故事、案例或视频等教学资源时, ４．１３±０．６４ ０．０６５
　我会集中注意力听

　３．２我感受到教师对我的人生观、价值观和职业 ４．９３±０．２６ ０．３２６
　观的积极引导

４学习成效 ４．７３±０．６０ ０．２７９
　４．１我对专业课学习的兴趣和动力得到增强 ４．８７±０．５２ ０．０３３
　４．２我的理想信念进一步坚定 ５．００±０．００ ０．０５７
　４．３我的军人道德意识得到增强 ５．００±０．００ ０．０５７
　４．４我的人文关怀能力得到提升 ５．００±０．００ ０．０５７
　４．５我的创新精神得到激发 ４．６０±０．９１ ０．０１７
　４．６我的职业责任感进一步增强 ５．００±０．００ ０．０５７

表３　军校护理专业课课程思政教学教师自评指标及权重

指　　标
得分

(分,x±s)

组合

权重

１思政能力 ４．７３±０．８０ ０．１２３
　１．１明确了本次课的课程思政教学目标 ５．００±０．００ ０．０５３
　１．２掌握了开展课程思政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５．００±０．００ ０．０５３
　１．３思想政治素质好 ４．６７±０．４９ ０．０１７
２课前准备 ４．８７±０．５２ ０．２２７
　２．１挖掘的思政元素符合课程教学计划的素质 ４．９３±０．２６ ０．１１３
　目标要求

　２．２教案和课件中的思政素材与课程知识点紧 ４．９３±０．２６ ０．１１３
　密联系

３课堂教学 ５．００±０．００ ０．４２３
　３．１专业知识讲授中自然融入思政元素 ５．００±０．００ ０．１６９
　３．２教学过程中注重对学生的关怀、尊重和引 ５．００±０．００ ０．１６９
　导,做到言传身教

　３．３课堂互动中注重学生反馈,适时调整课程思 ４．９３±０．２６ ０．０８５
　政教学策略

４教学成效 ４．８７±０．３５ ０．２２７
　４．１课程思政教学活动的目标达成度高 ４．９３±０．２６ ０．０８８
　４．２学生对开展的课程思政教学活动的满意度高 ４．７３±０．５９ ０．０３２
　４．３师生、生生间的情感交流互动更积极 ４．８０±０．４１ ０．０４５
　４．４自身的课程思政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４．８７±０．３５ ０．０６２

３．２　军校护理本科专业课课程思政教学评价指标

体系的合理性　本研究采用层次分析法确立一级、
二级指标的权重.结果表明,所有判断矩阵的一致

性比率＜０．１[７],说明指标的权重设置合理.指标的

权重表明指标的相对重要程度.本研究的同行专家

评教、学生评教和教师自评３个子系统分别计算各

层级指标的权重.从一级指标的权重可见,专家一

致认为课程思政教学评价中的过程评价和结果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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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

３．２．１　同行专家评教指标　一级指标权重排序为:
教学实施过程(０．３２９)、思政教学成效(０．３２９)、思政

教学目标(０．２００)、思政教学资源(０．１４２),说明教学

实施过程和教学成效是衡量专业课课程思政教学效

果的最重要指标,这与马孟伟等[８]的研究结果一致.
二级指标中,“课程思政教学内容和教学设计值得教

师同行借鉴”所占权重最高(０．２１９),专家对该指标

的关注度充分说明课程思政教学设计和教学内容仍

是教学评价的重点,教师须在优化教学设计、创新教

学内容上下功夫,以提高课程思政教学效果.“适
时、适量融入军政素养、护士职业素养等思政元素”
的权重排第二(０．１３４),体现了课程思政最突出的特

点“融合性”.

３．２．２　学生评教指标　一级指标方面,学习过程的

重要程度最高(０．３９１),其次是学习成效(０．２７９).学

习过程往往比学习结果更重要,学生在学习过程中

理解、认同并接受教师所传递的思政元素,有利于达

到课程思政教育效果.“学习目标”和“学习内容”的
权重处于末位(０．１６５),与思政课相比,课程思政以

“隐性”教育为主,具有隐蔽性、不易察觉性的特

点[９];因此对课程思政学习目标及学习内容的要求

较低.二级指标方面,权重居首位的是“我感受到教

师对我的人生观、价值观和职业观的积极引导”
(０３２６).教师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在授课时须

给学生传递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职业观,这与

«纲要»中提出的“帮助学生塑造正确的世界观、人生

观和价值观是人才培养的应有之义”理念相一致.
权重排第二的是“我能总结出学习本课程的价值和

意义”和“教师使用的教学素材贴近我的学习、生活

和未来职业”(０．１１０),提示教师要充分发挥课程的

价值教育功能,选取与学生密切相关的思政素材,以
提升课程思政教学效果.

３．２．３　教师自评指标　一级指标方面,课堂教学

(０４２３)和教学成效(０．２２７)仍居权重前两位,但课

前准备(０．２２７)比思政能力(０．１２３)更重要,这是因为

教师课程思政能力的提升是一个缓慢的、量变到质

变的过程,而教师容易做到课前精心准备和打磨教

学内容,以提高教学效果.二级指标方面,“专业知

识讲授中自然融入思政元素”和“教学过程中注重对

学生的关怀和引导,做到言传身教”的权重并列第一

(０．１６９),由此可见,教师通过课堂教学“主渠道”,做
到“思政”与“专业”的有机融合,坚持言传与身教相

结合,注重人文关怀和教育引导显得尤为重要.

３．３　军校护理本科专业课课程思政教学评价指标

体系的应用前景　本研究构建的指标体系对评价军

校护理本科专业课教师课程思政教学效果和改进教

学工作有一定的应用价值和指导意义.该指标体系

具有以下特点:第一,指标体系加入了军事护理关注

点,比如军政素养、军队护理人员职责使命,体现了

“为战育人”的理念;第二,针对不同评价主体设置独

立的评价指标及其权重,以便多元评价主体从不同

视角给予教师课程思政教学评价的反馈,督促提升

教学效果.本研究的指标体系尚未在军校护理教学

实践中应用,下一步需对其进行实证研究,检验评价

指标的实用性和信效度,进而完善指标体系并推广

使用.

４　小结

本研究以CIPP模型为理论框架,在文献研究、
理论研究和专家咨询的基础上,形成了由同行专家

评教、学生评教和教师自评３个子系统、１２个一级

指标和３５个二级指标组成的军校护理本科专业课

课程思政教学评价指标体系,具有军事护理特色,可
以为军校护理课程思政教学评价和教学质量改进提

供科学依据.课题组下一步将该指标体系应用于军

校护理本科教学评价中,进一步检验和完善指标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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