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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高校对教学质量重视程度持续提高，高职学前专业课程质量也愈发受到重视，有效评价能够促进课程质量提升。当

前高职专业课程评价存在诸多问题，借鉴CIPP评价模式理论，通过三个步骤构建了一级指标4个，二级指标11个，三级指标40
个的适用于高职学前专业课程的全过程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符合课程评价的多样性、长期性和发展性，是学前专业课程质量评

价与保障与必然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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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Curriculum Quality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Preschool
Specialty Based on CIPP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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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of Heqin Pre-school Education，Ningbo Childhood Education College，Ningbo 315016，China）

Abstract:A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ontinue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quality of teaching，the quality of preschool professional
courses in vocational colleges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important，and effective evaluation can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curricu⁃
lum quality. However，there are many problems in the current professional curriculum evaluation in vocational colleges. Based on the
CIPP evaluation model theory，a whole process quality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with 4 primary indicators，11 secondary indicators and
40 tertiary indicators，is constructed through three steps，which is suitable for the preschool professional curriculum in vocational col⁃
leges，which is in line with the diversity，long-term development of curriculum evaluation. It is the inevitable trend of quality evalua⁃
tion and guarantee of preschool professional curricu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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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学前教育专业课程是培养学前专业人才的

学业内容，在学前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占据核心

地位［1］，它应该具有以下功能：帮助学前教育专业

学生逐渐获得与社会需求相适应的执业技能，使

之成长为综合素质全面、专业基础厚实、保教能

力突出的学前教育专业人才［2］。因此其质量优劣

尤为关键。

有效的评价能够促进课程质量提升，但是当

前高职学前专业课程评价上存在诸多问题。第

一，在评价标准上缺乏全局思考，缺乏对校情、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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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教师素养、学校资源与文化等进行综合的评

估，致使在课程的实施过程中存在因人设课、课

程内容脱离一线等诸多问题。同时同一门课程

由于是不同教师授课，也有不同的评价标准，虽

然有课程标准，但其制定缺乏科学依据，大多数

由制定者凭任课教师结合授课经验来制定，不是

在大量问卷、访谈、调研和实地考察基础上得到

课程标准，对于课程标准的论证也是走形式进行

无关痛痒的修订。第二，评价主体与方式单一，

评价主体基本以教师评价和学生自评为主，缺乏

行业专家和社会评价这两类关键评价，影响了评

价的信效度，也不利于对课程质量进行多元反馈

改进。评价方式为了简单操作也较为单一，要么

是闭卷考试，要么是说课试讲。但是学前专业课

程具有多样性特点，兼具理论性和实践性。《学前

教育专业认证标准》也指出，课程评价应该指向

目标，“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第三，缺乏过程性

评价。在课程评价实施过程中需要教师收集各

种形式的材料并整理，以此来对学生的学习效果

进行评价，但是由于其实施较为繁琐，有时教师

仅仅将考勤作为平时成绩考量的重要标准，对于

学生预习情况、课堂互动程度、作业完成质量等

仅以主观意愿赋分，使过程性评价失去了实际意

义［3］。

课程评价不是教学的终止，而是教学实施的

一个阶段，对于教学实施、人才培养有持续改进

作用［4］。CIPP评价模型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

代初由美国著名教育评价家斯塔弗尔比姆及其

同事提出。它体现了全程性、过程性和反馈性三

个主要特点，包括四种评价方式组成，并用这四

种评价方式的第一个英文字母命名，即背景评价

（Context evaluation）、输 入 评 价（1nput evalua-

tion）、过程评价（Process evaluation）和结果评价

（Product evaluation）。 斯塔佛尔比姆认为，课程

评价不应局限在评价目标达到的程度，课程评价

应该是一种过程，旨在描述、取得及提供有用的

资料，为判断各种课程计划、课程方案服务。其

核心理念是“评价最重要目的不是证明，而是改

进”［5］。本研究引入CIPP评价模型到学前教育专

业课程质量评价中，结合学前教育专业特色和人

才培养的特殊需求，立足于以学习为中心的课程

评价理念，关注教学质量的生成过程，探索具有

学前教育特色的专业课程教学评价体系和机制。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案

本研究总体上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评

价指标的初步构建。通过国内外文献的研读、个

案访谈和问卷搜集资料，运用Colaizzi现象学资料

七步分析法初步构建学前教育专业课程质量评价

指标体系。第二阶段为评级指标的修订。运用德

尔菲专家咨询法对初步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进行

修订。第三阶段是运用层次分析法对已建立的评

价指标进行权重赋值。具体实施方案见图1：

图1 研究方案图

（二）研究方法

1.Colaizzi现象学资料七步分析法

Colaizzi 现象学研究资料七步分析法是由

Paul F.Colazzi于1978年提出，主要包括熟悉、识别

有意义的陈述、建构意义、聚类主题、进行详细描

述、生产基本的结构、验证基本结构7个步骤［6］。

2.德尔菲法

德尔菲（Delphi）法是以调查表的方式向专

家征求意见，专家之间通过调查者反馈材料交换

意见，经几轮征询及分析，专家意见趋于一致，得

出具有统计意义的专家集体评价结果［7］。

3.层次分析法

层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简称

AHP）是由美国运筹学家 Saaty 教授在 20 世纪

70 年代提出，是一种实用的方案及多目标决策方

法，按照思维及心理规律将决策过程层次化及数

量化［8］，具有将经验判断定量化、增强决策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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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优势［9］。

三、研究过程

（一）阶段一：初步构建高职学前专业课程质

量评价指标体系

高职学前专业课程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框架

初步确定主要来源于两方面：第一是学前教育课

程质量的相关政策文本分析和文献分析。第二

是选取一线儿园教研组长代表、县市区幼教教研

员和课程专家等不同类型的访谈对象进行《高职

学前教育专业课程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构建访谈

提纲》调查。

1.专家基本资料

在N市选取了24名来自不同性质幼儿园的

教研组长（每所1名），教研员5名和高校课程专

家10名（有教育背景），详见表1。
表1 访谈专家基本资料汇总表

编号

1-24

25-29

30-39

专家

类型

幼儿园教师

幼教教研员

高校课程专家

学历

本科

19人

1人

0人

硕士

5人

3人

3人

博士

0人

0人

6人

职称

中级

20人

0人

0人

高级

4人

4人

9人

工作年限

10-15年

15人

0人

1人

15年以上

9人

4人

8人

专业背景

学前专业

22人

4人

5人

其它教育大类

2人

0人

4人

2.指标提取结果

访谈结束后采用Colaizzi现象学资料七步分

析法整理分析资料［10］，共提炼出二级指标13个，

三级指标39个，初步拟定了高职学校专业课程质

量评价指标体系，详见表2。

表2 访谈后提取指标示例（部分）

一级指标

背景评价

输入评价

过程评价

结果评价

二级指标

实施计划

师资要求

教学组织

教学满意度

有意义的陈述

在课程实施前应该要考虑到结合高校的特点与专业要求来制定相应的课
程计划，不能上课归上课，专业建设归专业建设，学校发展归学校发展，应
该有机结合
教师是课程的主要组织者，其素质高低关乎课程质量优劣，但是当前很多学前
专业的教师都是直接从高校毕业就进入高校工作，缺乏一线幼儿园实践指导
经验，因此应该鼓励部分优秀的幼儿园名优教师进入高校课堂授课
很多时候我们只关注了课堂教学，但是学前专业因为其特殊性，整体教学
组织也很重要，比如如何将校内课程与学生校外的实习见习有机结合？
我们幼儿园其实很喜欢专科毕业生，她们比起本科生技能技巧更加熟练，
而且就业也较为稳定，但是还是有些小意见，比如有些课程我们认为很重
要但是高校却作为选修课开展，导致学生就业后我们还得重新开始教。像
家园沟通这种就迫切需要学生学会

三级指标

体现学前专业特色

鼓励幼儿园一线教
师走进高校授课

三习与课程融合
度高

行业对毕业生评
价高

（二）阶段二：修订高职学前教育专业课程质

量评价指标体系

在初步拟定的高职学前教育专业课程质量

评价指标体系的框架上，通过德尔菲专家咨询

法，选取10名学前教育专业的专家进行咨询，经

过2轮咨询与修订，最终确定了其指标体系。

1.专家权威性判定

在专家选取上主要包括一线幼儿园管理层、

普通教师、幼教机构负责人和高校教师。如果在

第一轮函询中专家表示对研究内容“较不熟悉”则

取消对其进行第二轮函询。根据熟悉程度标准

（熟悉、较熟悉、一般熟悉、较不熟悉、很不熟悉）和

（直觉、实践经验、理论知识）对专家判断的影响程

度（大、中、小）两者的赋值，结合统计频数，得出专

家两轮权威系数分别为 0.821 和 0.832，均大于

0.70，权威性高程度较高。

2.专家意见协调度分析

在第一轮函询时有一位专家表示对调查内

容“较不熟悉“，因此在第二轮未采纳。两轮函询

中各指标变异系数均小于0.3，P<0.01，说明专家

对各级指标一致性程度高，可纳入指标体系。具

体可见表1。（评价指标纳入标准为：1.指标重要

性评分4分及以上占80%以上；2.指标重要性评

分≥4分比例小于80%但满意率（5分的选择率）大

于50%；3.变异系数小于0.3［11］）。

3.指标体系确定

二轮函询中专家权威性与协调度都较高，所

以函询指标全部纳入。但是在二轮函询中专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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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5项指标提出了修改意见，如将“背景评价”

中的“目标制度”改为“目标定位”，“实施计划”改

为“课程标准”；“输入评价”中的“物资保障”改为

“教学资源”；“过程评价”中“教学组织”中加入“三

习与课程融合度”等，最终确定了二级指标11个，

三级指标40个，结果如表3。

表3 专家意见协调系数

调查轮数

肯德尔协调系数

卡方值

自由度

显著性检验

第一轮

0.243

56

274.356

0.000

第二轮

0.328

70

421.143

0.000

表4 基于CIPP模式的高职学前教育专业课程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初定）

一级指标

背景评价

输入评价

过程评价

结果评价

二级指标

目标定位

课程标准

师资要求

教学资源

教学组织

教师教学

学生学习

教学管理效果

教学效果

学习效果

教学满意度

三级指标

1.体现学前专业特色和政策要求
2.体现行业需求
3.体现学校办学特色
4.符合学生身心发展规律
1.撰写规范严谨，具有科学性与可操作性
2.评价标准合理
3.融入课程思政
1.教师应具有高校教师资格证及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或中级以上职称
2.教师应熟悉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标准，熟练运用信息化教学手段有效组织教学
3.教师应具有较强科研能力及指导学生开展实习实践相关活动的能力
4.双师型比例不低于60%
5.鼓励幼儿园一线教师走进高校授课，但外聘教师授课比例不得超过总课时20%
1.有专门的学前教育专业建设经费，生均不低于1500元。
2.有配套的实训场所
3.有一定数量的图书资料（包括电子资料）
1.教学常规好，监管协调到位
2.依据学生特点开展形式多样的教学活动
3.三习与课程融合度高
4.积极搭建校企园教育合作平台
1.遵守教学规章制度，备齐备全教学材料
2.为人师表，公平公正对待每位学生
3.课件制作精美，注重理论联系实际
4.注重教学信息化手段的运用
5.突出学前专业特色，有效利用校内外资源，授课有吸引力
1.学习主动积极，善于合作学习
2.认真完成各项学习任务
3.学会研究与反思改进
1.按照人才培养方案完成教学任务
2.教育实践活动安排合理，特点鲜明
3.各项管理监控体系完善，多元评价机制运行良好
4.对学生评价方式合理，关注三维考查
1.教师有较强的教学能力，教学业绩突出，学习能力强
2.依据课程标准高质量完成授课内容
3.学生评价良好及以上
1.符合人才培养方案中的培养目标
2.学前专业理念、专业能力和专业知识齐全
3.达到《学前教育专业师范生教师职业能力标准（试行）》的相关要求
1.学生学评教分数高，评价材料真实可靠
2.专家对课堂教学效果评价良好，对教师认可度高
3.行业对毕业生评价高

（三）阶段三：确定高职学前教育专业课程质

量评价指标体系权重

1.构建高职学前教育专业课程质量评价指标

体系层次结构

层次分析法需要先构建一个层次模型，一般

分为目标层、准则层和方案层。本研究目标层为

“高职学前教育专业课程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准

则层为“高职学前教育专业课程质量评价一级指

标和二级指标”，方案层为“高职学前教育专业课

程质量评价三级指标”，详见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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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立判断矩阵

当层数较多且构成要素较多时，可以采用

重要性赋值均数的方法进行比较，这是目前使

用最为广泛的层次分析法判断矩阵构建方

法［12］。根据二轮专家函询中的9位专家对各指

标重要性评分的均值差，参照Satty标度建立判

断矩阵，以一级指标为例，结果见表5。对一级

指标判断矩阵做数据化处理，最终得出一级指

标权重值依次为：过程评价（0.3448）、背景评价

（0.2579）、结 果 评 价（0.2498）和 输 入 评 价

（0.1475）。

表5 一级指标判断矩阵

背景评价

输入评价

过程评价

结果评价

背景评价

1

0.48

4.23

2.58

输入评价

0.431

1

4.12

2.55

过程评价

3.55

1.55

1

1.34

结果评价

0.347

0.124

3.14

1

3.确定高职学前教育专业课程质量评价指标

体系权重

根据矩阵得出一致性检验系数CR值均小于

0.1，通过一致性检验，得出高职学前教育专业课

程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权重见图2。

1.体现学前专业特色和政策要求（0.2124）

2.体现行业需求（0.2746）

4.符合学生身心发展规律（0.2781）

3.体现学校办学特色（0.2349）

5.撰写规范严谨，具有科学性和可操作性（0.3543）

6.评价标准合理（0.3421） 7.融入课程思政（0.3036）

8.教师有高校教师资格证及硕士学历或中级职称（0.1987）

9.教师熟悉人培和课标，熟练运用信息化教学手段（0.2245）

10.教师有较强科研能 力和指导学生教育实践能力（0.2101）

11.双师型比例不低于60%（0.1942）

12.有一定比例一线幼儿园教师，但外聘比例（0.1725）

13.有专门专业建设经费，生均不低于1500元（0.3377）

14.有配套的实训场所（0.3824） 15.有一定数量图书资料（0.2799）

16.教学常规好，监管协调到位（0.2465）

17.根据学生特点开展多样化教学（0.2564）

18.三习与课程融合度高（0.2553） 19.搭建校企园合作平台（0.2418）

20.遵守教学制度，备齐教学材料（0.1984） 21.为人师表，公平公正（0.2132）

22.课件制作精美，理论联系实际（0.2011）

23.注重教学信息化手段的运用（0.2013）

24.突出学前特色，有效利用校内外资源（0.1860）

25.学习主动积极，善于合作学习（0.3674）

26.认真完成学习任务（0.3140） 27.会研究反思改进（0.3186）

28.按人培完成教学任务（0.2433） 29.教育实践安排合理，特点鲜明（0.2634）

30.管理监控体系完善，多元评价机制运行良好（0.2516）

31.对学生评价方式合理，关注三维考查（0.2417）

32.教师教学能力强，业绩突出，学习能力强（0.3845）

33.根据课标高质量完成授课内容（0.3426） 34.学生评价良好及以上（0.2729）

35.符合人培的培养目标（0.3225）

36.学前专业理念、专业能力和专业知识齐全（0.3357）

37.达到《学前教育专业师范生职业能力标准（试行）》相关要求（0.3418）

38.学生学评教分数高，评价材料真实可靠（0.3378）

39.专家对课堂教学效果评价良好，对教师认可度高（0.3352）

40.行业对毕业生评价高（0.3270）

教学满意度
（0.2596）

学习效果
（0.2718）

教学效果
（0.2632）

教学管理
效果

（0.2054）

学生学习
（0.3611）

教师教学
（0.3248）

教师组织
（0.3141）

（0.2579）

（0.1475）

（0.3448）

（0.2498）

结
果
评
价

过
程
评
价

输
入
评
价

背
景
评
价

高
职
学
前
教
育
专
业
课
程
质
量
评
价
指
标
体
系

教学资源
（0.4688）

师资要求
（0.5312）

课程标准
（0.4468）

目标定位
（0.5532）

图2 基于CIPP模式的高职学前教育专业课程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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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结果

本研究构建了基于 CIPP 模型高职学前教

育专业课程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共有指标 69

个，包括一级指标4个，二级指标11个，三级指

标40个。由于权重指数较为复杂，便于实践操

作，对数据进行圆整，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可以

按照表6进行赋分评价，从而形成具体课程质

量评价分数。

表6 基于CIPP模式的高职学前教育专业课程质量评价指标表

一级指标

背景评价

26

输入评价

15

过程评价

34

结果评价

25

二级指标

目标定位

14

课程标准

12

师资要求

8

教学资源

7

教学组织

11

教师教学

11

学生学习

12

教学管理

效果

5

教学效果

7

三级指标

1.体现学前专业特色和政策要求

2.体现行业需求

3.体现学校办学特色

4.符合学生身心发展规律

5.撰写规范严谨，具有科学性与可操作性

6.评价标准合理

7.融入课程思政

8.教师应具有高校教师资格证及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或中级以

上职称

9.教师应熟悉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标准，熟练运用信息化教学手

段有效组织教学

10.教师应具有较强科研能力及指导学生开展实习实践相关活动

的能力

11.双师型比例不低于60%

12.鼓励幼儿园一线教师走进高校授课，但外聘教师授课比例不

得超过总课时20%

13.有专门的学前教育专业建设经费，生均不低于1500元

14.有配套的实训场所

15.有一定数量的图书资料（包括电子资料）

16.教学常规好，监管协调到位

17.依据学生特点开展形式多样的教学活动

18.三习与课程融合度高

19.积极搭建校企园教育合作平台

20.遵守教学规章制度，备齐备全教学材料

21.为人师表，公平公正对待每位学生

22.课件制作精美，注重理论联系实际

23.注重教学信息化手段的运用

24.突出学前专业特色，有效利用校内外资源，授课有吸引力

25.学习主动积极，善于合作学习

26.认真完成各项学习任务

27.学会研究与反思改进

28.按照人才培养方案完成教学任务

29.教育实践活动安排合理，特点鲜明

30.各项管理监控体系完善，多元评价机制运行良好

31.对学生评价方式合理，关注三维考查

32.教师有较强的教学能力，教学业绩突出，学习能力强

33.依据课程标准高质量完成授课内容

34.学生评价良好及以上

权重

3

4

3

4

4

4

4

2

2

2

1

1

2

3

2

3

3

3

2

2

3

2

2

2

4

4

4

1

2

1

1

3

2

2

评价来源

书面材料（如

教案、课程标

准等）

书面材料（如

教师资料、教

学PPT、人才

培养方案等）

听课+书面材

料（1.每门课

程推门听课不

少于5节2.书

面材料主要为

教师教案、学

生作业等）

书面材料+随

机访谈（1.书

面材料主要

为教学管理

文件、人培方

案、学评教评

价结果等

评价专家

校 内 督

导+校外

课程专家

校 内 督

导+校外

课程专家

校内督导

为主+校

外课程专

家

校内督

导+校外

课程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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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说明：在分值把控上，高校可结合自身情况制定相关等级标准，如90分以上为优秀，80-90为合格，80以下需要整改。

学习效果

7

教学

满意度

6

35.符合人才培养方案中的培养目标

36.学前专业理念、专业能力和专业知识齐全

37.达到《学前教育专业师范生教师职业能力标准（试行）》的相关要求

38.学生学评教分数高，评价材料真实可靠

39.专家对课堂教学效果评价良好，对教师认可度高

40.行业对毕业生评价高

2

2

3

2

2

2

100

五、分析与讨论

CIPP评价模式体现了全程性、过程性和反馈

性，整合了终结性评价、形成性评价和诊断性评

价多种评价模式，四个阶段各有侧重，有机结合，

保证了评价的科学有效。

（一）CIPP模式应用于学前教育专业课程质

量评价适切性分析

1.CIPP 评价模式的全程性适切于学前教育

专业课程质量评价的多样性

学前专业课程门类繁多，既有强调幼儿园教

学实践的五大教法课，又有提升学生艺术素养的

钢琴、美术、舞蹈等课程，还需要潜移默化培养学

生关爱幼儿、教书育人的能力，其复杂性要求在

对课程进行评价时也要考虑到多样性评价。如

理论性较强的课程《学前教育学》《学前儿童心理

学》以闭卷考试为主，而对于《幼儿园班级管理》

《幼儿园听课与评课》等实践性较强的课程除了

要求学生掌握相关的知识点，在评价中还可以加

入情境模拟，实地（进入幼儿园）考查等形式，而

相关材料也可以作为对教师教学质量的检测。

CIPP评价模式从背景评价、输入评价、过程评价、

结果评价四个环节进行了全程性评估，能够将课

程评价与学前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课程标准、师

资情况、教学实施、教学效果等进行综合全方位

评价，符合学前专业课程评价的多样性，科学地

反映课程质量。

2.CIPP 评价模式的过程性适切于学前教育

专业课程质量评价的长期性

学前教育课程评价是一项长期工作，其评

估体系的构建也需要经过不断的调研、设计、

实施、反馈和改进等多个阶段，同时还需要根

据社会需求、时代变化、教育理念的改变等不

断的发展提高。CIPP评价模式的过程性特点，

能根据质量评价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潜在原因

等进行实时监控，利于课程质量的改进。如

《幼儿游戏理论与实践》这门课程作为专业核

心课程，大多数高职院校以闭卷笔试考核为

主，但随着“游戏是幼儿的基本活动”等理念的

深入人心，我们更应该培养开展与指导各类游

戏活动的能力，因此在课程考核中可以进行调

整，形式可以变为各类游戏的模拟实训，甚至

是开办一个游戏节，真正提升学生组织与指导

游戏的能力。

3.CIPP 评价模式的反馈性适切于学前教育

专业课程质量评价的发展性

高校教学不同于其它学段，没有升学压力以

及学科分数排名，教师有时候为了获得好的评价

在日常教学中较为松散，甚至出现实际授课与教

案“两张皮”，因此需要对课程实施效果进行实时

评价反馈。而CIPP评价模式即时反馈性能有效

避免以上问题。尤其是将结果评价环节作为评

价的一部分，能够在评价过程中通过评价结果反

馈问题，及时调整。如教学满意度中引入学生、

专家和行业三方的评价，而不仅仅局限于学生评

价，能有效提升教师的教学质量和学生的学习效

果，同时还能督促相关部门及时调整课程实施中

出现的问题［13］。

（二）实施建议

1.成立专门评价机构

CIPP评价模式的评价体系需要由专门的机

构牵头构建、实施和改进，一般由高校教务处或

者质量管理办公室来牵头研制并管理实施。该

机构不仅需要在前期聘请专家研制论证评价标

准，还需要与时俱进地定期修订，同时还需要协

调各类专家和各部门参与到课程评价的具体工

2.随机访谈主

要是抽取一定

比例的学生代

表、用人单位

代表进行座谈

或电联）

续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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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中。尤其是CIPP的四个评价环节尽量需保持

是同一批专家，确保评价工作落落实落地，切不

可出现学校层面出台评价标准，二级学院或相关

部门还是按照老一套敷衍应对。

2.搭建多方参与评价平台

为保障评价的可靠性，如表6所示，CIPP评价

模式四个环节基本都需要校内外专家的共同参

与评价，尤其是校外专家需要全程参与到评价过

程中，但是每次都到校参与不是很方便，考虑到

评价的便捷可行，应充分利用“互联网+”时代的

新技术，建立允许多方参与的网络平台［14］。评估

专家可随时随地调取资料进行评价，如通过远程

直播进行教师教学相关环节评价，既省时又能保

留评价材料，保证评价有据可依。

3.正确对待评价结果

CIPP 评价模式目的是为了改进而不是证

明。因此本模式应用于高职学前教育专业课程

质量评价中的评价结果主要是为了课程进行改

进而非其它。如果在数据评价分析过程中，发现

了教师、学生、教学管理方等出现了问题，应该理

性应对，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并及时反馈调整，

对修整后的数据再进行评价，形成良性循环。使

高职学前教育教育课程评价摆脱终结式、专家导

向式的评价，向更健康有效的方式转变［15］。

4.坚持动态管理

为了保证评价的真实有效，在CIPP评价模

式实践过程中，需及时了解相关政策、教学变

革、信息化的发展等内外多重因素变化，操作

时灵活调整，体现动态管理［16］。如2021年 4月

出台了《学前教育专业师范生教师职业能力标

准（试行）》，根据此文件需要修订人才培养方

案、课程标准，而这些内容也是本评价体系的

重要构成部分，因此在课程质量评价中也应该

及时的修改跟进。

最后，对于任何评价模式和方法都应因地制

宜的发展性应用。本研究只是构建了高职学前

教育专业课程质量评价体系的思路与方法，需要

不断的实践来检验与修正，细化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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