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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ＣＩＰＰ 模式的师范生师德评价体系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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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新时代师德建设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ꎬ但师范生评价存在制度性悬浮与实践性断裂问题ꎮ 传

统师德评价体系存在重底线规范、轻高阶指标且量化考核静态化等局限ꎬ基于 ＣＩＰＰ 模式构建四维评价框架

可有效破除这些局限ꎮ 背景评价维度以整合政策要求与社会期待为动态校准目标ꎬ输入评价维度以构建资

源适配机制优化保障条件ꎬ过程评价维度以设计 ＡＩ 行为追踪路径监测师德转化ꎬ输出评价维度以建立成效验

证模型评估内生发展ꎮ “四维贯通－双循环驱动”模型采用德尔菲法形成含 ４ 个一级指标、１２ 个二级指标的评

价体系ꎬ能够实现“目标－资源－行为－成效”全周期闭环ꎮ 该体系旨在探索师德培育从外部约束转向内生涵养

的转化路径ꎬ为教师教育质量监测提供系统性方法论ꎮ 后续需深化数据协同与生态共建机制ꎬ通过实证研究

验证体系的实践效能与适应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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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

“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 [１]３４ꎮ 这一重要论述为新

时代教师队伍建设确立了价值基准ꎬ同时将师德

师风明确置于教师评价体系的首要地位ꎮ ２０１９
年ꎬ教育部等七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强和改

进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的意见»系统强化了师德

考核的优先性ꎬ要求构建全面客观的考核体

系[２]ꎮ ２０２０ 年ꎬ«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

方案»进一步聚焦师范教育质量提升ꎬ创新性地

提出“过程－结果”双维评价机制ꎬ通过评价反馈

促进培养体系持续改进[３]ꎮ 这种政策演进深刻

揭示了师德评价的双重属性:既是师范生职业准

入的筛选机制ꎬ更是其职业道德养成的培育载体ꎮ
檀传宝强调师德评价应当超越“底线管控”思维ꎬ
转向“专业成长导向”的评价模式ꎬ通过动态监测

促进师范生伦理敏感性发展[４]ꎮ 作为教师队伍

的后备力量ꎬ师范生师德素养直接关系到基础教

育的未来质量ꎮ 构建科学的师德评价体系ꎬ既能

有效引导其树立正确的职业价值观ꎬ又能系统性

提升其关爱学生、敬业奉献等核心师德素养ꎬ这对

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具有重要意义ꎮ

师德作为教师职业行为的伦理准则ꎬ其本质

是维系教育共同体存续的社会契约ꎮ 涂尔干指

出ꎬ专业群体需要通过制定规范来协调个体与集

体的关系ꎬ这种看似限制性的规约实则是形成集

体意识的关键机制[５]２２ꎮ 具体到教师职业领域ꎬ
师德既包含关爱学生、公正执教等显性行为准则ꎬ
也蕴含对教育规律的内在敬畏ꎮ 师德建设需要实

现从“规范约束”到“意义建构”的跃迁ꎬ这一理论

转向在学界已形成共识ꎮ 正如叶澜的“教师专业

自觉理论”所强调的ꎬ师德培育应通过“价值唤

醒—实践反思—生命自觉”的递进机制ꎬ促进教

师从被动遵从转向主动建构专业伦理[６]ꎮ 对于

兼具“学生”与“准教师”双重身份的师范生而言ꎬ
这种转化更具复杂性:他们既需完成专业知识的

系统学习ꎬ又要在角色转换中建构职业认同ꎮ 当

前师范生普遍存在的职业认知模糊、师德践行能

力薄弱等问题ꎬ正凸显了构建评价体系的紧迫性ꎮ
科学的评价引导ꎬ可有效促进其将师德规范从外

部约束转化为内在品格ꎬ进而实现从被动遵从到

主动践行的质变ꎮ
当前师范生师德评价面临制度性悬浮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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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断裂的双重挑战ꎮ 在标准建构层面ꎬ既有体系

多局限于底线规范ꎬ如“遵纪守法”ꎬ而疏于“教育

情怀” “文化自觉” 等高阶师德指标的系统融

入[７]ꎻ在实施路径层面ꎬ传统量化考核难以捕捉

师德养成的动态性与情境性特征[８]ꎮ 相较而言ꎬ
美国 ＩＮＴＡＳＣ 标准通过将师德要素嵌入 １０ 项教

师核心能力ꎬ实现了伦理规范向实践行为的有效

转化[９]ꎮ 我国«中学教育专业师范生教师职业能

力标准(试行)»虽明确了师德要求[１０]ꎬ却缺乏可

观测的行为梯度设计ꎮ 为此ꎬ本研究基于斯塔弗

尔比姆 ＣＩＰＰ 模式[１１]３０３构建四维解决方案ꎮ 在背

景评价维度ꎬ整合政策要求与社会期待ꎬ建立法治

化评价基准[１２]ꎻ在输入评价维度ꎬ设计法治化三

级梯度指标ꎬ将抽象师德规范转化为可观测行为ꎬ
驱动资源精准投放ꎻ在过程评价维度ꎬ融合动态评

估工具与情境嵌入式观测[１３]４３ꎬ[１４]ꎬ突破传统静态

考核的时空局限ꎻ在输出评价维度ꎬ设计认知与行

为协同验证机制ꎬ强化师德发展的内生一致

性[１５]ꎮ 该框架旨在进行“目标动态校准—资源靶

向配置—过程生态追踪—内生动力激活”的系统

性重构ꎬ推动师德评价从“机械合规”向“道德涵

养”跃迁ꎮ

　 　 一、师德评价与 ＣＩＰＰ 模式的关系拟
合性

　 　 (一)ＣＩＰＰ 模式的基本内涵和主要特征

１.ＣＩＰＰ 模式的基本内涵

ＣＩＰＰ 模式由斯塔弗尔比姆提出ꎬ以 “背景

(Ｃｏｎｔｅｘｔ)—输入( Ｉｎｐｕｔ)—过程(Ｐｒｏｃｅｓｓ)—输出

(Ｐｒｏｄｕｃｔ)”四维协同构成系统性评价框架[１６]２７９ꎮ
该框架突破泰勒行为目标模式[１７]８５的线性局限ꎬ
凸显动态改进逻辑ꎮ ＣＩＰＰ 模式通过引入背景评

估(需求诊断)和输入评估(资源配置)前置环节ꎬ
将评价从单一终点判断扩展为持续改进的闭环ꎮ
这种动态性体现在过程评估的实时反馈机制ꎬ使
评价者可根据实施阶段的变量(如资源损耗、环
境变化)动态调整评价标准ꎬ突破泰勒模式“目标

固化”的局限ꎮ 背景评价以政策环境(如«新时代

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 [１８] )和社会需求

为锚点ꎬ诊断师德目标的合理性ꎻ输入评价聚焦资

源保障ꎬ如“师德课程占比、导师配置”与方案可

行性评估ꎬ建立法治化裁量基准ꎻ过程评价依托形

成性评估工具[１９]ꎬ通过 “嵌入式评价—动态调

控”机制监测师生伦理实践ꎻ输出评价运用上薗

联想测评法[２０] 追踪师德践行效果(如伦理敏感

度、文化回应能力)ꎬ构建“认知－行为”双轨反哺

机制ꎮ 四维联动形成“目标校准－资源适配－行为

干预－效果验证”的全周期闭环系统ꎮ
２.ＣＩＰＰ 模式的主要特征

ＣＩＰＰ 模式的过程性、反馈性、全覆盖特征深

度契合师德评价的实践需求ꎮ 过程性特征体现在

突破传统结果导向桎梏ꎬ通过形成性评价工具[２１]

实现全程支持ꎬ捕捉师范生师德养成的阶段性跃

迁规律ꎻ反馈性特征体现在以“诊断－调适”螺旋

机制为核心ꎬ采用智能技术实时生成师德行为改

进建议ꎬ驱动教育干预精准化ꎻ全覆盖特征则体现

在贯通教育全周期ꎬ覆盖“政策锚定(背景)—资

源配置(输入)—行为监测(过程)—意识测评(输
出)”全链条ꎬ上薗联想测评法通过词汇联想投射

技术量化师德潜意识ꎬ为输出评价提供科学化测

量工具ꎬ系统性破解传统师德评价的碎片化困境ꎮ
(二)师德评价与 ＣＩＰＰ 模式的关系拟合性

１.ＣＩＰＰ 模式的系统性适配

传统师德评价因“碎片化”陷入结构性困境ꎮ
背景层虚化表现为大多数院校师德评价仅聚焦底

线规范ꎬ导致高阶师德目标悬浮ꎻ输入层存在资源

错配ꎬ法治化裁量基准缺失等问题ꎻ过程层依赖静

态化监测工具ꎬ难以捕捉师生互动的动态伦理实

践ꎻ输出层则因结果脱节而丧失改进功能ꎮ ＣＩＰＰ
模式通过四维联动实现系统性革新ꎮ 背景评价维

度整合«师范类专业认证标准» [２２] 的文化回应需

求ꎬ细化“教育情怀” “伦理决策”等梯度化目标ꎻ
输入评价维度设计可操作行为指标ꎬ依托法治化

框架规范资源投放ꎻ过程评价维度运用视频编码

技术与 ＡＩ 行为分析模型ꎬ实现师生互动数据的精

准量化ꎻ输出评价维度通过师范生师德档案袋追

踪教育实践期间专业发展轨迹ꎬ如教育实习期间

师德投诉率ꎬ构建“目标校准—实践反馈”闭环ꎮ
四维协同从根源上破解了传统评价的割裂性

问题ꎮ
２.ＣＩＰＰ 模式的改进性适配

ＣＩＰＰ 模式通过“内外双循环”机制重构评价

逻辑ꎮ 内循环聚焦教育过程改进ꎬ例如ꎬ通过“周
反思—月诊断”机制分析实习日志中的伦理决策

案例ꎬ 有针对性地优化师德课程模块ꎬ使师范生

认知偏差修正效率提升ꎻ外循环则对接社会需求

演化ꎬ动态调整评价标准与资源配置方向ꎬ如增设

“危机事件模拟训练”后ꎬ实习生师德投诉率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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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ꎮ 这一机制既响应了«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

革总体方案»提出的“强化过程评价”要求ꎬ亦通

过智慧微格教室的 ＡＩ 实时分析技术ꎬ使师范生师

德素养有效提升ꎮ 双循环机制通过 “评价—反

馈—迭代”的动态路径ꎬ实现了师德培养与时代

需求的深度耦合ꎮ

　 　 二、师范生师德评价体系的解析

师德评价需融合过程导向与产出导向双重逻

辑ꎬ构建动态发展的师范生师德评价体系ꎮ 过程

导向聚焦师范生学习全周期中的师德践行能力动

态发展ꎬ强调通过形成性评价实现持续改进ꎻ产出

导向则依据«师范生教师职业能力标准(试行)»
设定师德践行能力阈值ꎮ 二者协同作用ꎬ形成

“发展性追踪—目标性校准”的闭环机制ꎬ其核心

在于以 «普通高等学校师范类专业认证标准»
(２０１７)为政策锚点ꎬ将“师德规范” 与“教育情

怀”转化为可观测的行为指标ꎬ如家校沟通场景

中的伦理决策正确率ꎬ并通过“目标—课程—实

践”三阶联动破解传统师德教育的碎片化困境ꎮ
师范生师德评价体系以具身认知理论为内

核ꎬ构建“身心体验—价值内化”的整合路径ꎮ 该

体系突破传统知识灌输模式ꎬ强调身体参与对道

德认知的重构作用ꎬ通过“三模块四维度”架构实

现“知情意行”统一ꎮ 理论课程模块依托课程思

政与教师教育课程ꎮ 例如ꎬ«教育伦理案例分析»
课程ꎬ系统解构“四有”教师标准ꎬ强化价值认同ꎮ
实践教学模块采用“见习—实习—研习”三阶递

进模式ꎬ运用 ＡＩ 微格教室量化师范生师德行为表

现ꎬ促进认知向行动的转化ꎻ课外活动模块通过参

与式学习ꎬ如师德叙事工作坊、师德典范浸润项

目ꎬ在“理想信念—责任担当”维度构建具身化教

育场景ꎬ印证具身体验对师范生德行养成的促进

作用ꎮ
师德评价体系构建需遵循 “课程化—数据

化—生态化”三重原则ꎮ 一是将教育活动转化为

结构化课程体系ꎮ 例如:依据«新时代中小学教

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开发师德冲突解决的情境

模拟课程ꎮ 二是建立多源数据采集系统ꎮ 如挖掘

实习日志文本、编码分析课堂视频ꎬ通过机器学习

模型识别师德发展关键节点ꎮ 三是构建“学校－
家庭－社会”协同生态ꎮ 例如ꎬ引入家长评议机

制ꎬ强化师德行为的社会回应性ꎮ 此体系既契合

师范专业认证 ＯＢＥ 理念中的“持续改进”要求ꎬ

亦通过动态反馈机制ꎬ如周反思—月诊断制度ꎬ推
动师德教育从“机械达标”向“师德内生”的范式

转型ꎬ为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提供方法论支撑ꎮ

　 　 三、基于 ＣＩＰＰ 模式的师范生师德评价
体系重构

　 　 (一)基于 ＣＩＰＰ 模式的师范生师德评价内涵

重构

本研究将 ＣＩＰＰ 模式与师德评价相结合ꎬ构
建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ꎬ以 ＯＢＥ 理念

为方法论指导的“目标校准—资源适配—过程调

控—成效验证”四维联动的闭环评价系统ꎬ破解

传统评价的线性局限ꎮ 依托德尔菲法专家论证机

制实现师德目标与基础教育需求的动态适配ꎬ运
用 ＡＩ 行为分析与视频编码技术建立实时调控链ꎮ
相较于传统结果性评价ꎬ其核心突破在于环境适

应性、过程增值性与生态协同性ꎮ
(二)基于 ＣＩＰＰ 模式的师范生师德评价模型

构建

本研究创新构建“四维贯通—双循环驱动”
的师范生师德评价动态模型(如图 １ 所示)ꎮ 该

模型以 ＣＩＰＰ 模式为理论框架ꎬ通过环境锚定、资
源适配、行为观测、成效反哺四个维度的系统整

合ꎬ形成“环境评价锚定培养目标—资源评价诊

断保障条件—过程评价观测教学行为—成效评价

反哺培养系统”的立体化评估机制ꎮ 区别于传统

单向评价范式ꎬ本模型具有两大创新特征:其一ꎬ
通过内循环(教育过程动态优化)与外循环(社会

需求适应性调整)的双向反馈机制ꎬ实现师德评

价体系的自组织演进ꎻ其二ꎬ依托师生共情指数、
师德决策树模型等量化指标ꎬ结合社会满意度增

值评估ꎬ构建数据驱动的动态评价体系ꎮ 该模型

能有效破解传统评价中目标—过程—结果割裂的

困境ꎬ为新时代教师教育质量监测提供了可推广

的评估范式ꎮ
１.背景评价———目标定位的动态校准系统

背景评价为师范生师德评价体系构建的逻辑

起点ꎬ聚焦社会需求、政策导向与办学定位的三维

协同ꎬ建立目标参照系ꎮ 通过基础教育师资胜任

力追踪和用人单位调研量化目标合理性ꎬ依据师

范类专业认证标准细化可观测行为指标ꎬ采用德

尔菲法建立“国家导向—院校特色—学生发展”
三阶目标体系ꎮ 该目标定位的动态校准系统为后

续评价提供基准参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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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基于 ＣＩＰＰ 模式的师范生师德评价动态模型

　 　 ２.输入评价———资源保障的系统适配机制

输入评价构成师范生师德评价体系的物质基

础ꎬ通过制度、人力与课程三要素诊断资源供给有

效性ꎮ 评估师德教育组织架构与管理制度的完备

性ꎬ量化导师配比与专业发展支持水平ꎬ开发梯度

化课程体系ꎮ 该资源保障的系统适配机制确保输

入维度与背景维度形成闭环反馈ꎬ提升育人计划

可行性ꎮ
３.过程评价———行为观测的持续调控网络

过程评价作为师范生师德评价体系的核心调

控中枢ꎬ整合混合研究方法实现实时监测ꎬ构建理

论课程、实践课程与活动课程三位一体的监测体

系ꎻ运用课堂观察法与文本挖掘技术追踪理论课

程的价值内化效果ꎬ通过 ＡＩ 微格教室与实习日志

编码量化实践课程的行为转化效率ꎻ采用参与式

评估与社会网络分析优化活动课程效能ꎮ 每学期

该行为观测的持续调控网络生成动态诊断报告ꎬ
为过程评价持续性改进提供数据支撑ꎮ

４.输出评价———成效验证的增值反哺路径

输出评价作为师范生师德评价体系的闭环终

端ꎬ聚焦认知、行为与影响三层次成效验证ꎬ采用

上薗联想测评法与情境测试量化价值认同度ꎬ通
过师德档案袋追踪师范生教育实践期间职业行为

表现ꎬ引入舆情分析与家长评议机制评估社会溢

出效应ꎮ 该成效验证的增值反哺路径为缩短目标

迭代周期提供操作性方案ꎮ
(三)基于 ＣＩＰＰ 模式的师范生师德评价指标

体系构建

师德评价指标体系构建遵循有限目标原则、
适宜性原则和激励性原则ꎮ 有限目标原则需聚焦

师德发展的认知、行为、影响三个核心维度ꎬ避免

评价指标泛化ꎻ适宜性原则要求指标设计需符合

师范生师德发展特征ꎻ激励性原则需通过增值性

评价促进师德成长ꎮ 基于 ＣＩＰＰ 模式ꎬ经多方充

分论证ꎬ形成了包含 ４ 个一级指标、１２ 个二级指

标的评价指标体系ꎬ具体描述如表 １ꎮ
表 １　 基于 ＣＩＰＰ 模式的师范生师德评价指标体系

维度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含义 测量工具

背景评价 目标动态校准

战略协同性 培养目标与国家师德政策的契合程度 政策文本分析工具

需求敏感性 对基础教育领域师德需求的响应能力 标准化需求问卷

文化适应性 优秀传统文化在师德培养中的转化效率 文化元素分析量表

输入评价 资源系统适配

制度完备性 师德制度覆盖人才培养全环节的程度 制度审计清单

资源保障性 数字化与传统师德教育资源的配置合理性 资源平台数据抓取工具

课程结构性 师德课程体系的逻辑衔接与层次递进性 课程衔接评估表

过程评价 行为持续观测

认知内化度 师德准则转化为个人信念的强度 标准化测试卷

行为转化度 师德规范在课堂行为中的外显频次 行为观察表

环境支持度 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的有效性 社会关系图谱工具

输出评价 成效增值验证

认知增值性 师德认知水平的前后测对比年度提升幅度 价值观前后测对比量表

行为持续性 师范生教育实践期间无师德失范的记录 教育实践师德失范问卷

社会辐射性 师德典型经验在区域内的推广覆盖率 媒体影响力指数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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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基于背景的师范生师德目标动态校准评价

指标的选取

背景评价主要是对师范生师德评价指标体系

的必要性进行分析ꎬ主要锚定培养目标与国家战

略、社会需求的动态适配ꎮ 通过战略协同性、需求

敏感性、文化适应性三个维度进行诊断性评价ꎮ
其中ꎬ战略协同性ꎬ主要考察培养目标与«师范生

教师职业能力标准(试行)» «新时代中小学教师

职业行为十项准则»等政策的文本匹配度ꎬ通过

使用政策文本分析工具量化分析ꎻ需求敏感性ꎬ聚
焦基础教育领域师德问题响应能力ꎬ采用标准化

需求问卷采集城乡教师师德认知差异化数据ꎻ文
化适应性ꎬ评估传统文化要素ꎬ如师道尊严理念在

师德培养中的转化效率ꎬ依托文化元素分析量表

测量ꎮ 师德目标动态校准评价指标选取的具体指

标应覆盖政策动态跟踪能力、需求反馈至课程调

整的平均周期、传统师道案例在课程中的占比等

具体量化指标点ꎮ
２.基于输入的师范生师德育人资源适配评价

指标的选取

输入评价是对师范生师德评价指标体系的保

障性进行分析ꎬ主要聚焦资源的系统适配质量ꎬ具
体包括制度完备性、资源保障性、课程结构性三个

维度ꎮ 制度完备性ꎬ采用制度审计清单核查招生

条件准入、师德课程实施、学位授予全流程制度覆

盖率ꎬ重点检测“师德一票否决”条款覆盖率ꎻ资
源保障性ꎬ通过数字化资源平台数据抓取工具ꎬ实
时监测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完成率和典型案例库

访问频次ꎻ课程结构性ꎬ运用课程衔接评估表ꎬ诊
断师生伦理、教育法规、教育实践课程模块的逻辑

衔接度ꎬ设定相邻课程重复率的预警阈值ꎮ 师德

育人资源适配评价指标选取的关键量化指标ꎬ包
括生均数字资源投入强度、师德理论实践学分比

例范围、年度制度修订条目数量等指标点ꎮ
３.基于过程的师范生师德行为转化评价指标

的选取

过程评价是师范生师德评价指标体系的核心

环节ꎬ是对整个育人过程的动态评价ꎮ 过程评价

实施行为持续观测ꎬ设置“认知内化度、行为转化

度、环境支持度”三层次监测机制ꎮ 认知内化度ꎬ
采用情境判断测验模拟师德危机事件ꎬ如家校冲

突处置ꎬ结合标准化测试问卷量化信念强度ꎻ行为

转化度ꎬ运用弗兰德斯互动分析与师德双编码系

统ꎬ记录课堂外显行为频次ꎬ重点统计亲和型体态

语使用率ꎻ环境支持度ꎬ借助社会关系图谱工具ꎬ
绘制家校社协作网络密度ꎬ设定节点连接密度有

效支持阈值ꎮ 师德行为转化评价指标的选取实施

周视频分析、季度认知扫描题库更新率、动态环境

响应时效三大操作规范指标点ꎮ
４.基于输出的师范生师德成效增值评价指标

的选取

输出评价是师范生师德评价指标体系的关键

环节ꎬ是对育人成效的最终检验ꎮ 输出评价实施

成效增值验证ꎬ覆盖“认知增值性、行为持续性、
社会辐射性”三个维度ꎮ 认知增值性ꎬ对比价值

观前后测数据ꎬ设定年度认知增量最低标准ꎻ行为

持续性ꎬ对接师范生教育实践管理系统ꎬ统计师范

生教育实践过程师德失范行为记录率ꎻ社会辐射

性ꎬ计算师德案例在新华社等核心媒体与短视频

平台的传播指数ꎬ设计媒体影响力最低阈值ꎮ 师

德成效增值评价指标的选取是构建微格教学视频

非言语行为识别、实习日志关爱学生词频统计、社
会网络扩散半径超三个区域的多模态证据链指标

点ꎬ形成师德成长档案袋闭环验证体系ꎮ

　 　 四、ＣＩＰＰ 模式的师范生师德评价改进
策略

　 　 以过程性评价为核心ꎬ建立 “目标动态优

化—行为过程跟踪—数据多元验证” 的改进体

系ꎬ重点提出二类可操作的改进措施ꎮ
(一)优化师德评价目标设计

１.建立目标动态调整机制

依据«中学教育专业师范生教师职业能力标

准(试行)»ꎬ依据内涵特征ꎬ梳理出具体条目的结

构要素ꎬ理解概念、设计可操作的育人目标ꎮ 采用

问卷星每学期收集一线学校师德需求ꎬ将«新时

代教师职业行为准则»分解为可观测行为指标ꎬ
如:公平对待学生行为发生频率ꎮ 开发师德案例

资源库ꎬ要求每学期更新家校沟通、校园欺凌处理

等典型情境案例ꎬ并配套设计行为观察量表ꎮ
２.构建模块化目标体系

开设“师德认知＋教育实践”双模块课程ꎬ建
立课程目标对照表ꎮ 使用课程矩阵工具ꎬ检测相

邻课程内容重复率ꎬ对教师伦理与班级管理课程

进行季度交叉审查ꎮ 制定«师范生师德行为成长

手册»ꎬ明确“每周记录 １ 次学生指导案例、每月

撰写 １ 篇教育反思”等可操作要求ꎬ形成从认知

到行为的渐进式目标链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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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构建科学的师范生师德评价体系

１.实施师德多元过程评价

建立“教师观察(５０％)＋学生自评(３０％)＋同
伴互评(２０％)”的复合评价体系ꎮ 开发课堂行为

记录 Ａｐｐꎬ重点采集三类数据ꎮ 一是过程性数据ꎬ
每日记录有效沟通次数(≥３ 次 /课时)ꎮ 二是阶

段性数据ꎬ每月分析实习日志中关爱学生词频

(≥５ 次 /千字)ꎮ 三是终结性数据ꎬ毕业前核查

«中学教育专业师范生教师职业能力标准 (试

行)» « 新 时 代 教 师 职 业 行 为 准 则 » 达 标 率

(１００％)ꎮ
２.规范数据采集流程

采用“三时点采集法”ꎮ 一是入学时建立师

德基线档案(含价值观测试、情景判断测试)ꎻ二
是每学期随机抽取 ４ 课时ꎬ进行课堂视频切片分

析ꎻ三是实习期实施关键事件记录ꎬ每月至少记录

２ 件师德实践案例ꎮ 所有数据存入加密云盘ꎬ设
置三年定期清理机制ꎬ形成持续追踪的证据链ꎮ

３.健全评价保障机制

制定«师范生师德评价操作手册»ꎬ明确三项

实施规范ꎮ 一是提前 ２４ 小时告知观测安排ꎬ使用

统一编码替代真实姓名ꎻ二是敏感数据(如师生

冲突记录)需双人核对、领导审核、设置异议申诉

通道ꎬ对争议评价启动三方复核ꎻ三是建立师德案

例研判小组ꎬ每月分析 １ 次典型数据ꎬ动态调整不

适宜的观测指标ꎮ

本研究基于 ＣＩＰＰ 模式构建了覆盖“背景－输
入－过程－输出”四维联动的师范生师德评价体

系ꎬ通过目标动态校准、资源适配机制、行为追踪

技术及成效验证路径的系统整合ꎬ为破解传统评

价的碎片化与静态化问题提供了理论框架ꎮ 研究

创新性地提出“四维贯通—双循环驱动”模型ꎬ设
计包含 ４ 个一级指标、１２ 个二级指标的可操作化

评价工具ꎬ理论上实现了师德培育从规范约束到

内生发展的逻辑跃迁ꎮ 然而ꎬ研究仍存在明显局

限:一是评价体系尚未开展大规模实践验证ꎬ其应

用效能与适应性需通过实证研究进一步检验ꎻ二
是 ＡＩ 行为分析、师德档案袋等工具的技术可行性

与伦理风险仍需深化探讨ꎻ三是评价指标的区域

普适性及长周期追踪机制尚未完善ꎬ难以全面反

映师德发展的动态规律ꎮ 后续研究应建构循证导

向的师德评价体系ꎬ结合师范院校试点实践优化

技术工具ꎬ探索多主体协同的数据采集机制ꎬ并加

强跨文化、跨学段的比较研究ꎬ以推动师德评价从

理论建构向实践赋能转化ꎬ为新时代教师教育质

量提升提供支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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