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乡统筹与农村改革 ·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 (西部论坛 )

J Chongqing Technol Business Univ. (W est Forum)
　　

第 19卷第 6期 　2009年 11月

　Vol. 19　No. 6　Nov. 2009

doi: 10. 3969 / j. issn. 100826439. 2009. 06. 004

农民工培训效果的评估模型与应用
3

张必兰 a ,杜继淑 b

(重庆工商大学 a. 图书馆 ; b. 旅游与国土资源学院 ,重庆 400067)

摘 　要 :为解决农民工的就业问题 ,国家加大了对农民工培训的政策支持力度 ,农民工培训市场日益蓬

勃。但目前我国的农民工培训市场良莠不齐 ,因而对农民工培训效果进行科学评估显得尤为重要。根据现

实条件 ,运用 Kirkpatrick的四级评估法以及 D2S证据理论 ,可以对农民工培训效果进行较为合理、科学的评

价 ,并及时发现培训中和培训机构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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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solve the p roblem s in m igrant workers emp loyment and so on, Chinese government enhances the support for

m igrant workers training and m igrant worker training market is flourishing. However, China’s m igrant workers training market is

uneven, so it is important to make scientific evaluation on m igrant worker training effectiveness. According to current condition, by

using Kirkpatrick four level evaluation method and D2S evidence theory, the m igrant worker training effectiveness can be relatively

scientifically and reasonably evaluated and the p roblem s in the training and in training agencies can be found in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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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中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 ,农村的富余劳动力

也逐年增多 ,农民工成为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

中出现的新型劳动大军。以重庆市为例 ,作为一个

年轻的直辖市 ,每年约有 300万农民工输出 ,同时有

400万农民工渗入到重庆的各个行业 ,成为推动城

市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但是 ,由于社会、企业及

农民工自身的诸多因素 ,农民工的文化水平、技术

技能、信息素养普遍不高 ,成为其发展以及融入城

市生活的主要障碍。因此 ,加强农民工培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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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素质是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稳妥转移 ,统筹

城乡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目前 ,

农民工培训机构很多 ,良莠不齐 ,如何规范整顿农

民工培训市场 ,从源头上给农民工搭建良好的继续

教育的平台 ,其关键问题是要开展对农民工的培训

效果评估。

自金融危机以来 ,面对农民工就业形势的日

趋严峻 , 国家加大了对农民工就业培训力度。

2009年 2月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部门下发

了《关于实施特别职业培训计划的通知 》,决定在

2009年至 2010年 ,用两年左右时间 ,组织开展大

规模职业培训 ,国家将给予相应的政策和资金支

持。在此形势下 ,建立一个阳光、透明的农民工培

训体系 ,显得尤为迫切。针对目前农民工就业培

训中暴露出的问题 ,有关部门也正在考虑制订相

关规则 ,规范职业培训机构的选拔程序、培训课程

的标准以及培训效果的评估 ,以提高农民工就业

培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一、农民工培训效果评估模型的构建

培训效果评估是指对于一个培训体系、培训课

程、培训投资带来的总价值所进行的评估。以结果

为基础的评估方法很多 ,如 Kirkpatrick的四级评估

方法、考夫曼的五级评估以及 C IRO方法等。本文

根据农民工培训效果评估的实际 , 选取的是

Kirkpatrick的四级评估法。

四级评估法一般要进行四个层面即“反应层、

学习层、行为层和效益层的评估。”[ 1 ]第一级评估是

在培训之后 ,评估培训的即时反应 ,一般采用让学

员填写评估表的形式进行。第二级评估是采用考

试或考核的形式 ,分析评估学员对培训知识或技能

的掌握程度。第三级评估是针对培训之后的行为

改进 ,方法是对学员在培训前后的行为状况进行对

比分析 ,一般通过评估观察法 ,即通过学员的领导、

同事、下属对学员的评价来进行测试。第四级评估

是针对培训之后的绩效改善 ,方法是定向跟踪学员

在培训之后 ,用培训所学的知识、技能或心态改进

工作、促进绩效提升的情况 ,一般通过企业的部门

指标数据变化来衡量 ,如生产率、投诉率等。[ 2 ]也有

学者根据评估的时效将培训效果评估分为“即时效

果评估 (反应层、学习层 )和后期效果评估 (行为层、

效益层 )两部分 [ 3 ] ”。

农民工培训效果评价包含 4个层次 ,即反应层、

学习层、行为层和效益层 ,用 m 1、m 2、m 3、m 4 表示。

评估结果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作为评价评语集 ,评

价评语统一为五级满意程度 ,设为很满意、满意、一

般、不满意和很不满意 , 分别用 A1、A2、A3、A4、A5

表示。

一是反应层评价。反应层评价一般采用调查

表的方式得到。反应层各指标的评价结果通过对

农民工学员调查得到 ,学员对各指标的满意度也采

用李克特五级量表作为评价评语集 ,并用 1～5分别

为 5种答案计分。将一份量表中各题得分累加后即

可得出态度总分 ,它反映了被调查者对某事物或主

题的综合态度 ,量表总分越高 ,说明被调查者对某

事物或主题的态度越积极。

二是学习层。学习层评估是采用考试或考核

的形式 ,分析评估农民工学员对培训知识或技能的

掌握程度。其评价结果可以根据学员在培训机构

的考核数据 ,按“很好 ”、“好 ”、“一般 ”、“差 ”、“很

差 ”评价语言值获得 ,并与李克特五级量表对应。

三是行为层。行为层的评价主要通过评估观

察方式 ,评价的主体为学员的直属领导、同事、下

属。这个层面的评价可以直接反映课程的效果 ,以

观察学员的行为是否有改变来评价培训是否最终

达到培训的目的。调查方式可以是调查表和访谈

相结合的方式 ,对部分未就业的学员农民工 ,可以

通过调查员在培训前后对他的访谈对比得到评价

结果。

四是效益层。效益层评估在短期内无法体现

结果 ,一些数据的获得比较困难 ,如生产率。一些

对企业员工培训效果效益层评估的做法是用一个

参照组 (其他条件相同 ,只是未参加培训课程 )来

对照评价 ,
[ 4 ]通过运用 SPSS的两个独立样本的 t

检验功能进行比较 ,最后得到结果。但是对农民

工群体而言 ,一般情况下 ,培训主体都比较分散 ,

选取同条件样本比较困难 ,且后期流动大 ,长时间

跟踪比较困难 ,因而本文在评价时暂时不考虑此

因素。

结合各层的特点 , 建立如表 1的评估指标体

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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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农民工培训效果评估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考察方式

农
民
工
培
训
效
果
评
价

反应层

(学员对培训项目的哪些方面感到满意 )

学习层

(学员从培训项目中学到了什么 )

行为层

(通过培训 ,学员的行为是否发生了变化 )

(1)培训教材指标

(2)课程内容指标

(3)培训师指标

(4)培训方式和培训方法指标

(5)培训保障指标

(6)考核成绩

(7)行为变化情况指标

(8)态度变化情况指标

调查问卷

测验

绩效评估

　　二、D 2S证据理论在农民工培训效果评估

中的应用
本文将采取 D2S证据理论对 SPSS统计的调查

结果进行合成 ,得到合成结果 ,以供评价主体参考 ,

如培训机构的上级主管单位。

1. D 2S证据理论简介

D2S证据理论于 1976年由 shafer在其《证据的

数学理论 》一书中建立 ,它是建立在一个非空集合

上的解决不确定问题的一种理论 ,在不精确推理和

人工智能领域中得到广泛的应用。本文的诸多调

查指标属于不精确推理 ,因而比较适合运用证据理

论来合成结果。

证据理论中基本的概念有 :辨识框Θ、基本可信

度分配 m (A )、信任函数 Bel (A ) [ 5 ]。

(1)辨识框Θ

对应某一判决问题所能认识到的相互排斥的

结果组成的一个集合 ,用Θ表示。

(2)基本概率分配

Basic Probability A ssignment,简称 BPA。在识别

框架Θ上的 BPA是一个 2
Θ

ϖ [ 0, 1 ]的函数 m,称为

mass函数 ,并且满足 :

m (Φ ) = 0且 m (A ) ≥ 0,

ΠA Α Θ且 6
A ΑΘ

m (A ) = 1

　　使得 m (A ) > 0的 A称为焦元 ( Focal elements) ,

称 m (A )为 A的基本可信度分配 ,表示对 A的精确

信任程度。

(3)信任函数 Bel (A )

B el (A ) = 6
B Α A

m (B ) , ΠA Α Θ

　　“对于命题 A,信任函数定义为 :它表示命题 A

中所有子集 B 的基本可信度分配之和。”[ 6 ]

(4)合成公式介绍 [ 7 ]

D2S证据理论能合成多个证据源的证据 ,其公

式如下 :

m (φ) = 0

m (A ) =
6

∩A i =A
7

1≤j≤m

1≤i≤n

m j (A i )

1 - 6
∩A I =Φ

7
n

i =1
m j (A i )

=
6

∩A i =A
7

1≤j≤m

1≤i≤n

m j (A i )

1 - k

　　其中 , k反映了两个证据间冲突的程度 , k≠1,

否则认为证据矛盾。K = 1 - k为归一化常数 ,它的

作用是避免在合成时将非零的概率赋给空集。

三、农民工培训效果评估模型实证分析

本文调查对象是重庆市某培训机构的农民工

学员 ,以发放调查表和访谈的方式进行调查。共发

放问卷 200份 ,收回问卷 200份 ,回收率为 100% ,

有效问卷 196份 , 有效率为 98%。调查问卷通过

SPSS13. 0进行统计 ,结果见表 2。

1. 合成示例

对表 2调查结果进行进一步处理 (求均值 ) ,得

到反应层评估指标值 ,再加上学习层和行为层评估

值 ,得到如表 3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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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学员对培训项目满意度调查 (反应层评估 )情况 /﹪

评价程度

调查问题 　　　　　　　　　　　　　
非常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很不满意

(1)

教材与培训目标相符情况 11 20 48 13 8

教材适用性和专业性 13 25 44 12 6

教材是否结合就业趋势 12 26 39 13 10

(2)
课程安排及进度 11 27 41 13 8

课程内容编排是否合理 5 10 63 10 12

(3)

培训师的专业知识技能 14 21 48 9 8

培训师的课堂组织能力及表达能力 28 30 33 4 5

培训师的培训水平及方式 17 27 45 6 5

(4)

培训方式的适应性和参与性 ,切合农民

工培训规律和实际
7 10 58 11 14

培训方案的可操作性 3 7 67 11 12

(5)
受训者对培训设施意见 8 16 48 15 13

教学场所满足培训需求的程度 10 15 44 19 12

表 3　重庆市某培训机构调查汇总表

A1

很满意

A2

满意

A3

一般

A4

不满意

A5

很不满意

培训效果

评估

反应层 m 1 0. 12 0. 20 0. 48 0. 11 0. 09

学习层 m 2 0. 10 0. 40 0. 35 0. 10 0. 05

行为层 m 3 0. 05 0. 35 0. 45 0. 05 0. 10

　　然后对表 3数据处理进行合成。

第一步 :计算冲突值 k,其中 1≤j≤3, 1≤i≤5。

K = 1 - k = 1 - 6
∩A I =Φ

7
1≤i≤3

1≤i≤5

m i (A i ) = 0. 105 2

　　第二步 :计算基本可信度分配 m (A )。

m (A ) =
6

∩A i =A
7

1≤j≤3

1≤i≤5
m j (A i )

1 - k
=

6
∩A i =A

7
1≤j≤3

1≤i≤5
m j (A i )

0. 105 2

m (A1 ) = 0. 005 7　m (A2 ) = 0. 266 2

m (A3 ) = 0. 718 6　m (A4 ) = 0. 005 2

m (A5 ) = 0. 004 3

　　第三步 :求信任度。

对本文的简单实例 ,信任度等于组合后的 mass

函数值。

Bel(A1 ) = m (A1 ) = 0. 005 7

Bel(A2 ) =m (A2 ) = 0. 266 2

Bel (A3 ) =m (A3 ) = 0. 718 6

Bel (A4 ) =m (A4 ) = 0. 005 2

Bel (A5 ) =m (A5 ) = 0. 004 3

通过比较信任度 ,得到决策结果 ,信任度大者

获得支持率高。

2. 调查分析

通过比较信任度值 ,发现支持该培训项目效果

为“一般 ”的可信度为 71. 86% ,支持该培训项目效

果为“满意和很满意 ”的可信度为 27. 19% ,而支持

该培训项目效果为“不满意和很不满意 ”的可信度

仅为 0. 95% ,说明该培训项目总的说来是有效的。

通过对培训项目满意度即反应层评估调查问

卷的数据统计研究发现 ,学员对教材 (教材与培训

目标相符情况 :满意率 32% ;教材适用性和专业性 :

满意率 8% ;教材是否结合就业趋势 :满意率 38% )、

培训师 (培训师的专业知识技能 :满意率 35% ;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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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的课堂组织能力及表达能力 :满意率 58% ;培训

师的培训水平及方式 :满意率 44% )以及课程的进

度与安排 (满意率 38% )感到满意。学员对培训机

构的意见主要集中在培训方式和培训方法指标 (培

训方案的可操作性 :不满意率 23% ;培训方式的适

应性和参与性 ,切合农民工培训规律和实际 :不满

意率 25% )、培训保障指标 (教学设施 :不满意率

28% ;教学场所 :不满意率 31% )。总结问卷、访谈

调查结果 ,发现该培训机构的问题如下 :

(1)培训条件落后导致一些培训方案的可操作

性差。由于资金问题 , 该培训机构的一些设备短

缺 ,导致学员实际操作机会少 , 总体培训效果不

明显。

(2)培训方案有待继续改进 ,以便更能结合农

民工培训实际。农民工培训应按照素质结构分类

策划培训方案。农民工 ,特别是高中以上的青年农

民工接受理论知识的能力较强 ,而对一般本身知识

机构比较差的农民工则需要多进行实际操作演练。

如该培训机构的服务员培训 ,实际操作部分多强调

基本业务方面 , 而对如何处理顾客的一些非常需

求、紧急状况 ,或是寥寥几句带过 ,或是给出几个一

般的基本的处理方式或模式。这对大部分农民工

来说 ,接受领悟起来是比较困难的。

(3)培训后期服务差。这是很多培训机构普遍

存在的问题 ,通常农民工培训结束后少有培训机构

能继续提供后期的免费服务。其实 ,“任何一项工

作都是一个整体循环的过程 ,只有当这个过程循环

完毕 ,这个过程才能得到它实际存在的意义。因

此 ,对农民工的培训也是一样。做好前期准备、中

期授课和后期服务工作 ,是一个必须履行的完整

的、系统性的、循环的过程。”[ 8 ]后期服务的滞后 ,使

得农民工知识与技能难以获得持续性提高 ,农民工

的实际培训效果大打折扣 ,也使得农民工对培训的

积极性和认可度降低。因此 ,加强培训机构 —职业

介绍机构 —用人单位三方有效、长期合作 ,开展积

极的信息反馈后继续的技能指导 ,不但能提高培训

机构的信誉度和生命力 ,也能提高农民工及用人单

位的积极性 ,这实际上是个三赢的局面。

(4)多注重短期技能培训 ,对农民工创业培训、

信息素质培训较少。目前该培训机构多开展家政、

服务、厨师等短期培训 ,但这类项目参与人员多 ,就

业竞争压力大 ,农民工比较容易失业 ,所以应结合

本地发展趋势 ,多开展对农民工的长远规划项目 ,

如创业培训。最近 ,重庆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副局

长卢建辉表示重庆将建立 10～20个市级农民工返

乡创业园区及一批区县农民工返乡创业园 ,政府将

给予政策扶持 ,培训结构应结合此契机 ,对有意愿

和能力的农民工开展创业培训。另外 ,对农民工开

展信息素质培训也非常必要 ,农民工的信息素质能

力不仅能帮助其接受、查询、发布就业需求信息 ,大

大提高其就业、创业的成功率 ,也对提高农民工的

创新能力、融入城市的能力大有帮助。

结 　语

对农民工培训质量开展评估 , 对规范培训机

构、更效地利用政府资助资金以及解决城乡统筹背

景下农民工的就业问题等都会起到重要作用。不

过 ,通过调查表的方式收集的数据源 ,很大程度受

限于被调查者回答时的状况 ,可靠性也有待提高。

因而真正地要做好此项评估 ,还需要政府部门出台

相应的细则和标准 ,建立长期的跟踪考察制度 ,再

结合科学的技术方法和手段 ,方能真正做好有效的

农民工培训效果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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