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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 ＡＨＰ对中小学教师信息素养能力评价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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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综合评价中小学教师信息素养能力，对教师信息素养能力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分析，采用层次

分析法构造递阶层次结构和判断矩阵，即构建模型，然后利用Ｍａｔｌａｂ软件进行定量处理，并用定性描述
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来评价教师信息素养能力．结果表明，所构建的教师信息素养模型能够有效地
对中小学教师信息素养进行量化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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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云南省中小学校的计算机设备已经基本
普及，但仍存在部分教师信息知识及技能有待提

高，以及信息意识淡薄和信息伦理道德意识尚缺乏

的现象，因此，使得信息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受到

一定限制．其原因主要是，有的教师虽然具备一定
的信息意识，但多数教师仍然习惯使用传统教学方

法，这就使得大量信息教学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

用，从而给课堂的创新发展带来局限性［１］．然而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对教师的信息素养能力

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本文拟基于层次分析法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ｐｒｏｃｅｓｓ，ＡＨＰ）构建模型，并从
定性和定量的角度对教师信息素养能力进行分析探

讨，旨在为中小学教师信息素养能力评价提供科学

参考．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使用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对云南省部分中小学

教师的信息素养进行调研，调查内容主要包括：信

息知识、信息能力、信息意识、信息伦理道德等４
个方面．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构造递阶层次结构

由于影响中小学教师信息素养能力的因素繁

多，本文选取其中的主要影响因数进行研究［２］．
为方便后续数学模型建构，中小学教师信息素养的

主要影响因数使用相应的字母表示，并由表１给出
其关系．

表１　云南中小学教师信息素养的递阶层次结构

项目 云南中小学教师信息素养（Ａ）

信息知

识（Ｒ１）

计算机操作能力（Ｖ１１）

使用电脑备课或上课的频率（Ｖ１２）

制作课件所使用的软件数量（Ｖ１３）

信息技

能（Ｒ２）

应用多媒体课件技术进行教学的频率

（Ｖ２１）

选择适当的软件对信息进行加工处理的

能力（Ｖ２２）

借助因特网及其他工具有效收集信息的

能力（Ｖ２３）

信息意

识（Ｒ３）

是否经常浏览教育部门或教育资源网站

（Ｖ３１）

是否根据获取的教育教学最新信息调整

教学策略（Ｖ３２）

在学科教学中是否有应用信息技术的意

识（Ｖ３３）

信息伦理

道德（Ｒ４）

对待网络上恶意流传信息的态度（Ｖ４１）

是否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培养正确的信息

观念（Ｖ４２）

知道如何防止计算机病毒和其他计算机

犯罪活动（Ｖ４３）

　　注：表中目标层为Ａ；准则层为Ｒｉ；子准则层为Ｖｉｊ．

１２２　构造判断矩阵
１）判断矩阵的量化方法．依据表１给出的中

小学教师信息素养的递阶层次结构，运用 ＡＨＰ对
中小学教师信息素养能力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两两

比较，得出相对重要的量化值，然后构造判断矩

阵．两两比较得到量化值的方法如表２所示［３］．表

２中的数据说明如下，例如：如果主观判断 Ｒｉ比

Ｒｊ明显重要，则 Ｒｉｊ＝５，而 Ｒｊ对 Ｒｉ的重要程度则

为Ｒｊｉ＝１／５；若 Ｒｉ和 Ｒｊ同样重要，则 Ｒｉ＝Ｒｊ＝１，

由此可知Ｒｊｉ＝Ｒｉｊ．
表２　判断矩阵元素Ｒｉｊ的标度方法

标度 含义

１ Ｒｉ和Ｒｊ同样重要

３ Ｒｉ比Ｒｊ稍微重要

５ Ｒｉ比Ｒｊ明显重要

７ Ｒｉ比Ｒｊ强烈重要

９ Ｒｉ比Ｒｊ极其重要

２，４，６，８ 介于以上两个判断值中间

倒数
因素ｉ与ｊ比较的判断为Ｒｉｊ，则因
素ｊ与ｉ比较的判断为Ｒｊｉ＝１／Ｒｉｊ

２）构建各判断矩阵．根据表１中影响教师信
息素养能力主要因数的递阶层次结构，并依据表２
中的量化方法在准则层信息知识Ｒ１、信息技能Ｒ２、

信息意识Ｒ３和信息伦理道德Ｒ４之间进行两两主观
判断比较，量化后得到判断矩阵Ａ．

Ａ＝

１ １
３

１
５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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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１ １
４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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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１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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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１的递阶层次结构，在子准则层中构造
判断矩阵，得各判断矩阵Ｒ１，Ｒ２，Ｒ３和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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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３　层次单排序权向量及一致性检验
由于各判断矩阵是由主观判断得到的，因此需

要对其进行检验，才能确定其是否符合逻辑．根据
层次分析法理论，需要计算层次单排序权向量和通

过一致性检验，最终得到的特征向量即为权向量．
应用Ｍａｔｌａｂ软件计算后，若一致性比率 ＣＲ小于
０１，则该判断矩阵通过一致性检验，否则该判断矩
阵需要重新构建．此外，进行各判断矩阵一致性检
验时，需引入随机一致性指标ＲＩ［４］，如表３所示．

表３　随机一致性指标ＲＩ

ｎ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ＲＩ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５８ ０９０ １１２ １２４ １３２ １４１ １４５ １４９ １５１

　　而最大特征值 λｍａｘ、一致性指标 ＣＩ和一致性
比率ＣＲ这几个关键数据可利用 Ｍａｔｌａｂ软件来计
算，并完成一致性校验［５－７］．

根据上述４阶判断矩阵Ａ，在Ｍａｔｌａｂ软件中输
入以下程序，运算结果为 ＣＲ＝００３４，如图 １所
示．由于 ＣＲ小于０１，表明判断矩阵 Ａ有满意的
一致性，通过一致性检验．

整理各权向量后得到对应各子准则层的权重，

如表４所示．

1 A

表４　判断矩阵Ａ及对应各准则的权重

Ａ Ｒ１ Ｒ２ Ｒ３ Ｒ４ ωＡ

Ｒ１ １ １／３ １／５ １／２ ００８７

Ｒ２ ３ １ １／４ １ ０１９２

Ｒ３ ５ ４ １ ２ ０５１９

Ｒ４ ２ １ １／２ １ ０２０２

因为上述判断矩阵Ｒ１是一个３阶矩阵，所以
除了调整程序中的矩阵参数外，还需要将矩阵的

阶数调整为３及 ＲＩ值调整为０５８（ＲＩ值可从文
献 ［４］查出）．利用Ｍａｔｌａｂ软件运行如下程序求

解，运算结果显示 ＣＲ＝０００３，如图２所示．因
为 ＣＲ小于 ０１，所以判断矩阵 Ｒ１通过一致性
检验．

以此类推，根据上述３阶判断矩阵Ｒ２，更改程
序中的矩阵参数，运行程序，得到 ＣＲ＝００１６．由
于ＣＲ小于０１，表明判断矩阵Ｒ２通过一致性检验．
同理，对３阶判断矩阵 Ｒ３，可得 ＣＲ＝００２１；对３
阶判断矩阵 Ｒ４，可得 ＣＲ＝００１６．由于 ＣＲ均小于
０１，表明判断矩阵Ｒ３和Ｒ４均通过一致性检验．

2 R

1

整理各权向量后，得到对应各子准则层的权

重，如表５所示．
表５　判断矩阵Ｒ１，Ｒ２，Ｒ３和Ｒ４对应各子准则的权重

ωＲ１
Ｖ１１ Ｖ１２ Ｖ１３

０１２２ ０６４８ ０２３０

ωＲ２
Ｖ２１ Ｖ２２ Ｖ２３

０５５０ ０２１０ ０２４０

ωＲ３
Ｖ３１ Ｖ３２ Ｖ３３

０１１７ ０６８３ ０２００

ωＲ４
Ｖ４１ Ｖ４２ Ｖ４３

０１３７ ０６２５ ０２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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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４　子准则层Ｖｉｊ相对于目标层Ａ的合成权重
根据 ＡＨＰ，子准则层相对于目标层的合成权

重等于准则层相对于目标层的权重乘以子准则层

相对于准则层的权重，从而得到合成权重记为

ωＶｉｊ，并且各项合成权重相加必须等于１才符合要
求．例如：从表４中查出Ｒ１相对于Ａ的权重等于

００８７，从表５中查出 Ｖ１１相对于 Ｒ１的权重等于
０１２２，则Ｖ１１相对于Ａ的合成权重ωＶ１１＝００８７×
０１２２＝００１１；同理，可以计算出Ｖ１２，Ｖ１３，Ｖ２１，
Ｖ２２，Ｖ２３，Ｖ３１，Ｖ３２，Ｖ３３，Ｖ４１，Ｖ４２，和 Ｖ４３相对于
Ａ的合成权重．从表 ６看出，各项合成权重求和
后为１．

表６　各影响因素对于教师信息素养的合成权重及总和

合成权重 ωＶ１１ ωＶ１２ ωＶ１３ ωＶ２１ ωＶ２２ ωＶ２３ ωＶ３１ ωＶ３２ ωＶ３３ ωＶ４１ ωＶ４２ ωＶ４３ 总和

数值 ００１１ ００５６ ００２０ ０１０５ ００４０ ００４６ ００６１ ０３５５ ０１０４ ００２８ ０１２６ ００４８ １０００

２　案例分析

２１　数据采样
本研究对云南大理、楚雄和昆明的部分学校发

放１０００份调查问卷，收回有效问卷有９６０份，并
用数理统计方法对数据进行分析．
２２　数据分析

从调查数据中提取具有代表性的３位教师进行

数据分析，对应分值及总分见表７．从表７可知，
１号、２号教师的总分都是８１０分，３号教师最高
分为８２０分，如果仅从调查表的数据来判断３位教
师的信息素养能力，则不客观，而且当遇到分数相

同的情况时，则难以判断哪一位教师具备的信息素

养能力更良好．因此，有必要利用所构建的教师信
息素养模型对上述３位老师的信息素养能力进行定
量分析．

表７　３位教师信息素养的各影响因素对应分值及总分

编号 Ｖ１１ Ｖ１２ Ｖ１３ Ｖ２１ Ｖ２２ Ｖ２３ Ｖ３１ Ｖ３２ Ｖ３３ Ｖ４１ Ｖ４２ Ｖ４３ 总分

１号 ６５ ４５ ６５ ９５ ６５ ６５ ９５ ６５ ６５ ９５ ６５ ２５ ８１０

２号 ４５ ９５ ６５ ６５ ９５ ６５ ６５ ９５ ６５ ６５ ６５ ２５ ８１０

３号 ９５ ６５ ９５ ６５ ６５ ４５ ２５ ６５ ６５ ４５ ９５ ９５ ８２０

２３　数据处理
虽然教师信息素养相关影响因数的得分可从调

查表得到，但由于影响因数较多，因此无法判断哪

位教师信息素养更良好．而通过上述建构的模型，
则可以使用各影响因素的调查得分和合成权重数值

之间的运算来判断３位教师信息素养的优越程度．
由表７中１号教师的各影响因数的调查得分分别乘
以各影响因数的合成权重数值［８］ （数据从表６中
查出），然后再相加就可得到 １号教师的综合得
分Ｓ１．

Ｓ１＝６５×００１１＋４５×００５６＋６５×００２０＋９５×
０１０５＋６５×００４０＋６５×００４６＋９５×００６１＋
６５×０３５５＋６５×０１０４＋９５×００２８＋６５×
０１２６＋２５×００４８≈６７７８．

同理，可得２号教师和 ３号教师的综合得分
Ｓ２和Ｓ３．

Ｓ２＝４５×００１１＋９５×００５６＋６５×００２０＋６５×

０１０５＋９５×００４０＋６５×００４６＋６５×００６１＋
６５×０３５５＋６５×０１０４＋６５×００２８＋６５×
０１２６＋２５×００４８≈７６３９．

Ｓ３＝９５×００１１＋６５×００５６＋９５×００２０＋６５×
０１０５＋６５×００４０＋４５×００４６＋２５×００６１＋
６５×０３５５＋６５×０１０４＋４５×００２８＋９５×
０１２６＋９５×００４８≈６７２３．

通过以上计算，则可根据得分高低来判断３位
教师信息素养能力的高低，因为Ｓ２＞Ｓ１＞Ｓ３，说明
２号教师的信息素养能力最好，１号教师其次，３
号教师第３．由此可见，只要根据调查问卷给出关
于教师信息素养能力的各主要影响因素得分，便可

根据此评价模型计算出综合得分，再依据综合得分

高低来判断教师信息素养能力的高低，从而为教师

信息素养能力评价提供量化判断依据．

（下转第１３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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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　提升职业认同感，明确护士社会地位
众所周知， “三分医，七分护”，但在实际工

作中重医轻护的观念依旧存在．患者较信任医生，
而对护理工作不理解，容易产生护理就是服务行业

的心理．正是诸如此类的陈旧观念使护理工作得不
到应有的重视．另外，护士与患者接触较为密切，
容易受到患者负面情绪的伤害．加之医患矛盾日益
激化，位于临床工作第一线的护理人员首当其冲成

为医疗暴力伤害的受害者，这更加剧了护理人才的

流失．因此，需要政府相关部门制定医疗护理从业
人员的人身安全保障制度，并联合媒体加大对医疗

工作的宣传力度，同时要加强人们对疾病康复的正

确认识，提升患者对护理工作的认可度和肯定度，

以及人们对护理职业的认同度．此外，加大职业无
性别之分的意识形态宣传，让社会大众了解到男性

从事护理工作的优势．综上所述，随着我国人口老
龄化加剧，慢性病医疗康复患者的增加，社区家庭

护理的开展等，迫切需要提高护士社会地位，增强

护士职业认同感，稳定护理队伍［６］．
４４　鼓励护理人员到基层就业

《云南省 “十三五”卫生与健康规划》提出，

要完善以 “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

下联动”的分级诊疗制度，开展慢病防治，保障

重点人群大健康管理，促进医疗资源向基层倾斜，

加强基层护理事业建设等．要达到上述目标，目前
昆明市基层医疗机构及公共卫生机构护理人员数量

则远远无法满足．因此，为满足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需求，要不断改革和完善人事管理制度，采取措施

吸引高层次才，以及鼓励大专、本科护理专业的毕

业生到基层医疗机构工作，充实基层护理人才队

伍，为促进健康养老以及慢病管理等公共卫生大健

康事业建设和发展打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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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小结

对教师信息素养能力进行评价是一个综合评价

的问题，通常采用问卷调查得到的数据进行数理统

计，然后从得分高低来评价优劣，但当分数相同或

接近时，则难以判断．而借助上述方法，利用
ＡＨＰ（层次分析法）对教师信息素养能力进行量
化并构建模型，然后使用构建的模型对教师信息素

养能力进行量化，从而提高了评价的可操作性和合

理性．通过以上案例分析可以看出，采用定量与定
性相结合的方法来评价教师信息素养，具有一定的

科学性、合理性和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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