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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虽然“互联网 + 支教”规模正在逐渐扩大，但一直缺乏科学全面的评价体系来及时反馈其教学效果，

本文从能力提升、情感态度与道德培育、身心健康共三个方面选取了12个指标，同时基于DEMATEL法
计算各指标权重来建立云支教培养效果评价体系，最后根据DEMATEL法计算得出的结果对优化云支教

的培养路径提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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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though the scale of “Internet + volunteer teaching” is gradually expanding, there has been a lack 
of a scientific and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system for timely feedback on its teaching effect. This 
paper selects 12 indicators from three aspects: ability improvement, emotional attitude and moral 
cultivation, and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and calculates the weights of each index based on the 
DEMATEL method to establish an evaluation system for the training effect of cloud volunte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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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and finally provides suggestions for optimizing the training path of cloud volunteer 
teaching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calculated by the DEMATEL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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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乡村振兴的战略背景下，乡村发展焕发出蓬勃生机，但仍存在乡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城乡结合

不均衡等问题。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石，发展农村教育事业是培育乡村振兴内生动力的重要任务，

而大学生支教活动是当下农村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补充力量。 
而目前乡村教育正面临着资源匮乏的问题，主要表现为缺乏科学高效的资源平台和先进的教学配置；

乡村教师待遇低，乡村地区缺乏高质量人才。传统支教虽然能有效推动城乡教育资源均衡发展，但存在

经济消耗大、耗时长、教师人身安全无保障、政府投入的资源无法得到有效利用等问题。乡村教育作为

乡村振兴的重要一环，随着互联网的兴起面临着更多的机遇，线上教学的兴起也为支教事业提供了新的

解决方案。随着“互联网 + 支教”规模的扩大，其中存在的问题也逐渐暴露，比如学生培养效果评价反

馈不够及时有效[1]，学校硬件设施落后，技术支持水平低；支教大学生的教师专业素质和能力薄弱，网

络课堂把控力薄弱；教学设计的过程性评价模糊，总结性教学评价缺失[2]。 
前人对“互联网 + 支教”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探讨其最佳培养模式之上，缺乏科学系统全面的评价模

型对其培养效果进行评价。通过建立科学、系统的云支教评价体系既可以帮助评估支教活动的实际效果

和质量。这不仅有助于发现和分享成功的支教实践经验，还能够识别和解决可能存在的问题和挑战，从

而提升支教活动的效果和长期影响力。还可以帮助支教组织或者个人更好地管理和配置资源，包括人力、

物资、资金等，通过评估不同项目的成效和需求，可以更科学地分配资源，确保资源的最大化利用，提

升支教的可持续性和效率。又可以建立长效监测和反馈机制，定期评估项目的执行情况和成果，及时发

现问题并进行调整，保证活动的长期稳定性和成果的可持续性。本文将在前人的基础上，根据线上教学

的特点和云支教的培养方案，建立科学全面的云支教培养效果评价体系，并根据结果对云支教培养给出

建议。 

2. 评价指标的选取 

通过查阅有关的文献资料并结合实际情况，通过系统分析，结合线上教学的特点和云支教的培养方

案，由于影响因素的多元性，本文将影响因素分解为目标层、准则层、指标层。将影响因素分解为能力

提升、情感态度与道德培养、身心健康共三个方面，共 12 个影响因素共同构成指标层(见表 1)。 

2.1. 能力提升 

云支教的本质还是一种“互联网 + 教育扶贫”的模式，提升支教地区学生的能力才是云支教的根本

目的，能力提升不能仅限于学习成绩的提高，因此本文在能力提升这一指标下选取了共四个二级衡量来

全面评价学生能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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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情感态度与道德培养 

云支教不仅需要教书，还需要育人，培养学生学习的兴趣以及帮助学生塑造健全的人格和加强学生

道德修养的培养，因此本文将情感态度与道德培养也列为培养效果的评价指标之一。 

2.3. 身心健康 

光是能力与道德的培养还是不够的，身心健康也是教育重要的一环，因此本文选取身体素质、心理

压力[3]、社交关系与人际交往能力为重身心健康的二级指标 
 

Table 1. Indicator system for evaluat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cloud volunteer teaching training 
表 1. 云支教培养效果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云支教培养效果评价 

能力提升 B1 

学习成绩 C1 

合作与交流能力 C2 

独立思考能力 C3 

提出与解决问题能力 C4 

情感态度与道德培养 B2 

学习自主性 C5 

学习专注度 C6 

学习积极性 C7 

社会责任感 C8 

互助意识 C9 

身心健康 B3 

身体素质 C10 

心理压力 C11 

社交关系和人际交往能力 C12 

3. DEMATEL 法确定权重[4] 

DEMATEL 是一种基于图论和矩阵的决策分析的方法，可以用于各种决策问题，通过专家判断或是

数据分析来量化指标之间的关系，用于评估和分析各因素间的相互关系和影响程度，具体计算步骤如下： 
Step 1：建立直接影响矩阵 M 
对收集到的问卷数据进行分析，并根据数据对各指标进行比较，以关系等级 { }U 0,1,2,3,4,5=  = {没

影响，影响弱，影响比较弱，影响较强，影响很强}为标准进行打分，建立矩阵 M，具体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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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1 ≤ i ≤ n，1 ≤ j ≤ n，1 ≤ lij ≤ n。 
Step 3：确定综合影响矩阵 

( ) ( ) 12lim n

n
O L L L L I L −

→∞
= + + + = −  

式中，I 为单位矩阵。 
Step 4：计算各指标的影响度 pi 和被影响度 q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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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5：计算中心度 ia 和原因度 ib  

i i i

i i i

a p q
b p q
= +

 = −
 

Step 6：计算权重 
将中心度进行归一化处理得到的值即为权重 Wi。 

4. 计算结果 

根据收集到的问卷进行数据分析，建立如下表 2 初始直接影响矩阵。 
 

Table 2. Directly impact matrix 
表 2. 直接影响矩阵 

 C1 C2 C3 C4 C5 C6 C7 C8 C9 C10 C11 C12 

C1 0 1 2 2 4 3 5 0 0 0 2 2 

C2 4 0 1 5 2 1 4 2 5 1 2 5 

C3 5 1 0 4 4 3 3 0 0 0 1 0 

C4 4 2 3 0 3 2 3 2 0 0 1 1 

C5 3 3 5 3 0 3 2 0 1 0 2 0 

C6 4 1 2 3 2 0 4 0 0 0 2 0 

C7 5 3 2 3 5 3 0 0 1 0 3 3 

C8 0 2 0 0 0 0 0 0 5 0 0 4 

C9 1 4 0 0 0 0 2 3 0 0 0 5 

C10 2 1 0 1 2 2 3 1 1 0 4 2 

C11 3 3 3 2 3 2 4 0 0 3 0 2 

C12 2 5 0 1 2 3 2 3 3 0 4 0 

 
利用 MATLAB 计算得各影响因素影响度 pi、被影响度 qi、中心度 ai 及原因度 bi，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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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Influence degree, affected degree, centrality degree, cause degree and weight of each factor 
表 3. 各因素影响度、被影响度、中心度、原因度和权重 

因素 影响度 D 值 被影响度 C 值 中心度 D + C 值 原因度 D − C 值 权重 

C1 2.330 3.608 5.938 −1.278 0.107 

C2 3.276 2.691 5.966 0.585 0.108 

C3 2.254 2.182 4.436 0.072 0.080 

C4 2.233 2.733 4.965 −0.500 0.090 

C5 2.373 3.060 5.434 −0.687 0.098 

C6 2.002 2.476 4.478 −0.474 0.081 

C7 3.011 3.418 6.429 −0.408 0.116 

C8 1.137 1.057 2.194 0.080 0.040 

C9 1.658 1.520 3.178 0.138 0.057 

C10 2.062 0.417 2.479 1.645 0.045 

C11 2.740 2.214 4.954 0.526 0.089 

C12 2.637 2.336 4.973 0.301 0.090 

5. 评价指标体系的确定 

根据 DEMATEL 法计算出的权重可以确定最终评价指标体系如下表 4 所示： 
 

Table 4. The final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表 4. 最终评价指标体系 

准则层 指标层 权重 

能力提升 B1 

学习成绩 C1 0.107 

合作与交流能力 C2 0.108 

独立思考能力 C3 0.080 

提出与解决问题能力 C4 0.090 

情感态度与道德培养 B2 

学习自主性 C5 0.098 

学习专注度 C6 0.081 

学习积极性 C7 0.116 

社会责任感 C8 0.040 

互助意识 C9 0.056 

身心健康 B3 

身体素质 C10 0.045 

心理压力 C11 0.089 

社交关系和人际交往能力 C12 0.090 

6. 结语 

本文根据线上教学的特点和云支教的培养方案从能力提升、情感态度和道德培养、身心健康这三个

准则层共选取了 12 个指标，根据发放的问卷进行数据分析，建立起初始直接影响矩阵，采用 DEMA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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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对各个指标进行了分析，得出各指标的影响度、被影响度、中心度、原因度及权重，分析这些数据可

以对云支教提出如下建议： 
(1) 重视学生学习积极性的调动 
据 DEMATEL 法计算得出的各指标权重前三名排序如下：学习积极性、合作与交流能力、学习成绩，

加上所有因素里面，学生积极性的影响度位居第二，可以看出要想提高云支教培养效果，优化云支教的

培养路径，首先需从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入手，云支教志愿者可以通过如下方式来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 

中学阶段，学生人格还未健全，很多学生容易被师生关系影响学习兴趣，受学生喜爱的老师更容易

吸引学生加入学习的队伍，因此建立起良好的师生关系是激发他们积极性的关键。 
 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5] 

求学总是枯燥乏味的，教师作为在教学关系中的主导者，应主动使用多种教学方法和教学资源，以

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和学习风格。通过多样化的教学，激发好奇心，提高学生参与度。 
 教学过程设置及时的正反馈机制 

在学校，老师仍是权威的象征，及时给予学生积极参与和努力学习的奖励和认可，能够极大的提高

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自信心。 
(2) 着重培养学生合作与交流的能力 
从中心的角度出发，中心度越大，说明在云支教的培养中越重要，而中心度中学生合作与交流的能

力排名第二，仅次于学习积极性，从影响度的角度来看，合作与交流能力的影响度最高，对其他因素的

培养中起到的作用也不可小觑，因此云支教培养过程中应该着重培养学生合作与交流的能力，对此本文

做出的建议如下： 
 多布置团队项目和任务 

给学生布置团队项目和任务并要求在小组内合作完成，这可以帮助他们在合作中懂得团队合作的技

巧与重要性，培养团队精神。 
 组织小组讨论和分享活动 

组织小组讨论和分享活动，让学生分享自己的想法和观点，并倾听他人的看法。这有助于培养学生

的交流能力和表达能力。 
 提供反馈和指导 

在学生尝试合作与交流的过程中给予学生及时的反馈和指导，帮助他们改进合作和交流的能力。通

过指导，学生可以不断提高自己的合作技能和交流能力。 
(3) 加强学生身体素质的培育 
原因度越大说明对其他因素的影响效果越大，具有较强的可调控性，原因度为负数时，指易受其他

因素影响的因素。根据计算结果可知，原因度排名前三位分别是身体素质、合作与交流能力、心理压力，

由此我们可以分析得出这三个因素是推动云支教培养发展的主动因素，应作为培养过程中的主要调控对

象，其中排名最高的为身体素质，应该给予更高的重视。本文针对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给出了如下几个

建议： 
 开设在线运动课程 

在线运动课程可以包括有氧运动、力量训练、柔韧性训练等内容。这些课程可以通过视频、直播或

在线平台进行，让学生在家中进行锻炼。 
 鼓励家庭运动 

鼓励学生和家人一起进行家庭运动，如家庭瑜伽、家庭健身操等。这不仅可以增强学生的身体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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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以促进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和交流。 
 举办健康活动 

通过举办健康讲座和健身比赛这一类的线上健康活动，提升他们的健康意识和锻炼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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