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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提升大学生核心素养是人才强国战略的重要实现途径。基于核心胜任特征的理论和思想，提出大学生核

心胜任特征模型，设计出大学生核心胜任特征成长评估的实验方案，进行40项模块的干预课程培训，并

采用核心胜任特征前后测问卷对干预效果进行验证，采用差异性检验(t检验)和学生成长百分等级模型

(SGP检验)进行评估。干预培训的评估结果表明，实验组在团体水平的得分显著高于控制组，在个人水

平上获得的“成长”效果显著优于控制组，证明了SGP模型在评估大学生核心胜任特征成长上卓有成效，

为其他基于胜任特征培养和评估方案有效性验证供了新的方法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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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mproving core competency of college students is an important way to realize the strategy of 
strengthening the country with talents. Based on the theories and thoughts of core competency 
characteristics, this paper proposed a model of core competency traits of college students, de-
signed an experimental program for assessing the growth of core competency characteristics of 
college students, conducted a 40-module intervention course, and validated the intervention ef-
fect by using a pre- and post-test questionnaire on core competency characteristics, and evaluated 
it by using a test of variance (T-Test) and Student Growth Percentile model (SGP test). The results 
of the intervention training showed that the experimental group scored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at the group level and achieved significantly better “growth” than the control 
group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which proved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SGP model in assessing the 
growth of core competency characteristics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provided a new methodological 
basis for the validation of other competency-based training and assessment programs. It provides 
a new methodological basis for the validation of other competency-based training and assessment 
progr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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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为我国人才培养指明了新的方向。作为人才战略高地的高

等院校，在学生的素养培养方面也做出系列探索。学生的“核心素养”是 21 世纪初世界各国在应对未来

社会变革中尤为关注的因素之一。我国教育部早在 2014 年 3 月《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的意见》中，就首次提出了要制定学生发展核心胜任特征体系和学业质量标准，参照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有关内容，将对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总体要求进行细化。北京师范大学林崇德教授在

研究中强调了培养学生的“六大核心胜任特征”，拓展了国际教育界对学生核心胜任特征的定义范畴(林
崇德，2017a)。时勘(2022)在核心素养培养方面进一步强调了强化国家认同、民族自信等元素形成了大学

生的八项核心胜任特征。在 2020 年 6 月 30 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指出，“在未来的

教育评价改革中，将更加重视过程性评价，增值评价，成长评价和综合性评价，而不仅仅是结果评价，

达标评价，着力破除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建立科学的、符合时代要

求的教育评价制度和机制”，这表明科学的教育评价体系不仅需要科学的评估模型，同时也需要科学的

成长评估方法。学校除了讲授传统学业课程以外，还需要承担培养学生核心胜任特征成长的义务，这是

当下国内很多学校需要补齐的短板。从上述需求出发，本研究基于核心胜任特征理论，探讨所建立的大

学生核心胜任特征模型的有效性，并通过实验设计，探索学生成长百分等级模型(Student Growth Percentile，
简称 SGP)在结果评价中的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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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核心胜任特征理论的研究现状 

2.1. 核心胜任特征的概念和理论 

胜任特征(Competency)的概念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代，当时人们就曾通过构建胜任剖面图来说明“一

名好的罗马战士”的属性(McClelland, 1973; Spencer & Spencer, 2008)。本研究确定的胜任特征的概念，主

要依据 Spencer 提出的定义，胜任特征指“能将某一工作(或组织、文化)中有卓越成就者与表现平平者区

分开来的个人的潜在特征，它可以是动机、特质、自我形象、态度或价值观、某领域知识、认知或行为

技能——任何可以被可靠测量或计数的并能显著区分优秀与一般绩效的个体特征”(Spencer & Spencer, 
2008)。这一概念需要注意三方面的问题：深层次特征、引起或预测优劣绩效的因果关联和参照效标。深

层次特征指胜任特征是人格中深层和持久的部分，它显示了思维和行为方式，具有跨情境和跨时间的稳

定性，能够预测多种情境或工作中人的行为。我们可以把胜任特征描述为在水面飘浮的一座冰山，水上

部分代表表层的特征，如知识、技能等；水下部分代表深层的胜任特征，如社会角色、自我概念、特质

和动机等，后者是决定人们的行为及表现的关键因素。只有能引发和预测工作绩效和工作行为的深层次

特征，才能说其是胜任特征要素。参照效标即衡量某特征品质预测现实情境中工作优劣的效度标准。本

研究中所探讨的“核心胜任特征”凝练于对表现优异者的所具有的个性品质、心理特征以及认知与行为

技能的分析结果，由于其本身与效标变量(如成绩、成就等)紧密相关，其客观实效性具有一定的保障。 

2.2. 大学生成长的核心胜任特征要求 

我国通过高考选拔了大批优秀青年进入高校，这些人中绝大多数成为了祖国现代化建设的人才资源

支撑力量。但是，我国高考这种选拔和教育模式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在经济建设的初期，在我国极度缺

乏知识分子和具有专业技能人才的时代，高考所考察的主要目标：认知或者行为技能的学习能力，具有

很大现实意义与高效率的特征。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仅仅在停留在认知或行为技能的培养与考察实际上

不完全符合“学习”与“成长”的本身意义。如果不积极变革，就容易形成一种僵化的思维与教育模式，

即通过应试教育时代的人，无论是成功者还是表现平平者，都很有可能仅仅注重培养子女的认知或者技

能，而忽视其他更加重要的因素，这实际上是一种教育资本的代际传递现象。在我国，在应试教育模式

下的受益个体，深知学好知识文化的重要性，于是他们在培养下一代的过程中会特别看重并传递“学习

成绩”的重要性，这也潜移默化地引导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更加关注成绩，而忽视了学习本身的意义。而

在应试教育的教育模式下没有受益的个体，因其处于社会环境中，通过社会观察和知觉，亦深知“学习

成绩”的重要性，将改变家庭生活的重担压于子女，一切以竭力提高“学习成绩”为核心。事实上，大

量的研究证明，“学习成绩”作为效标仅仅与个体的认知和行为能力相关，而个人是否在学习过程中真

正获得成长和成功，与学习成绩的关系并没有那么密切，也就是说，在教育的过程中，我们不能为了发

展学生的认知和行为能力而忽视大学生群体其他方面的发展与成长。其实，随着时代和历史的发展，我

国教育体系存在短板的问题也在逐渐显露出来，这一短板主要由目前的选拔内容、制度和培训方法造成，

即培训的内容、模式与国家现代化建设的要求没有完全对位。 
“教育要培养什么样的人”这个问题，本质上是面向未来的发问：21 世纪的学生需要具备哪些核心

胜任特征，才能使他们成功融入未来社会，推动未来社会的健康发展？这是亟待科学研究探索的。近年

来，针对“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问题，我国学者发表了不少有关“核心素养”的研究文章。王

洪礼教授认为，当前主要存在的短板问题是，“仁义礼勇、感恩敬畏”等人格的高级素质薄弱，有待提

高。林崇德通过核心胜任特征的教育政策研究、国际比较研究、传统文化分析、课标分析以及实证调查

等支撑性研究，最终在 2017 年形成中国学生发展核心胜任特征的总框架，以“全面发展的人”为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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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自主发展、社会参与和文化基础三个领域、六项核心胜任特征指标(林崇德，2017b)。 
时勘教授组织开展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核心胜任特征的成长评估模型研究》，响应党和国

家教育方针的探索，通过深入探讨核心胜任特征的教育理论与成长评估模型的研究方法，以“发展素养

教育”为指南来揭示教育理论和实践的短板为突破口，寻求我国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创新举措的新途径和

新方法。为此提出，在教育部推广的《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同时，弥补其核心胜任特征设计的不

足，补齐教育短板，在学生的核心素养培养中引入新的成长评估模型，以便探索我国素质教育体系的改

革创新的新途径。这不仅对于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理论探索具有重大的价值，对于教育一线的广大教师

的教育实践创新也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综上所述，学生发展核心胜任特征是推进教育改革的重点内容，学生发展核心胜任特征以“全面发

展的人”为核心，包括自主发展、社会参与和文化基础三个领域、六项核心胜任特征指标。学生发展核

心胜任特征的指标，需要以关注学生自主发展为基础，强调身体、人格、能力等的全面发展，同时以培

养学生成为崇德守法、合作乐群、勇于奉献的社会人为重点，鼓励学生实践创新、积极参与各类社会活

动，使其在交往、合作、参与、贡献中成为有责任担当的人。深化基于学生发展核心胜任特征的教育改

革，可以从课程标准改革、课程实施、教师培训、考试评价等四个方面入手，全方位多角度对教育各个

环节进行优化调整。我们的研究正是上述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一定的改进和发展。 

2.3. 大学生核心胜任特征模型的提出 

本研究通过对国内相关领域的多位专家学者及一线教育工作者的访谈，逐步梳理完善大学生核心胜

任特征的框架和内容，并细化各项核心胜任特征的内涵，从而构建出大学生核心胜任特征模型，新的核

心胜任特征模型的建构，汲取了林崇德教授提出的“六大素养”的要求，结合了谢小庆教授关于审辩式

思维“不懈质疑，包容己见，力行担责”的研究成果，强调简明扼要、直奔“核心”，更好地弘扬中国

传统优秀文化、如何在教育过程中体现中国文化自信，特别聚焦于如何用简洁的语言体现于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内容，使其达到具体化、好领会的程度。考虑到“十九大”倡导“文化自信”和面对困境“抗逆

成长”的要求，我们提出了新时代青年应该具有的核心胜任特征要求，即八大模块来突出新时代青少年

的核心胜任特征要求，具体内容如下：逻辑推理、事实判断、论证评价、德性宽容、人格健全、责任担

当、文化自信、抗逆成长。我们将在严格的实证研究中，来验证这一新的实验模型的成效。 

3. 基于学生成长百分等级模型(SGP)的成长评估 

3.1. 学生成长百分等级模型的基本思想 

目前，主要通过测试来测量学员的能力水平，并通过原始分或位次的变化来评估学员的能力成长情

况，这样的成长评估方法，虽然操作比较简单，但也存在诸多问题和弊端。首先，试卷的纵向等值处理

难度较大，在实际的操作中难以实现，因而也无法在同一难度水平下测量学员的能力水平；其次，原始

分和相对位次的评估方法，虽然操作简便，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两种方法所能提供的学员个人水平

的成长信息非常有限，个体间的对比结果难以解释，无法保证评估结果的公平性。本研究根据大学生核

心胜任特征模型编订的测试问卷，引入目前在美国广泛应用的学生成长百分等级(SGP)模型作为成长评估

模型，该评估模型屏蔽了问卷难度的差异，通过考察学生在同等能力水平的“学习小组”中的相对位置

变化，来评估学生的成长情况，有效地解决了传统的成长评估方法中存在的问题和弊端。 
国际上已有发达国家从 2018 年也开始正式实行《每一个学生都成功》法案(王晓平，齐森，谢小庆，

2018)，提出学习不仅要追求“达标”，更要追求“成长”，这种从“达标模型”到“达标 + 成长模型”

的变化，给我们的改革评价模式也带来了启发。在以往的评价方式中，高水平学生在测试中的相对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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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难度高于中低水平学生，起点不同的学生个体在学生群体中相对位次的变化相同，并不能说明两者

的进步情况一样，强行给出两者进步情况一致的结论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为了解决这类问题，学者

Betebenner (2011)提出了学生成长百分等级模型，该模型最早应用于学校教育领域，基于学生以往成绩来估

计其当前成绩的条件分布，即在同类学生中，其学业成绩所处的条件百分位数为其成长百分等级。这就为

我们比较不同起点学生的学业进步提供了可能。随着其理念影响规模的不断扩大，学生成长百分等级模型

也逐渐应用在管理、人才测评、绩效考核等领域，学生成长百分等级模型成为了目前国际上使用最为广泛

的数学模型。SGP 模型通过与同类个体集合的比较可以更加准确地反映其进步情况(如图 1 所示)，如果进

步超过了大多数同类个体，说明其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反之，进步低于大多数同类个体，则说明其进步情

况不佳。SGP 模型的标准界定值在大多数情况下为 50，也可以依据具体的需求和情况进行调整，一般而言，

若计算得出的 SGP 分数大于 50，则可以认为该个体在同等学力的群体中进步很大，获得了“成长”。 
 

 
Figure 1. Schematic diagram of SGP model evaluation 
图 1. SGP 模型评估示意图 

3.2. 学生成长百分等级模型的统计方法 

SGP 模型使用分位数回归来描述学生在“先前”测试表现的背景下的“当前”状态。在实践中，“当

前”状态要么是可用的最近一组考试分数，要么是一个特别感兴趣的时间点，而“先前”指的是当前时

间点之前的一个或多个时间点的分数变量。其原理是根据个人和群体过去的得分，使用回归模型，将个

体或群体定位在经验性的“可比较”的参照组中。在 Castellano 和 Ho (2013)之后，在个人层面上，我们

将这些度量称为“条件状态度量”(CSMS)，因为它们根据给定的过去分数的条件分布来框架个人状态。 
Betebenner (2010)将 SGP 值的运算程式记录在 R 软件的“SGP”包中，可供调用运算。在统计方法

上，SGP 值估算过程包括以 0.01 增量估计 100 个条件分位数曲面，这些分位数对应于 0.005 到 0.995 的

分位数。这些分位数曲面代表边界，当观察到当前分数落在两个相邻表面之间的时候，处于期间的学生

获得一个 SGP 值，这个值由这些边界之间的中点分位数表示。以下简单介绍基于 B-spline 参数的条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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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数运算以及 SGP 值的产出。 
我们使用 ( )Q Y Xτ 表示当前成就分数 Y 的第 τ个条件分位数，这基于给定的前一年成就分数的向量

长度，写作 1 2, , , JJ X X X=  。在 SGP 模型的计算中，Betebenner (2009)使用 B-spline 参数来替代传统的

线性参数，来解决测试分数的数据中出现的非线性和方差不齐的问题。B-spline 要求明确多项式的次数和

结点的数量和位置。B-spline 的方法的有效性在 Schumaker 写的书籍(Schumaker, 2007)中得到了很好的解

释和评价。 

( ) ( )7
1 1

J
hj hj jj hQ Y X Xτ α β φ

= =
= +∑ ∑                            (1) 

在(1)式中， ( )hj jXφ 表示由于自变量 Xj的作用，前一年 j 的第 h 次三次 B-spline 基本运算。7 hjJβ∗ 参

数是对 B-spline 运算控制点的估计。此外，α 是截距值。 

( ){ } ( ){ }( ) 100ˆ ˆmax ; min ;
2i i i i iSGP Q Y X x y Q Y X x yτ ττ τ= = < + = > ×              (2) 

在(2)式中，学生 i 的 SGP 模型值的操作定义为，与学生“当前”观察分数(y = yi)，接壤的拟合条件

分位数之间的中点(Betebenner，2010)。其中，Xi 是学生 i“先前”观察到的分数的向量。例如，一个学

生观察到的“当前”分数介于对 1/4495 和 1/4505 回归曲面的拟合值之间，那么他的 SGP 值为 50。 

4. 大学生核心胜任特征的成长评估的实验研究 

4.1. 实验设计 

本实验在温州大学进行。鉴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本实验采取了网络培训的方式，培训共用了 18
个课时，共有 62 名大学生参加了本次培训实验。培训之前，将被试随机分配到实验组与控制组，即实验

组 31 人、控制组 31 人，各进行三次单独的网络干预培训。对实验组进行干预培训，对控制组进行常规

的思想道德教育培训。在同一时间内发放培训资料供双方阅读。通过成长评估模型来衡量实验组学生在

干预培训前后的变化情况，并与控制组通过前后测进行比较，以验证干预培训在实验班学生八项核心胜

任特征提升方面的作用(如图 2 所示)。 
阶段一：培训前测试。研究者委派专家首先初步对整个实验有一个简洁的整体情况讲解，然后进行

大学生核心胜任特征的培训前测试，以获得大学生群体在核心胜任特征各维度上的基线水平。培训前测

试所使用的工具为时勘博士课题组开发的大学生核心胜任特征培训前问卷，包括 40 个项目。 
阶段二：核心胜任特征干预培训。在培训前测试完成后进行核心胜任特征的干预培训，培训方式采

取线下培训和网络培训相结合的方式，干预培训由一位专业职业心理培训师主持和三位研究助理协助下

完成，培训时间与数量为上午和下午上各一场讲座互动培训，共计 18 个课时，历时一周。培训内容为基

于青少年核心胜任特征通用模型的素养发展，在培训过程中，我们采用了汇编栅格方法、智能模拟培训

方法和合作型团队等方法进行培训。 
阶段三：培训后测试。在干预培训后对被试进行培训后测试，培训后测试所使用的工具为时勘博士

课题组开发的大学生核心胜任特征培训后问卷，根据大学生核心胜任特征模型编制而成，包括 40 道题目。

最后，通过百分等级成长评估模型(SGP)来衡量两组学员在个人水平上干预培训前后的变化情况，来验证

核心胜任模型以及干预培训模式在大学生核心胜任特征提升有效性方面的作用。 

4.2. 核心胜任特征的培训实验过程 

根据大学生成长的规律，在吸取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编制完成了八项核心胜任特征的测试内容，

它们是：事实判断、假设辨认、论证评价、德性宽容、人格健全、责任担当、文化自信和抗逆成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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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Framework diagram of the core competency characteristics training model 
图 2. 核心胜任特征培训模式框架图 

 
双方的测试同时采用核心胜任特征培训前测试问卷，每一套问卷均包括 40 道题，以 0，1 计分(答对 1 分，

答错 0 分)，每部分 5 分，共 40 分。分别用于前测和后测。培训前测问卷和培训后测问卷的题目各不相

同，根据问卷试测的统计检验结果，前测问卷和后测问卷并不存在难度和区分度的差异，两个试卷是基

本等值的(参见附件一：核心胜任特征测试的样卷示例)。 

4.3. 对比培训实验的样本 

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从网络上选取了曾参加温州大学心理健康网络教育活动的 62 名大学生作为被

试，学生受教育程度覆盖本科各年级学段。采用随机分组的方式，将被试分为两个组：实验组和控制组，

每组人数各为 31 人。 

4.4. 培训内容 

实验组采用基于核心胜任特征模型的八个学习模块内容，每次 2 小时：第一部分为认知技能(逻辑推

理、事实判断、论证评价)，第二部分为人格特征(德性宽容、人格健全)，第三部分为社会交往(责任担当、

文化自信和抗逆成长)。课后，提供本项目研制开发的《核心胜任特征测试及训练系统》进行个别学习，

由于该系统有严格的学习反馈系统，参加者务必自学完所有的培训内容，即网络集体学习的某一课件内

容后，才能进入下一系统的学习，所以，这次的课外学习内容设计较为严密，可以保证集体学习和个人

学习的一致性。 
控制组采用的通用干预培训内容是某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活动节开幕式的通用网络培训，主题为“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大学生成长评估研究”，历时 1.5 小时，全国有 1600 人左右参加，主要的培训内容为：

研究背景、已有的研究基础、疫情初期的研究与对策、疫情中期的研究与对策、疫情后期的全球跨文化

比较研究和未来的研究展望等六方面的内容。控制班的 31 位被试，培训内容主要由高校的政治辅导员进

行职业道德教育，以及我们通过网络发放一些有关新冠肺炎疫情的新闻资料，供学生课余时间自行安排

学习。 

5. 差异性检验和 SGP 模型分析 

5.1. 组间差异：差异性 t 检验分析 

对于获得的数据分别采用了配对样本 t 检验和独立样本 t 检验，来进行前后测对比分析。结果表明(如
表 1 所示)，首先，我们先检验了实验组与控制组的前测情况，由于对实验组和控制组采用了随机分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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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但事后对两组前测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分析时，发现实验组前测得分略低于控制组前测得分[t (30) 
= −2.03, M 实前 = 23.16 < M 控前 = 25.19, p > 0.01]，采用 99%的置信度标准，我们认为实验室和控制组的前

测得分无显著差异。对于实验组而言，前测得分显著低于后测得分[t (30) = −4.15, M 实前 = 23.16 < M 实后 = 
27.65, p < 0.01]；对于控制组而言，前测得分与后测得分不存在显著性差异。此外，实验组后测得分显著

高于控制组后测得分[t (61) = 3.41, M 实后 = 27.65 > M 控后 = 24.00, p < 0.01]。这样，首先，根据后测的成绩

检验干预培训的效果，实验组得分显著高于控制组得分；其次，与自身前测相比较，实验组经过干预后，

后测得分显著高于前测得分。综上，t 检验结果证实，核心胜任特征干预培训是有效的。 
 
Table 1. Pre and post-test t-test of students’ competency characteristics in the experimental control group 
表 1. 实验组控制组学生胜任特征测试前后测 t 检验 

项目 类型 平均值 标准差 平均差值 T 值 显著性 

实验组前后测 
前测 23.16 4.26 

−4.48 −4.15 0.00 
后测 27.65 5.52 

控制组前后测 
前测 25.19 2.04 

1.19 5.32 0.00 
后测 24.00 2.21 

实验组与控制组前测 
实验组 23.16 4.26 

−2.03 −2.19 0.04 
控制组 25.19 2.04 

实验组与控制组后测 
实验组 27.65 5.52 

−3.65 3.41 0.00 
控制组 24.00 2.21 

5.2. 组内分析：个体培训效果的 SGP 模型分析 

根据学生成长百分等级(SGP)模型的原理和对数据的要求，将实验组和控制组的实验数据进行合并，

汇总成为原始数据表。本次进行的 SGP 模型分析是 62 名被试的测试结果，其中实验组和控制组各 31 名。

根据 R 的计算结果，运用 R 语言编程调用 SGP 数据包来计算被试个体的 SGP 值。实验组共有 18 名被试

在第二次施测中进步明显(SGP ≥ 50)，控制组有 4 名被试进步明显(如表 2 所示)。实验结果表明，实验组

被试在经过培训干预后，大多数被试(58.06%)均取得显著进步。从 SGP 检验结果可以看到，干预培训效

果再次得到了验证。 
 
Table 2. Distribution of SGP values of subjects in the experimental and control groups 
表 2. 实验组与控制组被试 SGP 值分布情况 

组别 维度 人数 比率 程度 人数 比率 

实验组 

SGP ≤ 50 13 41.94% 
低(0~19) 6 19.35% 

较低(20~39) 3 9.68% 
正常(40~49) 4 12.90% 

SGP ≥ 50 18 58.06% 
正常(50~59) 3 9.68% 
较高(60~79) 6 19.35% 
高(80~100) 9 29.03% 

控制组 

SGP ≤ 50 27 87.10% 
低(0~19) 13 41.94% 

较低(20~39) 7 22.58% 
正常(40~49) 7 22.58% 

SGP ≥ 50 4 12.90% 
正常(50~59) 2 6.45% 
较高(60~79) 2 6.45% 
高(80~100) 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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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讨论 

6.1. 大学生核心胜任特征模型的有效性 

核心胜任特征理论从研究的思路和方法上是科学的，而且按照冰山模型，其不仅关注水上的部分，

更加关注水下的部分，这其中有一些是他人所不能简单了解的，有一些甚至连自己都无法了解。我们在

核心胜任特征模型的开发过程中，也非常注重对这些内容的研究。根据“Johari 窗口”理论，我们在测评

的时候需要关注四种性质的内容，并且针对不同性质的部分需要采取不同的方式：针对“自己和他人都

了解的事情”我们采用情境评价；针对“自己了解而他人不了解的事情”我们采取结构化面谈和阅历核

查；针对“自己不了解而他人了解的事情”采用 360 度评估的方式；针对“自己和他人都不了解的事情”

采用能力测评和人格测评。从核心胜任特征的生成过程来看，我们所建立的模型更加关注深层次的胜任

特征，并且强调文化环境因素、人格特质因素、社会交往等因素的影响，具有一定的超前理论价值。 
在本次实验中，我们在林崇德有关素养研究基础上，将大学生的核心素养模型改进为：逻辑推理、

事实判断、论证评价、德性宽容、人格健全、责任担当、文化自信和抗逆成长等八项新型的核心胜任特

征模型，本实验除 5 月 25 日抗击疫情的通用培训活动之外，两组分别接受了不同内容的培训：实验组的

培训内容突出了核心胜任特征的训练要求，课程时长为 18 学时；而控制班仍然采用原有的职业道德训练

教材的培训。培训结果经过 t 检验和 SGP 模型分析，实验组的核心胜任特征能力水平得到了显著的提高，

而控制组采用的培训方法效果不明显。这项实验的结果表明，本研究设计的核心胜任特征成长评估模型

为教育变革注入新的活力。我们相信，随着这种增值评价模型的不断完善，在未来指导学校的教育理念、

课程设计、考核评价等方面，均会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6.2. 大学生核心胜任特征培训的重要发现 

核心胜任特征是学生在接受相应学段的教育过程中，逐步形成的适应个人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

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未来基础教育的顶层理念是强化学生的核心胜任特征。核心胜任特征本质上并

不过分注重“知识”、“技能”等表层上的基准性胜任特征，而是更加看重藏于内核的鉴别性胜任特征。

本研究中所构建的大学生的核心胜任特征模型中，包含了“认知”、“人格”、“社会交往”三大方面

的胜任内容，这些胜任特征对人的培养更加注重思维、认知、心智等方面，并且强调人格因素在其中的

重要作用，德才兼备的大学生成为培养的重点。从宏观视角来看，当今社会已经进入了合作创造型社会，

大学生之间的合作变得越来越广泛，其中不乏社会交往的核心内容，因此，基于核心胜任特征的培养模

式将更有利于大学生的发展。再切换到微观视角，根据自我决定理论，Ryan 和 Deci (2000)指出了三种基

本心理需求——自主、胜任、关系，这三种基本心理需求与个体的心理健康有着显著的关系，核心胜任

特征的培养有利于个体获得胜任感、自主感和控制感，因此，对大学生而言，通过相应的课程和培训，

塑造符合自身发展的核心胜任特征，将非常有利于促进其在学习和工作领域的发展；另一方面，胜任感、

自主感和控制感的获得，将有利于大学生自我同一性的达成，包括需要、情感、能力、目标、价值观等

特质整合为统一的人格框架，即具有自我一致的情感与态度，自我贯通的需要和能力，自我恒定的目标

和信仰；特别的是，我们在其中引入了抗逆成长的相关内容，这不仅具有现实意义，而且有利于缓解大

学生在学习和工作中的压力和倦怠等，培养青少年在遇到困难和挫折时不断抗逆向前的态度和心理韧性。

综上所述，核心胜任特征的思想对大学生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6.3. 百分等级成长评估模型和成长评估理念的特殊价值和启示 

由于传统的原始分和排序的评估方法存在局限性，本研究引入了学生成长百分等级(SGP)模型。学生

成长百分等级(SGP)模型是基于大样本的可靠估计，通过常模参照样组对学生成长进行描述和预测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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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将前测分数相同的学员划分成若干个“学习小组”，并假设各个“学习小组”的学术伙伴(Academic 
Peers)后测所得的分数呈现正态分布，这样，就可以计算出学生在各自“学习小组”中的百分等级(Percentile 
Rank)，并用 1~99 来表示，我们称之为 SGP 值。如果 SGP 值高于 50，就说明该学生在前后测过程中有

所“成长”；如果 SGP 值低于 50，则说明该学生的“成长”效果不理想。传统的差异性检验很难做到在

个体水平上的针对性评估，只能对实验组和控制组的团体平均数做出粗略的统计决断，但是 SGP 模型则

可以克服这个弱点，并且克服了不同个体本身的被试差异所导致的误差，在评估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上具

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在评估的理念上，传统的“达标模型”已经逐渐转向“达标 + 成长模型”，这是一种战略性变革。

进入 21 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为，学习不仅要追求“达标”，更要追求“成长”。对于一些基

础薄弱的学生，即使暂时“达标”有困难，仍然可以通过学习获得“成长”，这就是新的“达标 + 成长”

的教育理念(谢小庆，2019)。相对于一个学习阶段结束时的终结性达标评价，“成长”评价作为一种增值

评价，越来越受到关注，对于大学生而言，成长评估的理念自然也显得尤为重要。近年，在教育评价领

域特别强调的增值评估，实际上也可看做对学生在个人水平基础上获得的“成长”的重视，我们的教育

评价不再仅仅追求总体的“量”的增长和进步，而越来越重视评估的精准和有效，越来越追求教育评价

的“质”的方面。由于大学生在个人水平上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如果采用传统的评估方法，在多数情

况下，大学生的学习效果得不到客观真实的体现，SGP 模型的引入，是使得层次差异较大的个体具有获

得真实客观的成长评估的一种实证尝试。本研究将这一成长评估模式与基于核心胜任特征的培养发展模

式相结合，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均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和启发性。 

7. 研究结论 

第一，本研究在学生核心胜任特征模型的现场实验研究，以及历时三年探索得到的学前、小学、初

中、高中到大学生的系列成长评估演进实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框架与指标体系”。

本研究提出的素养框架吸收了我国学术界在“核心素养”的理论探索成果，研究的实证结果证实，本研

究所倡导的认知技能、人格特征和社会交往的大学生核心胜任特征模型，具体的是逻辑推理、事实判断、

论证评价、德性宽容、人格健全、责任担当、文化自信和抗逆成长，得到了验证，这是符合全球化、数

字信息化及智能化的发展要求的，有利于推进我国素养教育改革和培养一批面向未来、具有创新创造能

力的关键核心技术人才。 
第二，本研究以高校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开展了突出核心胜任特征的对比培训研究，培训模式设

计中包括了认知技能、人格发展和社会交往三大方面、八大模块的培训，就整体培训效果来看，本实验

采用了两种检验方法进行培训效果的验证，即按照差异对比法(t 检验)和成长百分等级(SGP)模型来检验实

验结果。一方面，从组间差异来看，实验班取得了明显优于控制班的效果[t (61) = 3.41, M 实后 = 27.65 > 
M 控后 = 24.00, p < 0.01]。另一方面，从组内差异来看，实验班(58.06%)获得个体成长的人数远高于控制班

(12.90%)。以上结果表明，本研究设计的大学生核心胜任特征培训取得了显著的效果。进一步证明，大

学生的核心素养模型，包括逻辑推理、事实判断、论证评价、德性宽容、人格健全、责任担当、文化自

信和抗逆成长等八项核心胜任特征在大学生成长发展的过程中是需要重点关注要素。 
第三，本研究中采取了成长评估的评价思路对学生核心胜任特征的实验结果进行评价，不仅仅将实

验组和控制组的学生们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团队的比较，而是将关注点放到了每一个学生在核心胜任特

征上有没有个体的成长。通过实验的结果，我们发现 SGP 的成长评估方法和传统的差异性 t 检验的结果

是相互应证的，摒弃 SGP 模型提供了传统的 t 检验所没有评估到的成长水平(SGP 值)。这种成长评估的

方式可以作为未来学生核心胜任特征培训效果评估的重要方法之一，本研究的结果着重填补了胜任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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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在学生成长评估方法上的不足。 

8. 未来研究展望 

人才培养在于教育，科研要认真回应教育中涌现出的新问题。在今后的学生核心胜任特征的研究方

面，将与教育界、科技界等多领域研究者携手，进行线下线上紧密融合的培养模式与科学健全的评价体

系等方面的深入探索，以推动促进我国人才的提质、增量与可持续化发展。 
第一，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们将探索线下授课模式与线上授课的差异，由于培养过程、讲授人员的

风格与个人魅力可能带来的差异，需要验证本实验模式的外部效度。在时间允许的条件下，将以更加精

准的角度，来探讨核心胜任特征从认知层面转化为个人特质和社会交往能力的规律问题。 
第二，形成性评估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评估的结果可以用来引导学习过程中下一步行动或制定干预

学习策略。学生成长百分等级(SGP)模型提供了每个学生与其“水平相当”的其他学生相比的进步情况，

除了提供“水平相当”学生的标准比较之外，还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与同龄人相比需要有怎样的表现才能

达到预定目标的方向(Betebenner，2011)。这些信息可以帮助教师为每个学生制定个性化的教案和学习策

略，因此，向每一位教师提供这样的 SGP 信息，可以及时修改形成性教学过程中的教学策略。 
第三，核心胜任特征成长模型的评估对象主要是在校学生，评估的内容是学习效果，所以，这既可

以评估学生的学习成果的变化，也可以评估学生在特定群体(全班、全校、全地区、全省、全国)中相对位

置的变化。成长评估的主要目的是向家长、教师、学校提供更多关于学生学习情况的信息，为了促进基

础教育体制的改革，应使学生的增值评价有一个动态化、个性化的解读，有利于今后成长评估工作科学、

持久地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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