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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正确认识教育学硕士学位的本质和特点的基础上，运用特尔斐法、层次分析法、模糊综合评价

法等制定了体育专业教育硕士学位论文评价指标体系及标准，并进行个案分析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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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ing on correctly apprehending the essenc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master degree in physical education specialty，

and by applying Dutlephy approach，layer analytical method，and 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ethod，the author estab-
lished the index system and standard for evaluating master degree theses of master of education in physical education special-
ty，and verified the system and standard by analyzing individual cas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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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是研究生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学位论文的

评价在整个教育评价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建立科学、有

效的评价指标体系对 教 育 学 硕 士 研 究 生 的 培 养 具 有 指 导 作

用，对研究生的论文 写 作 具 有 导 向 作 用，同 时 对 学 位 论 文 评

审具有借鉴作用，进而对学位研究生培养质量具有积极的推

动作用。

体育专业教育学硕 士 学 位 是 教 育 学 硕 士 学 位 的 一 个 方

向，其要求与教育学 硕 士 学 位 的 标 准 要 求 是 一 致 的，但 体 育

教育学科的研究又有其特殊性，它是文、理学科的交叉，如以

室外教学、技术教学、身体活动为主的教学特点，使其在研究

中多采用一些运动生理、生化指标检测学生体育锻炼前后身

体成分的变化；采用一些生物力学的指标参数诊断评价运动

技术完成的质量；研究体育教育、教学规律、教学效果的多以

教育学、心理学等社 科 知 识 为 指 导，采 用 合 理 有 效 的 教 学 方

法、手段促进学生体 质，提 高 健 康 水 平。教 育 学 硕 士 学 位 虽

不属于学术性学位，但 是 作 为 专 业 学 位 的 一 种，它 仍 是 研 究

生教育的一部分，因 而 不 能 降 低 它 的 学 位 级 别，同 时 也 不 能

完全按照学术性学位的要求搞统一标准。因此，研究建立适

应体育专业教育硕士 学 位 论 文 的 评 价 指 标 体 系 是 非 常 必 要

的。

1 构建指标体系的基本思路及方法

1 .1 设计思路

在体现学位论文规范性和一定价值的基础上，突出教育

学硕士学位论文的实践性和应用性，科学客观地反映论文的

质量和水平，使得科 学 判 断 与 价 值 判 断 相 统 一。因 此，建 立

一个比较完善的体育 专 业 教 育 学 硕 士 学 位 论 文 评 价 指 标 体

系是非常重要的。以 往 的 有 关 硕 士 学 位 论 文 评 价 指 标 是 针

对学术型研究生制 定 的，注 重 了 论 文 的 理 论 价 值 及 阅 读 量，

对论文的实用性关心不足，而本指标体系将紧密结合教育学

硕士研究生培养方向与特点进行设计。

1 .2 方法

（1）文献资料调研。

查阅有关教育硕士 培 养 的 文 件、论 文 评 价、体 育 教 育 等

方面的论文及专著，初拟一级指标 7 项、二级指标 16 项。

（2）特尔斐法。

设计体育教育硕士 学 位 论 文 评 价 指 标 专 家 调 查 问 卷 和

指标重要程度征询 问 卷（问 卷 经 心 理 专 家、体 育 专 家 进 行 信

度、效度检验，符合统计学要求），将问卷按程序逐轮发放、回

收、整理。调查专家的详细情况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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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特尔斐法专家调查统计1）

专家组成
轮 次

1 2 3

硕士生导师 5（4） 3（3） 3（3）

学位委员会成员 4（4） 3（3） 3（3）

基层教育部门干部 5（4） 3（3） 3（3）

在读教育硕士生 3（3） 3（3） 2（2）

评价方面专家 4（3） 3（2） 4（3）

体育教育专家 3（3） 2（2） 4（4）

Σ i 24（21） 17（16） 19（18）

回收率 / % 87 .50 94 .12 94 .74

1）括号内为回收问卷数

（3）层次分析法。

目前，评价指标的权重大多采用由少数专家根据经验直

接拟定的，缺少数量 分 析 作 为 依 据，与 实 际 情 况 可 能 会 有 较

大偏差，直接影响评 判 结 果 定 性 的 准 确 度 及 量 化 的 精 度；各

评价指标的量化缺乏科学依据，往往根据经验值或简单算术

平均值确定，评价结 果 较 抽 象，难 以 表 明 被 评 论 文 在 每 个 具

体方面的状况，也难以为以后的改进与提高提供针对性的帮

助。由此，本文运用层次分析法（AHP 法）确立教育硕士学位

论文评价指标 的 权 重，使 得 评 价 结 果 更 客 观、更 科 学、更 准

确。计算方法（方根法）与步骤如下：

1）制定并发放专家调查表，征询指标的重要程度。

2）将专家调查的指标重要程度的结果统计整理，构造判

断矩阵：

Ak B1 B2 ⋯ BN

B1 b11 b12 ⋯ b1 n
B2 b21 b22 ⋯ b2 n
⋯ ⋯ ⋯ ⋯ ⋯

BN bn1 bn2 ⋯ bnn

3）计算指标权重。

根据判断矩阵，各层中的指标权重可以归结为计算判断

矩阵的特征 值 和 特 征 向 量 的 问 题。即 对 于 矩 阵 B，计 算 满

足：

B·W =λmaxW
的特征根与特征向量。λmax为 B 的最大特征根，W 为对应于

λmax的正规化特征向量，W 的分量 Wi 即是相应元素单排序的

权值。

指标一致性检验

CI =λmax - n
n - 1

当 CR = CI
RI < 0 . 10 时，判 断 矩 阵 具 有 满 意 的 一 致 性，否

则需要调整判断矩阵。其中，CI 为一致性指标；RI 为随机 一

致性指标；CR 为随机一致性比例。

4）将各专家得出 的 各 指 标 的 权 重 值 平 均 即 得 出 所 求 的

权重。

得出的教育硕士学位论文评价指标体系见表 2。

表 2 体育教育硕士学位论文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B1 论文选题与综述

（0 .198 6）

C11对选题相关领域文献资料的了解与概述（0 . 055 2）

C12体现教育教学和管理的理论背景（0 . 046 1）

C13教育教学和管理实践状况、实用价值（0 . 058 6）

C14选题的针对性（0 . 038 7）

B2 论文水平

（0 . 543 2）

C21体现体育教育领域的系统知识（0 . 147 5）

C22突破与创新（内容、方法、视角等）（0 . 162 7）

C23论文的技术难度和工作量（0 . 131 0）

C24效益（0 . 102 0）

B3 论文写作及学风

（0 . 135 7）

C31独立研究的能力（0 . 061 4）

C32论文的规范性（0 . 044 5）

C33学风（0 . 029 8）

B4 论文答辩

（0 . 122 5）

C41概括与表述能力（0 . 058 4）

C42理解和回答问题的能力（0 . 064 1）

（4）模糊综合评价法。

体育专业教育硕士 学 位 论 文 评 价 是 一 个 复 杂 的 系 统 工

程，本方案采用较为简单的两层次多因素的模糊综合评价模

型 M = Σ
m

WkΣ
n

WiXi 进行评判。（式中：Xi 为 2 级指标的模糊

得分值；Wi 为 2 级指标 i 的权重；Wk 为一级指标 K 的权重；

n 为二级指标数目；m 为一级指标数目。）其评价标准可分为

4 等级：优（90 ～ 100 分）；良（80 ～ 89 分）；中（60 ～ 79 分）；差

（59 分 以 下）。 C13、C14、C22、C23、C31 4 项 中，有 其 中 之 一 为

差，则论文评为差。运用计算机对数据进行处理和综合评价

结果，并对结果进行信度、效度检验。

2 方案应用实例及分析

抽取南京师 范 大 学、苏 州 大 学、南 京 体 育 学 院、扬 州 大

学、徐州师范大学 5 所 高 校 的 50 名 体 育 专 业 教 育 硕 士 研 究

生的学位论文，运用本方案进行评价。

2 .1 个案结果与分析

1）从总评价得分结果得出：总分最高 90 .28 分，最低 51 .
52 分，平均 75 .44 分，标准差为 11 .62 分，评 价 的 4 个 等 级 人

数基本符合正态分布，学生之间有 较 大 差 距；经 T 检 验 各 指

标得分间差异有显著性（ P < 0 . 05）。表 明：所 建 指 标 体 系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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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较好的可比性，评 价 标 准 有 较 强 的 区 分 度，能 较 全 面 客 观

的反映学位论文的状况。

2）从评价结果显示：论 文 水 平 一 项 得 分 最 低，论 文 写 作

及学风、论文选题与 综 述、论 文 答 辩 依 次 较 高。进 一 步 分 析

可以看出，教学创新 性 是 影 响 论 文 质 量 的 关 键；论 文 写 作 及

学风中，独立研究的 能 力 是 一 个 薄 弱 环 节，这 还 有 待 于 学 生

加强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科研能力；论文选题与综述一项，

对选题相关领域文献资料的了解与概述方面较为薄弱，这可

能与平常教学任务 重、单 位 对 科 研 要 求 松 有 关，比 较 真 实 地

反映了目前我国基础教育教师的现状，更加明确了培养单位

应注意加强对学生实际教学研究的培养，适应未来教育对教

师的高要求，同时也说明了本指标体系的实效性和方向性。

3）从表 3 中看出：评 价 结 果 的 信 度、效 度 系 数 都 达 到 要

求：a .评价结果可信；b .系统误差小，有效性高。同时验证了

所建评价指标体系及模糊量表具有较高的使用价值。

表 3 评价结果的信度和效度系数

序号 内容 信度系数 效度系数

1 总得分 0 . 779

2 论文选题与综述 0 . 783 0 . 852

3 论文水平 0 . 758 0 . 894

4 论文写作及学风 0 . 823 0 . 912

5 论文答辩 0 . 685 0 . 860

6 总效度 0 . 924

2 .2 本评价体系优点及不足

我们设计的体育专 业 教 育 硕 士 学 位 论 文 的 评 价 体 系 紧

紧围绕教育硕士专 业 学 位 教 育 的 目 的、性 质，根 据 研 究 生 的

自身特点及用人单位的实际需求而制定，体现专业学位研究

生职业的本质和特 点，突 出 体 育 专 业 特 色，对 以 往 学 术 性 论

文评价中未给予充分重视的实践性、应用性价值给与特别的

关注。

由于在职攻读教育 硕 士 学 位 的 研 究 生 具 有 一 定 的 工 作

经验，论文答辩又是申请学位的必要环节，因此，本文所设指

标重视论文的“答”与“辩”，避免以往有“答”无“辩”而流于形

式的状况，“辩”的成分以发表自己的见解的方式体现出来。

采用本评价方案进行个案评价实施后，对部分被调查的

研究生进行回访，他 们 比 较 一 致 的 看 法 是：本 指 标 内 容 切 合

实际，与他们的工作 密 切 联 系，对 他 们 今 后 的 教 学 研 究 及 管

理具有较好的导向 和 促 进 作 用；将 评 价 结 果 反 馈 给 本 人，他

们能够接受并认识到论文存在的不足，反应良好。反映出本

指标具有较好的适用性，针对性较强。这对目前我国大力提

高基础教育师资学历层次的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个案实施过程中也出现许多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1）人为因素导致 的 难 以 避 免 的 评 价 值 误 差。尽 管 在 指 标 权

重的确立中运用了较为客观的层次分析法，但各指标重要程

度是少数专家的看法，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偏差；个案评价中，

由于多个指标难以 量 化，评 价 者 的 主 观 认 识 也 就 渗 入 其 中，

对论文的评价或多或少有影响，有待于随技术的不断提高而

加以改进。2）体育专业涉及的内容广泛，用统一的指标和标

准无法保证 对 论 文 的 价 值 的 绝 对 评 定，尤 其 是 应 用 型 的 设

计、发明等论文，需要 今 后 继 续 研 究。3）基 于 学 位 论 文 评 价

更多的是终结性评 价，有 的 评 价 标 准 相 对 较 高，对 于 部 分 研

究生而言会影响其 研 究 积 极 性，因 此，探 求 发 展 性 评 价 模 式

仍是今后研究的目标。

3 结论

（1）体育专业教育学硕士学位论文评价是一个复杂的系

统工程，该评价体系 坚 持 学 术 性 与 应 用 性 相 统 一、突 出 实 践

性原则，具有科学性、可操作性，实用性强。

（2）评价标准采 用 定 量 与 定 性 相 结 合，以 定 性 为 主 的 方

法，充分认识教育学 硕 士 学 位 的 本 质 和 特 点，联 系 实 际 而 制

定，全面反映出论文 含 有 的 价 值。且 计 算 可 在 微 机 上 处 理，

快速、准确。

（3）通过试评证明：本体系设计的指标体系、标准等级量

表、权重系数有较高的可靠性、有效性，因而评价能真实反映

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质量，并可为培养单位下一步的工作决策

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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