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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2016年，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山地户外运动产

业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1］。《规划》指

出，通过在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形成“三横三

纵”格局以推动体育事业和户外运动繁荣发展。2016年

8月，国际奥委会执委正式宣布，攀岩被列为2020年东

京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至此，攀岩运动在企业市场中

的规模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企业如雨后春笋般进入市

场，这意味着攀岩运动的相关行业即将走向繁荣。2016

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健身休闲运动产业的

指导意见》［2］指出，登山攀岩产业发展迅速，其中，

滑雪、攀岩、登山等户外健身休闲产业表现尤为突出，

特别是中西部的一些地区，体育局重点推出一些户外新

业态，鼓励和支持发展户外运动。2021年8月，国务院

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1—2025年）》［3］，主要任

务包括广泛开展全民健身赛事活动、推动体育产业高质

量发展、推进全民健身融合发展以及营造全民健身社会

氛围等，其中均表明要大力加强户外运动的开展与实

施。国家体育总局在对于体育新兴产业的规划中也明确

提出扎实推进户外品牌赛事，依托凉爽气候和丰富的山

地户外运动资源，重点打造特色户外赛事；积极推进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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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同时，研究分析了培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改进措施。综上所述，本研究构建的指标体系在攀岩运动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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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示范性活动，以实际行动倡导科学健身，促进群众

体育锻炼。2022年，国家体育总局联合八部委共同出台

《山地户外运动产业发展规划》，明确指出要加快登山

攀岩等户外产业的发展，促进产业集群的发展，这需要

社会各界的大力投入。特别是一些有条件的高校已经成

立了相关户外攀岩专业，并且在现有资源的基础上进行

相关的研究和培训。在此“体育强国”的建设背景下，

发展和研究攀岩运动培训相关内容对建设全面的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截至2023年，中国登山协

会共计培养了7323人次的攀岩社会体育指导员［4］。在

中国登山协会的领导下，地方登山协会和培训组织方全

力配合，在攀岩培训和教育工作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为

登山、攀岩和户外运动的普及推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本研究以西南地区参与攀岩指导员培训的学员为研究

对象进行实证研究，这能够确保研究的针对性和实用性。

同时，西南地区在攀岩运动方面具有一定的基础和影响

力，也为实证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条件。其次，通过

线上线下问卷调查、访谈和资料收集等方式，可以获取大

量的相关数据和信息，为实证研究提供充足的数据支持。

最后，研究基于柯式评价模型构建了包含多项指标的攀岩

指导员培训效果评价指标体系，这些指标全面覆盖培训前

的准备期、培训中的学习期和培训后的应用期，能够全面

反映培训效果。通过对攀岩指导员培训效果进行客观、全

面的评价，可以及时发现培训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从而有针对性地改进培训内容和方式，提升培训质量。此

外，攀岩运动在国内逐渐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喜爱，

而攀岩指导员的专业素质直接影响到攀岩运动的发展和普

及。对培训效果进行评价，有助于选拔和培养更多优秀的

攀岩指导员，推动攀岩运动的健康发展。

2  研究方法

2.1  德尔菲法

德尔菲法主要是指在获取相关专家对预测问题的

意见之后，对这些意见进行整理、归纳、统计，再反馈

给专家，由专家根据反馈意见进行修改，直至得到比较

合理的结果。本文通过两轮专家咨询，分别获取专家们

对指标筛选、指标权重的意见。本研究将向攀岩运动教

师、培训师、考评员等相关专家进行咨询，第1轮咨询的

目的是获取专家们关于评价指标的完善与修正意见，对

初步拟定的评价指标体系进行筛选，最终确定入选攀岩

初级社会指导员培训效果评价指标体系的指标；第二轮

咨询的目的是获取专家们对指标权重的意见，这一轮的

咨询将结合层次分析法一同进行。

2.2  问卷调查法

首先，本文以参加西南地区2023年攀岩初级社会

体育指导员培训的学员为调查对象，通过问卷调查获取

一手数据。问卷的来源主要是依据前人学者在研究相关

户外培训效果评价指标时已验证的成熟量表，并结合本

研究的实际情况设计问卷作为初始问卷，然后邀请专家

对问卷的内容和逻辑进行评价，根据专家评价意见修改

形成最终问卷，再通过实地调研的形式发放问卷开展预

调研，并对问卷所反映出的问题进行修改，之后确立正

式调查问卷。最后通过实地问卷调查获取所需的最新数

据，为论文的撰写提供素材和客观资料。

2.3  数理统计法

问卷的调查结果主要运用SPSS 25.0和YAAHP软件（层

次分析法是一种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系统分析方法，根据

问题的性质和要实现的总体目标，将问题分解为不同的构

成因素，并依据各因素之间的相关性、影响和隶属关系，

将各因素按不同层次进行聚合和组合，从而形成多层次分

析结构模型，以此解决相关问题）对攀岩初级社会体育指

导员培训效果进行相关权重和描述性等分析。

3  评价指标体系的选取

3.1  指标理论依据

体育评价是体育领域中一项重要的研究内容，其旨

在科学、系统地评估体育活动的质量、效果和影响。体

育评价理论为构建攀岩指导员培训效果评价指标体系提

供了基本框架和方法论。在本研究中，借鉴了柯式评价

模型等成熟的评价理论，这些理论在体育评价领域得到

了广泛应用和认可，有助于确保评价指标体系的科学性

和有效性。攀岩运动作为一项极具挑战性和专业性的体

育项目，要求参与者具备出色的身体素质、心理素质和

技巧能力。因此，在构建攀岩指导员培训效果评价指标

体系时，本研究充分考虑了攀岩运动的特性，包括对身

体素质、心理素质、技能水平等方面的要求。通过选择

与攀岩运动密切相关的评价指标，能够更准确地评估攀

岩指导员在培训过程中的表现和进步。培训效果评估是

一个重要环节，重点关注如何有效评估培训活动的质量

和效果。在构建攀岩指导员培训效果评价指标体系时，

本研究参考了培训效果评估的通用框架，如培训前准

备、培训中学习、培训后应用等阶段。这些阶段涵盖了

培训活动的全过程，能够全面反映攀岩指导员在培训过

程中的表现和进步。同时，根据攀岩指导员培训的具体

特点，对通用框架进行了适当调整和补充，以确保评价

指标体系的针对性和实用性。 

评价指标体系体现了科学合理性。在系统性方

面，整个体系内部逻辑关系清晰，层次分明，依据筛

选原则选取结构清晰、内容完善的指标；在科学性方

面，选取的指标有科学理论支撑，具有明确的概念边

界，能准确反映攀岩指导员培训效果的基本特征和内

部规律；在代表性方面，结合攀岩运动的特性，选取

了具有代表性的指标，抓住问题的关键特征，以此推

断培训效果的整体情况；在可操作性方面，选取的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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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具有可测量性和可观察性，可通过问卷调查、访

谈、测试等方式进行收集和评估，从而确保评价指标

体系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3.2  评价指标的初步拟定

本研究的首要步骤是选取初级攀岩指导员培训效果的

评价指标。评估培训效果，分析影响初级攀岩指导员培训

效果的因素，并对这些因素进行总结。通过文献收集与整

理，依据柯氏四级评价模型，结合初级攀岩指导员培训的

实际情况，选取了初级攀岩指导员培训效果的评价指标。

柯氏四级评价模型起源于1956年的威斯康星大学，是

世界上应用最为广泛的培训评估工具，在培训评估领域具

有不可动摇的地位。它将培训评估分为四个阶段，也称为

柯氏四级评估模型。这四个层次分别为：（1）反应层，

即学生反应评价，用于评价学生对培训内容和课程组织的

反应，受训人员确切地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如果学员对培

训课程的反应是否定的，就应该分析课程设计或课程安

排是否存在问题；（2）学习层，即对学生学习效果的评

估，用于评估参与培训的学生的学习情况以及他们是否在

培训中学习了知识和技能；（3）行为层，即培训后学生

的行为评价，用于评价学生在参加培训后的行为变化以及

是否应用培训中所学的知识和技能；（4）结果层，即受

训人员培训后的结果，用于评估受训人员完成培训后获得

的结果以及给自己、企业或组织带来的好处。

通过文献检索发现，目前国内外针对攀岩初级指导员

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基本处于空白状态。本文在前人关于

社会体育指导员评价的研究基础上，阅读参考文献和相关

政策，咨询资深专家，遵循指标构建原则，以柯氏四级模

型理论为依据，结合攀岩指导员的人才培训、发展现状和

市场现状，评价指标主要借鉴学者冀袁媛［5］、唐琳［6］、

丁妍［7］、张英道［8］、王瑞琦［9］等人的相关研究，初步

拟定了4个一级指标，与一级指标相对应的有培训目标评

价、培训方案评价、培训需求评价、学员反应评价、培训

内容评价等11个二级指标，以及与二级指标相对应的有28

个三级指标。（如表1所示）

表 1  攀岩初级指导员评价指标体系初步指标表［10-12］

Table 1 Preliminary index table of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junior climbing instructor

准则层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导员培训效果 培训背景评价

培训目标评价
预期目标有效性

预期目标可行性

培训方案评价

培训课程安排

培训师资

硬件配备

专业水平

培训需求评价

专业知识学习需求

行动计划

体现专业发展趋势

续表

准则层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导员培训效果

培训反应评价

学员反应评价

批判性生思维

沟通交流

团队协作

培训内容评价

绳索技术

教学实践

攀岩手法技术

攀岩脚法技术

环保理论

指导员义务和责任

攀岩装备技术

培训方式评价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学习效果评价

认知重建 解决困惑

培训认知提升
行业系统知识

活动系统知识

行为转换评价

培训知识传播
指导活动实践

相关理论和教学

培训知识迁移 指导员行为

知识创新
指导员未来发展

技术创新

3.3  德尔菲法筛选与指标确定

3.3.1  专家问卷表设计

在指标体系初步制定之后，为确保其科学性，有必

要对指标做进一步筛选与调整。本文采用德尔菲法，旨在

获取更为科学、全面的指标修改建议。德尔菲法要求参与

咨询的专家人数一般控制在10～18人之间，专家之间应独

立思考，对指标进行合理评价并提出意见。为此，设计并

发放了初级攀岩指导员效果评价指标筛选专家问卷，且对

部分专家进行了访谈。调查问卷由三部分构成，即指标体

系解读、专家对指标重要性的评分以及专家意见或建议。

专家对指标重要性的评分采用李克特五分制：认为非常重

要得5分，比较重要得4分，一般重要得3分，不太重要得2

分，不重要得1分。为提高指标体系的质量，在编制专家

问卷时预留了修改意见和补充意见栏，以便专家提出调整

建议。考虑到作者专业知识水平有限，可能存在指标被省

略或表述错误的情况。因此，经德尔菲法调整后的指标体

系将更具科学性与可靠性。

为保证研究结果的科学性与准确性，问卷调查的发

放对象是对本研究领域较为熟悉的13名专家。本次研究

咨询的专家多为攀岩界各机构的知名教师、副教授、攀

岩培训师资和攀岩考评员等。（如表2所示）

表 2  咨询专家情况表

Table 2 Information on consulting experts

专业领域 人数 职业 / 职称

户外运动 3 教师 / 教授

攀岩运动 7 培训部培训管理组组长 / 攀培训教师 / 考评员

教练 3 攀岩国家级裁判 / 教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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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表所示，本次研究邀请的专家研究领域较为多

样化，涵盖了攀岩裁判、考评员、指导员、攀岩培训管

理员、教授等，这确保了能够从多学科的角度较为全面

地看待问题，也符合本文命题研究需求，提升了研究的

准确性和科学性。

3.3.2  评价指标体系的最终确定

经过问卷调查、多次专家访谈以及反复讨论之后，

专家意见最终基本达成一致，确定了攀岩初级指导员培

训效果评价指标体系的各项指标，主要包含3个一级指

标、7个二级指标和17个三级指标。（如表3所示）

表 3  攀岩初级指导员评价指标体系指标确定表

Table 3 Determination of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junior rock climbing instructors

准则层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导员培训效果 培训背景评价

培训目标评价
课程目标

个人目标

培训方案评价
课程方案

组织方案

培训需求评价
学习需求

发展需求

续表

准则层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导员培训效果

培训背景评价 培训内容评价

专业发展趋势

专业技能提升

理论结合实践

倡导沟通合作

培训过程评价 培训师资评价
师资能力

师资资历

培训结果评价

课程价值评价

知识技能完善

知识技能提升

知识技能应用

境界提升评价
运动理念

运动创新

4  评价指标体系权重分析与模型建立

4.1  评价指标的权重系数

本研究运用层次分析法的计算工具YAAHP10.3软件进行

权重计算和数据分析。将上述表格中的最后评分取值数据录

入软件后，软件会对每个判断矩阵的一致性进行判定，结果

显示每个判断矩阵的CI值均小于0.10，说明矩阵一致性高，

数据合理。共计27个判断矩阵计算，计算结果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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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712 0.0342 0.1839 0.0460 0.0306 0.0061
0.2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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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44 0.0049 0.0385

0.9261
0.0071 0.0100 0.0020

0.3949 0.0494 0.0717 0.01190.2055 0.2299 0.0367

0.4721 0.4443 0.0836

图 1  攀岩初级指导员指标权重系

Figure 1 Weight system of indicators for junior rock climbing instructors



西南地区攀岩指导员培训效果评价与实证研究2024 年 12 月
第 6 卷第 4 期 ·475·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scps	 https://doi.org/10.35534/scps.0604046

4.2  权重结果分析

4.2.1  一级指标权重分析

在一级指标中（如表4所示），培训背景评价的权

重为0.4721，其次是培训过程评价，其权重为0.4443，

权重最小的是培训结果评价，为0.0836，由此可见，培

训背景评价在攀岩初级指导员发展中占据主导地位。其

中，培训过程评价是攀岩初级指导员发展的根基，是构

成攀岩初级指导员发展吸引力的一个具体“要素”。这

三者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培训背景评价是针对培训工

作准备期所进行的评价；培训过程评价是对培训的授课

过程，即参训者学习过程的评价；培训结果评价衡量的

是培训课程结束后参训者所产生的变化。因此，培训背

景评价的权重略大于培训过程评价与培训结果评价，这

对于攀岩初级指导员综合发展潜力评价体系来说是十分

合理的。

表 4  攀岩初级指导员第一指标权重系数

Table 4 Weight coefficients of the first indicator for junior 
rock climbing instructors

第一指标 权重

培训背景评价（A1） 0.4721

培训过程评价（A2） 0.4443

培训结果评价（A3） 0.0836

4.2.2  二级指标权重分析

在表5所示的二级指标中，培训内容评价所占权重最

高，为0.3949；其次是培训方案评价，权重为0.2299；培训

目标评价的权重为0.2055；课程价值评价的权重为0.0717；

培训师资评价的权重为0.0494；培训需求评价的权重为

0.0367；境界提升评价的权重为0.0119。由此分析，由于攀

岩指导员未来将从事相关的技术实操类教学或培训工作，

所以在培训内容上就显得相对重要；其次是培训方案和目

标，好的培训方案是参训攀岩指导员进行技能学习的直接

保障。促进培训内容、方案、目标、价值等方面的提升，

有助于攀岩初级指导员培训效果的提升。

表 5  攀岩初级指导员第二指标权重系数

Table 5 Weight coefficients of the second indicator for 
junior rock climbing instructors

第二指标 权重

培训内容评价（B4） 0.3949

培训方案评价（B2） 0.2299

培训目标评价（B1） 0.2055

课程价值评价（B6） 0.0717

培训师资评价（B5） 0.0494

培训需求评价（B3） 0.0367

境界提升评价（B7） 0.0119

4.2.3  三级指标权重分析

从表6中的指标来看，大于0.1的指标有专业发

展趋势（0.2148）、课程方案（0.1839）、课程目标

（0.1712）和专业技能提升（0.1068）。其中，专业发

展趋势在攀岩初级指导员培训内容中占据主导地位，反

映了他们自身能力提高的程度。课程方案体现学员在培

训后所学知识和技能的应用程度。本课程的目标是在训

练后改善和提高指导员的运动观念。专业技能的提升意

味着训练后学员开展山地户外运动的新思路、新途径。

发展好攀岩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提升，对未来建设和提升

专业攀岩指导员具有良好的支撑作用。

表 6  攀岩初级指导员第三指标权重系数

Table 6 Weight coefficients of the third indicator for junior 
rock climbing instructors

第三指标 权重

专业发展趋势（C7） 0.2148

课程方案（C3） 0.1839

课程目标（C1） 0.1712

专业技能提升（C8） 0.1068

理论结合实践（C9） 0.0481

组织方案（C4） 0.0460

师资能力（C11） 0.0444

知识技能完善（C13） 0.0385

个人目标（C2） 0.0342

学习需求（C5） 0.0306

知识技能提升（C14） 0.0261

备选倡导沟通合作方案（C10） 0.0251

运动理念（C16） 0.0100

知识技能应用（C15） 0.0071

发展需求（C6） 0.0061

师资资历（C12） 0.0049

运动创新（C17） 0.0020

4.3  攀岩初级指导员培训效果评价模型的建立

通过计算，本研究得出了17个三级评价指标、7个二

级指标、3个一级指标的组合权重。依据权重结果可建立

起攀岩初级指导员评价体系，该指标体系旨在用于评价

攀岩初级指导员培训效果的综合发展，为后续健康的攀

岩初级指导员培训发展提供改进方向，并提出具有研究

依据和数据支撑的建议、对策。完整的评价指标体系及

各指标权重如表7所示。

在实际案例应用中，在对评价指标体系进行评价

时，需要选择合适的方式对每个三级指标进行打分，采

用问卷调查法，手机数据，计算每个三级指标的算术平

均值（作为指标得分），然后将各指标得分与相应指标

的组合权重相乘，最后进行汇总，得出初级攀岩指导员

综合发展的最终得分。初级攀岩指导员培训效果的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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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模型如下：

S=
c

∑
i=1

DiWi

公式中，S为评价指标体系综合得分值，Di为各项三

级指标的均值，Wi为各项三级指标的组合权重。

以5分制对各项三级指标进行评分，培训发展潜力高

的初级攀岩指导员培训效果综合得分为4～5分，说明培

训效果好、发展潜力大；中等发展潜力的初级攀岩指导

员培训效果综合得分在3～4分之间，具有较好的发展前

景和发展潜力；低等发展潜力的初级攀岩指导员培训效

果综合得分处于1～3分之间，表示该培训暂不具备发展

和进行指导员培训的条件。

表 7  完整评价指标体系及各指标权重

Table 7 Complete evaluation indicator system and weight of each indicator

一级指标 权重 二级指标 权重 三级指标 权重

培训背景评价（A1） 0.4721 培训内容评价（B4） 0.3949 专业发展趋势（C7） 0.2148

培训过程评价（A2） 0.4443 培训方案评价（B2） 0.2299 课程方案（C3） 0.1839

培训结果评价（A） 0.0836 培训目标评价（B1） 0.2055 课程目标（C1） 0.1712

课程价值评价（B6） 0.0717 专业技能提升（C8） 0.1068

培训师资评价（B5） 0.0494 理论结合实践（C9） 0.0481

培训需求评价（B3） 0.0367 组织方案（C4） 0.0460

境界提升评价（B7） 0.0119 组织方案（C4） 0.0444

师资能力（C11） 0.0385

知识技能完善（C13） 0.0342

个人目标（C2） 0.0306

学习需求（C5） 0.0261

知识技能提升（C14） 0.0251

备选倡导沟通合作方案（C10） 0.0100

运动理念（C16） 0.0071

知识技能应用（C15） 0.0061

发展需求（C6） 0.0049

师资资历（C12） 0.0020

运动创新（C17） 0.2148

5  西南地区攀岩初级指导员培训效果

的实证研究

5.1  问卷与数据分析

5.1.1  问卷分析

该问卷（攀岩初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效果评价）

采取线上和线下同步发放的方式，最后共回收2023年参

与西南地区攀岩初级指导员培训的学员问卷231份，有效

调查问卷219份，调查问卷的有效回收率为94.8%。

5.1.2  问卷信度分析

利用SPSS软件对219份问卷进行信度分析，结果如下

表8所示：信度系数值为0.845，大于0.8，这表明研究数

据信度质量很高，可用于进一步分析。

表 8  指导员问卷Cronbach信度分析

Table 8 Cronbach’s reliability analysis of instructor questionnaire

问卷问题对应的三级指标 项已删除的 α 系数 Cronbach α 系数

具备初学者能力，可以独立负责人工攀岩场所的攀岩指导工作 0.820

熟练掌握基本攀登技术动作，并具备一定攀登能力 0.853

能熟悉掌握基本攀岩安全操作技术 0.864

您希望通过培训收获新知识、新理念和新技能提高攀岩能力 0.873

您希望通过培训能够使自己的攀岩指导能力获得有一定的认可度 0.890

培训目标切实可行，描述具体、细致，学员可以准确理解并达成相应目标 0.810

培训课程内容的安排逻辑清晰 0.805

培训内容丰富，符合培训目标 0.835

培训场地、培训设施装备合教学符合培训要求 0.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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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问卷问题对应的三级指标 项已删除的 α 系数 Cronbach α 系数

数学与学习支持人员服务到位，能够保障学习期间食宿交通 0.770

参加培训之前，您在相应攀岩指导过程中遇到困难无法很好的解决 0.763

参加培训前，您认为您在相关的攀岩活动完成的不够好 0.873

培训内容符合相关攀岩活动指导和个人发展追求需要 0.807

培训内容符合攀岩运动的发展趋势 0.732

培训使自身掌握并提高了相应的攀岩活动指导能力 0.788

培训内容有助于改善自身实际攀岩指导中的行为 0.844

培训课程内容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0.721

培训内容不脱离实际攀岩指导活动 0.804

学员能通过小组学习等方式协同完成培训任务 0.810

培训有效地促进了指导员培训之间的沟通交流 0.820

师资具备丰富的攀岩专业知识 0.785

师资具备熟练的攀岩专业技能 0.807

师资具备丰富的攀岩活动和指导的经验 0.831

师资具备一定的攀岩业内影响力 0.811

通过培训您学习了更加系统的攀岩活动知识 0.766

通过培训您对攀岩指导所需要具备的技能更加完善 0.831

通过培训您对攀岩运动的知识有了更多的理解 0.851

通过培训您的攀登技能更加熟练和精通 0.872

培训后能科学的将攀岩知识运用到相关的攀岩活动中 0.884

培训后能将科学的攀岩技能运用到相关的攀岩活动中 0.858

培训后您能践行户外活动环保法则以及应用 0.916

培训后您会传播户外活动环保法则以及应用 0.888

培训后您可以进行准度更高的相关攀岩活动 0.732

培训后您是否会在相关攀岩活动中会产行新的体会 0.789

培训后您是否具备开发新的攀岩活动线路的能力 0.792

标准化 Cronbach α 系数：0.845

5.1.3  学员基本信息统计

本次调查的对象为2023年参与西南地区攀岩初级

指导员培训的学院，基本信息主要涵盖年龄、学历、攀

岩运动年限、参加相关攀岩运动培训的次数和参加攀岩

初级指导员培训的地区。调查结果显示：西南地区参与

培训的学员年龄主要集中在18～22岁和23～28岁这两个

阶段，这表明他们在攀岩方面经验不足；学历主要集中

在本科阶段；西南地区开展培训最多的地区是四川和重

庆；参与攀岩相关工作的年限多为两年，参与相关培训

的次数主要分布在1～3次，再次表明大多数参与培训的

指导员经验不足（具体分析数据详如下表9所示）。

表 9  参与2023年攀岩初级指导员基本信息表

Table 9 Basic information of junior rock climbing instructors participating in 2023

名称 频率 百分比

地区

四川 64 28.2

重庆 61 26.9

贵州 48 21.1

云南 46 23.8

年龄

18 ～ 22 岁 100 44.1

23 ～ 28 岁 112 52.8

35 岁以上 7 3.1

学历

专科 30 18.2

本科 131 56.2

研究生 58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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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名称 频率 百分比

年限

两年 116 54.6

三～五年 74 42.2

六～十年 29 13.2

培训次数

1 次 96 45.8

2 ～ 3 次 99 43.6

4 次及以上 24 10.6

5.1.4  学员评分结果统计

对学员问卷评分结果进行均值计算，结果如表10所示。

表 10  对应三级指标的均值分析表

Table 10 Mean analysis of corresponding tertiary indicators

描述统计 N 均值

具备初学者能力，可以独立负责人工攀岩场所的攀岩指导工作 219 3.37

C1=4.16熟练掌握基本攀登技术动作，并具备一定攀登能力 219 4.47

能熟悉掌握基本攀岩安全操作技术 219 4.65

您希望通过培训收获新知识、新理念和新技能提高攀岩能力 219 4.64
C2=4.15

您希望通过培训能够使自己的攀岩指导能力获得有一定的认可度 219 3.67

培训目标切实可行，描述具体、细致，学员可以准确理解并达成相应目标 219 4.27

C3=4.11培训课程内容的安排逻辑清晰 219 3.61

培训内容丰富，符合培训目标 219 4.47

培训场地、培训设施装备合教学符合培训要求 219 4.31
C4=4

数学与学习支持人员服务到位，能够保障学习期间食宿交通 219 3.69

参加培训之前，您在相应攀岩指导过程中遇到困难无法很好的解决 219 3.55 C5=3.55

参加培训前，您认为您在相关的攀岩活动完成的不够好 219 4.69 C6=4.69

培训内容符合相关攀岩活动指导和个人发展追求需要 219 4.49
C7=4.51

培训内容符合攀岩运动的发展趋势 219 4.54

培训使自身掌握并提高了相应的攀岩活动指导能力 219 3.41
C8=3.95

培训内容有助于改善自身实际攀岩指导中的行为 219 4.50

培训课程内容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219 3.56
C9=3.53

培训内容不脱离实际攀岩指导活动 219 3.58

学员能通过小组学习等方式协同完成培训任务 219 4.49
C10=4.02

培训有效地促进了指导员培训之间的沟通交流 219 3.56

师资具备丰富的攀岩专业知识 219 4.14
C11=3.88

师资具备熟练的攀岩专业技能 219 3.62

师资具备丰富的攀岩活动和指导的经验 219 3.60
C12=4.01

师资具备一定的攀岩业内影响力 219 4.42

通过培训您学习了更加系统的攀岩活动知识 219 4.54
C13=4.38

通过培训您对攀岩指导所需要具备的技能更加完善 219 4.22

通过培训您对攀岩运动的知识有了更多的理解 219 4.22
C14=4.21

通过培训您的攀登技能更加熟练和精通 219 4.21

培训后能科学的将攀岩知识运用到相关的攀岩活动中 219 3.67
C15=4.12

培训后能将科学的攀岩技能运用到相关的攀岩活动中 219 4.58

培训后您能践行户外活动环保法则以及应用 219 4.47
C16=4.62

培训后您会传播户外活动环保法则以及应用 219 4.26

培训后您可以进行准度更高的相关攀岩活动 219 4.22

C17=4.15培训后您是否会在相关攀岩活动中会产行新的体会 219 4.52

培训后您是否具备开发新的攀岩活动线路的能力 219 3.70

有效个案数（成列）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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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  计算最终得分

将每个指标的得分代入攀岩初级指导培养员培训

效果综合评价模型中，结合对应指标的组合权重进行计

算，得到各指标得分。（如表11所示）

表 11  西南地区攀岩初级指导员培训效果评价个指标最后总得分

Table 11 Evaluation of training effectiveness for junior rock climbing instructors in southwest China，with final total scores 
for each indicator

一级指标 得分 二级指标 得分 三级指标 评分 组合权重 得分

1 培训背景评
价（A1）

1.8909

1 培训目标评价
（B1）

0.8356
1 课程目标（C1） C1=4.16 0.1712 0.7087

2 个人目标（C2） C2=4.15 0.0306 0.1269

2 培训方案评价
（B2）

0.9398
3 课程方案（C3） C3=4.11 0.1839 0.7558

4 组织方案（C4） C4=4 0.0460 0.184

3 培训需求评价
（B3）

0.1155
5 学习需求（C5） C5=3.55 0.0261 0.0926

6 发展需求（C6） C6=4.69 0.0049 0.0229

2 培训过程评
价（A2）

1.8180

4 培训内容评价
（B4）

1.6607

7 专业发展趋势（C7） C7=4.51 0.2148 0.9687

8 专业技能提升（C8） C8=3.95 0.1068 0.4821

9 理论结合实践（C9） C9=3.53 0.0481 0.1697

10 备选倡导沟通合作方案（C10） C10=4.02 0.0100 0.0402

5 培训师资评价
（B5）

0.2804
11 师资能力（C11） C11=3.88 0.0385 0.1493

12 师资资历（C12） C12=4.01 0.0020 0.0080

3 培训结果评
价（A3）

1.2046

6 课程价值评价
（B6）

0.1573

13 知识技能完善（C13） C13=4.38 0.0342 0.1497

14 知识技能提升（C14） C14=4.21 0.0251 0.1056

15 知识技能应用（C15） C15=4.12 0.0061 0.0251

7 境界提升评价
（B7）

0.9242
16 运动理念（C16） C16=4.62 0.0071 0.0328

17 运动创新（C17） C17=4.15 0.2148 0.8914

按照权重累加后，最终目标层攀岩初级指导员培训

效果的得分为S=4.8316，综合得分在4～5分之间，因此西

南地区攀岩初级指导员培训属于具有高等培训发展潜力

的地区，具有较好的发展前景和发展潜力。

5.2  讨论与分析

5.2.1  培训对象的质量差异大

国家职业资格攀岩初级指导员培训由中国登山协

会和地方户外运动俱乐部开展培训活动。本研究经过调

研，建立模型进行综合评分以对培训效果进行评价。研

究发现，在对西南地区参与培训的指导员的调查中，培

训背景评价得分高于培训过程和培训结果的评价得分。

这一现象表明，培训目标与培训需求的偏差和不合理的

培训安排是现阶段工作中的主要问题。参加国家职业资

格攀岩初级指导员培训的人员有不同的职业和特点，由

于年龄、教育背景和运动经历的不同，他们对培训有不

同的需求。在本研究涉及贵州省的一场攀岩指导员培训

中，学员的专业背景参差不齐，但大致可分为全日制

班，主要学员为攀岩爱好者和户外运动专业学生；参加

培训的人员年龄最小的处于18～22岁阶段，最年长者为

43岁；教育背景涵盖小学辍学者和拥有硕士学位者。这

种复杂的情况对培训效果产生影响是可以理解的，但这

种情况是可以改善的。本研究调查的四川培训课程主要

由高校承担，成员为大学生，前期准备工作相对简单，

最终培训背景评估效果非常理想。

针对培训对象质量差异大的问题，应根据学员的

职业背景、年龄、教育背景和运动经历，制定个性化的

培训方案。对于攀岩爱好者和户外运动专业学生，可以

加强技术技能和实践操作方面的教学；对于年龄较大或

教育背景较弱的学员，可以注重基础理论和安全知识的

普及。同时，可采用分层次教学的方法，将学员按照能

力水平进行分组，确保每个学员在适合自己的难度下学

习和进步。在培训开始前应强调前期评估的重要性，了

解学员的基础水平和培训需求，以便更好地制定培训计

划和教学内容。另外，建议建立反馈机制，及时收集学

员的意见和建议，对培训内容和教学方法进行调整和

优化。

5.2.2  培训机构的性质不同

目前，承担具有国家专业资格的初级攀岩指导员培

训任务的机构有三类：省市登山协会、大专院校和攀岩

俱乐部。在培训组织过程中，这三类机构各有优缺点。

省级和市级登山协会属于非营利组织，利润并非其关注

重点。因此，他们可以快速确定培训日程、核算培训成

本、开展培训宣传，并为学员提供更好的场地、设备和

服务。高校开展的培训不注重利润，但在制定培训计划

时，承办方和合作方会更多考虑成本因素以节约学生的

学习成本。因此，高校承担的培训存在场地和设备不能

满足教学需要的情况。其优点是招生容易，学生综合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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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高，学习效果好，培训教学顺利，培训效果稳定。作

为承担国家职业攀岩指导员培训任务的机构，攀岩俱乐

部面临诸多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招生问题。其次，由

于成本压力，这类承办方在培训场地安排和培训设备准

备方面做得不够，这是影响培训效果的一个重要因素。

对于攀岩俱乐部承办的培训而言，为了吸引更多的人参

加培训，其培训宣传工作的宣传性强、覆盖面广。此

外，作为组织者，攀岩俱乐部具有强烈的服务意识，能

够为参加培训的人员提供周到的服务。

针对培训机构性质不同的问题，建议加强合作与资

源共享，鼓励省市登山协会、大专院校和攀岩俱乐部之

间加强合作，共享培训场地、设备和教学资源，以提高

培训效率和质量。同时，提出优化培训场地和设备的措

施，对于高校和攀岩俱乐部承办的培训，应加大投入，

改善培训条件，确保满足教学需求。明确培训目标和定

位，各培训机构应根据自身优势和特点制定符合实际需

求的培训计划和教学内容。此外，建议加强招生宣传和

服务，提高培训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同时提供周到的服

务，提高学员的满意度和忠诚度。最后，建议建立完善

的培训质量评估体系，定期评估和分析培训效果，及时

发现和解决问题，不断提高培训质量和效果。

6  结论与建议

6.1  结论

本研究运用德尔菲法构建了国家职业资格攀岩初

级指导员培训效果评价指标体系，该体系涵盖培训背景

评价、培训过程评价和培训结果评价三项一级指标。在

覆盖准备期、学习期和应用期的基础上，确立了7项二

级指标和17项三级指标。实际应用表明评价指标对培训

效果评价具有积极作用，提高了评价的科学准确性。通

过第二轮德尔菲法和层次分析法计算各指标权重，其中

培训背景评价占比最高（0.4721），培训结果评价占比

最低（0.0836），说明培训背景评价在指导员发展中占

据主导地位。在二级指标中，自培训内容评价权重最高

（0.3949），其次为培训方案评价（0.2299）、培训目标

评价（0.2055）、课程价值评价（0.0717）、培训师资评

价（0.0494）、培训需求评价（0.0367）和境界提升评价

（0.0119）。本研究建立了攀岩初级指导员培训效果综合

评价模型，将培训效果划分为高、中、低三个发展潜力

等级。 通过实证研究对西南地区参与2023年攀岩初级指

导员培训的学员进行评价，运用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模

型计算得出，参与培训效果综合评价分值S = 4.8316，该

地区属于高发展潜力地区。

6.2  建议

6.2.1  培训效果评价

在培训效果评价方面，应主要关注技能掌握程度、

理论知识、教学能力、安全意识以及法律法规与职业道

德等多个维度。通过实操考核和模拟演练，对攀岩指导

员在攀爬技巧、保护与下降技巧、路线设定等方面的技

能掌握情况予以评估，并设立如攀爬速度、保护动作准

确性等技能考核标准，以量化指标评价技能水平。同

时，通过笔试或在线测试，考核指导员对攀岩运动概

述、安全知识、装备知识、运动生理学、心理学等理论

知识的掌握程度，确保考核内容的全面性。此外，观察

指导员在教学过程中的表现，并且通过学员反馈和同行

评价，了解其教学水平和效果。在安全意识方面，要评

估指导员在培训过程中的风险评估和紧急情况处理能

力。最后，考核指导员对攀岩运动相关法律法规的了解

程度以及职业道德素质，以确保其在合法合规框架内开

展活动。

6.2.2  培训需求、效果跟踪

在实证研究建议方面，应强调培训前的需求分析。

通过深入了解西南地区攀岩指导员的实际需求，如技能

提升、理论知识更新等，制定具有针对性的培训计划，

确保培训内容符合需求。培训结束后，对指导员进行跟

踪调查，了解他们在实际工作中对培训内容的应用情

况，并通过定期回访和问卷调查，收集反馈意见，不断

改进培训内容和方式。同时，选择典型的攀岩指导员培

训案例进行深入分析，总结成功经验和不足之处，提炼

出可推广的培训模式和教学方法，为今后的培训工作提

供参考。

6.2.3  建立培训体系与加强交流与合作

为提升培训质量，应致力于构建完善的攀岩指导

员培训体系，包括初级、中级、高级不同层次的培训课

程，确保体系的连贯性和系统性，为指导员提供持续的

学习和发展机会。此外，加强与国内外攀岩培训机构的

交流与合作，引进先进的培训理念和方法，组织研讨

会、交流会等活动，促进西南地区攀岩指导员之间的交

流与分享，共同提升培训水平，推动攀岩运动在西南地

区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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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and Empirical Study on the Training Effect of 
Rock Climbing Instructors in Southwest China

Zhang Dan1 Gong Jian2

1. Sichuan Tourism University, Chengdu;

2. Chengdu Foreign Languages Institute, Yibin

Abstract: The research aims to construct a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the training effectiveness of national vocational 
qualification rock climbing junior instructors through Delphi method, questionnaire survey,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and expert opinion consultation. The system is based on the Kirkpatrick evaluation model and covers the training 
preparation, learning, and application period to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evaluation. By objectively and comprehensively 
evaluating the training effectiveness of rock climbing instructors, problems and deficiencies in the training process can 
be identified in a timely manner, so as to improve the training content and methods in a targeted manner and enhance 
the quality of training. The research successfully established a system consisting of 3 primary indicators (training 
background, process, and outcome evaluation), 7 secondary indicators, and 17 tertiary indicators, which have been 
verified to have a positive effect on training effectiveness evaluation. Further use Delphi method and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to determine the weight of indicators, establish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odel, and divide the training effect 
into three levels of development potential: high, medium, and low. Empirical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comprehensive 
score of the training effect for junior rock climbing instructors in Southwest China in 2023 is S=4.8316, which belongs 
to a high development potential area and indicates significant training effectiveness. At the same time, the research 
analyzed the training issues and proposed improvement measures. In summary, the indicator system constructed in 
this study has high application value for rock climbing training and development, providing strong support for future 
training work.
Key words: Rock climbing instructor; Effect evaluation; Empirical researc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