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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 言

教师培训是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核心途径袁对于
构建高水平教师队伍尧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和教育公
平具有现实意义与实践价值遥 近年来袁教师培训机会
逐渐增多袁线上线下混合式培训正在逐渐普及袁已有
培训有效地覆盖了教师这一群体袁但培训效果仍有待
进一步提升遥究其原因袁主要在于培训数量虽然增多袁
但低层次和重复培训多且缺少针对性袁未能充分关照
教师的实际需求遥 教育数字化能够利用平台优势尧智
能支持教师专业发展袁有效解决教师培训中需求与供
给不匹配的问题袁并正在走向循证式教师培训遥 任友
群等指出袁传统教师培训服务供给与新时代教师个性
化需求之间存在结构性失衡袁破解这一矛盾的思路之

一是实现大数据支持下的教师培训循证决策[1]遥从野证
据冶的角度来看袁多模态数据的挖掘与应用对于循证
决策至关重要袁最终以循证决策支持循证式培训设计
与实践遥 在教育数字化的关键期袁探讨如何乘着教育
数字化的野东风冶让循证式教师培训切实落地具有现
实可行性与必要性遥

二尧为何循证院教师培训为何要走向循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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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培训模式的建构与优化遥 在教育信息化时代袁已经
形成了一些较为成熟的尧基于信息技术的教师培训模
式袁但也存在一些现实问题亟待解决袁如培训针对性
不高尧教师获得感不强袁部分培训甚至成了野空中楼
阁冶袁培训内容与主题尧教师需求相距甚远遥 在教育数
字化转型时期袁学术研究应从问题解决的角度关注如
何进一步优化教师培训袁 提升其有效性和前沿性袁并
通过大规模实践来验证其有效性遥

渊二冤教师培训走向循证的必要性
第一袁 循证式培训与精准培训互为支撑遥 2022

年袁教育部等八部门印发的叶新时代基础教育强师计
划曳提出野深化精准培训改革冶袁教师精准培训改革成
为野十四五冶期间教师队伍建设的重点任务之一[2]遥 深
入剖析循证式培训与精准培训之间的关系袁本研究认
为循证式培训提供了科学依据袁指导精准培训的设计
和实施袁 精准培训则将循证的理念应用到实际操作
中袁确保培训方案真正满足教师的需求袁即以精准培
训为目标袁以循证式培训为路径遥

第二袁 循证决策有助于提高教师培训的效果袁确
保培训内容基于科学研究和实践经验遥教师教育尤其
需要开展循证研究尧循证政策和循证实践[3]袁教师面临
多样化的学生需求袁存在差异化的发展需求袁对教育
教学质量带来了严峻的挑战袁循证式教师培训可以帮
助教师更好地应对这些挑战遥

第三袁循证式培训有助于改变教师培训中的同质
化倾向遥教师培训的同质化倾向表现为城乡同质化倾
向和乡村同质化倾向[4]袁其野受害者冶均为乡村教师袁亟
待通过多种途径使得教师培训走向城乡差异化尧地域
差异化尧特征差异化遥 循证式教师培训有望改变同质
化倾向袁对参训教师更加野知根知底冶野因需设训冶遥

三尧证从何来院教师培训的证据类型及证据
从何而来

渊一冤循证式教师培训的基本理念及思路
1. 循证式教师培训的基本理念
第一袁注重证据的收集与利用遥 不论在医学还是

在社会科学中袁注重证据的收集与利用都是循证实践
的核心特征袁证据的来源可以是多样的袁其科学性和
可信度也各有不同遥耶特利等根据证据中的个人偏见
程度提出了证据金字塔袁 该金字塔包括由元分析尧系
统性综述和随机控制实验揭示的科学证据袁由大规模
调查和横向或纵向多个案研究得到的准科学证据袁由
个案研究或专家个人意见提出的经验证据 [5]袁如图 1
所示遥本研究采用耶特利等提出的证据金字塔作为证

据分类框架遥

图 1 耶特利等提出的证据金字塔[5]

第二袁真实案例与现实情境的平衡遥 在教师培训
中袁受客观因素影响袁各培训项目之间往往存在较大
差异袁对真实案例的参考与借鉴需要在考虑自身项目
经费投入尧师资力量尧参训教师特征等基础上袁把握真
实案例与现实情境之间平衡的 野度冶袁 既不 野充耳不
闻冶袁也不野盲目照搬冶遥

第三袁基于证据的持续改进与优化遥 从长期性的
角度来看袁教师培训以野年复一年冶的形式循环开展袁
每年甚至每次培训之间都存有一定的改进尧优化的空
间袁这就需要培训组织者在基于上次培训留存证据的
基础上袁有针对性地改进下次培训遥

第四袁多元主体参与培训方案制订遥 从现有的循
证教育体系来看袁更为广泛的循证教育网络需要更多
人群的主动行动袁如教育研究者尧技术专家尧广泛的教
师等[6]遥在教师培训中袁同样需要多元主体参与制订培
训方案遥

2. 循证式教师培训的基本思路
依据循证教育 野提出问题要收集证据要筛选证

据要应用证据要反思评价冶的基本框架[7]袁以及教师培
训中需要在各培训阶段和环节中野多次循证冶的特征袁
参考耶特利等提出的证据金字塔对证据的分类袁以循
证教育的基本环节为野纵坐标冶袁以教师培训的基本环
节为野横坐标冶袁充分考虑各环节对不同类型证据的收
集与应用袁以教师培训组织尧实施的一般流程为野主
轴冶袁本研究将循证式教师培训基本思路总结为院前置
性需求调查寅确定培训主题寅研究文献梳理寅典型
案例分析寅生成培训方案寅专家意见征询寅培训方
案修订寅培训实施寅基于多模态数据的培训优化寅
培训绩效评价遥 以期为循证式教师培训中的证据获
取尧使用提供参考袁并阐明证据与培训环节的对应关
系袁如图 2所示遥

渊二冤教师培训中潜在的证据类型
1. 教师培训研究成果及综述
在证据金字塔中袁元分析尧系统性综述均居于最

高位袁属于科学证据的范畴袁是循证决策的重要支撑遥
通过长期实践及积累袁已有诸多围绕教师培训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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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袁国内通常以系统性综述为主袁元分析较为少见袁
这些研究或针对培训模式尧培训手段尧培训方法进行
综述袁或对培训效果进行元分析袁均能够为教师培训
实践提供理论指导和参考借鉴遥

2. 教师培训的典型案例
早在 2011年袁 全国教师教育课程资源专家委员

会就出版了 叶国培计划典型案例集曳遥 2017年 9月 1
日袁教育部公布了首批 33个野国培计划冶优秀工作案
例遥 随后袁常态化的野国培计划冶典型工作案例征集工
作逐渐铺开遥典型案例征集为我国各级各类教师培训
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袁 极大地拓宽了培训组织者的视
野袁为培训工作的创新性尧高质量开展提供了参考遥

3. 教师培训的前置性需求调查数据
教师培训的前置性需求调查对于培训的针对性尧

精准性和有效性至关重要遥 当前袁教师培训的前置性
需求调查主要以问卷形式直接关注参训教师的主观

需求袁李彦敏就从循证的视角进行了教师信息技术创
新能力培训需求的调查分析[8]袁但应当认识到问卷调
查属于被动式需求调查袁 容易受教师知识储备水平尧
对培训的认知态度尧培训参与意愿等影响袁可能产生
需求调查野失真冶的情况遥 当前袁我国已建成国家级智
慧教育平台袁正在建设各省智慧教育平台袁未来有望
应用大数据技术优化教师电子档案建设袁伴随式收集
教师的学习经历尧教学经历尧培训研修情况等信息袁从
而精准呈现教师成长数字画像[9]遥在培训前袁通过主动
式需求分析尧参训教师群体数字画像特征抽取袁剖析
其真实培训需求袁并据此开展分班尧分批次的培训袁助
力实现分层精准培训遥

4. 教师培训的过程性多模态数据
教师培训的绩效评价问题一直以来既是教师培

训研究与实践关注的重点袁也是难点所在遥 传统的评
价更多地集中于对参训教师满意度的测评袁全国中小

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 2.0采用微认证
的方式对参训教师进行了总结性评价遥 未来袁仍需要
关注教师培训的过程性数据袁特别是能够直观映射培
训感受尧收获与思考的多模态数据遥郑永和等指出袁可
以利用智能感知设备实现对学习者话语尧表情尧身体
姿态尧生理信息数据的全方位采集分析袁逐渐趋向于
利用多模态数据实现对多元学习情境 渊线上学习尧课
堂学习尧混合学习等冤下学习者学习行为和学习状态
的有效还原袁在更大程度上实现对学习过程的精准表
征和对学习现象的有效解释[10]遥 当前袁教师培训的过
程性多模态数据获取仍存在诸多现实困难袁如现有环
境难以支撑尧培训组织主体多元化尧培训管理非线性
等袁但可以先从在线学习入手袁逐步过渡到线下培训
的多模态数据收集与分析遥

5. 教师线上自主学习过程性数据
根据叶中国教师培训发展报告渊2022冤曳袁2022 年

度农村地区教师参与线上培训相对更多袁纯在线学习
培训占比达到 38.62%袁 在线学习为主的混合式培训
占比为 35.99%[11]袁因此袁线上学习的过程性数据是教
师培训的重要证据来源袁但已有实践多关注教师线上
自主学习中的上线率尧活跃度尧发帖量等数据袁更多地
停留在行为层面遥马宁等的研究已经能够实现对教师
学习者在线异步交互过程中情感状态和认知水平的

深度挖掘[12]袁有望通过线上自主学习数据挖掘出更多
心理层面尧认知层面的信息遥

6. 教师培训的总结性绩效评价数据
循证教师教育实践要求教师独立生成和反思教

育实践的证据袁这种证据是教师专业得以发展和开展
创新的关键袁也是循证式教师培训的重要证据[13]遥 教
师研修质量监测主要涉及度量层面尧空间层面尧反馈
层面尧管理层面等四个层面遥证据有两种袁一种是培训
过程性证据袁 如学科知识与教育学知识测试成绩尧心

图 2 循证式教师培训的基本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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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测验成绩尧论文成果等曰另一种是跟踪性证据袁如
就业数据尧课堂观察记录尧教学表现视频尧档案袋资
料尧多方利益主体满意度数据等遥 从而形成了一个两
维度尧四层面的证据结构袁该证据结构能够有效支持
总结性绩效评价袁但在当前教师培训实践中袁更多集
中于对满意度尧心得体会等层面的评价遥

渊三冤教师培训证据获取的基本路径
1. 文献检索与梳理
通过文献检索与梳理袁可以便捷地获得元分析尧系

统性综述尧随机控制实验等科学证据遥除了常用的中国
知网尧万方尧Web of Science等国内外科研数据库外袁我
国还建立了 ESS循证社会科学数据库袁 可以检索尧查
找教师培训相关文献遥 图书类文献也可以为培训提供
指引袁如叶教师培训课程设计曳叶教师培训师专业修炼曳
等袁相较于期刊文献袁图书类文献系统性更强遥

2. 教师培训案例库
当前袁 我国尚未形成专门针对教师的培训案例

库袁但是已经形成了野耶国培计划爷典型工作案例冶野中
国高校远程与继续教育优秀案例库冶等一系列与教师
培训直接相关的较为成熟的案例库袁可以为教师培训
提供直接或间接的参考遥鉴于教师培训因地域尧学科尧
学段不同袁培训形式尧培训思路等均可能存在较大差
异遥 当前亟待建设覆盖全面尧及时更新的全国性教师
培训数字化案例库袁设置便捷的检索方式袁从而更好
地支持教师培训遥

3.问卷调查尧访谈调查
调查法既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核心方法袁也是教

育实践中改进优化教育教学方法的重要途径遥在教师
培训中同样如此袁赵鑫等通过文献综述强调了教师训
前需求调查和训后跟踪调查的重要性袁也指出关于怎
样设计尧开展尧运用尧评估调查袁但学界尚未提出具有
操作性的标准和举措[14]遥 问卷调查尧访谈调查在教师
培训中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袁其实施的便利性与获
取信息的可靠性均较为可观袁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
些偏差遥

4. 专家咨询
20世纪 90 年代后袁随着教师教育的改革袁培训

师资范围不局限于培训院校袁而是不断扩大遥 2010年
国培计划开始建立国培计划专家资源库袁2022 年公
布了调整补充后的名单[15]袁国培计划专家库为行业专
家审查提供了有力的指引遥 同时袁也可以向教师教育
研究专家尧学科领域研究专家尧技术支持专家等不同
领域和类型的专家开展专家咨询袁以使培训方案的修
订更趋科学遥

5. 在线学习平台
教育数据挖掘能够为教育实践提供可靠性高尧过

程性强的证据遥 在线学习平台是教师培训组织与管
理尧培训资源共享尧参训教师在线学习尧培训成果提交
等环节的野根据地冶袁其中产生的各类教育数据能够生
成参训教师数字画像袁从而在培训方案优化尧培训实
施尧培训绩效评价尧训后指导等各环节有效支撑循证
式教师培训的开展遥

6. 智能化环境感知
伴随着学校的信息化教学环境不断升级改造袁智

能教学环境正在逐步走向教室袁这也使得训后返校实
践尧跟岗实习过程中的数据收集更加多样化遥 通过综
合分析袁形成教师培训前后教学风格尧教学模式尧数字
化工具应用等方面转变的报告袁能够有效支持培训绩
效评定尧跟岗实习效果评价及训后跟踪指导遥

四尧如何循证院数智技术如何赋能教师
培训走向循证

渊一冤以证剖需院平台化数据智能分析赋能培训教
师需求的真切揭示

教师培训中应关注教师的主观需求袁对教师的培
训需求提前进行调研袁 关注教学实践中的真实问题袁
基于培训过程数据挖掘教师的真实需求袁满足教师个
性化需求[16]遥 参训教师的需求究竟是什么袁如何透过
新名词尧新理念准确找到教师的真实需求袁是摆在众
多培训组织者面前的一道 野难题冶遥 正所谓 野众口难
调冶袁在实践中袁不同区域尧不同学段尧不同学科袁甚至
不同学校的教师需求均有所差异袁此为教师的野自身
需求冶曰国家尧社会尧学校对教师的要求则处于动态变
化之中袁如新课标尧教师数字素养等文件和标准颁布
前后对教师的要求就存在一定差异袁此为教师的野发
展需求冶遥

在实践中袁应通过野高质量冶的证据支撑培训教师
需求的真切揭示袁达成以证剖需袁而这一过程正是对
多元主体参与的体现袁参训教师作为受训者袁同时也
以一种特殊的形式参与了培训方案的制订遥培训平台
的智能化是未来的一大趋势袁以往通过在线问卷的形
式收集参训教师需求的方式可能存在样本偏差尧反应
偏差尧记忆偏差尧理解偏差等问题袁使得收集到的数据
难以野拨开迷雾见真相冶遥那么如何克服传统手段的不
足袁获得更加可靠的证据呢钥一方面袁可以在传统调研
的基础上袁结合现有教育大数据分析各地域尧各类型
教师知识结构现状与培训需求的差异和共性特点[17]袁
形成自下而上的主观需求证据与自上而下的客观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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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证据相结合袁通过对比尧分析挖掘真实需求袁既满足
参训教师主观层面的野显性冶需求袁也满足参训教师不
自知的野隐性冶需求曰另一方面袁也需要注重在省尧县
渊区冤两级层面建设教师培训智能化管理平台袁在参训
人员筛选尧参训经历记录尧培训绩效记录等方面形成
立体式尧动态化尧智能式管理体系袁将以往野确定培训
主题要确定参训人员要制定培训计划冶的流程改变为
野确定需训人员要确定培训主题要制定培训计划冶袁有
效提升培训的针对性袁 使教师 野该培则培冶野应培尽
培冶遥 野应训冶教师可以从教龄尧参训经历尧教师专业发
展水平等方面综合确定遥

渊二冤借证定案院培训案例及专家意见赋能培训方
案制订更趋精准化

循证教育的起点是产生有用的证据袁提升研究
证据的质量是循证教育未来发展的关键 [18]袁其中真
实案例和专家询导能够为培训方案的优化提供有

用的证据袁真实案例为培训方案制订与优化提供参
考袁专家的意见则让培训方案更具前沿性尧科学性尧
高效性袁最终促成真实案例与现实情境的平衡遥 当
前袁在世界范围内尚未有建立较成熟尧广泛尧大规模
教师培训案例库的先例遥 集中力量办大事是社会主
义的重要制度优势袁也是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模
式和优势[19]袁如何在教师培训中进一步发挥我国制度
优势袁 通过集中力量自上而下地构建培训案例库袁特
别是在线案例库袁并广泛征集各地经典尧成熟的培训
案例尧做法袁从而有效赋能精准培训袁提升培训质量袁
是亟待思考与实施的重要工作遥甚至可以考虑在案例
库中融入 GenAI袁 通过 GenAI对海量已有案例的解
读尧分析袁在提示语中加入新的培训对象尧目标尧条
件袁快速生成新的教师培训方案袁在反复对话尧修订
中使培训方案质量更高遥 也可以将制定好的案例
野投喂冶给 GenAI袁让其找出培训方案中的不足之处袁
在课程设置尧日程安排尧文字撰写等方面给出具体
建议遥

在专家意见方面袁当前袁野国培计划冶中的省级专
家询导已经呈常态化开展之势袁但在其他各级各类培
训中袁仍需要强化对专家意见的获取袁特别是对于教
师培训而言袁应广泛征集了解和熟悉当地教育发展现
状与问题的教育专家尧本地教研员尧培训所属地师范
院校专家的意见遥 在这一进程中袁同样需要借助数字
化的力量来达成降本增效袁如通过在线会议代替线下
会议袁既节约了专家的私人时间袁也让专家意见反馈
更趋高效袁参训教师也有望在这一进程中通过远程连
线的方式野面对面冶地向专家反馈自己的想法尧需求袁

培训组织机构也能够有效节约成本袁将野好钢用在刀
刃上冶袁达成多元主体共赢的局面遥

渊三冤立证培优院规模化多模态数据收集与分析赋
能培训过程性优化

教师培训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袁其中涉及多维度的
组织与实践袁如培训过程中学习共同体的构建尧研修
主题的确定尧讨论活动的组织等 [20]袁好的教师培训应
当既有充分照顾教师需求的方案袁也有高效的训后指
导袁更应当有训中的灵活组织与及时优化袁且应当是
基于证据的持续改进与优化遥 然而袁支持训中优化的
证据从何而来钥 传统依靠培训组织者主观经验尧判断
的证据可靠性和科学性难以得到保障袁容易引起共同
体野散漫漫冶尧研修主题野乱糟糟冶尧讨论活动野冷清清冶
等问题遥亟待通过规模化多模态数据收集与分析辅助
开展循证决策袁解决现有问题遥

具体而言袁 就是要充分利用教师培训周期短尧安
排紧凑尧活动丰富等特点袁通过对现有培训环境的升
级或使用便携式设备袁收集线下培训活动中的海量行
为尧言语尧作品等数据袁如通过面部表情数据收集探究
野什么样的专家讲座更受教师欢迎袁教师们耶抬头率爷
更高冶袁通过小组活动中的言语分析判断野如何组织小
组活动能让教师参与度更高袁教师们耶发言率爷更好冶袁
通过培训过程中的参训教师作品尧作业的文本分析明
晰野教师成果撰写的短板在哪里袁教师们耶写不好爷耶做
不出爷哪些内容冶袁等等遥 并尝试在城乡教师均参与的
教师培训中袁通过规模化多模态数据收集与分析探究
城乡教师在培训需求尧偏好尧行为等方面的差异袁生成
教师培训特征的群体画像遥 最终袁立足获得的证据和
群体画像袁在不影响培训整体目标尧日程安排等的基
础上袁对培训安排尧活动进行动态微调与优化袁有效提
升参训教师的需求适切性遥

渊四冤引证论效院常态化证据应用有效支撑培训绩
效综合分析与判定

教师培训绩效是指教师培训在推进教师专业发

展上实际产出的成果和达成的效果[21]遥 柯氏四级评估
模型中包含四个评估层次袁分别为反应评估尧学习评
估尧行为评估和成果评估袁在该框架的指引下袁循证式
培训的绩效评估分别需要关注以下四点院

第一袁反应评估遥 反应评估是指参训人员对培训
项目的印象如何袁 包括对讲师和培训科目尧 设施尧方
法尧内容尧自身收获的大小等方面的看法遥在循证式教
师培训中袁基于数字平台收集反应评估数据已经是常
态化的做法袁 后续应进一步关注数据的自动化分析尧
培训报告的自动化生成袁以期在节省人力尧物力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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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袁提升评估的及时性和客观性遥
第二袁学习评估遥 学习评估测量参训人员对原理尧

技能尧态度等培训内容的理解和掌握程度袁也是当前教
师培训的难点所在遥由于教师培训更多关注前沿性尧理
念性尧 政策性知识与技能的传授袁 难以通过传统的测
验尧考试等形式进行考察袁亟待开发能够便捷设置情境
化任务的教师专业发展测评系统袁 通过训前训后测评
进行发展性评价袁准确把握参训教师学习情况遥

第三袁行为评估遥 行为评估主要关注培训结束后
参训人员的行为变化遥 当前袁教师培训绩效评价中面
临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达成行为评估袁将培训绩效的
评价进一步延伸至学校尧课堂乃至每一名学生袁使得
评价真正成为可测量的尧客观的尧由受教育主体渊学
生冤做出的遥但当前大多数培训在行为评估方面野鞭长
莫及冶袁亟待通过教学环境改造升级袁利用智能化学习
情境判别以及师生言语尧行为尧表情分析等方式达成
行为评估遥

第四袁成果评估遥 成果评估即判断培训是否能给
教师的教育教学带来提升与优化袁能否为学校发展贡
献自己的力量袁 这一层次的评估上升到了组织的高
度遥 全国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 2.0
通过微能力点测评的方式为培训绩效的评定奠定了

新思路袁 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以参训教师是否满
意尧研修经验总结等主观方式进行自评[22]来判定培训

成效的做法袁顺利地将培训绩效的评价由训中延伸到
了训后袁教师培训不再是野训完了就完了冶袁而是对培

训成果的有效评估遥未来袁可以进一步拓展这种方式袁
通过训练教师培训大模型袁辅助完成培训成果的批阅
等袁提升成果评估的信度遥

渊五冤化证促参院多元化培训证据复用助力提升教
师培训参与积极性

长期以来袁教师参与培训的野真实冶积极性不高影
响着培训质量袁一些教师抱着野出来休闲冶野逛一逛冶的
心态参加教师培训袁在培训课堂中活跃度较低袁部分
教师认为外出培训回校后还需要给学生补课袁耽误了
自己的正常教学时间遥有研究指出袁应建立激励机制袁
激发教师的正向培训态度[23]袁然而现有机制层面的激
励往往难以得到落实袁主要原因在于未能建立长效的
证据记录尧复用机制遥 许多教师在培训后能够证明自
己参加过培训的证明就仅仅是一张纸质或电子的证

明尧证书遥在当前教育数字化快速推进的关键时期袁亟
待通过平台功能拓展尧新建一体化平台等方式袁将培
训过程性尧总结性证据有效固定于平台之中袁并向域
内所有学校尧教师开放接口袁使其能够便捷地查看相
关数据遥 通过电子徽章尧积分等形式将教师个人培训
成效汇集并展示于个人页面袁切实发挥电子徽章野彰
显个人独特成就冶的作用袁正面强化教师参与培训的
行为遥 同时袁通过接入教师职称评聘尧评奖评优等系
统袁使得教师在参加职称评聘尧评奖评优时能够便捷
地调用相关证据袁 在系统平台层面将其做成 野硬条
件冶袁弥补野软机制冶无法发挥真作用尧容易流于形式的
现实缺陷袁让教师获得野真实惠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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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faculty is an important factor influenc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Currently, there are still many constraints on the quality improvement of teacher training, and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to move towards precision and evidence-based training.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necessity of teacher training moving towards evidence -based practices, explores the potential types of
evidence and basic pathways of evidence acquisition in teacher training. It proposes a realistic path for
evidence -based teacher training empowered by digital intelligence, such as dissecting the needs with
evidence, the intelligent analysis of platform-based data empowering the revelation of the genuine needs of
training teachers; determining cases with evidence, training cases and expert opinions empowering the
more precise formulation of training programs; cultivating excellence with evidence, large-scale multimodal
data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empowering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training process; discussing the effect with
evidence, the application of normalized evidence effectively supporting the comprehensive analysis and
judgment of training performance; and promoting participation with evidence, the reuse of diversified
training evidence helping to enhance teachers' enthusiasm for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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