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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混合式培训是一种将线上和线下培训的优势有机结合的培训模式,能充分激发学员在学习过

程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满足学员多元化、个性化的培训需求。本文通过培训后学员亟需解决问题的解

决程度、授课教师满意程度、整体满意度等方面对县级灾害性天气监测预警专项培训第四模块的培训

效果进行分析,讨论混合式培训模式在气象培训中的应用,并提出远程阶段管理考核评价措施和面授阶

段教学方案编写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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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ybrid training is a training mode that organically combines the advantages of distance training and 

face-to-face training, which can fully stimulate the initiative and enthusiasm of students in the learning process 

and meet the diversified and personalized training needs of student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training effect of the 

fourth module of the special training for county-level disastrous weather monitoring and early warning through 

the degree of solving the problems that the trainees urgently need to solve after the training, the degree of 

satisfaction of the lecturers, and the overall satisfaction, discusses the application of the hybrid training mode in 

the meteorological training, and puts forward the evaluation measures of the remote stage management and the 

preparation of the teaching plan in the face-to-face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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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混合式培训是当下备受欢迎的培训模式,它将传统面授教

学和网络学习的优势相结合,其教学情景包含网络学习环境和

面授教学环境[1,2],极大地拓展了课堂教学的时间和空间[3,4]。在

该模式下,教师传授、引导和监督的主导作用加强,更加强调学

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5],构建了教师主导性与学员主体性结合

的教学新模式[6]。 

提高在职人员业务技能和管理水平的有效途径之一便是部

门内部培训[7]。县级灾害性天气监测预警专项培训第四模块(以

下简称县级专项培训)是在中国气象干部学院已举办了县级灾

害性天气监测预警专项培训班第一至三模块学习的基础上,由

广西区气象培训中心(以下简称培训中心)组织开展的第四模块

广西本地化特色教学培训。此次培训是针对基层预报员为气象

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和提升技能的灾害性天气监测

预警重点培训,应用“远程+面授”的混合式培训模式,通过前期

三个月的基础课程学习和后期七天的面授本地化特色教学,要

求学员熟练掌握广西强对流天气发生发展规律以及强对流天气

潜势预报与临近监测预警相关知识,提升多源资料尤其是雷达

产品在强对流天气和其他观测资料的综合应用能力,促进基层

气象防灾减灾水平不断提高。本文将着重讨论混合式模式在第

四模块中的应用。 

1 培训效果分析 

为监测学员参培成效,优化教学设计,需要从培训后学员亟

需解决问题的解决程度、授课教师满意度、培训整体满意度等

方面进行培训效果分析。 

1.1训后学员亟需解决问题的解决程度 

通过前期调研,学员对短临预报与预警业务技术、应急气象

服务及装备保障的亟需程度均超过70%。广西短时临近预报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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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和强降水“三小时”精细化预报方法亟需程度最高,分别占

比82.72%和80.66%；主要气象灾害应急处理及风险普查模块的

亟需程度较低,占比为61.32%。可见大部分学员对于短临预报与

预警业务技术、应急气象服务及装备保障的亟需程度较高。在

课程设置上(见表1),短临预报与预警业务技术和应急气象服务

及装备保障方面的课程占28个学时,极大程度的满足学员需求,

并通过专题讲授、交流研讨等培训方法加深学员印象,开拓学员

思维。 

表1 第四模块培训内容课程和学时安排 

单元名称 课程名称 学时 所占比例

第 1 单元 短临

预报与预警业

务技术

广西短时临近预报关键技术 2 28%

广西强降水“三小时”精细化预报方法 2

典型灾害性天气个例分析方法 2

广西短时临近监测预警一体化平台应用和

上机操作
4

第 2 单元 应急

气象服务及装

备保障

灾害性天气气象装备应急保障 2 12%

重大突发事件应急气象服务案例分析和工

作思路
2

第 3 单元 气象

灾害预警及风

险普查

主要气象灾害及其决策服务要点 2 12%

气象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成果及应用 2

第 4 单元 个例

分析

灾害性天气个例分析与研讨(分析 2、研讨

6)
8 33%

预报预警工具、系统和平台操作考核 4

结业仪式 实习实训作业点评+结业座谈 6 15%

合计 36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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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培训后,学员亟需解决问题的解决程度评分柱状折线图 

在了解培训前学员亟需解决的问题后,将“培训学员亟需解

决问题的解决程度”进行评分,总分10分,没解决为1分,完全解

决为10分,从低到高进行评分,图1展示了各级解决程度所占比

例。学员亟需解决的问题解决程度均分为7.18,其中8分所占比

例最高(20.16%),7分其次(18.93%),10分即完全解决所占比例

为第三(17.7%)。大于等于7分的学员所占比例为65%,表明学员

培训前亟需解决的问题,大部分能够通过本次培训得到解决,但

仍存在26%的学员处于“半解决”状态,原因在于本次课程内容

涵盖面未能满足这部分学员需求,下一步需要展开针对性培训

或督促学员重复学习,达到真正学懂弄清的状态；学员个人学习

效率和工学矛盾等也会导致该情况发生,应加强教学管理和优

化课程安排,通过上下部门沟通协调保证学员学习时间和效率。

约8%的学员基本处于基本未能解决的状态,约1%的学员处于完

全没有解决状态,原因在于自身培训需求不在本次培训中,且不

具备大气类专业背景,理论基础差,难以理解授课内容。 

综上,本次培训能够解决学员在培训前亟需解决的大部分

问题,使得学员进一步提升自身业务能力,课程设置较为合理,

能满足大部分学员的培训需求,但在教学管理、课程设置、上下

部门联动协调等方面需要进一步加强和优化,以确保学员有持

续稳定的学习效率和充足的学习时间。 

1.2授课教师满意程度 

本次培训班共14门课程(含实训实习和作业讲解),对各项

课程的授课教师在教学准备、学科把握能力、教学内容、方法、

态度及教学效果方面进行满意度评价。满意度分为5级,即满意、

比较满意、一般、比较不满意及不满意。图2展示了针对各项课

程的授课教师,学员对其的各级满意程度所占比例。各项课程的

授课教师受到学员极度好评,学员整体满意度均在95%以上。绝

大部分学员认为授课教师教学准备充分,学科把握能力较强,教

学内容丰富,贴近需求,难易得当,教学方法合理,教学态度严谨,

达到了较好的教学效果。可见第四模块在教学思路的设计上基

准的把握住了基层需求,不仅联合授课教师丰富了强对流、暴

雨、台风等预警技术方面课程内容,还增加应急观测处理和基于

风险普查结果的预警服务方面的课程以加强基层人员综合能力

和系统思维。93.12%的学员认为授课内容与实习作业内容整体

匹配度较高,通过合理的课程安排和授课培训后,能够做到学以

致用,将课上所学运用到实习作业中去,独立完成个例分析和平

台实操,掌握分析灾害性天气个例的思路和技巧,熟练操作广西

短时临近预报一体化平台,调用预报产品,能够根据天气演变适

时发布、更新预警信号(见表2)。 

1.3 整体满意度 

对培训目标的准确性、课程安排的合理性、培训内容的针

对性、培训教材的适用性、课程内容的理解程度、对实际工作

的指导和学习收获及整体评价等方面对本次培训班进行评估

(见表3)。学员对第四模块的满意程度主要体现在培训目标的准

确性、培训内容的针对性和教材适用性,对实际工作的指导作用

的满意度紧随其后,课程安排、学习收获和对课程内容的理解程

度这三方面较为满意,有个别学员对自身学习收获不满意(＜

1%),对课程安排不满意(2%)。绝大部分学员认为本次培训目标

准确、课程安排合理、内容针对性强、教材使用性高、自身对

课程内容的理解程度较好、对实际工作的指导较强、学习整体

收获较大、对培训班整体评价或满意程度较高。整体而

言,92.54%的学员对本次培训班较为满意,其中很满意占比

50.98%,满意占比41.56%。约有7%左右的学员认为本次培训班一

般,不满意或很不满意的学员未超过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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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授课内容与实习内容匹配程度统计表

课程模块 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差

广西短时临近预报关键技术 131(53.91%) 97(39.92%) 14(5.76%) 1(0.41%) 0(0%)

强降水“三小时”精细化预报方法 130(53.5%) 96(39.51%) 15(6.17%) 2(0.82%) 0(0%)

典型灾害性天气个例分析方法 127(52.26%) 97(39.92%) 17(7%) 2(0.82%) 0(0%)

短临预警一体化平台应用操作 140(57.61%) 89(36.63%) 13(5.35%) 1(0.41%) 0(0%)

重大突发事件应急气象服务案例分析 131(53.91%) 95(39.09%) 15(6.17%) 2(0.82%) 0(0%)

灾害性天气气象装备应急保障 133(54.73%) 95(39.09%) 13(5.35%) 2(0.82%) 0(0%)

主要气象灾害应急处理及风险普查 130(53.5%) 93(38.27%) 17(7%) 3(1.23%) 0(0%)

小计 922(54.2%) 662(38.92%) 104(6.11%) 13(0.76%) 0(0%)

表 3 第 4 模块整体评价统计表

很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很不满意

目标准确性 142(58.44%) 93(38.27%) 8(3.29%) 0(0%) 0(0%)

课程合理性 112(46.09%) 109(44.86%) 17(7%) 5(2.06%) 0(0%)

内容针对性 132(54.32%) 100(41.15%) 11(4.53%) 0(0%) 0(0%)

教材适用性 128(52.67%) 103(42.39%) 11(4.53%) 0(0%) 1(0.41%)

课程内容的理解程度 110(45.27%) 99(40.74%) 34(13.99%) 0(0%) 0(0%)

对工作指导性 123(50.62%) 104(42.8%) 16(6.58%) 0(0%) 0(0%)

学习收获 118(48.56%) 98(40.33%) 25(10.29%) 2(0.82%) 0(0%)

培训整体评价 126(51.85%) 102(41.98%) 14(5.76%) 1(0.41%) 0(0%)

小计 991(50.98%) 808(41.56%) 136(7%) 8(0.41%) 1(0.05%)

图 2  各项课程授课教师评价(满意程度：≥比较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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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混合式培训效果 

在第一阶段学习中,《雷达反射率因子、径向速度图像识别

基础》和《多源观测资料理论基础》两门主干课程受到学员好

评。这两门是本次培训最基础的课程,也是搭建好理论基础框架

的关键环节,侧面反映出学员自身能清晰认识到远程培训阶段

的学习重点,并围绕重点来展开学习。在第二阶段即第四模块期

间,学员对实操类和案例类课程印象较深,如短临预警一体化平

台应用操作、重大突发事件应急气象服务案例分析和灾害性天

气气象装备应急保障等。这也反映出在课程设置中,知识点的设

计具有梯次分明的特点,能引导学员动手操作,手脑并用后学习

收获较好。此外,课程印象程度也与教师授课水平、课程内容核

心度、授课方式、语言表达、课时数等因素密切相关。教师理

论知识越扎实,教学经验越丰富,语言表述越形象,其教学思路

便越清晰,而学员对课程的印象程度会越深,收获越多,反馈越

正向。通过网络预培训、同步课堂学习,学员的业务综合能力和

技术水平均得到有效提升,并顺利通过考核。 

1.5存在问题 

层业务人员业务技术基础和大气科学基础等较为薄弱,近

半学员为非气象专业,缺少系统学习,忽于查缺补漏,对新技术

新方法的理解不够深入,学习转化率较低,主要体现在对数据认

知、分析方法、应用场景等方面。如三小时预报服务、临近预

报预警技术和方法、雷达云图等多源资料应用等不熟悉；对

Micaps、PUP等软件的了解不深；依赖于市局预报结论等。此外

基层工作繁杂,学员在培训期间在时间和精力上无法做到合理

安排,当培训周期较长时无法做到脱产培训,部分学员参训期间

仍有出差现象；对自主网络学习重视不够,认为培训就是任务,

线上学习学满学时即可,未能正视自身短板弱项。 

1.6解决办法 

针对第一阶段学习,要求非气象专业的学员对天气分析基

础知识进行补短板学习,掌握中国天气概论、天气分析、卫星气

象、新一代天气雷达基础知识,理解基本的概念、原理和方法。

培训中心在气象远程网针对专项培训搭建学习平台并上传实录

课件,供学员复习巩固,查缺补漏。针对第四模块本地化学习,

在气上传实录课件的同时,按计划安排学员到市局跟班实习,通

过班级群全过程全链条对学员培训后跟踪监控,跟踪其学习转

化情况,精准分层分类推进补短板培训工作。 

2 远程培训阶段管理考核评价措施 

混合式培训模式的改进和完善还需要教师及培训部门积极

发挥自身的主观性能动性[3]。而科学规范的远程培训流程、准

确完善的监督管理机制、有章可循的考核管理措施是提高远程

培训阶段培训效果的有效途径[8-10]。 

2.1规范课程学习顺序,编写远程培训指导书 

对于远程培训时间长,课程多的专项培训和同类型班型,相

关教师需根据主干课程制定分时段的学习任务并编写远程培训

指导书,内容包括各课程主要内容介绍、每日学习内容摘要、知

识点和重难点、学员要求、课后思考题、课程内容延展等。学

员通过远程培训阶段的指导书便可以明确该阶段需要掌握的知

识点和重难点,课前带着自身的疑惑或者问题进行学习,课上教

师答疑解惑后,通过课后思考题来检验自己对该知识点是否理

解和掌握,真正做到心中有数后才能查缺补漏。可依托中国干部

学院远程教育平台或培训机构课件库、该课程的内容延展等进

行补充学习。 

2.2完善远程监督管理机制,及时捕捉学员动态 

一是要善用班级群。班级群不仅是了解教学消息的渠道,还

是学员与学员,学员与教师,教师与教师,学员与培训机构之间沟

通交流时效性最高的渠道。随着课程的推进,学员们对于各门课

程的知识点总结讨论、学习心得交流和学习小组汇报等能够得到

有效的交流并留痕,便于学员反思总结。二是要设置辅导教师同

步答疑。对于主干课程,要设置作业讲解或在线同步检测环节,

提高学习转化率。三是班主任要充分利用远程学习平台。班主任

要及时捕捉学员动态,如定期查看学员的学时数,督促学员在时

间点内按时完成相应的课程,阶段性的组织学员进行测试,收集

学员反馈,进行考核情况、课程学习分析总结等。重点留意没有

达到学习或考核要求的学员,在学习阶段末期再次进行总测试。 

2.3制定考核管理措施,评估远程培训成效 

培训部门要制定考核管理措施,可按照百分制的量化方式

进行转换,根据每个阶段的学时情况、作业完成情况和考核情况

等综合得出。例如本次县级专项培训,将培训第二阶段即第四模

块的考核管理分为6个方面,即通过学习日历和班级群(微信/QQ

群)来布置学习任务；学员通过远程教育平台和学习指南(提纲)

自学；教师通过同步课堂、线上学习、腾旭会议等方式进行视

频集中答疑；期间在班级群进行互动交流；班主任设置问卷通

过问卷星定时调研；对学员进行考核(见图3)。其中每门课程中,

学员的答疑表现、考勤、作业质量、学时数、填写问卷等情况视

为课程学习总分数S,S低于某设定的分数线的学员无法参与到最

终的考核；最终考核成绩为T；总分为C=S+T,作为成员是否能获

取结业证书的最终考核指标。这样的考核管理不仅可以规范培

训部门的监督管理,同时也使得远程学习的培训效果评估得到

量化,而学员也能够迅速的、清晰的梳理学习知识和重难点。 

 

图3  教学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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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面授培训阶段课程教学方案编写思路 

学员在远程培训阶段已经具有一定的知识储备,因此在面

授培训阶段的教学内容设计和教学课件编写的重点应为凝结知

识点,实例分析和动手实操比例加大,强调学员自身学习能力的

转化,结合本地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应用等。此外,可根据远程培

训阶段所追踪的学员情况,在面授培训开始前进行摸底测试,在

遵循教学大纲的条件下根据摸底情况对教案进行调整和完善。

这里以第四模块课程设置为例,简要描述如何编写教学方案。 

3.1教学设计思路 

一是体现基层需求。广西强对流天气、暴雨天气发生早、

频次多,监测和预警的任务重。县局人员对强对流和暴雨预警技

术方面加强培训的呼声最高。二是监测预警方面的平台技术产

品发展快,近年来中央气象台和省级气象台在短时临近监测和

预警方面开发了许多的产品,需要尽快支撑到县局的业务当中

去。三是以预报为龙头,推动监测和服务发展的新形势下,基层

人员需要加强综合能力和系统思维,因此,同时在课程中设置了

应急观测处理和基于风险普查结果的预警服务方面的内容。 

3.2教学目标和内容 

前期的理论基础可以让学员更快速地接收广西强对流天气

发生发展规律以及强对流天气潜势预报与临近监测预警相关知

识,提升多源资料在广西强对流天气的综合应用能力。在教学过

程中,将教学内容确定为适当地回顾网络学习阶段的知识点和

重难点,针对性直观性开展本地化实例分析,确保学员能够理解

并掌握广西本地强对流天气发生发展规律,强对流天气潜势预

报与临近监测预警相关知识；而通过本地化的实例分析,确保能

够培养学员识图能力和实操能力,串联知识点,提升学员对课程

的关注度和兴趣度。 

3.3教学方法和策略 

课程内容有基础理论知识,又有实例分析,还有平台实操,

看似基础简单,实则难以吃透。在教学过程中,传统的讲授法无

法让学员持续保持学习状态,需要结合多种教学手段来激发学

员的学习积极性和思考,如加入小组讨论,利用翻转课堂法、讲

授法、案例教学法、情景教学法和讨论法,增强培训效果。 

4 结论 

混合式培训已经成为新形势下高效的培训模式。对于气象

技能类培训来说,保障远程培训阶段培训效果和完善面授培训

阶段教学模式是混合式培训的重要环节。规范的课程学习指导、

完善的远程监督管理机制、详细的考核管理措施、及时有效的

测评答疑、对培训效果的评估和总结,即“学员自律、自学、自

测；教师监督、引导、答疑；培训机构的保障、追踪、评估”

是保障远程培训成效的关键。而面授阶段要做到既能回顾远程

学习的知识点和重难点,又要加强理论与实际结合、层次分明、

重点突出,主线清晰的教学内容,更加考验学员的学习转化能

力、教师的综合能力和培训机构的教学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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