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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DB42/T XXXX《科技馆展览教育通用要求》分为七个部分： 

——第1部分：展教设计； 

——第2部分：展品管理； 

——第3部分：展陈台； 

——第4部分：说明牌； 

——第5部分：展览服务； 

——第6部分：教育服务； 

——第7部分：数字科技馆服务质量评价。 

本文件为《科技馆展览教育通用要求》的第7部分。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湖北省科学技术馆提出。 

本文件由湖北省科学技术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湖北省科学技术馆、华中师范大学教育信息技术学院、湖北省标准化与质量研究

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聂海林，张屹，黄雁翔，陈琼，蒋怒雪，罗秋实，唐中河，莫尉，顾菲尔，李

妞，姜康，张朵。 

本文件实施应用中如有疑问，可咨询湖北省科学技术协会，联系电话：027-87838970，邮箱：

523862355@qq.com。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和建议，请寄送湖北省科学技术馆（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武

昌区洪山路2号湖北科教大厦A座1503室，邮政编码：430071，邮箱：523862355@qq.com，联系电话：

027-87838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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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馆展览教育通用要求 

第7部分：数字科技馆服务质量评价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数字科技馆术语和定义、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指标运用。  

本文件适用于数字科技馆服务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和运用的一般性指导，其他类型科普网站服务

质量评价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部分。 

GB/T 33850  信息技术服务 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3  术语以及定义 

GB/T 33850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数字科技馆 digit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useum 

以数字化科普资源为主要内容并以数字化形式建设和提供公众科普服务的虚拟科技馆，包括实体科

技馆的线上平台。 

3.2  

评价指标 assessment index 

数字科技馆服务某一可观察的、可测度的特征的表示，其值反映了评价主体对评价对象某一方面状

况的感受或认知。 

3.3  

服务效果 effect of service 

评价主体对评价客体所提供的资源、功能等各项服务的体验和评价。 

3.4  

教育性 effect of education 

评价主体对其所感受到的数字科技馆的科普教育效果进行评价，包含但不限于用户学习动机、用户

学习体验、科普教育效果以及相应社会效益。 

3.5  

情感性 affect of service 

对数字科技馆所提供的个性化、人性化服务以及服务态度的评价。 

3.6  

数字科技馆环境 museum as place 

数字科技馆的内容环境、功能环境以及访问过程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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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ES：服务效果（Effect of Service） 

EE：教育性（Effect of Education） 

AS：情感性（Affect of Service） 

MP：数字科技馆环境（Museum as Place） 

SQ：服务质量（Service Quality） 

5  服务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5.1 概述  

数字科技馆服务质量模型用于描述服务质量的各项特性，分为 4 大类：服务效果、教育性、情感性、

数字科技馆环境。每大类服务质量特性进一步细分为若干子特性，如图 1。 

 
图 1 数字科技馆服务质量模型 

5.2 服务效果评价指标 

服务效果包含 ES1-ES7 共 7 个观测变量，主要围绕数字科技馆的科普活动、资源数量、科普游戏、

响应速度、先进技术运用、知识内容呈现等方面的服务效果进行观测。数字科技馆服务效果评价指标如

表 1 所示。 

表 1 数字科技馆服务效果评价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描述 

服务效果

(ES) 

 

科普活动体验（ES-1） 用于评价数字科技馆的线上或线下科普活动举行情况。 

资源丰富度（ES-2） 
用于评价数字科技馆资源的数量情况，包括资源种类的多样性以及满足用户需求

的多样化。 

科普游戏体验（ES-3） 用于评价数字科技馆的科普游戏资源的建设以及用户的体验情况。 

响应速度（ES-4） 
用于评价数字科技馆网站的响应速度，包括网站主页加载速度、超链接以及各类

资源点击响应速度。 

前沿技术体验（ES-5） 用于评价数字科技馆在新兴技术的运用上的用户体验情况，包括但不限于时下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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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虚拟现实技术(VR)、增强现实技术(AR)、人工智能技术(AI)以及 3D 全景视

图等。 

内容呈现方式（ES-6） 用于评价数字科技馆资源内容的呈现和表述方式是否通俗易懂。 

客服体验（ES-7 ） 用于评价数字科技馆的在线客服或工作人员在帮助用户有效解决问题方面情况。 

5.3 教育性评价指标  

教育性包括 EE1-EE8 共 8 个变量，主要围绕用户的学习动机、学习体验、科学知识普及以及对科

普教育作用的认知等方面的教育性效果进行测量。数字科技馆教育性评价指标如表 2 所示。  

表 2 数字科技馆教育性评价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描述 

教育性 

(EE) 

科普资源质量（EE-1） 
用于评价数字科技馆的科普资源和科普活动是否有助于用户的学习和思考，

即资源和活动的内在质量和教育意义。 

学习动机（EE-2 ） 用于评价数字科技馆科普资源对用户学习兴趣和学习动机的影响情况。 

知识普及（EE-3） 用于评价数字科技馆在普及科学技术知识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学习体验（EE-4 ） 用于评价用户在使用数字科技馆进行学习时的实际体验情况。 

学习效果（EE-5 ） 用于评价数字科技馆特有的在线学习方式对用户学习效果的影响。 

贴近技术前沿（EE-6 ） 

用于评价数字科技馆的科普资源是否紧跟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沿、是否能够为

用户带来当前最先进的相关科学信息以及能否开拓用户的学习视野和学习

热情。 

贴近用户生活（EE-7） 用于评价数字科技馆是否具有贴近用户生活实际的知识内容。 

教育作用（EE-8） 用于评价用户在整体上对数字科技馆所发挥教育作用的态度。 

5.4 情感性评价指标 

情感性包含 AS1-AS4 共 4 个变量，主要围绕数字科技馆平台的个性化、个性化服务等方面进行测

量。数字科技馆情感性评价指标如表 3 所示。  

表 3 数字科技馆情感性评价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描述 

情感性 

(AS) 

及时响应（AS-1） 
用于评价数字科技馆对用户需求进行回应的及时性，直接反映被评价对象对

用户需求的重视程度以及被评价对象对用户是否具有移情性理解。 

个性化服务（AS-2 ） 
用于评价数字科技馆是否有充分考虑用户的多样性特点，是否为用户提供个

性化的服务体验以及是否重视用户个性需求方面的情感体验。 

多样化服务（AS-3 ） 
用户评价数字科技馆对用户群的了解程度，即是否明确不同用户群体的真实

需求，是否为用户提供差异化、多样化的服务体验。 

人性化服务（AS-4） 
用于评价数字科技馆的整体设计是否符合用户的审美需求和实用需求，在界

面、布局和功能上是否足够人性化。 

5.5 数字科技馆环境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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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科技馆环境评价包含 MP1-MP4 共 4 个变量，主要围绕数字科技馆平台的检索、导航、智能客

服、在线论坛等访问工具以及环境运行情况进行测量。数字科技馆环境评价指标如表 4 所示。  

表 4 数字科技馆环境评价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描述 

数字科技馆

环境 

（MP） 

线上互动环境（MP-1） 用于评价数字科技馆的在线互动平台的使用情况。 

工具环境（MP-2） 
用于评价数字科技馆的访问工具在帮助用户独立使用资源或信息时的作用，

在一定程度上反应数字科技馆所提供的工具环境对于用户服务体验的影响。 

功能环境（MP-3） 
用于从整体上评价数字科技馆访问工具在辅助用户使用资源和内容时的有

效性，反应了数字科技馆功能环境的提供情况。 

安全环境（MP-4 ） 用于了解用户在使用数字科技馆过程中所感受到的安全性及稳定性。 

6 服务质量评价指标运用  

6.1 服务质量评价指标权重计算 

根据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所得的变量间标准负荷值（路径系数），可以计算出一级指标以及二级指标

的权重。计算公式如下： 

𝑊𝔦 = 𝒳𝒾/∑𝒳𝒾 

式中： 

𝒳𝒾——为第 i个因素的标准负荷值； 

𝒲𝒾——第 i个因素的权重。 

表 5 所示数据为数字科技馆服务质量评价模型二阶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结合计算公式可以计算评

价模型 4 个一级指标在服务质量评价这一高阶因子上的指标权重，采用相同的方法可以计算各二级指标

的权重。 

表 5 二阶验证性因子分析一级指标载荷值 

一级指标 标准负荷值（𝒳𝒾） 权重（𝒲𝒾） 

服务效果(ES) 0.947 0.26 

教育性(EE) 0.909 0.25 

情感性(AS) 0.812 0.22 

数字科技馆环境(MP) 1 0.27 

 

6.2 数字科技馆服务质量评价方法 

为了方便实际计算和测量过程中的易用性和可操作性，整体服务质量得分为4个一级指标得分乘以

相应权重系数并求和。具体计算过程分为以下3个步骤：  

——将附录A所示的问卷数据进行相应预处理，计算出各二级指标均值得分；  

——分别计算四个一级指标得分，各题项均值得分乘以对应权重系数并求和为该维度下总体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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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二级指标计算方法类似，将四个一级指标得分分别乘以相应权重系数并求和，结果为数字科

技馆服务质量评价总体得分。  

具体计算公式如表6所示，其中不同维度下各题项均值均以二级指标编号（如ES1、AS2、MP3等）指

代。 

表 6 数字科技馆服务质量评价得分计算表 

得分项名称 计算公式 

服务效果(ES) 0.163*ES1+0.142*ES2+0.138*ES3+0.138*ES4+0.146*ES4+0.137*ES5+0.137*ES6+0.134*ES7 

教育性(EE) 0.127*EE1+0.132*EE2+0.126*EE3+0.128*EE4+0.126*EE5+0.119*EE6+0.123*EE7+0.117*EE8 

情感性(AS) 0.242*AS1+0.263*AS2+0.254*AS3+0.241*AS4 

数字科技馆环境

(MP) 
0.215*MP1+0.201*MP2+0.255*MP3+0.329*MP4 

服务质量得分(SQ) 0.26*ES+0.25*EE+0.22*AS+0.27*MP 

6.3 评分等级划分  

以服务质量(SQ)得分为数字科技馆服务质量评价总得分，规定SQ满分为5分，则根据SQ分值可对服

务质量进行评价等级划分，如表7所示。 

表 7 等级划分 

评价内容 服务质量(SQ)得分 

优秀 ≥4.0 

良好 ≥3.5 

合格 ≥3 

不合格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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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数字科技馆服务质量评价内容及分值 

 

数字科技馆服务质量调查问卷内容及分值分布如表A.1所示。 

表 A.1  服务质量问卷调查表 

评价内容 

赞同程度 

1 2 3 4 5 

ES1.数字科技馆的各种科普活动为您提供了良好体验 □  □ □ □ 

ES2.数字科技馆的资源丰富足够满足您的需求 □ □ □ □ □ 

ES3.数字科技馆的各种科普游戏为您提供了良好体验  □ □ □ □ □ 

ES4.数字科技馆的资源响应速度为您提供了良好体验  □ □ □ □ □ 

ES5.数字科技馆的先进技术（比如：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

3D 全景视图等）为您提供了良好的体验） 
□ □ □ □ □ 

ES6.数字科技馆的科普知识内容呈现通俗易懂  □ □ □ □ □ 

ES7.数字科技馆的工作人员能有效为您解决问题  □ □ □ □ □ 

EE1.数字科技馆的资源和技术对您而言具有很大的教育作用 □ □ □ □ □ 

EE2.数字科技馆的资源和活动有助于您的学习和思考  □ □ □ □ □ 

EE3.数字科技馆的科普资源让您更愿意主动学习  □ □ □ □ □ 

EE4.数字科技馆的对于普及科学技术知识，提升公众文化水平具有

重要作用 
□ □ □ □ □ 

EE5.数字科技馆的学习体验活动让您感到非常满意  □ □ □ □ □ 

EE6.数字科技馆的学习形式使您能够学到许多科学知识  □ □ □ □ □ 

EE7.数字科技馆具有许多紧跟科学发展前沿的科普知识  □ □ □ □ □ 

EE8.数字科技馆具有许多贴近百姓生活的科普知识  □ □ □ □ □ 

AS1.数字科技馆的工作人员提供服务时态度足够关心体贴 □ □ □ □ □ 

AS2.数字科技馆能够及时回应用户的需求  □ □ □ □ □ 

AS3 数字科技馆为您提供了良好的个性化服务体验  □ □ □ □ □ 

AS4 数字科技馆及其管理者能明确了解用户的真实需求  □ □ □ □ □ 

MP1.数字科技馆网站的线上用户论坛里互动和交流活动非常活跃 □ □ □ □ □ 

MP2.数字科技馆网站的访问工具更便于您独立使用信息资源 □ □ □ □ □ 

MP3.数字科技馆的导航、搜索、智能客服等访问工具非常有用 □ □ □ □ □ 

MP4.数字科技馆整体环境运行安全稳定  □ □ □ □ □ 

注：评价结果用 1-5 描述，1表示赞同程度最低，5 表示赞同程度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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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0年 6 月 23 日  

标 准 名 称 

科技馆展览教育通用要求

第 7部分：数字科技馆服务

质量评价 起草单位 

（盖章） 

湖北省科学技术馆、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

信息技术学院、湖北

省标准化与质量研

究院 
拟修订或整合

标 准 名 称 
 

代替标准编号  
协作单位 

（盖章） 
 

1、项目现状及编制或修订目的和意义 

（1）编制目的 

本项目希望通过梳理国内外数字科技馆及相关领域的评价规范和研究成

果，探索建立具有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的数字科技馆服务质量评价标准，进而

实现以下几个主要目的： 

①试图让数字科技馆的管理者和工作人员在了解服务质量评价标准的基

础上，充分认识科普教育的教育性和服务性。重视学习者对网络科普教育服

务的期望和实际感受，关注为学习服务和为学习者服务。 

②数字科技馆及相关工作人员通过遵循服务质量评价标准来提高组织机

构科普服务的质量和效果，不断改进服务管理水平。 

③数字科技馆本身应用服务质量评价标准为其对用户提供的科普教育服

务质量进行自评，并依据评测结果改进其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 

④国际或国家有关数字科技馆标准化产品认证机构依据该规范对数字科

技馆所提供的科普教育服务质量进行认证和评价。 

（2）编制意义 

信息时代科普教育的鲜明特征是为学习服务、为学习者服务，WTO早已将

教育行业归入服务行业中。科普教育作为一种特殊的教育形式，在信息社会、

知识经济和终身学习的时代背景下，依托于网络平台，其所具备的公共性和

服务性属性将更加突出，服务界限不断扩展，为学习者提供个性化、定制化

的科普教育服务将会更加流行。因此，突出数字科技馆服务性这一根本属性，



以用户体验为核心，对数字科技馆服务质量进行全面检测与评估，对于完善

我国相关评价标准体系，指引数字科技馆提升教育服务质量水平具有重要意

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①从理论层面来看，为数字科技馆标准化研制工作及相关理论研究提供

参考借鉴。在综合国内外相关标准和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用户体验

为切入点，进行服务质量评价标准的改进创新，探索建立满足我国数字科技

馆运营管理实际的服务质量评价标准，补充完善已有研究，并最终形成具有

中国特色的数字科技馆评价标准体系，对于理论研究和标准制定具有重要参

考意义。 

②从实践层面来看，数字科技馆服务质量评价标准的研制对于优化服务

职能具有实践指导意义。建立数字科技馆服务质量评价标准对于规范、引导、

优化数字科技馆服务职能，提升我国数字科技馆服务能力、服务水平和服务

质量，进而不断满足学习者各方面显性和隐性需求，具有重要的意义。 

2、确定标准的主要内容或技术指标、参数、公式、性能要求、试验方法等依

据和理由 

（1）本标准主要技术指标 

本标准将数字科技馆提供服务的主要内容和主要过程纳入评价标准范

围，系统分析该过程中的关键要素，对科普教育各个服务接触面的关键接触

点，提出相应的评价要求，并规定了数字科技馆服务质量评价过程中与用户

体验密切相关的四个维度：数字科技馆服务效果、数字科技馆教育性、服务

情感性以及数字科技馆环境，突出用户的评价主体地位，站在用户体验和机

构运营双重角度对服务质量进行评价。具体的数字科技馆服务质量评价指标

如表 1所示。 

表 1 数字科技馆服务质量评价指标 

服
务
质
量 

一级指标 问题编号 对应条款 

服务效果

(effect of 

service) 

 

ES-1 数字科技馆的各种科普活动为您提供了良好体验 

ES-2 数字科技馆的资源丰富足够满足您的需求 

ES-3 数字科技馆的各种科普游戏为您提供了良好体验 

ES-4 数字科技馆的资源响应速度为您提供了良好体验 

ES-5 数字科技馆的先进技术（比如：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

人工智能（AI）、3D全景视图等）为您提供了良好的体验） 

ES-6 数字科技馆的科普知识内容呈现通俗易懂 

ES-7 数字科技馆的在线客服能有效为您解决问题 

教育性

(effect of 

education) 

EE-1 数字科技馆的资源和活动有助于您的学习和思考 

EE-2 数字科技馆的科普资源让您更愿意主动学习 

EE-3 数字科技馆的对于普及科学技术知识具有重要作用 

EE-4 数字科技馆的学习体验活动让您感到非常满意 



EE-5 数字科技馆的学习形式使您能够学到许多科学知识 

EE-6 数字科技馆具有许多紧跟科学发展前沿的科普知识 

EE-7 数字科技馆的许多科普知识贴近生活实际 

EE-8 数字科技馆对您而言具有很大的教育作用 

情感性

(Affect of 

Service) 

AS-1 数字科技馆能够及时回应用户的需求 

AS-2 数字科技馆为您提供了良好的个性化服务体验 

AS-3 数字科技馆及其管理者能明确了解用户的真实需求 

AS-4 数字科技馆的整体设计为您提供了良好的服务体验 

数字科技馆环

境（Museum as 

place） 

MP-1 数字科技馆网站的线上用户论坛里互动和交流活动非常活跃 

MP-2 数字科技馆网站的访问工具更便于您独立使用信息资源 

MP-3 数字科技馆的访问工具（导航、使用帮组、智能客服）非常有

效 

MP-4 数字科技馆整体环境运行安全稳定 

（2）研制过程及依据 

本标准具体研制过程如图 1所示。 

 

图 1 规范研制技术路线图 

标准研制技术流程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①文献调研和实地访谈。文献调研范围广泛包括国内外数字科技馆及相

关领域的评价标准和评价模型；实地访谈主要包括中国数字科技馆及部分地

方数字科技馆的有关专家。 



②评价模型及调查指标设计。结合文献梳理与专家访谈建议，确定服务

质量评价模型、评价指标，并编制相应调查问卷。 

③专家评审。会同项目合作方湖北省科学技术馆召开多次专家咨询会会，

根据专家意见对评价模型、指标和问卷进行反复讨论修订。 

④问卷调查。问卷调查分为线上和线下进行，线上主要通过中国数字科

技馆网站代为发放，线下主要针对武汉市科技馆用户进行发放。 

⑤数据分析。数据分析包含探索性因子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两部分

内容。前者主要用于模型构建和指标维度划分；后者则用于验证探索性因子

分析构建模型的有效性及合理性。结合数据分析结果反复修正评价模型和评

价指标，并最终形成如表 1所示的数字科技馆服务质量评价指标。 

⑥基于数据分析的基础之上，撰写规范文本征求意见稿，根据专家意见

进行反复修改并最终形成送审稿。 

综上所述，本标准研制严格遵循科学严谨的技术流程，采用文献研究法、

实地调查法、问卷调查法以及数据统计分析方法等多种研究方法，在国内外

现有相关理论成果的基础上，通过严谨客观地数据分析过程，构建科学合理

的数字科技馆服务质量评价模型和指标。 
 

3、主要试验、验证结果 

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以检验模型合理性。结构方程分析结果如下表 3和表 4

所示。通过模型绝对拟合指数、相对拟合指数、简约指数等各类指标的拟合

计算结果可以发现，模型结构与观测数据之间拟合效果较好，表明模型结构

较为合理，具有适用性。 

 

4、其它（包括采用国际标准；国内外标准水平对比分析；参考资料；存在问

题与措施；调查研究统计数据；主要试验；验证原始记录；分析或综述报告；

例行试验报告等。若页面不够，可另作附页。） 

目前国内关于数字科技馆评价的标准化工作正通过全国科普标准化委员

会逐步展开，数字科技馆相关技术规范体系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与此同时，

笔者梳理文献发现国内有关数字科技馆评价尤其是关于服务质量评价的研究

文献较少。考虑到数字图书馆和博物馆在服务目的、服务内容与科学技术馆有

许多相似之处，因此，本文文献调研范围广泛包括了国内外图书馆、博物馆乃

至企业领域的相关服务评价规范。 

（1）采用国际标准 

无 

（2）国内外标准水平对比分析 

如前文所述，目前国内数字科技馆标准化建设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尚无



此方面相关标准与国外进行水平比较。但在博物馆和图书馆领域，与国内同类

场馆相比，国外发达国家的此类公共文化场馆更加注重对机构在教育职能上所

实现服务效果进行评价，且更加强调用户体验在评价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如英

国博物馆评价指标、美国博物馆评估计划以及史密森学会绩效评价指标在此方

面均有明确指标规定。 

以此作为参照，项目组将数字科技馆服务质量评价的重点聚焦于“用户体

验”和“教育效果”这两个关键点，构建以用户为中心，且突出科普教育性的

数字科技馆服务质量评价。 

（3）调查研究统计数据 

本次问卷共回收网络问卷 524 份，纸质问卷 97 份，剔除其中无效问卷，

得到有效问卷 600份。问卷科隆巴赫系数值（Cronbach's Alpha）为 0.954；

KMO 值为 0.966，Bartlett 球形检验近似卡方值为 9217.226，Sig 值为

0.000<0.05，结果表明各变量之间相关性较高，调查数据样本非常适合做因子

分析。 

①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概述 

因子分析结果的解释总方差情况表明，旋转后提取了 4个主成分，主成分

（因子）1-4 的累积方差贡献率为 61.334%，且初始特征值均超过了 1。考虑

到样本数量较大且前 4个因子的累积方差贡献率超过 60%，即提取的 4个主成

分解释原有 28 个题项的信息量达到六成以上，通常学术界认为探索性因子分

析结果的累积方差贡献超过 50%便可以采用。因此根据 2和因子成分矩阵表将

数字科技馆服务质量评价指标划分为服务效果、教育性、情感性和环境 4个维

度，个别指标进行重新归类，最终构成数字科技馆服务质量评价模型。 
表 2 解释总方差 

成份 

初始特征值 提取平方和载入 旋转平方和载入 

合计 方差% 累积% 合计 方差% 累积% 合计 方差% 累积% 

1 13.37 47.752 47.752 13.370 47.752 47.752 5.572 19.901 19.901 

2 1.384 4.944 52.696 1.384 4.944 52.696 5.536 19.772 39.672 

3 1.304 4.656 57.352 1.304 4.656 57.352 3.593 12.834 52.506 

4 1.115 3.982 61.334 1.115 3.982 61.334 2.472 8.828 61.334 

    ②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概述 

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分析进行前后进行二阶验证性因子分析以检验模型合

理性。结构方程分析结果如表 3和表 4所示。通过模型绝对拟合指数、相对拟

合指数、简约指数等各类指标的拟合计算结果可以发现，模型结构与观测数据

之间拟合效果较好，表明模型结构较为合理，具有适用性。 
表 3 一阶模型拟合指数计算结果 

统计检验量 适配标准或临界值 检验数据结果 拟合与否 

绝对拟合指数 

NC(2/DF) NC<3(合理) 2.298 是 



RMR <0.05 0.028 是 

RMSEA <0.08(良好) 0.066 是 

相对拟合指数 

IFI >0.9 以上 0.926 是 

TLI >0.9 以上 0.915 是 

CFI >0.9 以上 0.925 是 

简约指数 

PCFI >0.5 以上 0.808 是 

PNFI >0.5 以上 0.765 是 

PGFI >0.5 以上 0.699 是 

 

表 4二阶模型拟合指数计算结果 

统计检验量 适配标准或临界值 检验数据结果 拟合与否 

绝对拟合指数 

NC(2/DF) NC<3(合理) 2.285 是 

RMR <0.05 0.028 是 

RMSEA <0.08(良好) 0.066 是 

相对拟合指数 

IFI >0.9 以上 0.926 是 

TLI >0.9 以上 0.916 是 

CFI >0.9 以上 0.926 是 

简约指数 

PCFI >0.5 以上 0.816 是 

PNFI >0.5 以上 0.772 是 

PGFI >0.5 以上 0.705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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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包括处理过程、依据和结果。） 

无 



6、主要起草人（专家组）信息（包括姓名、单位、职务、专业等。） 

 

姓名 单位 职务 专业 

聂海林 湖北省科学技术馆 副馆长、副研究员 科技管理 

张  屹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信息技术学院 教授、博导 教育技术学 

黄雁翔 湖北省科学技术馆 助理研究员 科技服务 

陈  琼 湖北省标准化与质量研究院 
国际所所长、高级工

程师 
标准化 

蒋怒雪 湖北省科学技术馆 副研究员 科技管理 

罗秋实 湖北省科学技术馆 研究实习员 科技服务 

唐中河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信息技术学院 硕士研究生 教育技术学 

莫  尉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信息技术学院 博士研究生 教育技术学 

顾菲尔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信息技术学院 硕士研究生 教育技术学 

李  妞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信息技术学院 硕士研究生 教育技术学 

姜  康 湖北省标准化与质量研究院 助理工程师 标准化 

张  朵 湖北省标准化与质量研究院 助理工程师 标准化 
 

 

说明：主要起草人（专家组）信息是指承担标准起草任务的
人员信息。制定推荐性标准，应当成立专家组，承担相关标

准的起草工作，专家组的组成应当具有广泛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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