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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继续发展中的监测评估（部分展示）



我们心中的好项目：

活力亲子园-项目目标和指标



项目产出的监测评估-计划和工具



及时、准确地收集

按时间节点提交

项目点数据来源：

服务计划（活动频次、时长）

学员报名信息

每次活动的签到考勤

（手工/系统）

清晰呈现活动场景的照片

活力社区信息管理平台

现已开放注册和使用。功能：

创建活动计划和班级

录入学员信息

进行日常考勤

自动生成考勤统计报表

提交服务照片

项目产出的监测评估支持-信息管理平台

【2020.8上线】



项目成效的监测评估-家长测评（前后测+量表）

核心问题：我们的服务群体真的发生有效改变了吗？



测评中

家长测评-二维码

本次测评统一使用线上

填写的方式收集数据

测评后

前后测信息确认表

后台的测评数据中需要确认

的信息汇总，用于数据核对

和修正

家长测评-参考话术

1-为什么要做这个问卷？

2-问卷填写说明

家长测评-纸质版

给不识字或无法使用

手机填写线上问卷的

家长使用

测评前

测评开展流程指南

帮助项目点工作人员掌握如

何组织家长参与测评的工作

流程、要求及注意事项

讲解参考话术-
家长测评

问卷（纸质版）-
家长测评

问卷（二维码）-
家长测评

流程指南-
家长测评

信息确认表-
家长测评

项目成效的监测评估支持-家长测评操作流程及指南



项目期内

我看见、
我听到、
我感受到

日常观察

“一个害怕和老师目光接触的孩子，在

多次和她友好相处后，能主动靠近我，

会开始看着我和我对话。”

—— 2020.6 上海江川中心 小柯老师

家长反馈
活动照片

每周六的活动现场，我们基本都会看到一个50-60岁的阿姨，

背上背着还不会走路的小孙女，手上拉着刚上幼儿园的孙子

过来参与活动，阿姨告诉志愿者说：“我孙子很喜欢听你们

讲故事，所以每次我都会带他来听故事。”每次参与完活动

时，奶奶才又带着孙子赶回去做饭。

—— 2019.11 珠海协作者东风社区 永思老师

桥桥，2岁的男孩，第一次来中心是上亲子课的时候。来上第一节课的时候在教室呆了5分钟，哭着往外拽妈妈，妈妈着急的说:“这怎么

办啊？以后能上学吗？”老师让妈妈先带着孩子在自由活动陪孩子玩一会，先适应一下新的环境。一上午很快过去了，当第二次来中心上课的时

候，桥桥依然会多次的出入教室。

当参加到第四周的时候，状态开始不一样了，可以完整的在教室里上课、参与，妈妈兴奋的分享说:“我家桥桥今天真棒，没有那么多闹还

做了手工。”到现在，桥桥的状态是，妈妈只要说今天去上课了，他会立马起床，而且进了中心就要去上课的教室，在课间操的时候也是他很

开心的时刻之一。

当妈妈看到孩子的变化，和老师给予她与孩子沟通的方法时，她也积极的报名了读书会，想要陪孩子一起更好的成长。

——2019.9 北京金盏中心 晶晶老师

项目成效的监测评估-日常观察和记录



他现在在东坝家园幼儿园上中班，老师在家长联系册上面写道：“杨冬，学东西特别快，活泼……。”听他的妈妈
说，他在幼儿园里面和其它的小朋友相处的特别好，和谁都能玩到一起去。开家长会的时候老师也用“沟通和交往能力
特别强”来形容他。

他叫杨冬，来自河北，今年四岁了，在北京出生，一直和爸爸妈妈在北京生活。他在活力社区东坝中心参加了
2013年秋季和2014年春季的活力亲子园项目，每周二到周五上午和妈妈一起来上两个小时的亲子课程。

还记得刚来的时候，我们和他打招呼时他都躲在妈妈的身后，一句话也不说。开课后的第一周，他自己一个

人在大操场上面玩，或是只站在教室门口往里面看一下，就是不进教室。第二周的时候他爱上了律动，音乐一响他就

和妈妈进教室，音乐一停，他一会儿就出来了，而且杨冬仍然没有进阅读教室。但是，作为亲子课程的一部分，阅读是
很重要的环节，于是他的妈妈很着急，特别想哄着他进教室，想让孩子听个故事，想让他和小朋友们互动一下。我们和
她妈妈沟通，告诉她们不要着急，孩子总要有个适应的过程，而且每个孩子的适应时间都不一样，别太着急，只要妈妈

肯坚持，孩子总会慢慢进教室的。之后的日子里，我们看到妈妈坚持每天带孩子来社区中心，哪怕杨冬还是不肯进教

室，每天只在门口看一会，跳一个律动或是在阅读教室门口听一小会的故事，妈妈也不曾间断过。慢慢地，直到第三
周他开始进阅读教室，也能慢慢在亲子教室里面多呆一会儿了。在这三周的时间里面我们不断和妈妈沟通，告诉她不

要强迫孩子，我们可以慢慢来引导。和他同时来的孩子赵罗，在第一周不进教室以后退出了。

慢慢地，慢慢地，他不仅能全程参加每节亲子课程，阅读教室里面他也能专注地听老师们讲故事，妈妈说他在家

里面也很愿意听故事。早上来上课时主动和我们打招呼，下课回家的时候也和我们一一地打招呼说再见！期初有小朋友

想和他玩，还没走到他的身边，他就双手抱在胸前躲在了妈妈的身后，而现在，在教室里面做游戏时，杨冬不仅和小
朋友们手拉手，还互相拥抱。

杨冬从活力社区东坝中心毕业快一年了，前几天我们做回访的时候拨通了妈妈的电话。妈妈告诉我们，杨冬现在

幼儿园里面和家里面的情况都很不错，每天晚上都还要求妈妈给讲故事，有时候妈妈累了不想讲的时候都是孩子给妈妈
讲故事。每到周末（除非天气不好），杨冬都会和以前活力亲子园项目的小朋友们出去玩。

“您觉得孩子和没有参加过活力亲子园项目的孩子有什么区别吗？”我们问道，妈妈说：“别人不知道，但是

赵罗和杨冬在一个班，每次家长会上面老师都说杨冬是班里在最听话的一个孩子，我都觉得很惊讶……”杨东妈妈说：
“赵罗不仅哭了好几个月，而且常常不想去幼儿园，在家里面什么都是孩子都说了算，可是到了幼儿园，去完厕所都不
敢自己出来，在厕所里面大哭，要么就自己缩在一个小角落里面。他的妈妈都愁坏了。”“我还建议她多带孩子出来和
我们一起玩一下，多和小朋友接触接触啥的。”这个时候我们再说起杨冬刚来中心前三周的时候妈妈笑了，说特别感谢
我们的鼓励，而我们觉得这一切都归功于杨冬妈妈的坚持。妈妈说：“我在中心两个学期只想用两个字来形容那就是”
幸运“！太幸运能来中心了，孩子和我都学到了很多东西，更重要的是我们都交到了好多好朋友。特别得开心！”

时隔一年后，还能看到项目对孩子的影响时，我们也很惊讶，当然更多的是欣慰。我们愿意把它记录下来，
不仅印证了我们做这件事情的意义，同时也是在不断地鼓励我们自己坚持下去。希望越来越多的孩子能身心健

康地成长，更希望越来越多的妈妈和身边的人分享自己学到的理念和方法，当这个幅射圈越来越大的时候这个社会
可能会往前走一点点。

“谢谢你的坚持”

项目成效的监测评估支持-日常观察和记录的模板和指导

生命故事框架

 呈现主人公的成长和收获

 背景描述

 最初参加活动的状态：困难和挑战

 改变是如何发生的：过程中亲子园
项目人员的行动、互动、尝试

 改变后的状态：与最初的对比

 总结升华：个体故事→群体困境

素材来自日常

 家长孩子的原话

 对孩子和家长的观察记录

 家长访谈

 学员档案/个案跟踪（回访）

 一线项目人员的感受/反馈

 不同时期的照片记录看变化



1-通过定期会议对数据进行呈现：

每月一次的项目会-月报

各部门的成果汇报（产出监测、效果评估）

半年一次的项目复盘、机构回顾会

项目监测数据：01 目标达成情况 02 同期对比 03 监测数据的启示

效果评估报告：01 评估报告背景简介 02 测评数据与评估结果 03 结论与建议

2-监测数据的常规提供：

各维度的数据统计

各项目点的测评数据

结项文件

内部监测评估数据的分享、解读&使用



监测评估的作用-项目质量提升的聚焦点&方向

规模化过程中，监测评估设计怎样和与实际的项目执行相匹配？

数据怎样能指导我们去了解伙伴并支持其项目质量提升？

👇

监测评估体系的不断优化和迭代（受益人→单个项目点、项目规模化、业务流程）

2020年优化：

技术支持-《家长工作手册》《项目执行指南》

执行支持-伙伴社群能力建设、标准化流程文件共享

流程管理-评审委员会、线上申请表、管理规范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