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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随着“十九大”精神的不断推进， 为新时代基础教育评

价改革指明了方向。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等顽瘴痼疾，有

效的贯彻《方案》精神，从根本上扭转应试教育的主要方向奠

定了良好的基础[1]。深化新时代基础教育评价改革，保持改革

的公正性，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和有效建设。以立德树人为导

向，加大“四观”建设，树立科学的人才观，以人为本的学

生观，科学的业绩观，多元评价观。以“四个统一”为着力

点，坚持过程评价与结果评价的统一，立足过程与促进发展的

统一，坚持学生发展与学校质量提升的统一，坚持学生全面发

展与个性化发展的统一。落实《方案》，明确改革方向，凝

聚共识，完善基础教育评价体制，强化学术研究。从价值意蕴

看，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一方面属于人工智能时代教育发展必然

需求，另外一方面也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保障，破

除“五唯”顽瘴痼疾的重要途径。鉴于此，新时代基础教育

评价改革的实践路径如何？如何全面推进基础教育评价改革的路

向转变？就成为了目前形势下，众多教育工作者需要探究的主要

问题。

2  新时代基础教育评价改革的实践路径

2.1 立足系统完善，增强新时代教育评价的体系建构

随着信息化的不断发展，新时代的教育已经开始转变，单一，

孤立的教学方式已经不能满足现代化的发展与延伸。在不同的主

体和教育类型中，教育评价需要和国家的建设目标保持有效的一

致性。需要在“四个评价”的基础上，统筹发展，加大基础建设
[2 ]。对于中学来说也需要顺应时代的发展趋势，从评价目标，

评价主体，评价方法，评价工具等不一样的视角，进行科学合理

的有效使用。从传统的视角看，评价的方式相对单一，更加倾向

的是最后的结果与分数。此种教育评价方式，脱离了教育原本的

目标，不能将教育评价的真实性表达出来。新时代的教育评价体

系建设，就可以结合现状，秉承科学发展观的主要思想，探究教

育评价体系与宏观教育系统要素之间的关系，在目标一致的基础

上，统筹发展，加大基础建设，保持教师评价、国家目标、学生

发展、课程建设之间的理念是一致的[3]。从另外一个视角看，还

需要相关的人员，结合现实的需要，分析微观教育评价系统当中

不同要素之间的关系，提高评价目标和评价方式之间的契合度。

2.2立足智能多元，保持新时代教育评价的方法创新

在现实的生活中，社会主义现代化在发展的历程中，需要不

断的进步，民族和国家的进步需要创新的支持。素质教育下的教

育评价，也需要在整体的基础上，加大评价的赋能建设，关注智

能下的评价方式创新建设。例如：在信息化发展的历程中，教育

评价也可以使用人机互动技术，对中学生学习的习惯与内容进行

实时性的跟踪与发展。此种智能化的评价方式，不仅可以让学习

者的思维得到发散，还可以提升对应的合作能力与创新能力。从

新时代基础教育评价改革的实践路径

杨敬毅
甘肃省静宁县第三中学，中国·甘肃 平凉 743400

【摘　要】新形势下，《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呈现到大家的视野当中之后。"五个坚持"成为了深化新时代教育评
价改革的基本遵循。教研战线需要相关的人员，秉承科学发展观的主要思想，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潜移默化的过程中，深入推
进基础教育课程教学改革。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从本质上，有效的落实与把握新时代的基础教育新形势。因此，本文首先提出
了需要探究的主要问题，之后，结合现状，探究价值，针对性的制定出科学的实践路径。

【关键词】新时代；基础教育；评价改革

另外一个角度看，智能识别科技树，还可以结合学生的语音与学

习行为，实施综合性的分析，建立教与学之间的关系，保持很好

的客观性诊断，向着个性化的方向进行发展。对于中学来说，在

评价的过程中，还需要使用多元化的教育评价方式，完成教育评

价的互补。

2.3立足科学精准，满足新时代教育评价的工具研制

从目前的形势上看，教育评价工具需要在发展战略的基础上，

统筹发展，加大基础建设，提高科学的转化力度，保持很好的诊

断性，为下一步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新时代的教育评价工具

也需要在量化的基础上，保持理性的探索过程，在客观的基础上，

对定量进行有效的描述。例如：专家构建的学生信息技术素养测

评模型，就可以根据不一样的空间视角，将学生、教师、学校、教

材等有机的融合在一起[4]。对于中学来说，不一样的地区当中，

对于素养的测试标准也是不一样的。教育评价工具在实施量化的

过程中，需要根据主体的不一样，实时性的落实增值评价，在

多元化的维度下，保持综合性评价的真实性。从质性评价视角

看，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延伸，质性教育评价存在的主要目的

就是为了弥补量化教育评价工具中的不足。并且结合现实的需求，

通过观察，加大自我的反思，分析双向的目标建设与设计。分析

学生和教师的思想变化，保持良好的德育文化构建，发挥教育评

价的优化性，加大功能建设，下一步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3  总结

随着社会的进步，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也需要顺应时代的

发展需求，在“四个评价”的视野下，保持立德树人的根本目标。

建立有效的时代评价体系，突破“五唯”评价中存在的不足与障

碍。在全面发展的基础上，统筹规划，全面贯彻党的基本方针，分

析当前的教育规律，建设党的绝对领导，探究一条适合自身国情

的评价实践路径。凸显中学评价的本质功能，淡化形式主义，保

证教育的公平性与公正性。保持教育优势的均衡性，为“四个评

价”的创新与发展找到有效的归宿与落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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