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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切实提升学

校育人水平，持续规范校外培训（包括线上培训和线下培训），有

效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2021年

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

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该政策出台的背

景是针对当前中小学生作业负担过重、校外培训挤占校内正常上

课空间的乱象，通过政策手段调控学校、家长、校外培训机构对

学生的要求和负担，切实保证学生有充足时间休息、娱乐并实现

学生自我全面发展。“双减”政策是针对教育层面出现“唯分数论”

“应试教育”“内卷教育”“资本化教育”等现象，近年来国家推出

的重大教育改革和发展指导方针，国家希望通过持续几年的“双

减”政策推进，回归教育本质，促进学生德智美体劳全面发展[1]。

在“双减”政策逐步落地和实施过程中，现有的义务教育阶段学

生的评价体系难以满足衡量学生全面发展的需求[2]，且目前极少

有研究关注中小学生全面发展能力评价指标的重构和调整，本文

拟聚焦“双减”背景下学生回归教育本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

康成长，如何衡量和评价学生的全面发展能力？利用当前教育、

公共政策、经济学领域的前沿方法，尝试验证并构建可行、有效、

可落地的中小学生全面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提高高质量教育发展

水平。本文结合传统中小学生学生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分析双减

政策落地的必要性和实施意义；基于双减政策制度设计，分析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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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政策对中小学生的影响；分析如何构建“双减”政策下中小学

生全面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从维度、形式等方面提出构建框

架，为改进教育评价改革提供实证支撑和可行化建议。

1　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梳理

教育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多关注教育对个体能力的影响，研究

关注的是教育与能力之间的关系。按照舒尔茨人力资本理论的观

点，教育能够通过提升个人能力来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3]。按

照信号筛选理论的观点，劳动力市场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受教育水

平、受教育质量成为雇员向雇主发送的一种信号，教育起到了将能

力高的人筛选出来的作用（唐可月，张凤林，2006）[4]。由于能力

水平难以观测，人们往往通过衡量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作为衡量

的标准，在认知能力方面，可视化的学业成绩作为认知能力的衡

量；在非认知能力方面，一般包括心理健康水平、学业兴趣、自我

效能感、大五人格发展等测度（方超，黄斌，2019）[5]。目前，国

际上中小学生评价体系大体有三类，“基于学业表现的GPA体系”

（即主要基于各门课程学业成绩和比重计算GPA 衡量，Feller，

2008）[6]，“纳入社会活动的学业报告体系”（将学生参与的社

会活动纳入考量，以学业报告形式展现，Fonseca，2014）[7]，和

“基于学生成长轨迹的自我评价、学校评价、三方评价”体系（Yeo

和Chang，2019）[8]。我国在对中小学生评价方面，现阶段大多

以品德为先，学业成绩评价为主，其他德智体美劳评价为辅的评

价体系（李建国，万成，2019）。在实践操作中，也往往以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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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业成绩或重点阶段的考试成绩（如小升初考试、中考、高考

成绩）为主要衡量学生是否进入下一阶段继续学习的重要指标

（贺斌，2 0 0 7 ）。目前，“双减”政策下中小学生全面发展

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几乎没有，开展此类研究尤其是基于实证

数据的研究甚为缺乏。

2　双减政策落地的必要性和实施意义

在“双减”背景下，从评价维度方面，一方面，中、高

考的指挥棒尚未改变，学生的学业成绩依然处在重要地位，另

一方面，学生在课业之余还参加了各种素质拓展、逻辑思维、

德育、美育、艺术等实践活动或课程，中小学生全面发展能力

评价需要纳入除学业成绩以外的德智体美劳的衡量、评价维度。

此外，关注学生全面发展还需要将学生心理健康、社会情感发

展、坚毅品质、自控力等非认知能力的评价维度纳入指标体系

中去。从评价形式方面，需要借鉴国际前沿的评价机制，将学

校评价、学生个人评价、第三方机构（提供课余活动的主体或

实施方）评价结合起来。国家也重视并关注学生评价体系的构

建，20 2 0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深化新时代教育评

价改革总体方案》，完善立德树人体制机制，扭转不科学的教

育评价导向，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

唯帽子的顽瘴痼疾，提高教育治理能力和水平，加快推进教育

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目前，“双

减”政策下中小学生全面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几乎没有，

开展此类研究尤其是基于实证数据的研究甚为缺乏。

3　“双减”政策对中小学学生全面发展的影响

“双减”政策的目的是减轻学生的学业负担，一方面可以

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在课余活动、德智体美劳各方面为学生提供充

足的发展空间、时间，提高学生的素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短期

来看，对学生的影响表现在：学生课余时间增加、课余活动更加丰

富、校内教师更加繁忙；长期来看，有助于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

提高育人水平，促进学生成长为全方位综合发展的复合型人才。另

一方面，鼓励学校提供更加高质量的课程和教育服务供给，为我国

教育往高质量转型方向发展奠定基石。

4　“双减”政策下中小学生全面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构建

在“双减”政策下，要根据多元友好教育理论，结合加

德纳的多元智能理论，构建中小学生全面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4.1确立中小学生全面发展能力评价指标

本文主要从一级指标、二级指标来构建，一级指标主要包

括中小学生的品德发展水平、学习力指标、学业发展水平、身

心发展水平、兴趣特长养成、学习负担状况等，具体见表4-1：

表4-1：   中小学生全面发展能力评价指标

4.2确立中小学生综合能力评价等级和标准

确立了中小学生综合能力评价指标维度，然后确立中小学生

综合能力评价等级和标准，每一个评价指标维度都要确立等级和

评价标准，本文主要以品德发展水平这个维度为例，将品德发

展水平分成四个等级（A 优秀、B 良好、C 合格、D 不合格），

每个等级确立评价标准，具体见下表4-2：

5　结论

总而言之，在国家“双减”政策下，中小学学生综合能

力评价要更加多元、动态化，加强中小学生的综合能力评价指

标体系构建，深化中小学教育改革，深度推进中小学素质教育

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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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品德发展水平 公民素养、行为习惯、理想信念、人格品质等

学习力
学习态度、学习意志、学习方法、学习效率、学习

成果等

学业发展水平 知识技能、学科思想方法、实践能力、创新意识等

身心发展水平
健康生活方式、身体形态技能、情绪行为调控、审

美修养、人际沟通等

兴趣特长养成 好奇心、求知欲、爱好特长、潜能发展等

学习负担状况 学习时间、学习压力、课业难度、科研质量等

指标维度 等级 评价标准

品德    
发展    
水平

A优秀
1.模范遵守各项规章制度；2.具有良好的社
会公德；3.尊师重教，关爱同学；4.主动积

极为集体、同学服务

B良好
1.遵守各项规章制度；2.具有一定的公德

心；3.能够热心为集体、同学服务

C合格
1.基本遵守各项规章制度；2.偶尔有违纪违

规行为，但是及时改正

D不合格
1.经常性的违纪违规，并受到处分；    

2.屡教不改

表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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