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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部基础教育评价改革思路与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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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西部基础教育评价作为整个教育评价系统中的重中之重，近年来虽获得了广泛的关注，但在其发展过程中，

却逐渐陷入了“唯分数”、“唯升学”的“怪圈”，受制于传统教育理念的桎梏，中西部基础教育评价改革已成为当务之

急。中西部基础教育评价改革应始终坚持立德树人、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统筹兼顾、坚持科学有效、坚持高质量发展

的基本思路，转变评价理念；实现评价主体多元化；评价方式信息化和评价内容特色化。如此才能推动我国基础教育

评价更好地实施，助力教育事业稳定和谐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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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idwest based education evaluation as part of the whole education evaluation system, although won the wide attention

in recent years, but in the process of its development, has gradually into the "only score", "entrance" only "circle", under the control of

the shackles of the traditional education concept, elementary education evaluation reform has become a top priority in the Midwest.

The evaluation reform of basic education in central and western China should always adhere to the basic ideas of moral cultivation,

problem-oriented, overall planning, scientific and effective,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change the evaluation concept. To

realize the diversification of evaluation subjects; informationization of evaluation method and characteristic of evaluation content.

Only in this way can we promote the better implementation of China's basic education evaluation and help the steady and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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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教育评价是教育事业发

展的指挥棒，是教育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教育质量保障

体系的重要一环。《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

（以下简称《总体方案》）提出要完善体制机制，扭转不科

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坚决克服教育评价中的“五唯”问题
[1]。教育评价改革作为一项世界性、历史性、实践性的难

题，是教育改革发展过程中的“龙头之战”，是最难啃的

“硬骨头”。教育评价改革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

保障；是破除“五唯”顽瘴痼疾的重要途径；是消除教育

评价积弊的迫切需要；是倒逼教育生态良性循环的关键所

在。基础教育评价作为教育教学活动的重要环节、教育研

究的基本理论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反

思我国基础教育评价现实，寻求基础教育评价的应有走

向，必将有利于我国基础教育评价研究，推动我国基础教

育评价与制度改革，提高基础教育评价的实效性。

1 中西部基础教育评价改革的必要性

在教育评价改革稳步推进的关键时期，我国中西部基

础教育评价也面临着一些现实困境。若想早日实现我国基

础教育全面均衡发展，中西部基础教育评价改革迫在眉

睫。首先中西部基础教育评价改革是实现中西部基础教育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中西部发展事关国家发展整体水

平，中西部基础教育对于中西部发展具有基础性、全局性

的作用，改革中西部基础教育评价必将有利于实现中西部

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其次中西部基础教育评价改革是实

现中国特色教育现代化的关键步骤。中西部基础教育评价

改革应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坚持社

会主义办学方向，着力提高中西部基础教育质量定能为我

国基础教育的整体发展助力。最后中西部基础教育评价改

革是维护教育公平与社会公平的必然举措。由于自然、历

史、社会等多重原因，中西部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教

育基础差、优质教育资源少，教育质量总体不高，尤其是

东中西部义务教育的发展差距较大。因此中西部基础教育

评价改革也是我国维护教育公平的必然举措。

2 中西部基础教育评价改革基本思路

2.1坚持立德树人

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是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

针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立足于中西部基础教育评价改

革，我们首先应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牢记为党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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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育才使命，充分发挥教育评价的指挥棒作用，引导树

立科学的育人目标，确保教育正确发展方向。面对目前中

西部基础教育评价关注的焦点仍在结果，而非激励学校、

教师及学生发展的问题，教育评价改革应始终坚持“立德

树人”的目标导向，如改革学生评价，学生是接受教育的

主体，要改变以分数论英雄的做法，破除“唯分数”“唯

升学”倾向；改革教师评价，坚持把师德师风作为第一标

准。坚决克服重科研轻教学、重教书轻育人等现象。总的

来看，中西部基础教育评价改革应始终坚持把立德树人成

效作为根本标准，以激励学校、教师、学生发展为评价旨

趣，将推进育人方式的深层次变革作为政府、学校、教师、

学生和社会等多方面的实践基点，进而推动教育评价关键

领域取得实质性突破[2]。

2.2坚持问题导向

导向是行动的指引和方向。《总体方案》指出深化教

育评价改革应坚持问题导向，从党中央关心、群众关切、

社会关注的问题入手，破立并举，推进教育评价关键领域

改革取得实质性突破。着眼于中西部基础教育评价改革，

我们必须要坚持问题导向，首先便是要发现问题，习近平

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用“顽瘴痼疾”这四个字来形容

教育评价中存在的问题，足见这些问题积淀之久、弊害之

深、解决之难。对于教育评价改革者们来说应善于发现基

础教育评价中存在的问题并且探寻合适的解决路径。例如

“唯分数、唯升学”等不科学的评价标准，其实分数、升

学本身并没有错，错在“唯”，错在评价标准的简单化、

片面化、绝对化与功利化，使得教育评价偏离了教育的本

质、规律和初心。其次坚持问题导向，关键是着力解决问

题，要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关键问题进一步研究思考，
[3]促使中西部基础教育评价改革的良好实现。

2.3坚持统筹兼顾

落实中西部基础教育评价改革，还需要坚持统筹兼

顾，针对不同主体和不同学段、不同类型教育特点，分类

设计、稳步推进。面对当前中西部基础教育改革中存在的

“一刀切”等不良现象，其内在归因是未能认识到不同地

域、不同学校以及不同学生之间的差异性，只看到了整体

区域发展特点却忽视了局部的独特性，中西部地区受制于

地理位置、历史传统等多重因素，其教育发展水平与东部

也相差较大，因此在评价改革的过程中，应注重把握中西

部基础教育的特殊性，认识到中西部基础教育除了具有一

般意义上教育评价改革的普遍境遇，还有其自身的独特因

素，基础教育评价改革应始终坚持统筹兼顾，有序推进政

策统一落实的同时还需要兼顾不同区域发展的不同特点，

整合各区域的评价成果，努力实现全国基础教育评价协同

发展。

2.4坚持科学有效

改革中西部基础教育评价，应坚持科学有效，改进结

果评价，强化过程评价，探索增值评价，健全综合评价，

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提高教育评价的科学性、专业性、客

观性。在面对中西部基础教育评价中现存的评价方法单一

化、评价工具机械化等矛盾时，我们应始终倡导科学有效

教育评价机制的建立。没有或缺乏科学的教育评价制度和

体系，教育工作的开展、教育改革的发展就会偏离方向，

甚至迷失方向[4]。由于传统陈旧理念的束缚，我国基础教

育评价发展滞缓，在中西部基础教育评价改革中应保持与

时俱进的态度和理念，创新科学有效的评价方式，凸显中

西部地区自身独特性，改变评价“一刀切”的乱象；改变

单一化、工具化、功利化的教育评价方式，使教育评价回

归教育的本真，更多地体现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健康成长。

从注重“知识评价”向“能力素养评价”拓展、从注重“分

数结果评价”向“全过程评价”转变、从注重“单向度评

价”向“多向度多元综合评价”提升，努力实现基础教育

评价的科学有效性。

2.5坚持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重要阶段

特点和发展目标。具体到我国基础教育，需要在基本实现

教育现代化的基础上，从教育的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

展，实现基础教育的“再出发”[5]。在中西部基础教育评

价改革中，要避免“表面式评价”所引发的“空壳现象”，

应赋予各地区学校充分的办学自主权，主动增强学校办学

的内生动力，学校是教育的基本单位，只有充分激发学校

的办学积极性，才能进一步推动基础教育质量提升。中西

部基础教育评价改革应始终坚守教育的价值观、追求教育

评价高质量发展，用系统观念、系统方法科学实施教育质

量评价，而不是一味迎合“唯分数、唯升学”的需求，建

立全面完善的高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因地制宜地实现教育

评价合理化，使得教育教学质量评价抽身于表面化、形式

化、简单化的“泥潭”，优化整体教育评价生态，从而实

现更加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3 中西部基础教育评价改革实践方案

3.1评价理念的转变与调整

在传统理念的桎梏之下，基础教育评价陷入了“唯分

数”“唯升学”的“怪圈”。一些地方学校以“高分、升学

率”片面衡量学生、教师的发展，完全忽视了以人为本的

教育初衷。转变与调整教育评价理念就是突破旧有评价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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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的桎梏，以新人文主义精神指导中西部基础教育评价改

革实践。我国基础教育评价应始终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

向、结果导向，充分发挥教育评价的“利剑”作用，以评

价助推教育事业发展。深入了解各个实施主体的现实状

况，切实利用好各区域、部门、学校的评价成果，以评价

结果来促使进一步的优化改革实现。我们在更新与转变评

价理念的同时，还应认识到无论是基础教育还是高等教

育，考试成绩只是结果评价中的一项内容，仅以考试成绩

为评价标准，必然会忽视学生的全面健康发展。教师绩效

考核仅仅是教师评价的一小部分，切不可将其等同于教师

所付出的所有劳动成果。结果与问题、过程在一定程度上

能够推动基础教育评价改革的进一步发展与创新，扭转评

价导向是中西部基础教育评价改革的重要基础。

3.2评价主体多元化

评价主体多元化是助推教育评价现代化的重要力量。

多元主体参与教育评价使得主体在各自领域范围内具有

其他评价主体不可取代的优势，如教师对学生进行学业述

评独具优势，学校对教师的教学表现更有发言权等。由于

权力高度集中，政府在教育评价中容易出现越位、错位现

象，学校、教师、学生以及用人单位等利益相关者难以真

正参与到教育评价的整个过程。中西部地区亦是如此，出

现了基础教育评价鲜有家长、学生、学校参与其中的“异

象”，若想实现中西部基础教育评价的全面变革，必须凸

显评价主体多元化的重要性，吸纳第三方主体参与到基础

教育评价中来，从根本上说就是政府、学校和社会等多元

主体共同参与教育评价，以避免政府干预教育评价过度，

而学校和社会等参与性过弱，强化学校和社会等参与教育

评价的自主性，着力实现单一主体到多元主体的跨越、教

育管理到教育治理的转变，以期形成一种多元主体参与协

同治理的评价体系，建立健全基础教育评价机制，从而实

现各评价主体间的良性互动，推动基础教育评价事业的有

序发展。

3.3评价方式信息化

教育信息化是推进优质教育资源共享，提高教育教学

质量，促进教育改革创新和加快推进我国教育现代化建设

的战略措施。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现代信

息技术特别是互联网+、大数据等的迅猛发展，为有效开

展基础教育评价提供了技术动力。《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

测方案（2021 年修订版）》提到义务教育质量监测要注重

方法创新。充分运用人工智能与大数据、脑科学等领域前

沿技术方法，开展计算机网络测试等，探索多领域综合评

价和跨年度增值评价，推动监测工作更加科学高效[6]。中

西部基础教育评价改革中更是不可忽略信息技术的重要

性，大数据可实现结构化数据与非结构化数据的同时分析

处理，为精准评价学生个体发展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为

合理实行基础教育评价提供技术条件。当然在牢牢握住信

息技术这个“抓手”的同时还需要防范信息技术在教育评

价领域的滥用，不要以控制的思路来使用人工智能技术，

要趋利避害。教育管理部门在宏观上需要把好尺度，紧跟

新的教育评价理论，运用信息技术，而不是被信息技术牵

着被动、盲目地运用于教育评价[7]。

3.4评价内容特色化

努力缩小区域差距，既是均衡发展义务教育的重要目

标，也是实现这一目标的路径和策略。放眼中西部基础教

育评价改革，我们切不可将东部地区基础教育的成功经验

简单机械地复制粘贴到中西部区域，中西部区域作为我国

基础教育发展薄弱区域，由于其自身地理位置、文化传统

的独特性，其基础教育评价的发展也应该根据当地实际情

况而议。中西部基础教育评价改革应时刻把握中西部自身

的独特性，努力关照区域多元特色，例如在学生评价时，

评价主体应关注到中西部学生从小生长环境的特殊性，我

国西部偏远藏区的学生们由于当地教育发展水平的限制，

近乎初中才开始接触到英语学科的学习，如果我们只用简

单粗略的适宜东部发达地区学生的评价方式去对他们进

行评价，那结果可想而知。无论是针对学校、教师、学生

还是其他多元主体的评价，我们都应将视野放置于中西部

区域，关注其自身区域特色并且实行特色评价，旨在推动

各地区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的实现[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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