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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生综合素质评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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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高质量教育的深入实施，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有鉴于此，中学生的整体素质评估也受到

了广泛关注，并逐渐成为课程改革的关键环节。本文首先提出了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估的对策。

关键词：初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问题；改进思路

一、引言

《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明确要求，要坚持

以道德为本，技能为中心，全面发展，一切通过并教书，提

高中小学评估水平。学生要根据自己的才能，知识和行为的

融合，坚决改变学生的成绩打分，创新品德，智力，体育，

艺术和工作过程评估方法，完善综合质量评估体系，有效引

导学生加强他们的理想信念，培养爱国主义精神，加强道德

修养，增进知识，培养斗志，提高综合素质。由于中小学在

理解综合质量评估功能，结果的定位和应用方面存在差异，

客观上影响了综合质量评估结果与学生入学的相关性，因此

在进行有利于推广的综合质量评估时可以有效解决相关问题，

有效实施对学生的综合素质评估，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和学科

教育方法的改革提供有力的支持。

二、做好宣传方面的工作

无论进行何种改革，我们都需要以概念上的变化为指导。

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是教育的最终目标。因此，需要改变人

们的思想观念，以便教师，学生和学生家长可以看到进行全

面质量评估的重要性。因此，有必要在公共场合做好工作。

首先，有必要使用各种促销方法进行广告宣传，以便大多数

测验对象能够理解高级测验概念，并了解教育测验改革对获

得人才和测验新视野的重要性。作为公共关系工作的一部分，

特别重要的是向父母解释进行全面质量评估的重要性，以使

他们能够认识到这项工作对孩子未来发展的重要性。另外，

为了使该指令公开透明，重要的是要征求各界人士的建议，

以改善各种安全系统。在宣传过程中，除了学校和教师的宣

传外，还必须通过互联网，电视和其他渠道将其传播给各行

各业的人们，以创造良好，全面的氛围来评估社会质量［3］。

三、探索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综合素质评价指标整合
体系

全面质量评估无论是六个方面还是五个方面，差异本质

上是分类标准的差异和评估角度的差异。只要能够明确评价

内容的具体评价指标，并且不重叠或省略评价内容，这是合

理的分类方法。一方面，详细的评估指标必须是全面的，以

便全面的扫盲评估能够真正发挥其“综合”属性来从多个维

度评估学生的识字率；另一方面，评估指标也不能过于全面。

对全面质量评估的不切实际的期望。任何类型的评估都不能

完全反映学生的整体情况，更不用说不断发展变化的年轻人

了。因此，在完善指标时，有必要做出一些决定。盲目地遵

循指标的“完整性”并使评分指标成为一堆复杂的指标，以

致失去评分的重点是不合适的，并偏离了评估的初衷。例如，

学生是挑食者，尽管它们在“身心健康”方面也是“生活方

式”的一种表达，但在不破坏学生整体素养评估基础的情况

下，不能将其包括在评估指标中。

此外，详细的评估内容指标应与特定的行为指标一样易

于使用，并应建立相应的定量等级，以便学生的日常学习和

生活可以直观地匹配相应的评估等级。这不仅使汇总各种指

标变得更加容易，而且使评估明确而明确。全面质量评估的

最终结果以“A”，“B”，“C”和“D”等级表示，但应基于

清晰而具体的评估数据。这样，在横向比较不同学校，不同

地区时，由于评估指标不同，可以避免对同一质量学生的评

估结果不同，也可以避免不同文化程度的学生对同一评估结

果的尴尬情况。

四、强化制度导向

规范系统促进了全面质量评估的组织和实施，也有助于

提高学生，家长和社会对全面质量评估结果的认可。因此，

通过一系列全面的质量评估管理系统，持续提高了全面质量

评估的有效性。这些特别包括：首先，广告系统。评估的内

容，方法，程序和结果应清楚地说明，并告知学生及其父母。

评估结果应报告给全班，并通知学生及其父母接受监督。任

何不同意评估结果的人都可以向学校评估委员会报告或投诉。

第二个是呼叫系统。那些不同意评估结果的人可以上诉并向

学校评估委员会报告。对答案或对学校评估委员会的处理不

满意的任何人都可以向上级评估委员会报告。第三是评级制

度。学校综合质量评估委员会应加强对综合质量评估工作的

监督和评估，充分了解评估工作的组织和实施进度，及时解

决评估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并提出改进建议。

五、结论

简而言之，仍在准备全面的质量评估。仅做好宣传工作，

建立质量评估指标综合集成体系，加强体系定位，真正发挥

综合质量评估在诊断和改善教学服务，扎实推进优质教育，

实现教育质量根本目标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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