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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 学术交流

应对未来的学习生活。

俞如旺等在《分数报告的国际经验译介及其本土

化的思考》一文中认为，分数报告 (score report) 是对

考试分数进行综合分析的一种考试结果反馈形式。文

章分析了分数报告的内容框架和行为准则，通过对北

卡罗来纳州个人分数报告和分数频次报告的译介，为

本土化提供了如下启示：1. 报告项目应根据报告目的、

对象不同进行科学合理设置，报告对象信息、学科结

构和学业水平、学生总体测量信息、学业水平诊断性

评价及反馈建议等，同时注意报告的行为准则，如明

确报告对象、目的、应用图表呈现数据、提供必要的

解释指南等。2. 应用量尺分数和成就水平报告个体成

绩并提供诊断性评价。量尺分数（Scale Score）是为了

解决不同测验成绩的解释与比较问题，将原始分数进

行转换，从参与测试学生群体的总体成就水平中导出。

应用量尺分数取代原始分数，可避免升学压力下的“分

分计较”。成就水平（Achievement Level）是以学生

群体为对象，以参与评价学生在多个水平百分比分布

的方式来呈示。如北卡罗莱纳州个人分数报告将文字

描述与图表呈现结合起来，帮助用户更直观读懂量尺

分数和成就水平。3. 以描述性统计量和频次分布表呈

现学生整体的成绩分布情况。北卡应用“量尺分数的

简要统计”一栏呈现中位数、标准差、众数、量尺分

数等描述性统计量；“量尺分数的频次分布表”一栏

则呈现考生在不同分数、不同成就水平以下的累计人

数及其比例；便于报告使用人了解学生整体的分数分

布比率及其差异情况。我国初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具有

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功能，因此这两项亦可以直观反映

教育质量。文章同时认为，借鉴国际分数报告时应注

意：1. 国际分数报告多用于教育质量评估与监测，而

我国高考考试规模大、涉及面广、利害性高，分数报

告可能引起误解、问责等问题，设计者应充分考虑；2.数

据转化、印刷等因素可能导致报告滞后于考试，对一

线教学反馈不及时，应考虑基于网络的分数报告；3. 报

告使用者可能因涉及的统计学数据或名词过于复杂而

难以全面理解考试主办方的报告意图；4. 群体分数报

告应在学校教学可能存在的问题及改进上提供反馈性

建议。

水平、社会评价学校教育质量提供量化参数；二是基

于问卷测试的升学指导归纳了考生的兴趣、能力、优势，

并简要判定考生在七种类型中的表现，给予考生填报

志愿、选择专业的帮助；三是深入数据挖掘、梳理分析，

揭示高考数据资源中考生成长潜力和专业发展潜能、

中学教育资源均衡状况、教师整体性职业素质、社会

背景公平程度、个人成长环境重要性、高校录取新生

校际偏好和专业发展权重设置等。

刘海龙在《大规模教育考试诊断性分数报告的研

发与应用》一文中，以青岛市初中毕业生学业水平考

试成绩报告单为例，介绍了：1. 诊断性分数报告的研

发路径，包括“建构分数报告的诊断性测评框架、依

据框架命制试题并标定试题属性、考试数据分析建模

与测评框架效度验证”三项核心任务。2. 诊断性分数

报告的设计由整体报告（两个维度：学科学业发展评

价和综合能力与素养发展评价）和学科报告（考生的

9 个学科报告各包含两个维度：知识领域评价和能力

层级评价）两部分组成，以雷达图和描述性评价等方

式评价考生在综合能力与素养、学科各知识领域与能

力层级的表现。3. 诊断性分数报告的发布与使用。发

布前需广泛验证分数报告的实际展示效果，重点评估

包含极低分、极高分、数据部分缺失等极端情况的分

数报告效果，同时通过多种媒介解读发布分数报告的

目的与意义，合理引导社会预期，并编制简洁易懂的

分数报告使用手册以帮助考生正确理解与使用。4. 进

一步完善的思考。一是描述性评价缺乏可比较的参照

标准，导致诊断信息不够直接和明确，可考虑建立百

分等级常模，使用百分等级分数报告便于考生与家长

获取清晰的参照信息；二是基于学科的测评框架在初

期便于理解和操作，未来应以基于素养的测评框架构

建为目标；三是应进一步开发在过程性评价中同样可

操作的互动式考试分数报告和评价系统，既可实时监

控与反馈，还可对学生学习行为与考试作答情况进行

相关性分析，真正实现数据驱动下的学习改进。

国际经验及启示 国内经验及启示

周云在《美国 SAT 考试分数报告的设计及启示》

一文中介绍，美国新一轮 SAT 考试改革中重新设计了

分数报告，紧扣考试测量目标和用户使用需求，完整

反映考试内容和考查能力，并通过量表转换进行分数

合成并呈现考生排名情况，以反映考生能力倾向及大

学学习和职业生涯准备情况。对我国教育考试分数报

告设计提供的启示有：1. 要设计行之有效的分数报告，

采取测量什么报告什么的原则，为解释分数意义建立

框架，搜集考生在考试过程中的证据，为分数报告提

供解释。2. 加大教育测量理论和技术的应用，通过将

原始分数转换成具有参照点和单位量表的数值，使不

同原始分数可比。3. 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分数报告制

度，以此更好探测到学生的内在知识结构和能力水平，

识别其优势和劣势，从而对学生学习、教师教学、教

育行政部门决策、高校招生录取、课程评价改革以及

考试开发提供有效帮助。4. 考试机构应从我国的实际

需求和教育发展特点出发，开展实证研究，建立更适

合国情的分数报告制度。

郭洁在《TOEFL Junior 考试成绩报告单的设计与

启示》一文中介绍了小托福（TOEFL Junior）的基本

内容构成及其成绩报告单的设计特点，阐释了小托福

如何实现“为学校、教师、家长、学生提供更客观的

测评标准、更精确的英语语言能力解读以实现英语学

习指导”。对我国高考或中考成绩报告提供的启示有：

1. 应包含丰富的反馈信息。可依据各学科课程标准，

将各学科划分若干知识与能力领域，统计分析各领域

涉及的题目要求、知识和能力领域发展评价雷达图，

以反映学科各知识领域的表现。2. 可细化各单项能力

描述，给出学习建议。基于各学科发展评价体系，将

各总分分值不同的学科都放到一个尺度衡量，考生优

势与不足可视化，语言类考试可细化单项能力描述与

学习建议。以高考英语成绩报告单为例，可具体给出

学科知识领域（词汇和语法知识领域、听力、口语、

阅读理解、书面表达领域等）考生应达到的标准及能

力建议。3. 注意表达方式。小托福依据考生整体分数

划分为优秀、熟练、扩展中、进步中、形成中 5 个等级，

高分段积极赞扬性描述，低分段鼓励性肯定性描述。

避免了消极、否定的表达方式，有助于学生积极从容

刘辉在《促进学习的评价：从报告分数到建立反

馈机制》一文中认为，单一的分数报告不能很好地促

进学生的学习，促进学习的反馈机制要从静态的分数

报告转向动态的整合分析，遵循“分析—判断—诊断—

教学反馈意见”的过程。1. 建立信息化平台，实现更

及时、便于查询、多层次、多类型、多版本、多维度、

多数据源的精细化学业质量分析。在反馈内容上，提

供基于多数据源的多维度、多指标测评结果；在反馈

分析技术上，基于认知诊断的评估在评价被试心理特

质方面可以提供更精细的评估方法和更细致的评估结

果。2. 建立反馈机制，以促进学习为目标，在不同层

面有不同类型、不同版本的报告，实现一班一报告、

一师一报告、一校一报告的呈现方式。3. 建立长效改

进机制，发挥教学诊断和学习诊断的功能，通过反馈

分析，制订跟进措施，提供针对性指导和改进，促进

学业质量提升，最终形成学习—评价—分析—决策—

改进的价值链，对于改进教学、促进学习具有更适切

的意义。

朱华山在《综合评价体系构建中的高考改革探

析——基于“云海工程”的实证研究》一文中介绍：

1. 云海工程评价体系的设计思想，即针对中国高考题

库建设、考试命题、适用范围、公平效度、问卷设计、

评价使用、客户服务、信度、量度、等值等层面，预

设一系列严格自我评价环节，提高考试评价服务水平。

2. 成绩报告单涵盖了 35 项基本信息与 10 项报录信息，

“普通高考考生成绩报告”包括考试成绩、分项表现、

升学指导三项内容。3. 数据资源的利用上，项目省各

州市成绩进行比较分析，并基于问卷调查比较高考成

绩影响因素的重要程度等。4. 人本评价彰显社会价值。

试点目标就是通过逐步建立全面、综合、多元化的考

试评价体系，使高校招生制度更有利于拔尖创新人才

脱颖而出。文章认为，普通高考考生个案分析具有三

个特点：一是通过附有全省位次、学科内容分项表现、

能力结构分项表现等的考试成绩报告单，不仅让考生

知分知位，合理人生规划，还能为学校评价教师教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