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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评价改革”专题

“教育评价改革”专题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

评价改革总体方案》。这是新中国第一个关于教育评

价系统改革的文件，也是指导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

革的纲领性文件。方案的发布对于全面贯彻党的教育

方针，完善立德树人体制机制，破除“五唯”顽瘴痼疾、

引导全党全社会树立科学的教育发展观、人才成长观、

选人用人观具有重大意义，也标志着我国向建设富有

时代特征、彰显中国特色、体现世界水平的教育评价

体系，迈出了关键一步。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知识创新速

度加快，科技变革升级，教育与人才竞争日趋激烈，

建立一套科学的、符合时代要求的教育评价制度和机

制，对于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对于进

一步释放人才创新活力、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对于

适应当前国内外环境发生的深刻复杂变化、适应我国

“十四五”时期以及更长时期的发展对教育发展、科

技创新提出的更为迫切的要求，都至关重要。因此，

作为全面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重要环节，深化新

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既是国家所需，也是时代所需。

《总体方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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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改进结果评价、

强化过程评价、探索增值评价、健全综合评价，破立

并举，求真务实，力求推进教育评价关键领域改革取

得实质性突破。其中，针对党委和政府教育工作评价，

“破”的是短视行为和功利化倾向，“立”的是科学

履行职责的体制机制；针对学校评价，“破”的是重

智育轻德育、重分数轻素质等片面办学行为，“立”

的是立德树人落实机制；针对教师评价，“破”的是

重科研轻教学、重教书轻育人等现象，“立”的是潜

心教学、全心育人的制度要求；针对学生评价，“破”

的是用分数给学生贴标签的不科学做法，“立”的是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育人要求；针对用人评价，“破”

的是文凭学历至上等不合理用人观，“立”的是以品

德和能力为导向的人才使用机制。

特别是针对长期以来困扰教育发展的重点、难点

问题，《总体方案》鲜明亮剑，明确提出：不得下达

升学指标或以中高考升学率考核下一级党委和政府、

教育部门、学校和教师，不得将升学率与学校工程项目、

经费分配、评优评先等挂钩，不得通过任何形式以中

高考成绩为标准奖励教师和学生；不得将论文数、项

目数、课题经费等科研量化指标与绩效工资分配、奖

励挂钩；不得把人才称号作为承担科研项目、职称评聘、

评优评奖、学位点申报的限制性条件；不得通过设置

奖金等方式违规争抢生源；不得将毕业院校、国（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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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学习经历、学习方式作为限制性条件……聚焦热点

焦点问题、剑指沉疴旧疾，彰显了抽薪止沸、治疾于

本的智慧与魄力。

当然，教育评价改革是一项世界性、历史性、实

践性难题，涉及历史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思想观念等多重因素，涉及不同主体，牵一发而动全

身，被喻为教育综合改革“关键一役”和“最硬一仗”，

须以攻坚克难的勇气、久久为功的韧劲，系统设计、

辨证施治、重点突破，更须因地制宜、协同推进、坚

持不懈。

一方面，要落实改革责任，各级改革主体要从理

念上加强理解，深刻认识到教育评价改革的重要性和

紧迫性，结合本地、本校实际，明确落实举措、落细

落实；一方面，要加强专业化建设，既要打造专业评

价体系，也要严格控制教育评价活动数量和频次、创

新评价工具、完善评价结果运用，提升效率，切实减

轻基层和学校负担；此外，还要尽快增进社会共识，

在全社会形成科学的选人用人理念，树立正确的教育

观和成才观，为改革提供良好的氛围与土壤。

志不求易，事不避难。作为指导深化新时代教育

评价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总体方案》既大力破除不

科学、不合理的教育评价做法和导向，又着力建立科

学的、符合时代要求的教育评价制度和机制。在教育

领域综合改革全面深化，教育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

和协同性亟待增强之际，《总体方案》的出台实施，

必将进一步深化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

障机制改革，为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

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注入强大的基础性和牵引性力量。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
《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秘书长姜恩来认为，《总体方案》扭转了育人偏向，回归了育人

初心，瞄准了顽瘴痼疾，扭转了功利导向，内涵精深。在新的发展阶段，进一步找

准能使《总体方案》落地生根且务求实效的着力点，使我国教育步入更加健康发

展轨道，需要政府、高校及教师个体等各方共同发力、共同落实。各级党委和政

府及教育主管部门要认真组织《总体方案》的有效实施。各层次类型高校要切实担

负落实《总体方案》实施的主体责任，以落实文件相关规定为契机，实现学校办学方

式的科学转型。教师要主动转变观念将潜心教书育人作为自身行动准则。

扭转教育功利化导
向重在各方协同

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邱水平认为，要健全制度体系，夯实“破五唯”的制度基础。高校

应根据《总体方案》及国家关于“破五唯”的一系列指导文件和政策要求，系统梳理学校

相关领域的规章制度，集中推进制度废改立工作，多角度引导评价工作突出科学精神、

创新质量、服务贡献，营造风清气正、潜心治学、宁静和谐的学术环境。要树立学

术自信，强化“破五唯”的厚重底气。坚持质量优先标准，摒弃简单以刊物判断

研究成果质量的做法，积极探索同行评议制度和学术成果代表作制度。坚持尊重

学科建设规律，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学科的支持，坚持马克思主义学科独立评审。坚

持激发学科创新活力，重点围绕对国家战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研究投入不足的基础

学科，对文化传承具有重要价值而亟须抢救的濒危学科，对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构建

具有重要作用而有待加强的特色学科，在学术评价中给予特殊考虑和重点支持，实现学校

的内涵发展和质量提升。

锚定破解“五
唯”实施方略，开
拓教育评价的前进

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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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这是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的重要举措，是新中国第一个关于教育评价系统改

革的文件。《方案》有哪些新亮点，下一步如何贯彻落实？多位教育专家从不同角度提供了分析与思考。

“教育评价改革”专题 “教育评价改革”专题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教科文卫委副主任委员、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 杜玉波认为，

教育评价改革是一项世界性、历史性、实践性难题，涉及多重因素、不同主体，牵一发而

动全身。《总体方案》政策设计体现了攻坚克难的决心，做到了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

相结合，具有突出的时代性、系统性和针对性。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是教

育工作的根本任务，也是教育现代化的方向目标。《总体方案》把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主线，贯穿

于教育评价改革各项任务始终。“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

顽瘴痼疾严重违背教育规律、人才成长规律，是教育评价改革的重点和难点。《总体

方案》紧扣破除“五唯”，妥善处理“破”与“立”的辩证关系，形成一整套破立结合、

全面发力的改革举措。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顾明远认为，《总体方案》对教育

评价制度和机制的改革做了顶层设计，具有鲜明的方向性、导向性、针对性、系统性、

可操作性。《总体方案》对各级各类学校、教育教学工作，对学生、教师的评价都

提出了不同要求。《总体方案》对教育评价制度改革的要求和举措都非常具体，

关键在于落实。我们要深刻领会《总体方案》的精神和要求，全社会都要树立正

确的教育观、人才观、教学观、用人观，全面正确地认识教育评价的性质和功能，

不断探索，认真落实，使教育评价促进教育的发展，早日实现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

满意的教育。

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彭斌柏认为，教育改革走到今天，靠单一主体推进改革、

在个别环节进行改革、从某个领域探索改革、以一种方式推动改革，往往相互掣肘，实践

起来很难奏效，必须整体发力、上下衔接、左右配套、相互呼应，进一步增加改革的

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以期取得改革政策

效益的最大化。文件就党委和政府、学校、教师、学生、用人单位等各主体进行

系统安排，对招生考试、教育教学、毕业就业等人才培养各环节进行系统安排，

对学前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终身教育等各领域进行系统安排，

对结果评价、过程评价、增值评价和综合评价等各方式进行系统安排。面对不同利益

主体的多元诉求、不同层级和类型教育的各自发展规律、不同地区的教育发展条件差异等，

《总体方案》作为教育评价的顶层设计，突出了统筹兼顾推进教育改革的方法论。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崔保师认为，我国当下教育中存在着一些突出问题，其中

一个突出表现就是以“五唯”为代表的功利化倾向。评价与价值不可分割。教育评价

本质上是一种价值判断，教育价值是评价的目标和结果。《总体方案》通篇渗透着

教育价值观的立场、尺度，反映了教育事业发展的价值追求，为弘扬新时代教育

价值观提供了机制、行为、思想和环境保障。《总体方案》充分体现了新时代我

国教育的正确价值观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遵循了教育发展规律和教育改革逻辑，

必将有利于加快构建具有时代特征、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教育评价体系，为加快推

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提供有力支持和保障。

吹响新时代教育
评价改革的号角

教育评价改革，关
键在落实

深化教育评价
改革要整体发力、
上下衔接、相互

呼应

破除“五唯”筑
牢新时代教育

价值观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钟秉林认为，《总体方案》首

次明确提出，改进结果评价，强化过程评价，探索增值评价，健全综合评价，高度凝练了

教育评价的主要形态，体现了改革的整体性特征，其着眼点在于提高评价的科学性、专业性、

客观性。改进结果评价，不仅关注评价对象教育目标的达成度和符合度，更要全面界定教

育目标，通过结果评价为学校教育教学或者办学思路及策略调整提供科学依据与信息支

撑。强化过程评价，注重在教育教学过程中从发展性的角度科学判断评价对象教育

目标的实现程度，为结果评价提供支撑，为持续改进工作提供依据，提高教育评

价有效性。探索增值评价，不仅关注评价对象教育目标实现程度的横向比较，更

加关注教育目标实现程度的纵向比较和改善提高，通过评价学生学习、教师教学、

学科建设、学校发展等取得进步的程度，进一步评价教育教学和办学绩效。健全综合

评价，不再局限于单一目标或标准的实现程度，而是注重对评价对象进行全面、综合、

整体的教育要素的评价，通过设计科学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探索有效的综合评价方法，

全面考量和判断评价对象教育目标的达成度。总之，新时代教育评价体系的构建，需要更

新评价理念，明晰评价标准，明确评价要素，完善方法技术，注重持续改进，并充分体现

教育评价的时代特征。

推进四个评价，
增强教育评价改革

的整体性

中国教育学会会长朱之文认为，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是一项战略性任务，同时也是一

项复杂而具体的工作，关键在于压实责任，敢于碰硬。一方面，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要

树立正确的教育政绩观，在干部选任考核、学校评价、重大项目安排等各项工作中，

构建一套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不再简单地以升学率考核学校、考核干部。另一方

面，各级各类学校要树立科学的教育观，将立德树人摆在学校工作的中心位置，

资源配置、教师评价等工作都要突出人才培养这一中心，重视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

围绕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构建学生评价体系，不再简单地以分数考核老师、评价学生。

与此同时，还要加强教育评价研究，遵循教育规律，注重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科学的测

量手段，探索简单可靠的教育评价方法。

用科学的教育评
价引领推动教育现

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