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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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教育改革走向深水
区，教育领域开始啃“硬骨头”的
标志。

这份“总体方案”，要求和举
措都非常具体，但关键在于落实。
一方面，需要各级教育主管部门
结合本地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措
施。另一方面，还需要全社会共同
努力，把提高人的综合素质、促进
人的全面发展作为衡量教育的唯
一标准。

本期，我们邀请两位一线教
育人，听听他们的声音。

科学推进
方能行稳致远
张洪锋（校长）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全国教育
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指出，要深
化教育体制改革，健全立德树人落实
机制，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坚
决克服“五唯”的顽瘴痼疾，从根本上
解决教育评价指挥棒问题。深刻领会
习总书记的讲话精神和国家教育部

《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
文件精神，我们可以解读为：教育评价
出发点是立德树人，途径就是破除“五
唯”，科学评价。

当前，我国教育现状是以县区一
级为办学主体，因此本次教育评价改
革，要啃下县区一级教育评价硬骨头，
整体科学推进区域教育评价，才能使
中央关于教育评价改革政策实现落
地。

首先，要科学领会本次教育评价
改革的重要意义。

科学评价，首先是提高各级党委
和政府科学履行职责的水平。以前在
一些领导视察调研学校时，经常会问
诸如学校教学质量：考试在镇内排名
第几？省一级重点中学进了几个？常常
会听见诸如不管你音体美劳发展得如
何，考试不好，就是质量不好之类的观
点，说明一些领导对于全面推进立德
树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质量观是
有差距的。因此县区市一级党委政府
尤其要坚持正确政绩观，不要再以升
学指标或以中高考升学率考核作为硬
性大比分目标管理考核，不要再将升
学率与学校工程项目、经费分配、评优
评先等挂钩。各级党委政府主要领导
对教育评价的认识越科学越到位，区
域教育评价推进就越科学，也具有正
向激励促进作用。

其次，科学确立区域教育评价改
革机制的路径。

教育评价不是新事物新名词。以
前的教育评价体系、教育评价机制和
评价督导队伍在推动教育发展，提升

教育质量上是有极大作用的。本次教
育评价改革有破有立，不是对以前评
价体系的全盘否定，是在国家发展战
略新形势下，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遵循教育规律，系统推进教育评价改
革，发展素质教育。是对过去不合理的

“五唯”评价惯性的科学调整和改进。
在教育评价机制的实践探索方面，慈
溪已经走出了一条管办评分离，率先
引入第三方教育评价的新机制，是一
种与国家教育评价改革相适应的评价
改革探索。当然，新机制也需要在实践
中不断完善改进。

再者，科学制定区域教育评价的
指标体系。

好的评价机制建立以后，真正要
发挥评价导向作用，关键是制定科学
的评价指标。《总体方案》明确提出破

“五唯”，但不是说“五唯”所涉及内容
一概抛弃，而是应该科学论证，不要作
为“唯”条件。比如学科质量评价，以前
唯分数，现在要更加注重过程性发展
评价，也适当考察分数，采用基于学情
校情起点实际，观察努力过程，分析学
习结果的分数反馈，进行综合性评价。
教育局制定评价指标体系，既要评估
最终结果，也要考核努力程度及进步
发展，建立健全教育督导部门统一负
责的教育评估监测机制，构建政府、学
校、社会等多元参与的评价体系。出台
的评价指标都要进行科学论证，探索
开展学生各年级学习情况全过程纵向
评价、德智体美劳全要素横向评价。运
用现代化信息技术手段，不断优化评
价措施，回应人民群众呼声，切实减轻
基层学校教师学生家长的评价任务负
担。

科学的教育评价改革，是推进教
育科学发展的敲门砖。科学推进区域
教育评价改革，就是党和政府教育评
价改革政策的落地实践。我们可以相
信：教育改革发展的春天即将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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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旧“标准”过渡期
教育人要思之又思
胡欣红（特约评论员）

为了扭转“唯分数”的不科学教育评
价导向，《总体方案》明确提出“三不得一
严禁”的要求，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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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禁公布、宣传、炒作中高考“状元”
和升学率。这些表述触及了当下基础教育
的痛点，迅速引发舆论热议。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分、分、分，
学生的命根”。由于诸多原因的综合作用，
当下分数依然决定着学生的命运。学校和
老师为了提高升学率，不得不把所有努力
都放在提高成绩上，这才忽视了学生个性
而全面的发展。很多家长也一边心痛孩
子，一边无奈逼迫孩子上各种兴趣班。从
某种程度上讲，“唯分数”令所有人都感到
苦不堪言，但却无力摆脱。

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评价机
制的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绝非一朝一夕
之功。如果不唯分数论，又该用什么样的
可操作可行的其他评价标准来取代，这是
一个绕不过去的现实问题。

对于教育评价改革，很多老师和家长
心情十分矛盾。一方面，克服“唯升学”“唯
分数”有助于帮助老师和家长减轻压力，
把精力更多地放到“教育”上；但另一方
面，心里可能也会嘀咕，这事儿究竟能不
能真的办成，“坚决克服”是一句口号，还
是具体的行动？就算真的有所行动，又如
何确保不会发生类似于“减负让各方负担
越来越重”的问题？

扭转“唯分数”的教育评价导向，难在
如何落地。不唯成绩论，方向当然是正确
的，但是很难操作。以成绩、升学率为标
准，确实刻板、片面，但是相对比较公平，
而且有可比性，在现行社会大环境之下，
也有相当大的合理性。以成绩论英雄，简
单易行，立竿见影。克服“唯升学”“唯分
数”，那就要引入其他的标准。譬如爱心、
责任心、受欢迎度等，这些都很重要，但一
涉及具体的操作，却殊非易事。

当然，在现有情况下，克服“唯升学”
“唯分数”并不是不要升学和分数，关键是
深化教育体制改革能否在升学和分数之
外探索出其他相对重要的、整个社会所认
可的价值和标准。

为此，《总体方案》提出要改进结果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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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制定了包括义务教育、
普通高中教育以及学前教育幼儿园的各
级各类学校办学质量评价标准。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方案出台了，关
键在于如何落地。我们要静下心来思考如
何留给学校和老师更多育人的空间和自
由，实现评价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功能目
标，使成绩的角色定位为教师教书育人的
反馈信息。不仅如此，我们还要更加关注
学生综合素质的发展，真正实现德智体美
劳五育并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