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强教育评价改革与质量保障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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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要
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
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坚
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
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报告从“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
支撑”的高度，对“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作出战
略部署，凸显了教育的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地
位，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的价值追求，为
推动教育改革发展指明了方向。

进入 21世纪以来，我国教育事业快速发展，基
本实现了全面普及，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教
育主要矛盾发生转变，人民群众对高质量教育的多
样化需求迫切，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不充分且发展不
均衡。促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建设高质量教育体
系是“十四五”期间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任
务，教育评价改革与质量保障体系建设是教育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
价改革总体方案》明确提出要坚持问题导向，克服

“五唯”的顽瘴痼疾，深化教育评价改革，可主要
从三个方面把握。其一，评价对象的系统性，要对
政府、学校、教师、学生、用人单位等全方位评
价。通过评价，促进政府全面履行教育职责，不断
提升履职水平，加强宏观管理、分类指导，推进管
办评分离、放管服结合；促进学校坚持正确的办学
方向，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转变以升学率评价
学校办学绩效和水平的导向；促进教师潜心育人、
教书育人，转变以学生考试成绩来评价教师教学绩
效和水平的导向；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发展，健
康快乐成长，转变“唯分数”“唯升学”的应试教
育倾向；促进用人单位科学选人用人，转变“唯文
凭”“唯论文”“唯帽子”的单一评价标准。其二，
评价内容的系统性，应遵循教育评价阶段性、发展
性、时代性的特征，在不同学段、不同类型的教育
中体现各自的评价重点，加强系统研究和顶层设
计，相互衔接，构建科学的教育评价体系。其三，
合理运用各类评价方式，提高教育评价的科学性和
有效性。一是要改进结果评价，界定教育目标，关
注教育目标的达成度和符合度。二是要强化过程评

价，注重在教育教学过程中，从发展性的角度判断
教育目标的实现程度及其过程。三是要探索增值评
价，关注教育目标实现程度的纵向比较和改善提
高，评价取得进步的程度。四是要健全综合评价，
注重对教育目标进行全面、综合、整体的教育要素
的考量和判断。要通过各类教育评价方式的合理
有效运用，为持续改进教育教学工作提供科学依
据与信息支撑。

质量保障体系的建设要从四个方面着力加强。
其一，要秉持与时俱进的教育理念。注重基础教育
的基础性、先导性作用，把立德作为育人的根本，
着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
接班人；注重教育治理视角的基础教育综合改革，
完善基础教育办学体制，落实政府办学主体责任，
激发学校发展内生动力，保障基础教育持续健康发
展；注重分类分层研制标准和评价指标体系，引导
各级各类学校科学定位，多样化探索，特色发展、
高质量发展；注重冲破思维定式、改善评价方式，
探索定性、定量方式相结合的评价方法。其二，要
树立科学的评价理念。注重学生中心，在教育目
的、教学原则、教学方式、教师要求、教学组织、
教室布局等方面，强调不断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学
习发展和全面成长的评价；注重结果导向，强调基
于学习结果的反向设计，重视可视化的、可观察的
学习结果评价；注重持续改进，树立质量保障的文
化核心，建立常态性的评价机制并不断改进教学工
作，营造优良教学文化，并将其贯穿教育教学全过
程。其三，要尊重各级各类教育的不同规律和特
点，制定符合学段教育特征、学生成长规律的评价
模式，结合国情校情，借鉴、融合国际教育质量保
障的成功经验，彰显中国特色。其四，要把握教育
质量保障体系建设的核心要素，包括五个方面：明
晰的质量标准、科学的指标体系、合理的评价方
式、有效的反馈与持续改进工作机制、健全的制度
保障。通过不懈的努力，营造坚持学生中心、注重
持续改进、体现学校特色的学校质量文化，构建富
有时代特征、彰显中国特色、体现世界水平的教育
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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