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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教育评价目的随着四代教育评价理论发展而发展 ,并经历了鉴定目的观、诊断目的观、改进目的观、发展目的

观。教育评价的目的就是“人”,评价目的一旦缺少“人”,教育就会有偏离航向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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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通常是指行为主体根据自身的需要 ,借助

意识、观念的中介作用 ,预先设想的行为目标和结

果。作为观念形态 ,目的反映了人对客观事物的实

践关系。人的实践活动以目的为依据 ,目的贯穿实

践过程的始终[1 ] 。因此 ,目的被认为是行为的灵魂 ,

规定着行为的价值和方向 ,目的就把人类行为和动

物行为做了根本性的区分。所以目的由人创造、为

人服务。

一、教育评价目的观的发展历程

教育评价的思想源头要追溯到千年前的中国 ,

最早记载是《学记》:“比年入学 ,中年考校。”“教育评

价”概念是在 20 世纪 30 年代泰勒主持的“八年研

究”报告中提出的。经过将近百年的努力 ,教育评价

的理论体系已发展得比较成熟。先后经过了测量时

代、描述时代、判断时代 ,至今已进入第四代即“发展

性教育评价”建构时代 (1989 年 ,库巴和林肯在反

思、批判传统评价理论的基础上 ,提出了“第四代评

价理论”) 。教育评价目的是教育评价的一部分 ,也

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分别是 :鉴定目的、诊断目的、

改进目的和发展目的。

(一)鉴定为主的目的观

教育评价测量时代的特点是测量理论和测量工

具极速发展 ,并在桑代克“凡存在的东西都有数量 ,凡

是有数量的东西都可以测量”著名论断的影响下 ,使

测量充斥着评价的每个角落 ,形成以鉴定为主的评价

目的观。鉴定就是对被评价者划分不同的等级 ,进行

排名或比较、分层或分等、筛选或选拔等。可是早期

的鉴定是为了选拔合适的新生进入更高层次的学习 ,

排斥不适合教育的儿童。如泰勒所说 :“在许多国家 ,

教育评价的主要意图是挑选人 ,识别那些已从学校和

学院中学到较多知识的人 ,鼓励他们继续接受学校教

育 ;同时发现那些学习较差的人 ,排斥或不鼓励他们

去进一步学习。”[2 ]这就使“人”在鉴定目的中成了一

种消极被动的东西 ,受评价结果的摆布。学生不能主

动选择自己喜欢的教育形式 ,只能被动接受符合测量

评价要求的教育形式。可是用指定一个单一的分数

来描述一个学生测验成绩的做法 ,是把学生行为和学

习过程的复杂性过分简单化[2 ] 。并使很多不能被测

量却影响学生素质的因素被忽视 ,比如兴趣、态度、爱

好等。这种带有排斥性的评价目的观 ,最终结果是使

教育偏离正确的轨道 ,培养出没有个性、没有活力的

“考试机器”。鉴定评价目的观是必要的 ,在教育中通

过鉴定对学生划分不同等级 ,有利于教师对不同的学

生进行针对性施教和恰当评价。要注意的是 :鉴定并

不能作为评价的最终结果 ,它只是使评价更合理的辅

助性工具。现在的问题就是很多学校把鉴定评价作

为最终的结果使用。

(二)诊断为主的目的观

教育评价描述时代以泰勒评价模式为主 ,并在

泰勒的带领下形成了以诊断为主的评价目的观。教

育目标是教育评价的出发点和根本依据 ,教育评价

的实施过程就是把目标细化成评价指标 ,根据细化

后的评价指标 ,对评价对象进行评价[3 ] 。评价的过

程就是诊断的过程 ,即获取评价对象的各类信息与

细化后的评价指标进行对比 ,发现教育活动中的问

题 ,寻找原因、进行分析 ,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泰

勒的学生布鲁姆认为 :“诊断的结果 ,不应该用于把

缺少先决条件的学生转入一个教程内容经过简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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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级 ,因为他们到了那里会一直烦恼 ;诊断的目的 ,

是设计一种可以排除学习障碍的教学方案。”[4 ] 在布

鲁姆的倡导下 ,以诊断为目的的评价受到越来越多

人的关注。这种目的观的优点是 :评价是为学生创

造合适的教育 ,同时考虑到各种影响评价效果的因

素 ;缺点是 :评价过程并没有体现评价者和被评价者

的主体性。整个诊断评价过程都是以已经划分好的

评价指标为主体 ,评价者和被评价者都处于消极被

动的位置。这种评价方式 ,容易压制评价对象的积

极性、主动性 ,容易使评价对象产生焦虑、猜忌、应

付、抵触等情绪 ,其结果会影响评价对象的主动发

展[3 ] 。

(三)改进为主的目的观

教育评价判断时代是建立在泰勒目标行为模式

基础上的 ,可分为两部分 :一是在对原有理论进行批

判、弥补不足的基础上建立新理论 ,二是进行猛烈抨

击后站在其对立面建立自己的新理论。新理论的共

同点是以改进为评价目的。如斯塔费尔比姆强调

“评价最重要的意图不是为了证明 ,而是为了改

进”[5 ] 。改进就是及时反馈信息 ,调控行为 ,促使评

价对象不断完善与优化。改进评价目的就是把教育

过程全部情况纳入教育评价范围 ,通过形成性评价

提供有用信息 ,推动评价对象发展[3 ] 。它关注整个

评价过程 ,当发现变化就及时为评价对象提出改进

建议 ,因而被评价者在评价过程中得到关注与重视。

但是 ,可这种评价仍存在片面性 ,它只关注了被评价

者 ,而评价者、管理者、家长等在评价过程中都没体

现。

(四)发展为主的目的观

发展性教育评价时代目的观是促进人的发展 ,

这里的“人”包括了参与评价中的所有人。古巴和林

肯认为前三代 (测量时代、描述时代、判断时代)评价

理论的不足之处在于 :一是把评价对象及其他一切

有关的人排除在外 ,不予考虑 ,致使评价工作不够全

面、不够深入 ;二是把评价者的价值观作为评价的唯

一标准 ,没有考虑评价中其他人的价值观念 ;三是评

价方法上忽视了定性的运用 ,过分依赖科学主义范

式。“不管什么样的评价 ,也不管是如何科学、客观

的评价理论和模式 ,在本质上都是‘人的心理构

建’。”[3 ]因为 ,评价是让人更了解自己的手段 ,执行

手段的是“人”,被评价的是“人”,最终受益的也应该

是“人”;所以 ,在整个评价的过程中无论准备阶段、

收集信息阶段、评价阶段 ,人才是主体。

二、教育评价目的就是“人”

(一)到场的人

教育评价目的从“鉴定”到“发展”所凸显的就是

“人”的主体地位 ,缺少“人”的评价目的都是片面的

甚至会带来负面效果。“人”缺席的评价目的 ,使“鉴

定”走上了唯分数的歧途 ,使“诊断”成了优差生的分

水岭 ,使“改进”成了目标校对者。“目中无人”的教

育评价目的观实质上就是把人当成一种工具 ,这样

会使教育评价往对立方向进行 ,所以无论花多少人

力物力都不能达到预定的目标。在康德看来 ,人是 :

“客观的目的 ,他的存在即是目的自身 ,没有什么其

他只用作工具的东西可以代替它。否则宇宙间不会

具有绝对价值的事物了。”[6 ] (P48)

到场的人即在评价的整个过程中 ,无论是被评

价者、评价者还是与评价相关的其他人物都清楚地

了解评价的内容、目标、实施的进度等相关内容 ,当

然还参与到相关的环节中成为一个积极的参与者。

“不论是谁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把自己和他人仅仅

当作工具 ,而应该永远看作自身就是目的。”[6 ] (P48)
教

育评价目的只有在这样的观念支撑下才能沿着正确

的方向健康发展。

(二)主动的人

教育评价按不同的基准可以划分成多种不同的

类型 ,比如相对评价、绝对评价、个体内差异评价、自

我评价、他人评价等等。我国在评价的过程中大多

数都采用绝对的他人评价 ,即被评价者只要参加相

关测试、送审相关材料 ,便获得一个合格与否的评价

结果 ,然后评价结束。而在这个过程中 ,被评价者只

需完成测试、上交材料 ,其余步骤都是被隔绝在外 ,

消极等待评价结果 ,评价者和被评价者基本没有互

动。因此 ,要打破这种可怕的沉默 ,教育评价目的就

要明确“人”是作为主动的参与者出现在整个评价过

程中。金生 教授认为 :“教育的过程是人的经验、

能力以及完整的人格精神得以生成和丰富的过程。

教育帮助和促进人的精神的圆满发展 ,也就是说 ,教

育行动自身的终极善就是促进心灵的丰盈和健

全。”[7 ]同理教育评价也是追求这种终极善 ,让评价

行动自身的终极善促进人心灵的丰盈和健全 ,这就

必须使人成为评价中的主动参与者 ,如此所得评价

结果才能被内化成自身的一部分。

(三)受益的人

教育评价最初是为了化解美国的教育危机而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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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的 ,它在美国成了解决教育困难的手段之一。

在中国教育评价让教师们“闻声色变”,为何如此害

怕呢 ? 原因之一是 :被评价者和评价者付出了努力

却毫无收获甚至是被贬斥一顿 ,而唯一的受益者可

能就是学校、政府部门等这些抽象的集体。教育评

价目的要改变这种状况 ,就要使教育评价中的所有

人都成为受益者。叶澜教授认为 :“就教育学而言 ,

我以为学科发展的内在核心问题是对‘人’的认识。

教育学基本理论的突破 ,需要从对‘人’的认识的反

思开始。⋯⋯就中国目前教育学理论的现状来看 ,

在关于‘人’的认识上 ,主要缺失的是‘具体个人’的

意识 ,需要实现的理论转换是从‘抽象的人’向‘具体

个人’的转换。”[8 ]在中国 ,“人”都是放在集体中进行

讨论的 ,可是集体的“人”和具体个人的“人”,除了共

性之外更多的是个性。所以 ,评价不仅要让共性的

“人”成为受益者 ,而且还要使个性的“人”也成为受

益者。否则 ,教育评价就成了牺牲教师个人幸福谋

取学校利益的“刽子手”。

三、结语

“人”是教育的永恒话题 ,没有清楚明晰地弄明

白这个话题 ,教育就很难有新的突破。因此 ,教育经

常成为不如意事件中被谴责的第一对象。然而 ,

“人”又一直处于永恒的变化中 ,这种变化使教育对

“人”这个问题没有固定答案。因此 ,在思考问题、实

践中要把人放在中心位置。教育评价目的也应如

此 ,否则教育就会有偏离航向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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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nalyis on the Aims of Educational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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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ims of educational evaluation are developing along with the fourth educational evaluation theories. The four aims of educa2

tional evaluation are :the appraisal aim , the diagnosis aim ,the improvement aim and the development aim. And the ultimate aim of educational

evaluation is human , otherwise educational evaluation will lose its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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