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重视教育评价的导向性
扬州市新华中学校长 方钧鹤

近 年 来 ， 我 国 基 础 教 育

改 革 取 得 了 明 显 的 进 展 ，素

质教育的思想 愈 来 愈 深 入 人

心。相比而言，教育评价工作

的改革则显得相对滞后。

我 们 学 校 是 一 所 省 重 点

中学，为了探 讨 普 通 生 源 条

件 下 办 好 重 点 中 学 的 经 验 ，

近年来，我们 在 改 进 教 学 评

价工作方面做了些努力。我们认为，要使学校素质教

育向纵深推进，离不开教育评价的激励和引导。事实

上近年来我校工作的每 一 点 进 步 包 括 今 年 中 考 、高

考取得的成绩，都是和发挥教育评价的导向性分不

开的。我们觉得，在实施教育评价时，有必要重视以

下几点：

重视纵向比较评价。横向比较，是进行评价必不

可少的一个方面。但是，横向比较，一个年级只有一

个班级是第一，一个班级也只有一个学生是第一。某

个学生可能进步很大，但由于原先的基础差，加上你

进步了，原来比你优秀的学生也在进步，因此从横向

比他仍然居后。如果老是只看到横向比较的结果，就

很难调动起每一个学生持久的上进心。因此我们把

能否“双不断”、能否“互动”作为主要指标，进行纵

向比较评价。所谓“双不断”，第一个“不断”，就是

看学生是否能不断地增强自己的使命感，不断地把

祖国的需要，时代的召唤，人民的期待逐步内化为自

己的需要；另一个“ 不 断 ”，就 是 要 看 能 否 不 断 地 获

得成功，能否从完成学业、战 胜 自 我 、关 爱 他 人 及 参

加各类活动中不断提升自己，不断获得成功的喜悦。

所谓“互动”，就是看是否能以积极的精神状态与老

师、同学进行知识、技能、情感方面的积极交流，是否

能从所学知识中、从所见所闻所经历的事情中产生

新感受、提出新问题，是否能虚心向他人学习并真诚

与他人合作。以重视看每天进步的评价去引导学生

每天得到进步。

重视效率的评价。效益低，是教育改革发展的大

敌。以学科教学为例，如甲、乙两个班级某门学科考

试成绩相当，但甲班按教育规律办事，注重课堂效

率，学生学得主动、轻松、扎实，课后 负 担 较 轻 ，而 乙

班则靠采用加班加点、题海战术，课内损失课外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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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一所学校的办学水平，是社会、家庭，以及学校校长、教师、学生所

关注的热点问题。对学校的整体评价，其目的在于激励校长和教师的改革热情，

加快学校教育教学改革的步伐，使学校的教育办出水平、办出特色。在扬州市教

育局、教科所及教研室的支持下，前不久，本刊记者特赴扬州，并邀请了该市%位

校长就学校的评价问题展开讨论。以下是校长们的发言，供读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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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让学生达到“理解”。如果说乙班也取得了与

甲班相当的考试成绩，则这种成绩是以牺牲学生休

息时间、文体活动时间和学习其他知识提高其他能

力的时间为代价的。我们就曾经发现过同年级不同

班级的某门学 科 每 天 平 均 使 用 时 间 相 差!""分 钟 的

个案。如果我们评价时只见结果，不看效率，其消极

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提高评价的信度。要使评价发挥应有的激励、导

向功能，评价必须具有较高的信度。评价指标要全

面，不能光盯着学科成绩，要结 合 评 价 内 容 ，尽 可 能

采用多种评价方法，达到互补的目的。评价参与者要

多元，除了上级管理部门和学校管理人员外，要尽可

能多地让广大教师、学生参与评价，还可以邀请学生

家长和社区代表参与评价，让更多的参与者从不同

角度进行评价，使教育评价更实 在 、更 客 观 、更 具 信

度。

学校评价的社会标准

与教育市场化出路
扬州市第一中学副校长 郭 亮

对 一 所 学 校 的 评 价 ， 历

来都有“理论标准 ” 和 “ 社

会标准”两种：前 者 是 来 自

符合素质教育理念 的 学 生 全

面发展标准，而后 者 却 是 由

强大的社会观念及 需 求 驱 使

的考试成绩的标准 。 大 多 数

学校目前都处在既 要 努 力 符

合 “ 理 论 标 准 ”， 得 到 上 级

“称好”，又要符合“社会标准”，让老百姓“叫好”

的两难困境中。教育自其诞生之日起，就是一个可

怜的异化畸形儿，附着不同时代的功利赘物，却不

能达到一代比一代更聪明起来的本质目标。中国从

隋唐始附着给教育以“选拔”功能，尚好的是当时

没有现在严整的学校，而只有“松散”的“学院”，

学 生 能 否 “ 考 上 ”， 与 “ 学 院 ” 无 涉 。 现 在 不 行 ，

学生“考不上”就是学校之过。不过，在现行条件

下，这个社会标准是合理的，否则也没有其他“选

拔”机制。“民心”所向，谁也无法逆转，除非人

们都达到了教育理论工 作 者 的 水 平 。 唯 一 的 出 路 ，

是 利 用 “ 教 育 市 场 化 ” 这 一 法 宝 进 行 办 学 体 制 改

革，大力扶持家长看好的生源拥挤学校，让他们自

觉 自 愿 地 把 孩 子 送 去 上 学 。 如 果 这 些 学 校 资 源 不

够，再收编几个学校组成教育集团。政府只要运用

教育督导的监管机制进行约束，使之符合“理论标

准”即可。经济改革走市场化之路的成功经验，完

全可以运用到教育改革上来。

我理想中的学校
扬州市竹西中学校长 刘 岚

我 理 想 中 的 学 校 是 一 个

教学组长的乐园

在 学 校 里 ， 我 们 的 学 生

度过了他们人 生 之 初 最 美 妙

的时光。在这里，他们结识同

伴 ，拜 会 师 长 ，更 主 要 的 是 ，

他们亲近了知 识 ， 和 他 们 的

朋友、老师在一起，感 叹 知 识

世界的奇妙，领略了人类创造的伟大。

一所好的学校决不单单是学生的乐园，我们的

老师在领着学生亲近知识的同时，也享受着教育的

幸福。因为教，所以他们也在不停地学，因为做着教

育工作，所以他们也在不停地成长，而且他们的成长

是伴随着学生的成长同步进行的。

我理想中的学校是一个平等和睦的家园

现代人在走向社会前，总要在学校里生活。学校

就是他们从家庭走向社会的桥梁。在学校里，他们接

受知识、积蓄力量，他们还感受到友善 、鼓 励 、支 持 ，

也正是这份美好的情感，才使他们能笑对任何困难，

自信地在人生的道路上不断追求，实现自我，超越自

我。

我理想中的学校是一个美丽温馨的花园

学校是师生们学习、生长的场所，它应该是美

丽的。但拥有美丽建筑的学校并不一定是美丽的学

校。学校是教书育人的地方，它应该围绕着学习生

活布置环境：每一丛花草，每一面墙壁，都应该细

致而有品位，虽然默默无言，却又意味深长。一个

美丽的校园应该如次第展开的画卷，又如一本无字

的书。

当然，在这个“花园”里最美的“花朵”是学

生。

我理想中的学校应该是学园、家园、花园的三位

一体。当我们的学生离开校园的时候，带走的不应该

今天我们如何评价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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