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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论 教 育 评 价 标 准 的 设 计
戴 或

天津师范大学 音乐与影视学院
,

天津

摘 要 教育评价标准是教育评价者确定教育存在状况
、

进行价值判断所依据的衡量尺度
。

确定教育评价

标准设计必须依据相关的理论依据和有关的 实践依据
。

设计教育评价标准的步骤包括成立专门的机构
、

确立和

分解教育 目标
、

进行教育评价标准论证
、

试行与修订教育评价标准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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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教育评价标准的概念

所谓教育评价标准
,

是指教育评价者确定教育存在状
况

,

并对其进行价值判断所依据的衡量尺度
。

这个尺度能

告诉教育评价需要者其教育存在的进展情况和达到的水

平
。

教育评价标准无论是显性的还是隐性的
,

都是教育评
价得以进行的逻辑前提和实施依据

。

二
、

教育评价标准设计的依据

理论依据

依据相关研究
,

教育评价标准设计的理论依据有

均哲学价值论的依据

标准作为衡量尺度属于价值范畴
,

必须考虑哲学价值
论的依据

。

哲学价值论从一般的
、

普遍的意义上对教育存
在进行价值分析与判断

,

包括教育存在的社会学
、

经济学
、

政治学
、

文化学
、

人类学
、

心理学及人学的价值分析与判

断
。

因为哲学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

是世界观
、

方法

论
,

是人类认识与价值判断的最高层次
,

可以察觉到教育

存在的价值集合
,

所以在设计教育评价标准时
,

务必要遵
循哲学价值论依据

,

使制定的教育评价标准能够经得起哲

学价值论的检验
,

经得起实践的检验
。

教育评价学的依据
虽然教育评价学产生的历史并不长

,

但是经过众多学

者的艰苦努力
,

教育评价学 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与发
展

,

仅从教育评价模式上看就可证明这一点
。

譬如
,

教育

评价的模式有 目标导向教育评价模式
、

方案评价设计教育

评价模式
、

改进导向教育评价模式
、

应答式教育评价模式
、

启发式教育评价模式
、

目标游离教育评价模式
、

交互式教
育评价模式等

。

因此
,

在制定教育评价标准时
,

我们必须
以此为基础

。

教育目的的依据

任何教育评价都是有 目的的
,

其目的就是教育要达到

的最终结果
,

也是教育评价要达到的结果
。

从教育 目的研
究的现状看

,

教育的最终 目的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

《学会
生存 》指出

,

教育就是要培养学生科学的人道主义精神
、

创

造力与服务社会的责任感
。

不管如何
,

教育评价标准的确

定必须依据教育 目的
,

并与教育 目的相一致
。

但是必须注

意的是
,

教育 目的不能等同于教育评价标准
,

教育 目的是

教育理想的达成状态
,

而教育评价标准是促进教育 目的达

成的尺度
。

教育评价标准形成过程的理论

在这方面较为系统的研究成果是
,

教育评价标准的确
立需要经过分析教育存在的整体价值

、

教育存在的目的和

具体教育存在的情况
,

确立教育评价标准
,

检验教育评价

标准与改进教育评价标准等若干阶段
。

应该从评价活动

过程的视角去研究教育评价标准
。

实践依据

没有实践为根基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
,

同样没有实践
作根基的标准也只能是空洞的标准

。

因此
,

教育评价标准

的设计应遵循以下原则 其一
,

必须从实践中来
。

换言之
,

必须植根于社会现实的土壤
,

扎根于教育实践的沃土
,

才

能确立科学
、

适用
、

可操作的教育评价标准
。

其二
,

必须到
实践中去

。

即已经完成的教育评价标准必须拿到实践中
去应用

、

去检验
。

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

也是

检验教育评价标准的标准
,

否认这一点
,

就意味着教育评
价标准脱离了现实

,

脱离了赖以存在的基础
。

其三
,

教育

评价标准的设计必须重视从教育评价实践经验中汲取新
鲜的东西

。

也就是说
,

教育评价标准的设计必须走群众路
线

,

因为人民群众是最有创造力的
,

只有不断地从人民群

众中汲取有益于教育评价标准建立与创新的东西
,

教育评
价标准才能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

,

实现动态发展
。

其四
,

教育评价标准的设计还要考虑被评价总体的状态
。

实质

上就是研究被评价的教育存在的具体状况
,

以便教育评价

标准具有针对性
、

可行性
。

最后
,

任何教育评价标准的设

计都必须考虑社会对教育的要求
。

因为教育系统是社会
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

,

服务社会
、

改造社会和推进社会
发展是社会对教育的需要

,

也是对教育评价的需要和对教

育评价标准的要求
。

总之
,

把理论的依据与实践的依据综合起来
,

就形成
了教育评价标准确立的依据

。

在设计教育评价标准时
,

必

须综合考虑这两大依据
,

缺一不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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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教育评价标准设计的标准

教育评价的专业化要求教育评价成员的行为表现和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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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必须符合其专业标准
,

要求其设计的教育评价标准必须

符合教育评价的目的要求
。

对此
,

我国的研究不是很多
,

一般只提几个要求
,

尚不详细
、

具体
。

譬如
,

张玉 田提出要

有先进性
、

有方向性
、

有可行性
、

有群众性
,

能激发协作精

神头于述胜提出要有系统性
,

要能反映对象本质
,

要有可

操作性等
。

西方近期通过了两套评价标准
。

一套是由教

育评价标准联合委员会 司

提出的 项标准
。

另一套是由

评价研究学会
,

提出

的 项标准
。

第一套标准涵盖第二套标准
,

且第一套标准

是由拥有 万名会员
、

个专业组织任命的 名会员代

表领导 余人历时 年完成的
。

该标准一是强调制定与

修订这一标准的持续性
,

二是强调标准在评价过程每一阶

段的适用性
,

三是强调制定这一标准的依据性
,

四是在西

密执根 大学 评价 中心

设立了一个常设委员会监视这套标准的

使用与改进
,

因此
,

本文重点介绍该标准
。

该标准的全称

为
“

教育方案
、

计划与资料评价标准
五 ” , ,

其主

要指标如下

效用标准 要求必须有益于评价对象的需要

评价对象的确认
评价人员的可信性

信息的范围和选择

评价的解释

报告的清晰

报告的传播

报告的合时

评价的影响

可行标准 要求必须符合实际
、

审慎
、

可用并省钱

实践的程序

政治的可行性

成本效益
正当标准 要求务必合法与合乎伦理

,

尊重各种角色

的福社
正式的义务

利害的冲突

充分和坦诚地公开

公众了解实情的权利
人类主体的权利

人员的互动

公正的报告

财政责任
精确标准 要求能够显现被评价对象的真实情况

对象的确认
内容分析
目的和程序的描述
可靠的资料来源

有效的测量
可信的测量

系统资料控制
量化资料的分析
定性化资料的分析
正当的结论
客观的报告

这套标准的构建确有可取之处
,

也是我国设计教育评
价标准应该参照的标准

。

但是
,

这套标准也有不足之处
,

譬如
,

忽略了教育评价的一大标准
,

即创新标准
。

在教育

评价标准中加上创新标准是必须与必要的
。

概括而言
,

教

育评价创新的标准必须符合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需要
,

创新的成果必须具有新奇性和社会价值
,

创新的内容必须

具有全面性与创新性
,

必须是一种革命性的变革
。

教育评
价创新的标准包括 需要性

,

即必须符合社会发展
、

人的发
展与教育发展的需要 新奇性

,

即必须是新鲜的与独特的
,

而不是陈旧的 全面性
,

即要求创新包括观念
、

制度与物质
三个层面的创新 革命性

,

即必须破旧立新 本土性
,

即特
别强调教育评价标准创新必须植根于我国现实的土壤

,

立

足于我 国教育的沃土 长期性
,

即要求创新必须注意前瞻
性

、

发展性与长效性
。

只有如此
,

教育评价的创新标准才
有可能真正地构建起来

。

四
、

教育评价标准设计的步骤

成立专门的教育评价标准设计机构

这是设计教育评价标准的组织保证
。

现在一般要求
教育评价标准设计小组的成员应该由教育评价中的各种
角色代表组成

,

不能像过去那样只由教育评价人员组成
。

确立和分解教育 目标

教育评价无论怎么变化
,

其目标必须与教育总 目标相

一致
,

并为达到教育总 目标服务
。

因此
,

确立和分解教育
目标就成了教育评价标准设计的一个重要步骤

。

从创新
的视角看

,

教育 目标的确立与分解一般要求做到 准确性
,

要求对教育 目标内涵与外延的理解必须清晰
、

科学 适当
性

,

要求教育 目标的分解必须适度
,

既不能过也不能不及

具体性
,

要求教育 目标的分解必须细化
,

必须具有可操作

性 创新性
,

要求用创新的精神去思考和分解教育 目标
,

这
是教育评价标准创新的关键

。

教育评价标准的论证

教育评价标准在运用之前
,

必须先请教育评价专业人

员根据教育评价的原则和制定教育评价标准的根本要求
进行科学的论证

,

并注意论证的方向性
、

可行性与创新性

等
。

此外还要广泛地征求各方面的意见
,

以使教育评价标
准更加完善

。

教育评价标准的试行与修订

草拟的教育评价标准基本确定之后
,

应择取有代表性

的单位试行
,

以便及时发现问题
,

加以修订
。

修订的范围

一般包括评价项 目
、

评价等级与评价方法等
。

只有在试
行

、

修订后
,

教育评价标准才能正式使用
。

应特别指出的

是
,

教育评价标准虽然已经过论证与广泛征求意见
,

但是
在教育评价实践中还会出现某些问题

。

因为任何的教育

评价标准都有其局限性或缺陷性
,

只有坚持不断地创新
、

持之以恒地变革
,

教育评价标准才能更加科学实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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