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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教育评价中被评者的防卫心理及其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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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教育评价中被评者的防卫心理是影响教育评价效果的一个重要因素。被评者的防卫心理在教

育评价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 主要有迎合、应付、对抗、焦虑、文饰、投射等。这些心理表现往

往会对教育评价产生消极影响。防卫心理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 我们必须采取多种形式的针对性措对其

进行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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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评价就是按照一定的价值标准以及各级

各类教育所确定的具体教育目标 , 对各种教育活

动的过程及其效果 , 进行科学判定和指导的过程。

教育评价不仅仅是一种测量活动 , 更重要的 , 它

是一种价值判断 , 并最终以调整教育活动为其根

本目的。

教育评价 , 无论从宏观到微观 , 从国家、地

区的整体教育状况到学校办学水平乃至教师的课

堂教学质量的评价 , 也无论是形成性评价抑或是

终结性评价 , 不同层次、不同种类的评价服务于

各级各类教育活动 , 已成为支持教育决策、推动

教育改革、促进教育发展的重要依据和手段。搞

好教育评价 , 使其结果更趋客观、公正 , 更为充

分地发挥评价的导向、调整和促进作用 , 是当前

教育管理和决策者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和难题。

教育评价是以教育活动即一种人类特有的、

有目的的活动为其考察对象。它虽然也包括对某

些诸如办学的物资条件等物的因素的考察 , 但更

重要的是对教育决策、教育管理到教学的一系列

教育活动的考察。因此教育评价不同于其它以物

为对象的评价和测量 , 而具有其特有的复杂性。

评价过程中 , 受到多方面各种复杂因素的制约和

影响 , 其中心理因素的影响贯穿评价始终 , 不容

忽视。

评价中的心理因素主要包括主评和被评两方

面 , 其中被评人员的心理状态是不容忽视的重要

方面。他们的心理活动和表现直接影响评价的可

靠性和有效性。特别是评价的功能 , 即其最终目

的 , 必须通过被评者得以体现 , 并产生效用。因

而 , 需要深入研究被评人员的心理状态与其活动

规律 , 在综合、归纳其表现的基础上 , 探析其产

生的原因 , 进而探索出有针对性的对策 , 对干扰

评价活动的心理现象进行有效的调控 , 以求减少

其消极影响 , 发挥其积极作用 , 提高评价的效益。

本文拟就被评者的防卫心理进行探讨 , 期盼能对

教育评价有所裨益。

一、教育评价中被评者的防卫心
理及其表现形式

在教育评价过程中 , 从自评、被评到对评价

结果的反应 , 被评者的的心理表现是非常复杂的 ,

主要存在争、怕、烦、疑等心理 , 这些都可以看

作是被评的防卫心理在不同阶段的不同表现形式。

所谓防卫心理 , 是个体在精神受到干扰时保

持心理平衡的一种自我保护方式 , 又称心理防卫

机制。防卫心理对个体和社会既有积极意义 , 也

有消极的影响。在教育评价活动中 , 被评者的防

卫心理常常会产生消极作用 , 往往给评价造成障

碍。过当的防卫心理会影响评价的正常进行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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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结果的客观公正和有效反馈 , 甚至激发矛盾 ,

使评价的本来目的发生逆转 , 产生负面效果。一

般而言 , 教育评价活动中被评者的防卫心理表现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

(一) 评价进行过程中的心理防卫表现形式

11 迎合心理。迎合心理是一种一味迎合他人

而不顾客观实际的心理表现。教育评价中 , 有些

被评人员把评价活动看作是沽名钓誉的机会 , 想

借此捞取好处 , 为获得高于实际的评价结果而表

现出一种反常的积极配合的心理状态。往往对主

评者过分殷勤 , 投其所好 , 营造气氛 , 施加特殊

影响。自评时 , 常常对自身成绩夸大其词 , 面对

缺点错误避重就轻 , 在提供有关信息资料时 , 不

是全面客观 , 而是从自身利益出发 , 有所选择、

有所舍取 , 大做表面文章 , 以期使主评受到感染 ,

从而得出偏高的结论。

迎合心理还有一种截然相反的表现形式 , 即

自我认可疑惧心理。主要表现为被评者在自评过

程中盲目地迎合别人 , 惟恐自评结果高于他评而

受到他人对其人格的否定或指责 , 因此常常过低

估计自己或模糊自我评价 , 以避免影响其人格形

象。此心理主要由被评者缺乏自信所致 , 同样是

有害的。它既不利于自我认识 , 也有碍于评价的

正常进行。

21 应付心理或称回避心理 , 亦是教育评价中

的一种消极心理表现。其态度较迎合心理冷淡的

多 , 但其意图同样是使教育评价偏离标准 , 从而

达到自我保护的目的。这种心理大多发生在自我

感觉较差 , 或对评价存有较大疑虑的被评者身上。

他们往往表现出对评价工作漠然视之 , 推委搪塞 ,

提供信息残缺不全。草率应付 , 敷衍马虎 , 不负

责任。这种心理不仅干扰主评准确获取资料 , 而

且影响主评情绪 , 易使主评进入烦躁疲劳状态 ,

使评价出现误差。

3. 对抗心理 , 或称抵制心理。这是与迎合心

理相对立的另一种极端心理状态。它往往起因于

对评价的偏见 , 即对主评 , 甚至整个评价的否定

性和排斥性看法。被评者认为主评对自己有成见 ,

有意和自己过不去 , 评价将对自己的前程和发展

造成障碍。实际上这种心理常常是由于被评者把

自己以往的某些挫折经历迁移到评价人与评价活

动中 , 从而产生厌烦和对抗而致 , 并非真正对评

价活动或主评存在成见与矛盾。如被评者因在以

前的一次评价中的落后而失去了提职或晋升的机

会 , 于是在以后的教育评价中便易产生抵制心理。

在这种心理支配下 , 被评者常牢骚满腹 , 到处散

布对评价或主评人员的不满情绪 , 处处给评价工

作设置障碍 , 甚至故意挑剔 , 对主评进行人身攻

击 , 制造混乱 , 破坏评价的正常进行。

4. 焦虑。一切会引起痛苦的刺激都会导致惧

怕 , 对未来对象的惧怕则形成焦虑。焦虑 , 简单

地说就是过度紧张、心理压力过大。教育评价过

程 , 尤其是自我评价阶段 , 包含一系列复杂的心

理机制。在这一过程中 , 被评者不仅要根据他人

对自己的评价或以别人为参照系来估计自己 , 而

且更重要的是 , 要对自己的行为表现进行主观分

析。因此 , 自我评价不仅仅是对他人评价的反应 ,

而且是在了解别人对自己评价以及在和他人类比

的基础上 , 结合自我观察、自我分析来完成的。

焦虑往往使被评者不能进行正确的自我观察和自

我分析 , 不能客观评价自己 , 使自我评价出现偏

差。另外 , 焦虑不安、心理压力过大 , 还会干扰

一些现场性评价活动的正常进行。如发生怯场 ,

不能在接受现场性评价中发挥自己的正常水平等。

因此 , 焦虑是造成教育评价误差的重要心理因素。

(二) 评价结果反馈阶段被评者防卫心理表现

11 文饰 , 又称合理化适应 , 是一种不合逻辑

的自我理喻。被评者在得知教育评价结果后 , 不

是虚心接受 , 对照自身查找不足 , 而是勉强地寻

找一些不合理的“理由”加以解释 , 为自己辩护、

开脱 , 力图掩饰自己不符合评价目标的行为表现。

怨天尤人 , 卸责于客观。或自我解嘲 , 采用酸葡

萄法 , 以贬低目标价值 , 来说明自己“虽失之亦

不屑为憾”; 或采用甜柠檬法 , 尽力美化自己的不

足。自欺欺人 , 文过饰非。这些心理不仅会影响

教育评价结果解释的合理性 , 而且使被评者本身

不能通过评价正确认识自己 , 不利于评价功能的

充分发挥。

21 投射 , 即将自己的不当、失误转嫁 (投

射) 到别人身上来为自己开脱的一种心理防卫机

制。在这种消极防心理的支配下 , 被评者往往不

是正确认识自己的错误 , 而是大肆指责别人 , 是

一种缺乏自知之明的表现。

还有的被评者把投射用于评价本身 , 即产生

所谓的评价评价心理。它不是对教育评价结果提

出正当意见 , 而是故意挑剔评价过程的缺点、问

题、失误以否定评价的结果。以自我评价或自我

感觉否定他人评价 ; 以非正式评价 , 如舆论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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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而表扬等 , 否定正式评价 ; 以局部评价否定全

面、综合评价 ; 以自身纵比或与他人横比否定客

观评价 ; 以历史评价否定现实评价。这种心理投

射表现既不利于被评者正确认识自己 , 也不利于

教育目的的最终实现。

二、教育评价中被评者防卫心理
表现的原因探析

减少心理干扰 , 进行有效调控 , 必须在充分

认识被评者心理表现的基础上 , 进一步深入探讨

其原因所在 , 才有可能得出有针对性的调控策略。

(一) 教育评价中被评者的防卫心理源于被评

者需要的激发

11 安全的需要。教育评价 , 尤其是终结性评

价 , 无疑对被评者具有相当的压力与威胁性。所

谓“奖优罚劣”, 在一定程度上必然对一部分人造

成威胁 , 影响到他们的安全 , 于是安全需要构成

部分被评者对评价产生防卫心理的基本因素。

2. 自尊的需要。主评者由于其在教育评价过

程中处于主导地位 , 往往会对被评者持“居高临

下”的态度 , 而这种“临驾心理”势必使被评者

产生一种消极的“被审心理”, 从而挫伤被评者的

自尊心 , 导致他们与主评者心理上的对立 , 并由

此引发一系列的以抵制为主的防卫心理和行为.

尤其是高校教师 , 文化层次较高 , 自尊心特别强

烈 , 在因自尊需要而引起的评价障碍方面表现的

也较为明显。甚至一次有损于自尊心的教育评价

行为可能会形成他们对评价的终身抵制。

(二) 实践中 , 被评者的防卫心理障碍还常因

教育评价所带来的额外工作负荷而引发

教育评价所带来的额外负荷可分为显负荷与

潜负荷两种。显负荷即评价要求被评者完成的各

种工作 , 包括填写各种报表、准备提交各种材料

及参加各种会议等。潜负荷是指被评者由于心理

压力而增加的负荷。额外负荷对被评者的心理影

响有两个方面 : 一是由于心理压力增加而导致焦

虑水平的提高 ; 二是由于被评者承受了额外工作

负担 , 因此必然期望有所收获 , 一旦评价结果使

他们的期望落空 , 必然加强他们的以应付、抵制

为主的防卫心理。

三、教育评价中被评者防卫心理
的调控对策

通过对被评者在教育评价中防卫心理的表现

及原因的分析 , 我们可以看出被评者的防卫心理

产生的机制是很复杂的 , 其消极影响也不可低估 ,

为此 , 我们必须采取多种形式的针对生措施来进

行心理调控。

(一) 做好被评者的思想工作 , 解除其心理

负担

1. 注意做好评价前的思想发动工作 , 使每一

个被评者都明确教育评价的目的、意义和作用 ,

端正评价动机 , 树立正确的评价观。要设法消除

被评者不必要的思想疑虑 , 形成被评者积极配合

的态度 , 以利于评价的顺利开展。

21 注意增加政策的透明度 , 从教育评价的目

的、计划、具体步骤 , 到评价结果的反馈与分析 ,

都要尽量公开 , 让被评者做到心中有数 , 以消除

他们不必要的惧怕和恐慌 , 调动被评者的主体意

识 , 使他们积极参与评价活动。

31 深入实际 , 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 避免问题

堆积 , 减少消极影响。

(二) 提高主评人员的素质和职业道德 , 要求

他们以平等态度对待被评人员 , 在人格上尊重被

评者。尤其强调要让主评人员注意克服人情和各

种人际关系的影响 , 做到对被评者一视同仁 , 以

提高教育评价的公正性。

(三) 加强教育评价的技术研究 , 改进评价的

实施环节 , 具体包括 :

11 建立健全教育评价组织 , 提高评价方法的

科学性、合理性 ; 注意听取、采纳被评者的意见 ;

吸取合理化建议 ; 坚持民主程序 , 减少被评者的

疑忌和顾虑。

21 尽可能简化评价方案 , 使之简单易行 , 便

于操作 , 以减少评价工作量。同时 , 要讲求实效 ,

避免形式主义、走过场 , 使被评者确实有所收获 ,

能以最小的投入获取最大的帮助。

3 , 评价结果的反馈要多种多样。要注意反馈

的方式、方法 , 避免使被评者感到难以接受 , 产

生焦虑 , 引起心理冲突。

总之 , 在教育评价中 , 我们不能忽视被评者

防卫心理对评价的影响 , 也不能用简单的方法来

解决这些心理问题。必须通过认真分析研究 , 采

取有针对性的措施 , 以避免和消除其不良影响 ,

提高教育评价的效益。

(责任编辑 　杜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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