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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伴随政策科学的不断发展,后设评价越来越显现出重要价值。乡村教师政策后设评价由西方

研究借鉴而来,其意义在于形成“后设评价→政策评估→教育政策→教育质量”的倒逼机制,进而推动乡村教

育质量的提升。在乡村教师政策后设评价实施过程中,要把价值判断与技术分析相结合,尤其要注重把乡村

教育中多方利益诉求相结合,遵循后设评价的基本操作模式,严格对照后设评价指标体系进行评估,着重从效

用性、可行性、适当性和精确性等方面对乡村教师政策评估进行分析、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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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大力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村要振兴,仅靠产业振兴远远不够,关
键在于人才振兴,要始终坚持人才是第一战略资源的要义。而乡村教师作为乡村人才队伍的中坚

力量,担负着乡村教育的艰难重任,更兼具乡村人才振兴的重大使命。因此,建立一支稳定可靠的

乡村教师队伍具有重要意义。长期以来,乡村教师队伍建设主要依赖教师政策的投入与支持。而

党和国家历来重视教育及乡村地区发展,对乡村教师的支持力度逐年加大。但乡村教师队伍仍然

呈现出大量流失和严重短缺的困难局面。这使得决策者不得不谨慎思考乡村教师政策推行过程中

的相关问题。本文所要论述的乡村教师政策后设评价正是乡村教师政策评价过程中应当存在但为

决策者所忽视的重要一环。

一、乡村教师政策后设评价的内涵与意义

政策科学起源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我国在引入政策科学后总体上仍处在“引入”阶
段。后设评价是政策科学的一个有机构成,在西方已有几十年的研究历史。但在我国,乡村教师政

策后设评价作为乡村教师政策研究的组成部分,却一直被忽略,至今尚无研究者涉足。
(一)乡村教师政策后设评价的内涵

关于乡村教师政策后设评价的内涵解读,需要对与之紧密相关的三个概念进行准确把握。
首先,什么是后设评价? 后设评价,在操作顺序上位于评估活动的最末端,本质上也是一种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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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活动。美国教育研究协会和评估协会前任主席斯克里文教授将后设评价界定为一种针对评估系

统或评估设计的评价活动[1]。据此可知,后设评价的对象正是评估本身。后设评价也因此常被译

为“后设评估”,但它与传统的评估有着显著不同。为了能够更好地区别二者,本文专门选用“后设

评价”这一表述。
其次,什么是乡村教师政策? 乡村教师政策是开发乡村教师人力资源的重要手段,旨在建设一

支数量足、质量高的乡村教师队伍,处理好对乡村教师的高要求和给乡村教师以优厚待遇的关

系[2]144。从政策内容上划分,乡村教师政策主要包括乡村教师待遇政策和乡村教师管理政策[3]。
“教育质量政策、教育体制政策、教育经费政策、教师(人事)政策是一个国家教育、改革与发展所必

需的基本的教育政策。”[4]

再次,什么是乡村教师政策评估? 一般来说,政策评估是指确定政策的“好与坏、善与恶,利大

于弊、或弊大于利”[5]。乡村教师政策评估就是对有关乡村教师政策的效用与价值进行确定。它要

求按照一定的标准,采取科学的办法对乡村教师政策活动的各个环节进行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及
时反馈评估信息,从而找出最佳的决策依据[2]23。乡村教师政策评估作为一项专业的评估活动,“理
应确保其评估的严谨性,以保证评估活动的品质”[6]535。基于以上三个概念的认识,运用“属加种

差”的定义手段,可以将“乡村教师政策后设评价”的内涵界定为:按照一定的标准,对乡村教师政策

评估进行事实判断、价值判断,及时反馈信息,据以引导政策评估的评价活动。
(二)乡村教师政策后设评价的意义

关于乡村教师政策后设评价的意义解读,实质是在回答“后设评价在整个乡村教育生态中居于

什么应然性的位置”这一关键问题。目前,乡村教师政策制定与执行的主体是各级教育行政部门。
由于教育行政部门不以营利为目的,先天性缺乏内在发展动力。同时教育行政部门在教育资源配

置方面具有相对的垄断性,自我改进与发展的外部动力也不足。因此,只有通过有效的外部评估,
才能保证教育行政部门获得提升绩效和服务质量的足够动力。政策评估是教育行政部门推进教育

事业发展的重要动力来源和主要管理工具。在我国,乡村教师政策经历了从“隐性”(嵌于农村教育

政策、教师政策)到“显性”(专门制定乡村教师政策)的过程,受重视程度逐步提高,乡村教师政策评

估也随之兴起。然而,我国的政策评估起步较晚,存在评估主体单一、重价值轻事实、缺乏科学性等

诸多问题[7]。由此将难以诊断政策执行效果,无法及时、有效地促进政策的调整和改进。如:2006
年,中央出台“特岗计划”的乡村教师政策。随后2011年6-9月,中国-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特岗

计划”政策研究项目办公室组织团队对其进行了全国范围内的政策评估调研。但2010-2013年,
仅3年时间全国乡村教师数量锐减142.5万,流失率高达30%[8]。公(免)费师范生、国培计划等乡

村教师政策评估问题也层出不穷[9]。为此,十分有必要探讨乡村教师政策评估的成效问题。政府

应通过科学的手段来确保政策评估的严谨与公正,及时调整乡村教师政策,避免政策资源的浪费和

人力物力的无效投入。乡村教师政策后设评价正是检视乡村教师政策评估质量的工具,能够提供

改进政策评估的方向。而政策评估则是调整乡村教师政策的关键。乡村教师政策直接影响乡村教

师的切身利益,关系着乡村教育的成败。简言之,从后设评价的逻辑起点出发,能够形成“后设评价

→政策评估→教育政策→教育质量”的倒逼机制。实施乡村教师政策后设评价将有助于乡村教育

质量的提升。乡村教师政策后设评价既是完善乡村教师政策评估的“指挥棒”,也是推动乡村教育

发展的重要“支点”,其后设评价的功能决定了它在乡村教育生态中应处于顶层设计的重要位置。

二、乡村教师政策后设评价的目标靶向

乡村教师政策后设评价由国外研究借鉴而来。在国外,该政策评估工具注重独立第三方评估

和定量为主的分析技术。要适应中国的社会土壤,乡村教师政策后设评价就必须立足中国现实,设
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目标靶向。



(一)价值判断和技术分析相结合

后设评价的作用在于辨别评估活动的优劣。完善的乡村教师政策评估应具备两点特征:一是

能够厘清评估的价值问题。社会行动与社会价值之间存在紧密联系,因此乡村教师政策评估的价

值必须符合党和国家意志,为社会所公允。假设评估者将主观臆断的价值标准等同于社会公认的

价值观并运用于政策评估,将很难保证数据采集的无损性,这样的评估将被认为是“伪评估”[10]。
二是注重技术层面的分析。运用科学有效的评估技术判定政策目标与政策实施效果之间的对应关

系,是西方发达国家常用的评估手段。一般认为,通过科学的评估技术能够较为客观地检验政策的

真实效果。据此,乡村教师政策后设评价的目标之一,是要引导乡村教师政策评估实现价值判断和

技术分析相结合的效果。具体而言,后设评价要评估乡村教师政策评估者的基本目的和用以评估

的价值观,检查评估指标的价值取向是否符合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发展与教育发展的指示精神、
是否着眼于乡村振兴大局、是否有利于发展教育以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等等。后设评价还要对乡村

教师政策评估技术作出评估,检验评估技术是否运用定量的分析技术、是否进行科学抽样,检测数

据统计的信度、效度如何,等等,以保证评估活动获得全面、有效的数据。
(二)乡村教育中多方利益诉求相结合

乡村教师政策后设评价的根本目标是要推动乡村教育质量的提升。在实现这一根本目标的过

程中,后设评价面临多方利益的交叉、交汇,甚至是冲突现象。具体表现为:第一,党和国家推进基

础教育改革的整体利益诉求。当前,党和国家在基础教育领域亟待解决的,是如何化解城乡教育公

平问题。要实现城乡教育公平,需要推进基础教育供给侧改革,将教育资源特别是教育人力资源供

给切实向乡村地区倾斜。第二,地方政府取得政绩的区域利益诉求。乡村教育投入,是一个投入

大、周期长、低产出的过程。地方政府官员基于“理性经济人”的立场,往往倾向于将更多的资源投

向当地的重点学校,轻视乡村教育的建设与发展。第三,乡村教师自我发展的个体利益诉求。乡村

教师为谋求自身的专业发展,渴望获得更多的培训、进修、科研机会,需要政府为其提供政策支持。
第四,乡村儿童获得优质教育的利益诉求。这就要求乡村教师应具备良好的教学能力,运用教学策

略和教学智慧,为学生提供优质的教育服务。以上诉求反映了乡村教育生态中利益相关者的真实

愿望。政策科学发展进程中的“第四代评估”[11],重视利益相关者的内心感受,致力于多元观点之

间协商一致,以期达到阶段性的共识。因此,乡村教师政策后设评价作为政策科学发展的先进产

物,它的目标之一,就是要在后设评价活动中整合上述多方利益诉求,使各方达成共识,顺利推动后

设评价的开展。在具体操作中,有效的办法是由多方主体共同组建后设评价小组,对具体事项进行

协商。

三、乡村教师政策后设评价的实施策略

根据国外后设评价理论的相关观点,同时结合我国政策评估的实际情况,本文提出乡村教师政

策后设评价基本操作模式和指标体系建构的实施策略。
(一)乡村教师政策后设评价的基本操作模式

乡村教师政策后设评价的基本操作模式可分为六个步骤。第一,确认后设评价的利益相关者。
乡村教师政策后设评价的利益相关者主要是后设评价委托人和后设评价报告的使用者。显然,后
设评价的委托人是教育行政部门。后设评价报告的使用者包括教育行政部门、乡村学校、乡村教师

及学生家庭。第二,建立后设评价小组。后设评价小组成员要能够代表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同
时还要具备专业的评估能力。乡村教师政策后设评价小组可由教育局分管行政的副局长、乡村学

校校长代表、具备相关专业知识的乡村教师代表和家长代表构成。第三,确定后设评价议题。乡村

教师政策后设评价的议题是指诊断现行乡村教师政策评估的效用性、可行性、适当性和精确性,并
提供改进评估的可靠依据。第四,确立后设评价标准。后设评价是一项专业的评价活动,必须采用



科学的评价指标作为评价标准。一般来说,乡村教师政策后设评价指标体系有两个来源,一是通过

科学的调研与前测程序自主建立评价指标体系;二是选取已有的权威评价指标体系,但需要进行适

应性调整。第五,收集后设评价信息。对照后设评价指标,由后设评价小组成员背靠背对乡村教师

政策评估的全过程进行事实分析,得出有关评估的效用性、可行性、适当性和精确性的程度判断,继
而提供改进评估的后设评价信息。第六,撰写后设评价报告。将后设评价信息交由后设评价小组

集体讨论,提出乡村教师政策评估存在的问题,并给出改进评估的具体办法。同时将上述内容汇

总,形成规范的后设评价报告。后设评价报告可供乡村教师政策后设评价的利益相关者阅读,并提

供阅读后意见的反馈渠道。
(二)乡村教师政策后设评价指标体系的建构

后设评价指标体系建构在乡村教师政策后设评价过程中至关重要,指标的选取直接决定后设

评价的整体功效。

1.乡村教师政策后设评价的各级指标与权重

乡村教师政策评估活动是乡村教师政策后设评价的落脚点。在建构后设评价指标体系中,根
据相关理论与实践经验,可将乡村教师政策评估活动划分为政策评估规划、政策评估技术和政策评

估执行三个部分,分别对其进行评价。其一,政策评估规划主要包含科学性指标和实践性指标:科
学性指标注重评判政策评估规划是否有明显的科学导向,同时要考察政策评估指标的价值取向是

否正确;实践性指标则注重评判政策评估规划对可能出现的问题和现实困难的把控能力。其二,政
策评估技术包含功能性指标和操作性指标:功能性指标注重评价政策评估技术特别是量化分析技

术,能否从精准和有效两个方面实现评估目标;操作性指标则注重评价政策评估人员对评估技术的

把握程度。其三,政策评估执行包含执行度和满意度两个指标:执行度指标考察政策评估的执行结

果,对照评估规划,考察其完成度如何,执行效率如何;满意度指标则是对政策评估利益相关者的评

价意见进行收集与分析。
表1 乡村教师政策后设评价各级指标及权重分配

一级指标 权重 二级指标 权重 三级指标 权重

评价教师政策评估系统 0.2752 标准选取 0.1650 标准的权威性

标准的明确性

0.1031
0.0618

结构理性 0.0450 结构健全程度

结构的稳定性

0.0250
0.0199

工具理性 0.0817 可重复使用性

工具的可升级性

0.0638
0.0614

评价教师政策评估规划 0.4614 科学性 0.2766 规划的导向性

规划的正确性

0.1108
0.1657

实践性 0.1848 预算划拨

人员配置

时间安排

0.0924
0.0617
0.0306

评价教师政策评估技术 0.1039 功能性 0.0446 执行的精准性

执行的有效性

0.0191
0.0254

操作性 0.0593 目标的可达成性

技术门槛

0.0445
0.0147

评价教师政策评估执行 0.1595 执行度 0.0709 规划完成程度

执行效率

0.0443
0.0265

满意度 0.0886 内部满意度

外部满意度

0.0253
0.0632



  在确立针对政策评估活动的具体评价指标后,鉴于“后设”特殊的思维认知特点,本研究进一步

对后设评价各级指标的权重进行设置与分配,以期能够在较大程度上保证后设评价指标体系的完

备性。在上述指标确立的基础上,运用层次分析法,根据专家打分结果构造判断矩阵,借助数理分

析软件计算各指标权重,最后得出乡村教师政策后设评价各级指标权重的具体分配情况,如表1
所示。

2.“评估方案”与“评估人员”双重指标的结合

在乡村教师政策后设评价指标体系中,后设评价对象主要涉及政策评估方案和评估人员。为

此,本研究参照北美教育评估标准联合委员会发布的《方案评估标准》与《人员评估标准》,分别对乡

村教师政策评估方案和评估人员进行后设评价(如表2、表3所示)。这两套评估标准在美国教育

评估界被广泛采用,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可信度。
表2 乡村教师政策后设评价的方案评估指标

标准分类 具体指标

效用性 1.确认乡村教师政策评估利益相关者

2.乡村教师政策评估者的可靠性

3.乡村教师政策评估的信息范围和选择

4.价值确认

5.乡村教师政策评估报告的清晰度

6.乡村教师政策评估报告的及时性与周知度

7.乡村教师政策评估的外部影响

可行性 1.乡村教师政策评估的实践程序

2.乡村教师政策评估的政治可行性

3.乡村教师政策评估的成本效益

适当性 1.乡村教师政策评估的服务导向

2.正式协议

3.受评者权利

4.乡村教师政策评估活动人际互动

5.乡村教师政策评估的完整性和公正性

6.乡村教师政策评估结果报告

7.利益冲突

8.财务责任

精确性 1.乡村教师政策评估方案文件

2.乡村教师政策评估情境分析

3.目的和程序的描述

4.可明辨的信息来源

5.乡村教师政策评估信息的信度

6.乡村教师政策评估信息的效度

7.系统化的信息

8.定量信息的分析

9.定性信息的分析

10.公正的结论

11.客观的报告

    注:指标来源于《从美国教育评估标准与原则看我国教育评估专业化发展》[12],并进行修正所得

后设评价是一种专业性活动,必须运用评估领域的专业标准去判断评估活动本身。北美教育

评估标准联合委员会发布的《方案评估标准》和《人员评估标准》,曾被夏威夷州教育董事会采用,用
于评估和加强教育绩效系统。但这两套标准仅能作为参考,在具体的运用过程中需要对具体标准

进行改进和调整。如美国海军陆战队将《人员评估标准》运用在评估和改进该军种人员评价系统

中,对其进行了调整[6]542。相应地,乡村教师政策后设评价的方案评估和人员评估标准的设定,也
要进行适应性调整。



表3 乡村教师政策后设评价的人员评估指标

标准分类 具体指标

效用性 1.建设性导向

2.乡村教师政策评估的使用说明

3.乡村教师政策评估人员的资质

4.评估报告的功能性

5.后续追踪及影响

可行性 1.务实的程序

2.政治的可行性

3.财政的健全

适当性 1.服务取向

2.乡村教师政策正式的评估指导原则

3.利益冲突

4.人员评估报告的获取

5.评估人员与受评者的互动

精确性 1.乡村教师政策评估人员的角色界定

2.乡村教师政策评估人员的工作环境

3.乡村教师政策评估程序的文件说明

4.信度的测量

5.效度的测量

6.系统化的资料监控

7.乡村教师政策评估误差的控制

8.监控乡村教师政策评估系统

    注:指标来源于《从美国教育评估标准与原则看我国教育评估专业化发展》[12],并进行修正所得

3.乡村教师政策后设评价指标的达成程度

在选取乡村教师政策后设评价的方案评估和人员评估指标后,要进一步对指标的达标程度进

行准确判别。判别方法如表4所示。
表4 乡村教师政策后设评价指标达成程度

标准分类 未达成 部分达成 达成

效用性 至少3个指标未达成 5个指标中至少有3个指标达成或部分达成,且至
少有1个指标未达成;
至多达成或部分达成4个指标,且没有指标未达成

5个指标中至少达成

4个,且无任何指标
未达成

可行性 3个指标未达成 至少有2个指标达成或部分达成,且有1个指标未
达成;
至多达成或部分达成2个指标,且没有指标未达成

3个指标中至少达成

2个,且无任何指标
未达成

适当性 至少3个指标未达成 5个指标中至少有3个指标达成或部分达成,且有

1个或2个指标未达成;
至多达成或部分达成4个指标,且没有指标未达成

5个指标中至少达成

4个,且无任何指标
未达成

精确性 至少4个指标未达成 8个指标中至少有5个指标达成或部分达成,且至
少有1个指标未达成;
至多达成或部分达成5个指标,且没有指标未达成

8个指标中至少达成

5个,且无任何指标
未达成

  注:指标来源于斯塔弗尔比姆的《评估模型》[6]546

四、结 语

综观乡村教师政策后设评价这样一种全新的政策工具,它源于政策评估活动,在运用后设评价

的思维方法后,兼具政策评估功效,又有倒逼乡村教育质量提升的作用,使得乡村教师政策评估活

动更加完备。其重要价值表明乡村教师政策后设评价不应该被忽视,而应置于乡村教育生态顶层

设计的重要位置。从实践操作层面上看,后设评价理论由西方政策研究成果借鉴而来,要能够适应



中国土壤并在中国的乡村教育场域中发挥作用,就需要乡村教师政策后设评价确立具有中国特色

的目标靶向。一方面充分体现政策评估价值取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并注重技术层面的

分析,客观地检验政策实施的真实效果;另一方面整合后设评价过程中涉及到的利益相关者的多方

利益诉求,力促其达成共识,顺利推动后设评价活动的开展。在乡村教师政策后设评价的实施过程

中,要结合实施者现实条件,遵循六个步骤的乡村教师政策后设评价基本操作模式。其中,要重点

把握乡村教师政策后设评价指标体系的建构。根据指标来源的不同,实施者既可以遴选指标,赋值

指标权重,自主建立指标体系;也可以选用已有的较为权威的指标体系,并进行适当调整后使用。
还有值得指出的一点是,后设评价不仅对乡村教师政策评估有着重要意义,其对于社会科学领域的

其他研究也颇具价值。后设评价思维处于人类思维的“元认知”位置,当学者采用某种社会学方法

进行研究时,应当充分评估方法本身的信度,这时就需要运用后设评价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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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thedevelopmentofpolicyscience,meta-evaluationisbecomingmoreandmoreimpor-
tant.Themeta-evaluationofruralteacherspolicyisdrawnfromwesternresearch.Itssignificancelies
intheformationofabackwardmechanismof"meta-evaluation → policyevaluation → education
policy→ educationquality",whichpromotestheimprovementofruraleducationquality.Inthe
processofimplementingthemeta-evaluationofruralteacherspolicy,weshouldgraspthegoalof
combiningvaluejudgmentwithtechnicalanalysisandintegratingmultipleinterestsinruraleducation,
followthebasicoperationmodeofmeta-evaluation,strictlycontrastthemeta-evaluationindexsys-
tem,andfocusonthejudgmentoftheutility,feasibility,proprietyandaccuracyofthepolicyevalua-
tionofrural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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