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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是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实现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国家性改革举措,

直接决定着我国教育事业未来发展航向。效能监测作为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研究的新视角,是对高质量

推动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加快建设教育强国进程的有效回应。从教育学、经济学和组织学视角来看,差

异性、发展性和系统性是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效能的基本表征。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效能监测以推进高

质量教育体系建设为评价监测目标取向,以完善新时代教育评价对象为评价监测主体取向,以变革新时代

教育评价范式为评价监测标准取向。围绕党委和政府、学校、教师、学生、用人单位等五大评价主体,基于

教育评价目标、评价过程、评价方法、评价结果监测等四大向度,构建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效能监测“四效

一体”结构模型。为通过数据循证高效驱动教育评价改革,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效能监测可遵循以下技术

路径:一是搭建完备教育评价改革数据采集系统,形塑数据监测平台;二是增强教育评价改革数据循证算

法算力,赋能评价数据处理;三是定期发布评价改革效能监测报告,循证牵引决策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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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评价改革问题是一个亘古常新的时代命题,也是教育领域绕不开的核心课题与热点话

题。随着《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总体方案》)的颁布,我国教育评价改

革研究迅速进入白热化阶段,主要聚焦于六大研究领域:梳理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教育评价改革

的成效与问题、探索构建以立德树人成效作为根本标准的学校评价体系、探索构建潜心育人的教

师评价体系、探索构建全面发展的学生评价体系、创新评价方法适应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和信息

技术赋能教育评价[1]。同时,随着党和国家先后出台了《关于深化新时代教育督导体制机制改革

的意见》《义务教育质量评价指南》《普通高中学校办学质量评价指南》等一系列文件,学者们深度

探讨过程评价[2-3]、结果评价[4]、综合评价[5]、增值评价[6-7]等评价方式,以及围绕党委和政府[8]、
学校[9]、教师[10]、学生[11]、用人单位[12]等多元主体评价改革展开研究,甚至在大数据、云计算、互
联网、物联网、区块链等加持的数字时代下,掀起了探索第五代教育评价的浪潮[13]。

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的实践摸索也如火如荼,典型案例遍地开花[14]。但值得注意的是,新
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绝不是简单地为了改革评价而改革,而在于通过改革教育评价促进国家整个

教育事业的高质量发展,即教育评价不能光改革,更要看其改革的效能所在。新时代教育评价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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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的关键目标与重要内容正是在于建设纵向贯通、横向融通、内外联通的高质量教育体系,因而

关注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效能问题迫在眉睫,通过监测教育评价改革效能,使其“奏效”从而引领

和保障国家高质量教育体系的构建。诚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讲话中无不强调改革效能的重要

性:2016年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次会议上,强调“提高改革整体效能,扩大改革

受益面”[15];2017年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到“有效”达19次,如有效实施、有效推进、有效应

对、有效维护、有效治理[16];2021年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

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更是强调“有效”高达28次[17];2022年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

仍不乏提及“有效”达11次,新增提法如有效发挥、有效履行、有效实现、有效清除[18]。在此基础

上,追求教育评价的有效改革成为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最为根本的命题,进而对新时代教育评价

改革效能的监测成为不可或缺的关键一环。那么,如何理解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效能? 新时代

教育评价改革效能监测有何价值? 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效能监测蕴涵哪些结构向度? 新时代教

育评价改革效能监测遵循什么样的技术路径? 这一系列问题成为当前教育评价改革亟须深入思

考、探究和解决的重要课题。

一、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效能的多学科表征

教育评价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对已有教育评价体系的全面重塑、升级与完善,从而形

成新的整全教育评价体系,进而满足建设教育强国的时代诉求。何以达成这一目的? 必须最大

程度发挥教育评价改革效能,并对其进行学理分析、科学考量和动态监测。但在此之前,廓清新

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效能的本质特征是第一步。鉴于“教育评价改革是一项世界性、历史性、实践

性难题,涉及历史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思想观念等多重因素,涉及到不同主体”[19],同
时教育评价改革不仅是教育研究领域的时代命题,而且是社会经济、组织范畴下的学术课题,因
而有必要基于多学科视角全方位理解和把握其效能表征。从教育学、经济学和组织学等不同视

角来看,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效能分别表征为差异性、发展性和系统性等三大实质特性。
(一)差异性:教育学视角下的教育评价改革效能表征

受工业文明时代“整齐划一”的教育工厂思想影响,教育评价在实践过程中长期凸显出注重

标准化、统一化和经验化等异化现象,致使教育评价偏离其本体价值[20],甚至在现代社会表现出

“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等顽瘴痼疾。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旨在通过破“五唯”

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问题,教育评价改革效能正是通过改革原有教育评价形态,使教育体

系得以发展的特性、作用和状态[21]。从教育学视角来看,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效能表征为差异

性,亟待形成一套集多元化、层次化和类型化于一体的教育评价体系。正如《总体方案》中明确指

出,遵循教育规律,针对不同主体和不同学段、不同类型教育特点,改进结果评价,强化过程评价,

探索增值评价,健全综合评价。基于此,首先,教育评价改革效能在不同主体上表现多元。例如,

党委和政府教育工作评价改革的根和魂是提高科学履职水平,引导全党全社会科学的教育发展

观、人才成长观和选人用人观,切实表现在对学校、教师、学生的评价标准、方法和态度上;学校评

价改革的关键是要破“唯分数、唯升学”,不断完善德育评价、强化体育评价和加强劳动教育评价

等[22]。其次,教育评价改革效能在不同学段上侧重不同。例如,幼儿园阶段要制定国家和地方

幼儿园质量评估标准,并定期对各类幼儿园保教质量展开监测评估和公布评估结果;义务教育阶

段重在探索增值评价,并以此为底层逻辑改革升学考试等招生评价制度;中学教育阶段要在改进

结果评价和强化过程评价中健全综合评价,稳步推进中高考评价制度改革。最后,教育评价改革

效能在不同类型上标准各异。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人才培养类型的不同使得二者在教育评价理

念与方式上存在一定差异,因而建立凸显差异性的类型化教育评价体系成为必由之路,对职业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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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应采用不同于普通教育且适应分类评价要求的“文化素质+职业技能”评价范式。
(二)发展性:经济学视角下的教育评价改革效能表征

教育评价改革是教育改革的核心议题,然而“教育作为‘生产’兼具‘公共品’和‘私人品’要素

的公益性事业”[23],教育改革本身实属不易,对其评价的改革更是困难重重。从经济学视角来

看,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与教育评价系统的生产过程息息相关,过去教育评价系统的生产过程是

简单地将“输入”转变为“输出”的过程,而新时代教育评价系统的生产过程是复杂的集成化过程,

其中包括背景、投入、过程、产出等各个环节。在此基础上,按照绩效观,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效

能充分体现在教育评价改革各个环节的迭代升级上。同国家经济改革追求高质量发展一样,新
时代教育评价改革也在各项教育政策与方案的制定和出台中谋求可持续发展,可以说发展性是

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效能的一大表征。何以理解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效能的发展性表征? 当从

教育评价改革目的这一逻辑起点出发,即实现教育评价改革所服务的个体发展和本体发展与整

个社会时代发展的相统一。一方面,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效能主要体现在促进教育评价对象的

发展上,即通过改革和完善现有教育评价的堵点、痛点和制度体系,让教育评价回归育人本质、服
务个体发展,促进个体自由而全面地发展[24]。另一方面,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效能集中反映在

教育评价范式的转换上,按照学者古贝(EgonG.Guba)和林肯(YvonnaS.Lincoln)对现代教育

评价发展阶段的划分,现代教育评价改革历经了从旨在提升效率的“测量时代”,到旨在达成目标

的“描述时代”,再到重在改进的“判断时代”,再到强调建构的“协定时代”的螺旋式发展进路[25]。

由此看出,教育评价改革在量化和质性两大类评价范式的不断切换中,始终顺应着社会不同阶段

发展诉求,并随着时代发展不断整合与革新、丰富与完善,其效能呈现出明显的发展性特征。
(三)系统性:组织学视角下的教育评价改革效能表征

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不再是传统制度逻辑下教育行政系统一元主导,而是现代制度体系下

党委和政府、学校、教师、学生和用人单位等多元主体所处的行政系统、学校系统和社会系统等融

合的大教育系统多方协同。我国过去的教育评价改革多是简单借鉴、直接模仿西方教育评价体

系,急于追求肉眼可见的效率与效果[26],忽视了对教育评价体系的系统化构建,致使教育评价改

革效能的集聚和辐射相较不足。事实上,效能作为整个组织系统中事物发生积极作用的内在能

力及其实际结果,是超越“效率观”和“效益观”的一种全面发展的科学管理理念[27],是效果、效
率、效益和效应的有机融合。由此,从组织学视角来看,应将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作为一个整全

组织系统展开思考,即对教育评价改革系统的有效性进行评估,进而系统性成为新时代教育评价

改革效能的又一重核心表征。正如《总体方案》中也明确指出要系统推进教育评价改革,围绕党

委和政府教育工作评价、学校评价、教师评价、学生评价、用人评价等五个方面进行全方位、全领

域、全过程、全要素的评价改革。在这个意义上,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效能的取得需遵循系统性

思维,构建系统化的现代教育评价改革效能监测体系。具体而言,一是要观照“自系统”,明晰教

育评价体系这一自组织系统的功能定位和结构要素;二是要观照“他系统”,厘清各级各类教育评

价改革的共通性和差异性及其运行机制;三是要观照“超系统”,跳出教育评价看教育评价,识别

和重塑教育评价改革的现实发展环境和技术支持平台。

二、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效能监测的价值取向

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的效能直接决定着我国教育事业未来发展的根本方向,也直接影响着

教育强国建设的现实进程,因而监测其效能成为不可或缺的关键一环。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效

能监测的底层逻辑在于“使其奏效”,具体以推进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完善新时代教育评价对

象、变革新时代教育评价范式为评价监测目标取向、评价监测主体取向、评价监测标准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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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推进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为评价监测目标取向

“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

的。”[28]伴随我国教育进入从规模发展到质量提升的转型期与关键期,我国教育发展目标由建成

世界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转向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29]。由此,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成为助推建

设教育强国乃至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需要与使命。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作为一

个持续发展、永续追求的过程性目标[30],需要教育评价改革有所作为、发挥效能,即通过构建高

质量教育评价体系牵引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

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第十三篇第四十三章用了五节篇幅对高质量教育体系建

设的框架结构进行了顶层设计和谋篇布局,其中第一个重点要素便是要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

革,建立健全教育评价制度和机制[31]。然而,目前我国教育评价体系存在法律依据薄弱、管理体

系不健全、评价方式不系统、评价结果使用功利化等现实问题[32]。为此,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效

能监测的首要任务便是在于一一击破这些痛点与难点,通过教育评价改革效能监测评估指标体

系框架的构建,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和运行有效的教育评价体系,从而推进高质量教育体系

建设,落成优质均衡的基础教育体系、支撑技能社会建设的职业教育体系、开放多元的高等教育

体系、优质专业的教师教育体系、服务全民的现代终身学习体系和优质高效的保障体系等六大子

体系建构[33]。
(二)以完善新时代教育评价对象为评价监测主体取向

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涉及党委和政府、学校、教师、学生、用人单位等多个利益相关主体,其
中不同主体扮演着不同角色、承担着不同责任、发挥着不同功能,因而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在评

价主体层面必须坚持协调发展的理念,对不同评价主体采取分级分类、前后衔接、一体贯通的融

合评价思路。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效能监测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教育主体观[34],力图观照和

反映教育领域全链条各级各类教育评价对象的主体特性。其中,就党委和政府评价改革而言,应
当从管理思维走向治理思维,发挥党委和政府教育工作评价的治理效能,从制度层面推进教育评

价改革事业,切实做好法治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府。例如,教育部等行政部门可以牵头制定教育评

价改革相关配套政策文件,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可以联合教育考试院、教科院和评估院等制定适合

区域教育事业发展的教育评价改革实施方案。就学校评价改革而言,应当从被动接受评价转向

主动开展评价,在教育评价改革中扮演好主体性角色。学校教育评价改革效能的监测是完善教

育评价体系的“最后一公里”和“主战场”,监测学校教育评价改革的效能能够让教育评价从作为

终点性的存在转为作为起点性的存在,大量的评价改革效能监测数据将成为促进学校教育内涵

式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的导航仪和指挥棒。同时,分类评价是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的重中之重,新
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效能监测不仅要观照到各级学校,对普通教育系统中的学校评价改革、学生评

价改革、教师评价改革进行全方位监测,而且要观照到各类学校,对职业教育系统的学校评价改

革、学生评价改革和教师评价改革进行全过程监测。
(三)以变革新时代教育评价范式为评价监测方法取向

回溯教育评价改革发展历程,已历经四代教育评价范式,目前正开启和迈向第五代教育评价

范式。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现代学校制度的兴起和西方心理测量学的发展,牵引着

教育领域开始对学生这一“教育原料”和“教育产品”展开测验性评价,体现出该时期的教育评价

对教育测量结果的客观化、标准化追求。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以美国进步教育协会发起课

程改革史上的“八年研究”所催生的泰勒(RalphTyler)的“目标模式”和布鲁姆(BenjaminBloom)

的教育目标分类理论为代表,教育评价不再只是关注教育结果评价,而是更加强调教育目标的实

现程度,表现出该时期的教育评价旨在“为培养什么人”服务。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教育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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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模式蓬勃发展,如斯塔弗尔比姆(DanielStufflebeam)的“CIPP模式”、斯克里文(MichaelScriv-
en)的“目标游离模式”和斯塔克(RobertStake)的“应答模式”等。这反映出该时期的教育评价在

保证工具理性的同时回归价值理性,将评价者与被评价者之间的信息互动和思想交流纳入教育

评价之中,重视被评价者的本体看法和意见要求,教育评价不仅为结果服务,更加为诊断和改进

服务。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受建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影响,教育评价注重反思性、多样

性和差异性,打破了过往评价中的“管理主义倾向”,通过“回应—协商—共识”,在“全面参与”中
形成整全的教育评价体系。总体而言,教育评价范式始终处于不断变革之中,尤其是进入智能

化、数智化的新时代,教育评价范式将走向“人机协同”,实现从“因评价而育人”向“因育人而评

价”转换、从“单一主体维度”向“多元主体维度”转换[35]、从“标准化评价”向“差异化评价”转换。

三、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效能监测的结构模型

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是一项系统性工程,体现在评价目标、评价过程、评价方法和评价结果

等各环节,亟待分层、分类、协同推进[36]。效能是指使用行为目的和手段方面的正确性与效果方

面的有利性,常见于企业管理领域,且企业效能在内容上包括效率和效益高低的现实性指标、效
率和效益提升的潜在性指标等方面[37]。可见,对效能的监测,必然涉及对效应、效益、效率和效

果的整全考察[38]。承前所述,基于对教育评价改革效能表征的认识,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效能

是效应、效益、效率和效果的有机融合,并集中反映于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的纵向评价本体和横

向评价主体之中。由此,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效能监测遵循“四效一体”的矩阵式结构模型(如图

1所示),具体包括分别反映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效应、效益、效率和效果的教育评价目标监测、

教育评价过程监测、教育评价方法监测和教育评价结果监测等四大向度。

图1 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效能监测的结构模型

(一)教育评价目标监测向度: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效能的效应维

效应常指某些因素或某种结果所引发的作用现象,例如皮革马列翁效应、罗森塔尔效应。值

得注意的是,效应并不总是正向的,也存在负向的,即效应本身实为一把双刃剑。长期以来,教育

目标都是教育评价体系中最为关键的要素,且教育评价目标改革会引发根本性的教育变革与创

新发展,将直接决定着教育评价改革的效应生成。因此,对教育评价目标的监测不仅在于洞察教

育评价目标设计的变化,而且在于提升教育评价目标本身的价值、掌握教育评价目标达成的情况

及其产生的影响。同时,教育评价目标监测能够促使教育真正走上循证导向之路,在生成数据和

使用数据的过程中提升目标监测能力。回溯教育评价目标改革历程,一方面,新时代教育评价目

标由“鉴定”向“发展”转变。从20世纪80年代关注“教育质量”到90年代关注“教育标准化建

设”,再到21世纪的“核心素养”[39],新时代教育评价目标回归到服务于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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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来,即全过程、全方位育人,关注人的发展成为新时代教育评价目标监测的核心。另一方面,新
时代教育评价目标由“零散”向“系统”转变。于五大评价主体对象而言,党委和政府教育工作评

价在教育评价目标改革上由管理走向治理,以教育督导体制机制改革为抓手;学校评价在教育评

价目标改革上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标准,其中,基础教育在教育评价目标改革上实现从基于

课程标准的测评向基于学生核心素养的综合测评转变[40],学校体育教育在教育评价目标改革上

已由强身健体转向全面育人[41];教师评价在教育评价目标改革上将师德师风作为第一标准,以
发展性评价替代问责式评价、结果性评价[42],旨在促进教师潜心育人;学生评价在历经“应试语

境”到“素养愿景”的教育评价目标改革上,重新定位为甄别与发展的实践交融[43];用人评价扭转

“名校至上”“学历至上”的不合理用人导向,重塑以品德和能力为导向、以岗位需求为目标的人才

选用观。
(二)教育评价过程监测向度: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效能的效益维

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是建设高质量教育评价体系的实践活动,其以过程的形式存在,并以过

程的方式展开,没有教育评价过程的监测就无法有效推进教育评价改革。效益是效果与效率的

统一,遵循逻辑乘法法则,即当且仅当效果与效率均为正向时才会产生正向效益[44]。因此,对教

育评价过程监测既要选择正向的评价方式,又要获得正向的评价结果,并结合“横向静态评价”和
“纵向动态评价”的教育过程评价方式,对五大教育评价主体对象的具体改革内容进行“纵横立体

评价”。在党委和政府教育工作评价过程监测上,以体现其履职过程的指标为监测点,考察党政

主要负责人是否深入教育一线调研督导与培训指导等,量化党委和政府教育工作履职情况和水

平;在学校评价过程监测上,以体现其教育教学、课程建设和办学过程的指标为监测点,开发涉及

学校管理、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等方面的“行动性指标”[45],量化评估各级各类学校发展样态和

势态;在教师评价过程监测上,以体现教师教育教学过程的指标为监测点,关注教师对学生的态

度和行为、教育教学的态度与行为、个人的修养与行为、专业知识等隐性的评价指标[46],同时收

集教师专业成长记录、学生对教师的评价、学生学习表现等体现教师教育教学的过程性材料数

据,在重视过程性评价中更为全面有效地量化评价教师发展情况和水平;在学生评价过程监测

上,以体现学生成长成才过程的指标为监测点,重视学生在德、智、体、美、劳各个方面的具体表

现,监测学生核心素养的整个形成过程;在用人评价过程监测上,以反映选人用人过程的指标为

监测点,公开透明招聘选人用人制度标准、岗位职责和技能要求,在此基础上设计体现用人评价

程序性的细则指标。
(三)教育评价方法监测向度: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效能的效率维

在经济学意义上,效率一般涉及产出变量和投入变量,二者比值谓之效率,且通常效率越高

越好。但回归教育学立场,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的效率并不完全遵从经济学概念认知上的这一

数量逻辑,其根本在于通过不断改革和优化教育评价方法促进教育公平,尤其是学习机会公

平[47]。诚如现代管理学之父德鲁克(PeterF.Drucker)所言,效率是“把事情做对”的能力,而不

是“做对的事情”的能力[48],即“效率是‘以正确的方式做事’,而效能则是‘做正确的事’”[49]。同

时,《总体方案》提出:“改进结果评价,强化过程评价,探索增值评价,健全综合评价,充分利用信

息技术,提高教育评价的科学性、专业性、客观性。”由此,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效能监测不仅要对

评价目标和评价过程进行监测,而且要对评价方法展开监测,在落实教育评价方法改革的基础上

确保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系统的运行效率。根据各级各类教育特征,围绕结果评价、过程评价、

增值评价、综合评价开发多元有效、系统丰富的评价方法与工具,建设服务于五大教育评价主体

的方法库和工具箱,是教育评价方法监测向度的根本出发点。事实上,为破除单一化、不均衡的

评价方法使用对教育评价的束缚,结合定量方法与定性方法,全面实施分类评价和加强增值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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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重塑新时代教育评价体系的关键。并且,应将物联网、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全息技术

等现代信息技术和手段,有机融入各教育评价场域以实现高效精准评价。例如,针对高等教育评

价方法监测,运用大数据技术,让高校分类评价数据实现自动化采集、存储、分析和共享[50];同
时,职业教育评价也要实行分类评价[51],并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对不同职业教育阶段、类型和

对象展开全景式、立体化评估考察;另外,基础教育要聚焦数字化、情境化测评系统开发,提升大

数据平台在执行增值评价上的数据采集、处理、传输和利用的效率;再有,以教育新基建推动高中

监测工具的有效开发和高中监测结果的高效运用[52]。
(四)教育评价结果监测向度: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效能的效果维

教育评价结果是对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实践活动的直接呈现,也是折射新时代教育评价改

革效果的重要依据。正如《总体方案》中明确指出,要“完善评价结果运用,综合发挥导向、鉴定、

诊断、调控和改进作用”。事实上,改进评价需以评价目标、评价过程、评价方法和评价结果为基

础,在对评价的全过程进行再评价中发挥评价结果实践效用。教育评价结果是依照教育评价目

标、评价标准和指标体系,对教育评价对象作出价值判断的基础上形成的[53]。将教育评价结果

作为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效能监测的起点,同时关注教育评价结果监测,能够有效避免教育评价

结果与目标之间的偏离,切实保障教育评价改革的效果。为此,根据教育评价改革的结果性指

标,通过监测五大教育评价主体在已有评价体系、现存教育评价问题以及既定教育评价目标的升

级、解决和实现程度,可以衡量教育评价改革的效果。具体而言,对党委和政府教育工作评价结

果的监测,可将社会各方关键主体的满意度作为评价各级党委和政府履行教育职责的结果性指

标;对学校评价、教师评价和学生评价结果的监测,集中体现在学校办学质量、教师教学质量和学

生发展质量等结果性评价指标上;对用人评价结果的监测,可以将人才需求匹配度、人才表现满

意度等结果性指标作为观测点。

四、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效能监测的技术路径

完备的教育评价改革数据采集系统、强大的教育评价改革数据处理系统和详尽的教育评价

改革监测报告呈现系统是贯穿与实现整个教育评价改革效能监测全流程的重要基础。大数据时

代,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混合现实、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为实现全过程、全领域的新时代

教育评价改革效能监测提供了有力支撑[54],能够形成基于证据的全息评价图景[55]。基于大数据

技术,实时采集全样本、全时空教育评价改革数据,并对海量数据深度挖掘、智能计算、深度分析,

持续跟踪、精准诊断、及时反馈[56],可有效推动教育评价改革智能运行,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效

能监测的数据循证在大数据技术驱动下成为可能。
(一)搭建完备教育评价改革数据采集系统,形塑数据监测平台

数据是新时代深化教育评价改革的重要事实基础,数据的有效采集影响着新时代教育评价

改革效能的监测[57]。以学生评价为例,当前学生增值评价因数据复杂且多元、数据收集周期不

明确和数据系统未建立而面临着评价数据收集难度较大的发展困境[58]。由此可见,搭建完备的

教育评价改革数据采集系统,遵循“轻前端—重后台—泛计算”的理念开发和形塑数据监测平台,

确保党委和政府、学校、教师、学生和用人单位等各教育评价主体在评价改革上的数据记录与采

集,是实现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效能监测的第一步。具体而言,首先,构建系统化的教育评价改

革效能监测指标体系。基于“四效一体”结构向度,细化各教育评价主体在教育评价改革上的具

体观测指标。其次,构建党委和政府、学校、教师、学生和用人单位等评价主体教育评价改革监测

数据库。实现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效能监测需要依托大规模数据,包括所有关于教育评价改革

的原生数据与衍生数据、量化数据与质性数据、结果性数据与过程性数据。各级各类教育评价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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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要在“启新不废旧”的基础上建设“大平台、大数据、大系统”,同时在“平台上建平台、模块上嵌

模块”,以形成容纳海量信息的巨型数据库。最后,全面采集教育评价改革数据。为确保对教育

评价改革进行常态性数据采集,教育管理部门、学校和第三方等各大平台要协同发力,优化数据

采集系统布局,解决“数据孤岛”问题。通过聚合教育组织机构、企事业用人单位以及社会第三方

组织机构等多方力量,夯实大数据采集基座,充分实现全体数据、总体数据、动态数据和集成数据

的共建、共享和共用。
(二)增强教育评价改革数据循证算法算力,赋能评价数据处理

数据循证是以容纳海量信息的大数据为证据要素,通过数据采集、数据处理和数据使用等环

节实现数据驱动的评价过程。由此,大数据的采集只是助推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效能监测的起

点,大数据的处理才是获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效能结果的关键。伴随科技渗透赋能教育领域、
牵引教育数字化转型,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进阶[59],为教育评价改革的大

数据处理供给强大算法、算力创造了可能。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效能监测可在数据驱动、数据解

析、数据生成下实现用数据说话,借助数字算法智能统计、智慧计算和可视化呈现各教育评价主

体的教育评价改革效能样态与势态。第一,模块化整理教育评价改革监测大数据。来自不同教

育评价改革领域的大数据,按照结构特点,可分为结构化数据、半结构化数据以及非结构化数据,
其中结构化数据以二维表形式存储,半结构化数据含 HTML、XML、SGML文档等,非结构化数

据包括图形、文本、声音和视频等[60]。基于数据类型对教育评价改革监测数据进行模块化归类

整理,有助于提高数据筛选、提取和使用的高效性。第二,对教育评价改革大数据展开效能监测

分析。运用大数据处理技术对不同教育评价主体领域的评价改革监测数据进行清洗、集成和测

算,并在模型建构的基础上展开效能测度分析,具体分析方法包括但不限于静态与动态分析、质
性与量化分析、半自动化与自动化分析等。第三,可视化呈现教育评价改革效能监测数据结果。
针对党委和政府、学校、教师、学生和用人单位等多元评估主体,通过可视化图表、报告等载体直

观呈现其周期性和常态性教育评价改革效能监测报告。
(三)定期发布教育评价改革效能监测报告,循证牵引决策制定

教育评价改革效能监测报告的周期性发布,有助于国家层面把握整个教育评价改革过程与

成效,在确保党委和政府教育评价改革效能的基础上,牵引党委和政府教育评价主体制定教育评

价改革决策。同时,其对学校、教师、学生和用人单位等评价主体在评价标准、评价方法等方面的

改进具有寻迹与参鉴功效,从而完善高质量教育评价体系,以不断提升学校办学、教师教学、学生

发展和用人单位人才选用质量。国际高等教育质量保障联盟主席鲍比(CarolBobby)曾高度肯

定说:“中国采取的‘以学校为主体、以学生发展为本位’和‘分类评估、分类指导’的理念,以及‘以
数据库为基础开展质量常态监测和发布质量报告’的做法在国际上都是先进的。”[61]因此,可将

报告结果运用到党委和政府教育督导、学校办学、教师教学、学生发展和人才选用等评价体系的

改进与实践中,基于报告的数据循证牵引教育评价改革政策制定与标准优化。一方面,在教育评

价改革效能监测报告发布上,分主体、分区域发布,供各主体对照和各区域比照报告结果以落实

与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方案。另一方面,在教育评价改革效能监测报告运用上,理性看待、
综合判断报告结果,防止掉入教育评价改革效能“数据至上”陷阱。以学生增值评价结果运用为

例,教育行政部门要通过综合衡量学生增值评价结果,关注学校增值点,提高教育资源配给决策

公平性;学校层面要结合学生增值评价结果,关注班级、学科、教师增值点,全面提高学校育人

质量[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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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tructuralModelandTechnicalPathofPerformanceMonitoringof
EducationEvaluationReformintheNew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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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educationevaluationreformintheneweraisanationalstrategyinbuildingahigh-qualityeducationsys-
temandrealizingthemodernizationofChinese-styleeducation,whichdirectlyguidesthefuturedevelopmentofChina’s
education.Asanewperspectiveofeducationevaluationreformresearchinthenewera,performancemonitoringisan
effectiveresponsetopromoteeducationevaluationreforminthenewerawithhighqualityandacceleratetheprocessof
buildingaleadingnationineducation.Fromtheperspectivesofeducation,economicsandhistology,thebasiccharacter-
isticsoftheperformanceofeducationalevaluationreformintheneweraliesindifferentiation,developmentandsystem-
atization.Theperformancemonitoringofeducationevaluationreformintheneweratakesthepromotionofhigh-quali-
tyeducationsystemastheevaluationgoal,theimprovementoftheeducationevaluationobjectintheneweraasthee-
valuationsubject,andthereformoftheeducationevaluationparadigmintheneweraastheevaluationstandard.Focu-
singonthefivemajoreducationalsubjectssuchaspartycommittees,governments,schools,teachers,studentsandem-
ployers,the“four-in-one”structuralmodeloftheperformancemonitoringofeducationevaluationreforminthenewera
wasconstructedbasedonthefourdimensionsofeducationalevaluationobjectives,evaluationprocess,evaluationmeth-
ods,andevaluationresultsmonitoring.Inordertodriveeducationevaluationreformthroughdata-basedevidenceand
efficiency,theperformancemonitoringofeducationevaluationreforminthenewerafollowsthefollowingtechnical
paths:thefirstistobuildacompletedatacollectionsystemforeducationevaluationreformandshapeadatamonitoring
platform;thesecondistoenhancethecomputingpowerofevidence-basedalgorithmsforeducationalevaluationreform
dataandempowerevaluationdataprocessing;thethirdistoperiodicallypublishmonitoringreportsontheperformance
ofevaluationandreform,andmakedecisionsbasedonevi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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