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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摘　要】　大学教育评估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领域一项重要的教育管理活动和制度，其对于提高高校教学质量、

促进办学水平的提高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教育评估伦理问题逐渐引起重视；教育评估信息传播伦理的基本原则应

当是以人为本，客观公正，准确适时，以评促建，有利发展，促进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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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１　大学教育评估与评估伦理

7�大学教育评估，即政府部门、行政机构或独立的

专门机构与民间组织或校内机构、学术专家对高等

学校的教育活动进行综合评价，从而给出相应的评

判等级和结论；其基本宗旨在于保证和提高高校的

教育质量，维护基本的社会公共利益。大学教育评

估在欧洲和北美地区起源甚早，据介绍：“美国教育

系统认证认可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认证有两个主

要起源：一是保障公共健康与安全，二是服务公共利

益；主要有两个目的：学校质量的保证，以及学校质

量的提高。 7�［１］ 7�”大学教育评估在我国的兴起与发展仅

有约２０年的时间。１９８５年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

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教育管理部门还要组

织教育界、知识界和用人部门定期对高等教育办学

水平进行评估。”我国《高等教育法》则赋予了教育评

估应有的法律地位。１９８５年１１月，原国家教委发

布《关于开展高等工程教育评估研究和试点工作的

通知》，５年后，共有近５００所高校的工科专业参加

了这项评估活动。１９９０年１０月，原国家教委正式

颁布《普通高校教育评估暂行规定》，将教育评估作

为一项高等教育质量管理基本制度确定下来；提出

了“以评促改、以评促建、评建结合、重在建设”的１６

字评估方针。与此相应，中国高等教育评估研究会

随之于１９９３年１１月成立。到２００１年，我国有１７８

所普通高校按照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方案

接受了评估，１６所“２１１工程”大学接受了本科教学

工作优秀评估，２６所高校接受了本科教学工作随机

性水平评估。

7�２００２年，教育部将以往的普通高校本科教学工

作合格评估、优秀评估、随机性水平评估这三种方案

整合为《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方案

（试行）》；２００４年８月又对该方案加以修订。２００３

年８月２０日，周济部长在教育部举办的普通高校本

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研讨班上提出修改后的评估原

则，即“以评促建、以评促改、以评促管、评建结合、重

在建设”。与过去的１６字方针相比，新的评估原则

增加了“以评促管”，并将“以评促建”置于首要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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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评估方针与原则的导向更加明确，涵盖更加全面。

教育部决定，从２００３年开始，用５年左右的时间，对

我国所有普通高校进行一次全面的评估，并形成５

年一轮的教学评估制度。２００４年３月公布的、由国

务院批转的教育部《２００３～２００７年教育振兴行动计

划》明确规定：“健全高等学校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建

立高等学校教学质量评估和咨询机构，实行以五年

为一周期的全国高等学校教学质量评估制度。 7�［２］ 7�”至

此，我国高校教育评估制度最终确立。２００４年１０

月，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宣告成立。据统

计，从１９９４年至２００２年，我国共有２５４所高校进行

了本科教学工作评估 7�［３］ 7�。目前，本科教学工作水平

评估正在全国范围大规模展开，每年均有数十所普

通高校参加这项重大的质量控制活动，其社会影响

日益扩大，其功能与作用越来越为人们所关注。

7�大学教育评估作为高等学校一种主要的教育质

量控制活动和重要的社会行为，其所遵循的理性原

则和伦理道德是什么？其与我国正在讨论和实施的

“和谐社会”、“诚信社会”建设的关系是什么，值得学

者们思考和探讨。笔者认为，大学教育评估的基本

伦理原则主要有：（１）以人为本。我国古代有“民本”

思想传统，《孟子·尽心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

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

乎诸侯为大夫。”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其中核心是“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

利益” 7�［４］ 7�。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为

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

和人的全面发展。 7�［５］ 7�”（２）“以评促建”２０字方针。这

是教育部提出的教育评估的基本方针，也应视为教

育评估的基本理性原则和伦理原则。因为评估是手

段，提高教育质量，促进高校建设和发展才是目的。

（３）客观公正，公开公平，诚实信用。评估面前人人

平等，是教育评估的基本理念和准则，在评估实施过

程中，无论哪一所高校，即使是高层次的名校，在教

育评估面前亦应严格遵循评估规则，不应有任何回

避评估指标的特权。

7�２　大学教育评估信息传播

7�从系统论、信息论和传播学的角度看，大学教育

评估是针对一个完整的组织系统进行信息输入和输

出的过程，也是一个教育评估信息形成与交换、传播

的过程。从我国１０多年来高校进行本科教学工作

水平评估的全过程来看，一所高校接受教育部全面

的质量评估，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教育部发布

评估文件，提出评估要求、评估时间安排和计划；高

校根据教育部文件，进行建设和改革，提交评估《自

评报告》等材料，做好“迎评”准备，此为教育评估信

息形成和输入阶段；第二阶段，教育部评估专家组进

驻接受评估的高校，进行实地观察、考核、检测和评

估，与师生干部座谈、交流，随堂听课，检查教学文

件，进行专家组研究与讨论，草拟评估意见书，向学

校领导和有关人员口头反馈评估意见和建议，此为

评估信息的交换阶段；第三阶段，教育部的专门机构

通过《中国教育报》、中国教育网和正式文件等信息

渠道，公开发布评估意见和结论等级，接受评估的高

校根据教育部专家组的评估意见，针对教学薄弱环

节进行整改，并向教育部报告整改结果，此为评估信

息输出和反馈阶段。

7�从大学教育评估信息传播结构来分析，我国大

陆地区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即评估信息传播的宏观

层次、中观层次和微观层次。宏观层次的评估信息

传播，主要指国家层面的信息发布、文件精神下达

等，如教育部颁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本科

教学工作的若干意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

作水平评估方案（试行）》、《国家精品课程评审指标

体系》（征求意见稿）以及国家教学成果奖评审方案、

国家教学名师评审方案等，建设部高等教育评估委

员会颁发的建筑学、工程管理、土木工程等专业教育

评估标准等；中观层次的评估信息传播，主要指省

（直辖市、自治区）和市（行政副省级）政府教育管理

部门向所属高校颁布或下达的评估信息，如广东省

教育厅下发的《广东省普通高等学校重点课程评估

方案》、《优秀课程评估方案》、《广东省高等学校名牌

专业评估方案》、《新办本科专业基本情况检查指标

体系》等，市教育局下发的市属高校重点教学实习基

地评估方案等；微观层次的评估信息传播，主要是指

大学内部制订和下发的评估文件，例如，广州大学制

订的《院级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方案（试行）》、《考

试试卷评估指标等级标准（修订稿）》、《教学实验室

评估标准表》、《毕业论文（设计）工作评估指标和等

级标准（试行）》、《研究生教育评估标准表（试行）》、

《党政部门（教辅单位）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指标

等级标准及内涵（修订稿）》等。

7�上述大学教育评估信息传播的三个层次，其信

息传播的方向和模式不尽一致。从信息传播方向来

看，三个层次均为垂直方向传播，但评估信息的宏观

传播和中观传播一般表现为自上而下，微观传播则

更多的是自下而上，因为高校作为高等教育办学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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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主要是接受上级行政主管部门和社会独立机构

的教育评估。校内开展的自评活动性质，主旨既在

于构建校内教学质量保障体系，也是为了更有效地

接受上级部门的评估检查。从传播媒介来看，评估

信息传播主要利用非大众传播媒介，如文件、会议、

内部刊物及校园网络等形式和手段，大众传播媒介

为辅助手段，主要用于公布终结性评估信息，例如年

度高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结论等级等。教育部

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组织的评估专家组进校开展

实地视察评估是评估信息传播的特殊时期（一般为

１个星期）。在评估专家组进校实地视察评估的前

后大约１个月内，是微观层次的评估信息传播高密

度时期，接受评估的高校往往要提前策划一个规模

庞大的公共关系形象塑造与传播方案，内容包括内

部传播与外部传播。外部传播主要利用大众传播媒

介，如报纸、电视、广播、杂志、网络等，其中《人民日

报》、《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等全国性大报及省

市党报、中央电视台及地方电视台等主要媒体为首

选。内部传播则主要采取非大众传播媒体的形式和

手段，以广州大学为例，有校党委宣传部主办的综合

性媒体，如《广州大学报》、广州大学新闻网、学校画

报、校史展览、宣传手册、橱窗、标语、气球等；有学校

各部门、群众团体主办的专业色彩较浓的刊物，如学

校办公室的《广大信息》、《情况汇报》，教务处的《教

学》，科技处与社科处的《科研通讯》，研究生处的《研

究生教育通讯》，评估办公室的《教育教学评估与发

展》，高等教育研究所的《高教改革与发展信息》，校

团委的《广大青年》，校工会的《广州大学工会通讯》

等；还有各学院主办的学生刊物，如人文学院的《春

秋学刊》、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新闻窗》、教育学院的

《教育经纬》、城市与规划学院的《建筑思》、土木工程

学院的《力》等；此外还有学报等学术性刊物。在专

家组驻校评估期间，大学生文艺汇报演出晚会、学校

教学与科技成果展览会、从校长到学生每一位师生

员工，都是进行评估信息传播与交换的特殊媒介。

7�３　教育评估信息传播的伦理思考

7�毫无疑问，通过各种媒体所进行的大学教育评

估信息传播，都是在一定的办学思想和理性的指导

下进行的，并遵循一定的道德伦理范畴。有的学者

提出了“教育评估文化”概念，主张从三个方面建设

评估文化和环境：（１）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创设科学

评估观，在评估宣传、方案设计和制度安排上，体现

评估不是为了大学排名的导向，“消除传统文化对评

估制度和体系建设的负面影响；（２）教育部专家组：

防止“德行”文化对评估公正的影响。“应在评价方

式上创新，走科学评估的道路，做到伦理的善、逻辑

的真和形式的美”；（３）接受评估的本科院校：“常态

显示不加班，实事求是不扰民；牢固树立评估的主体

意识、机遇意识和大局意识，使教育质量工作成为人

人关心和热心的事，成为师生员工的自觉。 7�［６］ 7�”

7�“教育评估文化”概念颇具新意，其观点启发人

们思考；然而细究其内涵，似乎更强调教育评估的科

学理性，而对传统文化的“德行”伦理评价较为负面。

这种看法显然失之偏颇。教育评估应该将科学理性

与传统伦理精华有机地相结合；教育评估假如没有

科学理性，其结论就会缺乏客观性，不能令人信服；

假如没有传统德性，则评估过程将丧失人文性，评估

行为难以持久。笔者以为，大学教育评估信息传播

的基本伦理原则应是：以人为本，客观公正，准确适

时，以评促建，有利发展，促进提高。“以人为本”，即

评估传播要面向高校鲜活的人，学生、教师、职员和

工人，特别是学生和教师，所传播的信息应当维护他

们的根本利益，维护社会的公共利益；“客观公正”，

即评估信息传播的观点是中立的，传播者的立场是

公正的，使信息具有很高的公信度；“准确适时”，即

所传播的评估信息是正确无误的，符合事实的，并选

择适当的时机进行适当的传播；“以评促建”，实际也

涵括“以评促改、以评促管”的原则，即评估信息传播

旨在促进高校的教学基本建设，推进教育教学改革，

提高教育教学管理水平；“有利发展、促进提高”，即

教育评估信息传播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于有利于我

国高等教育的健康、协调、可持续发展，促进高校提

高办学能力和水平，增强办学实力与竞争力，部分高

校能够在国际高等教育发展中冲在前列，达到世界

一流大学的目标。

7�如果做更细致的区分，在大学教育评估信息传播

结构中处在不同层次的传播者，其所应遵循的传播伦

理理应各有侧重：处在宏观和中观层次的教育行政部

门及独立的评估机构，在“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指

导下，通过制订和颁布科学、系统而规范的评估指标

体系，体现其鲜明的科学理性原则；受行政部门和评

估机构委派的评估专家组，在实地视察评估过程中应

贯彻“以评促建”２０字方针，对克服重重困难努力提

高教育质量和办学水平的高校师生持有人文关怀和

同情心，以严谨的态度帮助接受评估的学校总结教育

成绩和办学特色，共同探讨正确的发展之路，公正地

指出其不足之处，以利整改。处在微观层次的高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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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在迎接和接受评估专家组的评估时，应当严格按照

客观准确、实事求是的道德原则进行信息传播，所有

媒体传播的信息都不能违背新闻真实性原则，不溢

美，不隐恶，将一个真实的、充满生机的高等学校展示

给专家组。真实，是新闻传播的生命，也是教育评估

信息传播的灵魂。在功利主义盛行、信用危机四伏的

不利社会环境下，代表社会良心和社会公信的高等学

校在教育评估信息传播中坚持实事求是、实话实说的

道德操守，以平常心态接受专家组的公正评估，闻过

则喜，闻功则进。大学教育评估信息传播必将对我国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诚信社会”做出积极的贡

献，“诚信大学”、“和谐校园”将成为“诚信社会”、“和

谐社会”的中坚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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