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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评估实践中的效绩评估
7�孙建荣

7�（美国俄亥俄州瑞欧戈兰大学）

7�【摘　要】　通过对美国高等院校教学水平评估所使用的效绩评估法进行描述，来探讨在中国本科教学水平评估中

可采用更合理的测评方法。作者认为，经过几十年在评估方法、评估目的、以及评估结果应用上的不断摸索和实践，

7�同时“迫于”社会、飞速发展的高科技以及政治等方面的影响，美国高等教育更倾向于对学习能力的评估，这对中

国正在进行的普通院校教学水平评估提供了一些可借鉴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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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高等院校的评估属于高等教育的范畴之一，评

估标准的制定、评估过程的执行、评估结果的收集与

分析均由学校自身来操作。随着社会对高等教育的

各项投资比重愈来愈大（如社会与个人对教育投入

比例的变化等），社会对高等教育也拥有越来越大

的“过问权”。用来衡量一所院校教育质量的方法

更加体现了现代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特点：投入产

出比的大小ＩＯＲ（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ｏｎｒｅｔｕｒｎ）、教育产品

的“实用性”（ｕｔｉｌｉｔａｒｉａｎｆｕｎｃｔｉｏｎ）、企业质量管理

ＩＳＯ管理模式也越来越多的用于教育质量管理中。

为了使高等教育更好地适应社会的发展，对大学的

“分类”所用的标准也考虑到以往没有考虑过的特

点，例如，美国２００６年２月份出版的新的卡耐基大

学分类将美国高等院校分成六大类 ，其中与以往

分类不同的最大的两个特点，一是此次分类以在校

生人数多少为依据，二是第一次根据在校学生人数

和学校所在地，将培养大专专业的院校分成了１４种

类别。这些分类对更准确地对大学进行‘排名’提

供了一个比较‘统一’的平台，同时对高等院校的

评估也将产生很大的影响。美国高等院校的认证体

系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教育质量的监控不是直接

通过政府部门，而是通过不同类别的认证机构直接

对院校或专业进行具体操作 。这些认证机构有各

自的认证标准，这些认证标准既体现了接受认证院

校的特点，又从不同的角度强调了质量的保障。

7�在进入２１世纪后，高科技的飞速发展对高等教

育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说，已开始

产生了质的影响），尤其是高等教育与社会的联系比

以前更为紧密。与此同时，认证标准的内涵与重点

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这些变化反映出了社会对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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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教育质量愈来愈强的关注程度，同时也体现出了

高等教育本身在２１世纪所面临的严峻考验。高等

教育从办学定位（ｍｉｓｓｉｏｎ）、课程设置（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ｄｅｓｉｇｎ）、教学手段 （ｐｅｄａｇｏｇｙ）以及教育资源（ｒ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的获取与应用等方面进行了改革，使高等

教育在加强其社会性方面迈出了更大的步伐。例

如，为适应社会需求而新开设的学科，借助计算机网

络技术给学生提供更为方便的学习机会和个性化教

育（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ｚｅｄｌｅａｒｎｉｎｇ），使愈来愈多的院校共

享教学资源。所有这些发生在高等教育中的变化也

通过认证指标及其执行方法的变化在认证体系中得

到体现。认证指标中的重点从对院校固定资源数量

的检查转移到对教学资源使用率的评审，对教学过

程的评估进一步包括了对教学过程所产生的结果进

行分析，对常规教学手段的评估进一步包括了对运

用各种非常规教学法的评估，如计算机网络技术辅

助教学等，对教育产品单方面的评估转型到对教育

产品多方位的评估，如学生在校内的学习效果以及

学生离校后的工作情况。认证的执行者也包括愈来

愈多的“非”学校人员，如很多参评人员来自于社

会上其他行业的组织。不论是美国高等教育中对其

高等院校进行的院校认证，还是专业认证，认证的重

点越来越重视质量保障体系的建立，而在这个质量

保障体系里，中心则是如何使学校各项工作都能确

实保证对提高学生学习质量有积极的作用。在这个

以保证和提高教学质量为重点的认证过程中，建立

合理有效的教学与管理体系一直倍受重视，但对如

何评估教学过程是否能提高教学效果则一直处于探

索和研究之中。学生在校学习期间，按各专业的规

定完成一定数量的课程与相应的学习实践活动，在

这些课程中所取得的考试成绩等通常是作为评估学

生学习水平的基本依据。

7�教育作为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重要范畴之

一，其“产品”质量标准的制定受到社会对这些教育

产品（毕业生）使用的影响，即：学校毕业生在开始从

事社会工作后，应具有一定的工作能力，能够“胜任”

工作要求。这些要求不仅包括了各行各业的（专业）

要求，同时还包括了许多反映当今社会发展特点而

产生的要求，如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独立

工作与团体合作的能力、领导与服从全局的能力、不

断再学习的能力等等。然而，学校教学大纲的设计、

教学法的执行以及教学效果的测试往往与社会对学

校毕业生的要求有一定的偏差，一些学生在校学习

期间，有令人满意的考试成绩，但在走入社会后，却

在以上描述的那些社会期待中不尽人意，不少用人

单位还要对这些毕业生进行再培训。

7�学校的教育产品与社会对这些产品的期待不吻

合性有多种原因。社会在飞速发展，尤其是进入２１

世纪以来，高科技产品对社会的结构和功能产生了

巨大的影响，而作为社会重要范畴之一的高等教育

却没有及时做出调整，具体体现在教学指导理念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专业的设计（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ｄｅｓｉｇｎ）、教学大纲的合理性（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ｗｉｔｈｉｎｔｈｅ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课堂教学（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ｏｆｔｈｅ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以及教学效果的测试与评定（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ｓｔｕｄｅｎｔ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等办学环节中。

7�目前对教学效果的测试与评定重点仍然是传统

的课堂考查（包括考试、论文），这种考查方法一是反

映出教学的指导理念（即，学生学习水平应该是对所

学课程中基本概念的记忆）；二是反映出教学法的应

用（即已确定的教学内容要教给学生）；三是反映出

教育测试理论的实践（即学生通过考试来显示自己

的学习／能力水平）。

7�当今社会的发展具有很强的“高科技性”，对学

校毕业生的要求已远远超出了传统狭隘的“合格毕

业生”的定义，同时，学校的社会属性（即学校要服务

社会）因社会以及相关利益者（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ｓ）的投入

而更显著。作为维护学校与社会之间这种契约关系

的认证机构，也必须在其认证指标的制定上对教学

效果的评估进行相应的变动。

7�在确定评估学生学习水平的指标时，首先要考

虑在现代社会中对教育理念应下何种定义，即现代

大学应该给予学生什么样的教育（不论是教学内容，

还是教学方法），在教育理念确定后，即可制定相应

的教学效果评定方法。以美国中北区域高等教育认

证委员会从２００４年开始实施的认证标准来看，要求

学生对知识的学习（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知识

7�的探索（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ｏｆ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和知识的应用（ａｐ-

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等方面的能力有所提高，同

时要求学校能够提供学生在校学习后具备了这些能

力的证明（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ｅｄ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ｓｔｕｄｅｎｔ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在评估学生是否达到了所要求的学习目

标时，学生课程的成绩通常不用来作为学生的效绩

评估（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ｂａｓｅｄ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的证据，因为

从教学设计来说，考试和论文等均属于完成既定教

7�（下转第２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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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学目的的程序之一，这些程序的完成以及完成的好

坏只是表明学生完成了专业学科规定的内容，但并

不表明其学习能力。因此，评估按其重点可分成两

大类：教学完成评估和学习能力评估。教学完成评

估可以看成是教学大纲的组成部分之一，用来检查

学生是否完成了教学大纲规定的学习内容；而学习

能力评估则是对学生对所学知识的使用能力进行评

估，也就是现在被愈来愈多的学校所用的效绩评估，

这种评估方法的指导思想和操作方法具有以下的特

点：

7�指导思想：评估的目的是通过特定的评估活动

使学生有机会来展示自己的应用能力，同时去发现

并提供让学生补习那些还没有掌握好的知识或能力

的机会，也就是说，评估本身是给学生提供一个再学

习的机会。通过评估，学生对自己的实际能力有一

次比较直接的检验，可以对下一步的学习进行相应

的调整。

7�操作方法：将评估的具体目的与参与评估的学

生进行交流，评估测试的方法也要清楚地向学生做

解释。评估者与被评估者的交流在很大程度上体现

了当今时代特点的教学指导工作特征，即学生在学

习中应确实起到学习主人翁的作用，不论是学习目

的的制定、学习过程的执行，还是学习结果的测试，

都要最大限度地学生参与。在评估过程中，评估者

希望被评估者能真正地将自己的实际水平和能力通

过完成所规定的评估活动而表现出来，而与被评估

者交流评估目的和测试的方法则是要获得被评估者

更好的“配合”，创造一个“轻松”良好的评估测试

环境，在这种环境中获得的评估信息具有较强的测

试成绩真实性（ａｕｔｈｅｎｔｉｃ）和可靠性（ｒｅｌｉａｂｌｅ），同时

测试成绩提供的多项测试点的信息，使得每次评估

活动都可以达到多项评估目的。

7�现行的课堂（考试）测试对学生学习水平和能力

水平的评估比较单一，测试结果很难提供一个准确

的图像，造成这种情况有多种原因，有些原因是无法

控制的，例如，学生学习水平和能力只有在学生毕业

走上工作岗位后才能真正得到检验；有些原因是由

于测试工具和方法缺乏科学性，不少课堂中的考题

均由授课教师自己设计，这些教师尽管有很强的专

业知识，但从未受过有关教学法的训练，缺乏有关测

试理论的知识，设计出的考试题在其可行性（ｖａｌｉｄｉ-

ｔｙ）和可信性（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上有一定的缺陷。因此，仅

仅依靠教学中的课堂考试（成绩）来作为主要对学生

学习水平和能力水平的测试，会得出片面的评估结

果，同时也会给课堂教学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这

样分析并不是要排斥教学中课堂考试的功能，如果

课堂考试能与课堂教学目的相吻合（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ｂｅ-

ｔｗｅｅｎ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那么课堂考试（成绩）会提供很有实际意

义的评估信息。这就要求我们教育工作者积极开展

有效的教学（法）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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