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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中小学教育质量监测中心

中小学教育质量综合评价改革重

点在于解决过度“应试”与过重负担等

问题，主要特征为建立科学全面的评价

体系、完善评价方式、科学运用评价结

果。我们期待，此次发布的教育质量监

测数据，能够促进各地各校以综合评价

改革的理念、方法、技术改造目前的考

试与评价。

一、关注学生全面发展
2016年浙江省教育质量健康指数，

包括刻画学生发展状况的指数与描述

影响学生发展因素的指数。说明既要

关注学业水平，又要关注品德发展和身

心健康；既要关注共同基础，又要关注

个性特长；既要关注学习结果，又要关

注学习过程和效率。评价过程保持高

度的规范性和科学性，全面客观地收集

信息，根据数据和事实进行分析判断，

注重考查学生进步程度、成长环境和学

校的努力情况。评价结果兼顾改进教

育教学、完善督导评估、引导社会舆论

等三个应用方向。促进教育督导科学

化，提高教育督导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科学运用评价结果，完善教育政策措

施，切实改变单纯以学生学业成绩和升

学率奖惩学校和教育部门的做法。加

强基于实证的教育教学改进的研究，不

断提高教育质量。引导社会形成正确

的教育质量观，以素质教育的理念看待

学校、评价教育。

二、关注学生学习品质
本次监测从学生学习兴趣、学习动

机、学习自信心与学习策略等四个维度

评价中小学生的学习品质。数据表明，

增强学习兴趣、改进学习策略、提高学

习自信心，有助于中小学生各科成绩的

显著提升。对于四年级学生，增强学习

自信心和增加自主阅读感兴趣的书的

时间是提升学业成绩的首选策略；对于

八年级学生，增强学习自信心和保障一

定的校内作业时间是提升学业成绩的

首选策略。

数据显示，四年级学生中，80%以上

的学生对语文、数学两科中至少一科有较

高兴趣；63%的学生对两科均有较高兴

趣。八年级学生中，约75%的学生对语

文、数学、科学三科中至少一科有较高兴

趣，27.8%的学生对三科均有较高兴趣。

相对来说，八年级学生对数学学科的兴趣

显著低于其他学科，值得关注。

数据显示，20%的四年级学生和

26%的八年级学生对每一门课程都无

法提起兴趣。没有学习兴趣的孩子，即

使他们现在学习再多的知识，将来离开

学校环境的约束，也会渐渐迷失方向。

浙江14个影响学生发展指数中较低的

指数有学习自信心、学习策略、家长参

与、教师教学方式。可见，浙江中小学

生学业优秀的背后，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学习动力不足、学习能力不强等问题。

三、关注质量形成的过程与成本
2016年教育质量综合评价监测数

据显示，浙江12个学生发展指数中较低

的3个指数为学习压力、作业、睡眠。值

得注意的是，有 33%的四年级学生和

48%的八年级学生学习焦虑感强，且有

约15%的四年级学生和23%的八年级学

生存在网络成瘾倾向或网络成瘾（2014

年的同口径数据分别是10%与18%）。

2016年，54.1%的四年级学生每天

睡眠时间9小时及以上，八年级学生每

天睡眠时间 8 小时及以上的比例为

35.9%。浙江省学生睡眠情况均好于全

国，睡眠不足现象有所改善，但整体水

平不高。数据表明，学生学习压力过大

的情况未见缓解，校内作业负担略有加

重，且校外作业现象有待关注。

四、关注影响学生成长的环境
因素

（一）帮助家长更好地教育孩子

父母家庭教育参与在儿童发展中

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通过对父母在

子女日常生活、学习活动的参与状况

的研究，发现父母参与程度较高的学

生成绩均显著高于参与程度较低的学

生，而且四年级的成绩差值更大。

家长要积极参与子女日常

生活、学习活动等，多多陪

伴，习惯为重，合理期望。

建议家长的参与形式主要

有：合理频率地关心学生在校表

现、关注学生作业完成情况、陪

伴课外学习、参与孩子感兴趣话

题的讨论、陪伴子女一起锻炼身

体、督促子女每天吃早餐、尽可

能多地陪伴子女一起吃晚餐等。

（二）帮助学校改进管理与教

师改进教学

数据显示，教师工作量确实较

重。浙江省四、八年级教师工作

日每天工作时间在8小时以上的分别为

88%与97%，其中在10小时以上的分别

是 21%与 57%；2/3 教师每天备课 2课

时及以上，4/5 教师每天批改作业 2课

时及以上。浙江省四、八年级教师对学

校认同感较高的比例分别为 79%与

63%；总体工作满意度较高的比例是

54%与 31%，其中关于“付出—回报合

理性”的满意度相对最低，仅 29%与

19%的四、八年级教师满意度较高。数

据表明，教师们的学校认同感不低，但

工作满意度不高，要关注中学教师工

作满意度显著低于小学教师的现象。

与2014年比较，浙江省中小学校长

的课程领导力指数均有提高。数据表

明，校长课程领导力对教师专业发展、

教师教学策略、教师工作满意度和教师

学校认同感均有极其显著的正向影

响。89%与71%的四、八年级教师认为

校长在教学评价时处事公平；83%与

62%的四、八年级教师对校长的民主作

风表示肯定；93%与 77%的四、八年级

教师认为校长支持教师的教学创新；

84%与65%的四、八年级教师认为校长

能从教师职业生涯规划的角度促进教

师专业发展。数据表明，初中学校的管

理工作仍需进一步完善。

数据显示，浙江省四、八年级教师

中女教师的比例分别为 75%与 57%；

四、八年级教师中教龄在16年及以上的

比例分别为 57%与 62%，较 2014 年均

小有增长。必须重视教师队伍性别失

衡和年龄老化现象，小学阶段应增加男

教师比例，并招聘更多年轻教师。

（三）改进区域教育质量管理

在浙江全省学业成绩“足够优秀”

的背景下，树立以全面、科学、均衡发展

为特征，关注学生学习、教师教学和学

校发展的综合的教育质量观，扭转单纯

以学生学业考试成绩与学校升学率评

价中小学教育质量的倾向。

通过对各项指数的聚类分析，根据

区域教育质量发展的典型特征，可以将

全省各区域分为卓越发展型、均衡发展

型、注重学业型和有待加强型等四种类

型，以反映各地教育质量管理的特点与

问题。从全省看，要统筹协调，分类指

导，整体推进教育质量综合评价改革。

从各地看，要科学运用数据，找准问题，

积极调整工作策略，寻找突破口，克服

机制性的问题。

规范中小学办学行为，必须要开齐

开好基础性课程，积极探索拓展性课程

的开发与实施，特别要重视发挥体艺课

程的育人作用；必须遵循学生身心发展

规律，制止延长学习时间的做法，从培

育良好的学习品质入手，提高学习的有

效性和学习乐趣；必须重视培养学生自

主学习能力与自主管理能力，鼓励课外

阅读，加强学生课外学习时间分配的指

导；必须加大依法治校的力度，制止因

拔高标准的提前招生，导致中小学超前

教育的乱象。

（方张松 执笔）

学校、教师和家长如何帮助孩
子提高学业成绩，教育质量监测为
大家提供了一组大数据——

适度作业，保证休息，
加班加点毁孩子

数据表明，四年级学生周一至

周五平均每天做作业时间控制在

1小时以内，八年级学生每天作业

时间在2~4小时，对取得较高学业

成绩最有益，过度增加作业时间不

一定会带来学生学业成绩的提高；

四年级学生每天保证9~10小时的

睡眠时间，八年级学生每天保证

7~9小时的睡眠时间，最有可能取

得较好的学业成绩。

学习需要基于理解，
死记硬背不靠谱

本次监测中，运用了学习上的

“记忆策略”与“监控策略”两种概

念，其中“记忆策略”包括死记硬背、

反复做习题等做法，“监控策略”包

括梳理学习计划、找出重点、查找资

料、力求理解等做法。根据在两种

策略上的得分高低，学生可分为“记

忆倾向”和“监控倾向”两种类型。

通过对“记忆倾向”与“监控倾向”的

学生的数学学习的对比研究，研究

人员发现在解决常规问题时，“记忆

倾向”的学生的得分率稍低于“监控

倾向”的学生，而在解决非常规问题

时，“记忆倾向”的学生的得分率显

著低于“监控倾向”的学生。而且数

学“记忆策略”每提升一个单位，复

杂问题解决的准确率减少31%。由

此可见，学习需要基于理解，不能靠

死记硬背，主要凭借记忆来学习的

学生，需要及时调整学习策略。

激发课外阅读内驱力，
多看漫画书没作用

数据表明，阅读对学生学业水

平、学习品质等有积极影响。培养

学生良好的阅读习惯，使他们乐于

阅读、有效阅读、享受阅读，是培养

学生学习兴趣，激发学生好奇心的

重要途径。数据显示，年内读完9

本及以上课外读物的学生比读完

2本及以下的学生阅读成绩高36

分（量尺分数），这相当于多接受

一学年的教育。从阅读时间来看，

每天保证半小时以上兴趣阅读或

与学习相关阅读的学生，其阅读成

绩比基本不阅读的学生高出10分

以上。从家庭藏书量来看，按照

20 本及以下、21~50 本、51~100

本、101~200 本、200 本以上 5 个

水平来划分，每提升一个水平，学

生的阅读成绩平均能提高 7.23

分。可见，每天保证半小时的兴趣

阅读或与学习相关的阅读十分必

要，课外补课的投入不如买书鼓励

学生阅读。

补习不如多吃早餐
研究发现，每天吃早餐的学生

与早餐不规律的学生在学业表现

上存在显著差异。在浙江省，每天

吃早餐的四、八年级学生分别为

87%与67%。数据表明，吃早餐对

学生学习的积极影响远超学生参

加校外补课、家长教育水平或家庭

收入等方面的优势。每周每天吃

早餐次数越多的学生，学业成绩

越好，甚至可以相差50~70分，相

当于多接受1~1.5年的教育。学生

每天吃早餐的比例每提高 10%，

四、八年级学生亲子关系指数分别

改善6.16%与5.98%。

（言 宏 整理）

编者按：教育的本质是育人。学校教育必须从重在“育分”走向“育人”，全面关心学生的品德发展和身心健康，重视学生健全人格的培养，关注

学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科学的教育监测能促使人们改变观念，坚持“轻负高质”改革方向，规范学校办学行为。本期关注——

树立正确的教育质量观，推进教育质量综合评价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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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关注和期待

从大从大数据出发数据出发

看如何改看如何改进教育教学进教育教学□本报记者 言 宏

如何判断一个区域的教育质量

高低？学生的学业质量与哪些因素

有关？如何帮助学校、教师、家长提

高孩子的学业质量？这些都是人们

最为关注的话题。5月22日，在杭州

召开的浙江省2016年中小学教育质

量综合评价监测结果通报会上，省教

育厅相关负责人和有关专家回答了

上述问题。

评价标准刻画学生真实成长面貌
“传统教育质量评价侧重于甄别

与选拔，而现代教育质量评价则侧重

于诊断、反馈与改进。这样的监测好

比是做健康体检，目的不是为了排

名，是为了更好地改进教育质量。”国

家教育质量监测中心首席专家、北京

师范大学中国教育创新研究院院长

刘坚教授说，“每年的数据不一样，从

中可以看到教育的变化。”

评价教育多了几把尺子。2016

年浙江省教育质量健康指数，指向两

个方面，一是刻画学生发展状况的指

数，二是描述影响学生发展因素的指

数。其中，学生发展指数包含品德行

为、学业达标、高层次能力、学习兴

趣、艺术兴趣、体育兴趣、学习压力、

睡眠、作业、补课、自尊、主观幸福感

等12个指数。影响学生发展指数包

含学习自信心、学习策略、学习动机、

学业均衡、教师教学方式、校长课程

领导力、师生关系、同伴关系、亲子关

系、家长参与、学生满意度、教师满意

度、家长满意度、学校归属感等14个

指数。

这两把大尺子，26把小尺子，刻

画出除了传统学业成绩以外的孩子

成长的真实面貌。关于教育评价，在

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中

就有相关论述，强调要把促进人的全

面发展、适应经济社会发展作为评价

教育质量的根本标准。注重考查学

生适应社会发展和终身发展的能力，

防止单纯以升学率考核学校和教师、

单纯以分数评价学生。探索实行利

益攸关方共同参与的开放式评价，完

善评价结果公开机制。

刘坚认为，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

看，传统的学业质量观在成就我国基

础教育获得国际赞誉的同时，也直接

导致我国基础教育的整体质量缺乏

国际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如果不

仅仅用单一的考试成绩评价学生、教

师和学校，学生对校园生活的满意

度、兴趣爱好、品德行为、师生关系成

为评价体系中更优先的尺子、更重要

的标准，那么我们的教育导向将更加

绿色、更加健康。

绿色评价推进绿色教育
吃早饭居然能促进学生学业成

绩，家中藏书量与学生学业成绩正相

关……仔细分析此次监测中心提供

的数据，这么多“没想到”都指向了一

个共同的结论——衡量教育过程的

成效，要依靠数据，而不能“凭感

觉”。这是一个教育评价标准和评价

体系的问题，更好地发挥“评价”这

个教育的指挥棒的作用，从而实现

用“教育质量健康体检”来推动绿色

教育，仍然是当前浙江教育面临的

考验。

“评价体系改革触及教改核心”，

浙江省中小学教育质量监测中心办

公室副主任方张松介绍，就浙江的情

况看，三次综合评价监测数据位居前

列的东阳市和杭州上城区等区域，也

是轻负高质的典型，在传统学业成绩

颇佳的基础上，学生的睡眠时间都得

到了保证，艺体活动开展得热火朝

天。确实，绿色、健康的教育理念，需

要一套绿色的教育评价体系做支

撑。而一套绿色的评价体系也会推

进绿色教育的达成。

“别让绿色评价流于形式”是很

多业内人士的心声，在采访中，他们

呼吁，要真正发挥教育监测的作用，

建立学业负担监测机制，切实减轻中

小学生过重课业负担，促进学生全面

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给浙江中小学教育质量画一张健康图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