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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外国教育督导与评价制度研究》根据邓小平同志关于要健全教育部机构的指示精神，1984年8月
教育部增设视导室。
1986年，随着《义务教育法》的颁布实施，原国家教委提出并经国务院批准，将视导室更名为督导司
，标志着中国教育督导制度正式恢复重建。
1991年原国家教委发布《教育督导暂行规定》，基本明确了教育督导“督政”和“督学”的双重任务
，开始建立对普通中小学校的督导评估制度。
1993年教育部设总督学、副总督学，成立督导团办公室。
为实现十四大提出的到二十世纪末全国实现“两基”目标，原国家教委建立了“两基”督导检和评估
验收制度，由教育督导部门组织实施。
1995年9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规定：“国家实行教育督导制度和学校及其他教育
机构教育评估制度”。
教育督导与评估制度法定成为我国教育的一项基本制度。
1999年6月，党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作出《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
的决定》，《决定》指出，要“进一步健全教育督导机构，完善教育督导制度，在继续进行‘两基’
督导检查的同时，把保障实施素质教育作为教育督导工作的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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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英国教育督导制度中，督学与督政分开。
对于督学，非常重视教学评估，在整个督导过程中，约有60%的时间都用在听课、观察教学和观察学
生在课堂上的反应方面以及抽查学生功课上。
同时，在学科督导中，注重核心课程的评估。
　　4.督学种类繁多，其选拔和聘任要求严格，专业性强，社会待遇高　　英国督学种类繁多，如皇
家首席督学、皇家督学、注册督学、助理督学、外行督学等，其任职条件、选聘、培训及日常管理有
一套严格的制度。
一是选拔的公开性和严格性。
英国督学引入竞争机制，公开选拔。
只要符合条件就可报名，但条件非常严格，注重专业性；二是培训的实用性和规范性。
有岗前培训和岗位培训，培训大纲突出实用性。
培训时间较，但非常重视实践环节。
英国教育标准局专门有负责督学培训的小组，负责制定督学培训计划，监督培训质量。
三是督学社会地位和待遇高。
如皇家首席督学工资相当于大学校长，督学的工资相当于中小学校长和副校长。
　　5.外部评估与学校自评相结合，注重行动计划，形成了教育质量保障体系　　英国教育督导改革
的主要成效是形成了内外结合的质量保障体系。
外部督导指由教育标准局控制、注册督学及其小组实施的督导。
同时强调国家层面的督导要以学校的自评报告为基础，充分考虑学校自评的意见，学校自评本身也是
督导的一部分内容。
在督导成效方面，许多学校都反映，将督导和自我评价作为学校工作改进的中心策略是很有效的。
学校自评必须充分关注学校发展计划，以此为依据，反思计划的完成情况。
学校在自评的基础上依据国家标准，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对具体的目标和措施制定相应的达成标准，
在发展规划周期内要不断调整，甚至可对学校的宗旨和目标重新确认。
另外，学校还可以对作为自评依据的国家质量标准提出质疑，要求修正标准。
也正是因为督导对学校自我评价的重视，外部督导调动了学校的积极性，使学校对评价的态度由被动
变主动，积极地参与到评价过程中来，从而使评价真正成为学校自我反思的过程，成为学校重新认识
自己并提出发展目标的过程。
另外，学校若认同督导报告的评价，则要在规定时间内提交行动计划，在新的学校发展计划内体现“
行动的关键点”。
而行动计划是针对督导评价中发现的主要问题而制定的工作性文件。
督导报告对一些重大问题都会提出改进建议，学校将根据这些报告来制定、调整和改进学校的规划方
案。
这样，外部督导、学校自我评价、行动计划形成保障教育质量螺旋上升的发展性体系。
　　因此，英国教育督导机制的发展重点已从国家转向学校层面，强调学校怎样利用国家政策发展自
我评价机制来提高质量水准，从基层、从学校层面关注学校的质量，是一个以学校自我评价为核心，
全员参与、开放式的体系。
　　6.将市场原则引入督导机制，实现督导合同化　　英格兰教育督导按市场原则运作，将评估工作
纳入社会化轨道。
具体做法是：每年初，国家教育标准局根据总体评估工作安排，确定该年度接受督导的学校名单、督
导日期、督导类型等，然后把督导任务向社会各界公开招标，广泛征募督导签约方，再由签约方物色
注册督学，并全权委托注册督学对督导活动进管理。
地方教育局、大学教育院系、股份制公司或者其他一切教育实体都可以参与招标，一旦竞标成功，就
可以成为标准局的督导签约方，具有承担督导工作的基础资历。
标准局负责监控签约方的督导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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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督学与标准局是合同关系。
市场原则引进教育督导的尝试，充分利用了社会上的评估力量，从一定程度上确保了督导活动的透明
、公开、公正，也使教育标准局能够更有效地发挥对督导评估质量的监督保证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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