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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还能清晰地记起迎接新世纪曙光时的一份欣喜和期望，如今，新世纪却已跨入了第六个年头。
聊以自慰的是，我和我的合作伙伴们，在探索中国基础教育改革之路上没有停步。
现在奉献给读者的这套“世纪初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研究丛书”，就是我们这支“改革小分队”五年研
究的成果结集，也是“世纪之交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研究丛书”①的延续和超越。
　　“延续”，集中体现在前后相继的两套丛书在研究主题上的相关性。
这不但可以从丛书总称中看出，也表现在两套丛书中部分书名的呼应上。
如《“新基础教育’研究史》（本）与《“新基础教育”论》（前）；《学校转型性变革的方法论》
（本）与《学校教育研究方法》（前）；《学校转型中的教师发展》（本）与《教师角色与教师发展
新探》（前）；《青少年发展研究与学校文化生态建设》（本）与《学生自我发展之心理学探究》（
前）；《中国基础教育评价的积弊与更新》（本）和《课程改革与课程评价》（前）等。
这种延续本身就反映了基础教育改革的丰富性和艰巨性。
　　“超越”，主要体现在二个方面：其一，本丛书的主题更集中到中国基础教育的学校转型性变革
上。
这是研究范围的集聚和对当代中国基础教育变革的趋势与性质认识上深化的表现。
其二，在学校变革的研究范围上，增加了学校教育价值取向，以表演的视角解读教育活动，以教育社
会学的立场研究理念的力量，以及学校转型中的管理变革、教学改革、信息技术与学校教育关系的反
思与重构等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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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基础教育评价的积弊与更新》为“世纪初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研究丛书”之一，是作者在其
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全书共分五章，内容包括：我国传统评价功能下的基础教育评价积弊剖析；西方教育评价功能变革的
历史考察；我国当代转型时期学校变革推进性评价的功能更新；“新基础教育”学校变革评价实践探
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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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基础与方法(一)文献资料的查阅与分析(二)变革实践的参与和研讨第1章 我国传统评价功能下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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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教育评价演进与改革历程中的积弊(一)基础教育评价积弊之一：人在“应式化”评价实践中的有
限性成长(二)基础教育评价积弊之二：“实体性”评价改革与学校变革过程的析离三、我国基础教育
评价积弊根源的多维剖析(一)基础教育评价积弊的根源之一：工具理性评价观念的移植(二)基础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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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在学校内、外部评价管理功能的强化与拓展二、价值认识时期：旨在提供客观证据的管理性评价的
科学化改造(一)从教育测量到教育评价(二)基于目标模式的评价改革(三)评价功能转向下的评价改革(
四)管理性教育评价功能变革的价值论分析三、价值建构时期：旨在提供有用信息的服务性评价的价值
化改造(一)教育评价体系科学化改造中的方法中心主义倾向(二)以主体建构为基础进行评价体系价值
化改造(三)服务性教育评价功能变革的价值论分析四、自我判断时期：旨在提供自主选择的发展性评
价的主体化改造(一)发展性评价体系构建的背景：基于标准化测验的学校绩效责任管理(二)以主体参
与为基础的发展性评价体系主体化改造(三)发展性教育评价功能变革的价值论分析五、教育评价功能
的变革及发展趋势(一)教育评价功能的变革及其发展趋势(二)教育评价的研究模式：在价值论上发生
了新转向第3章 我国当代转型时期学校变革推进性评价的功能更新一、转型时期的基础教育评价改革
探究(一)现有解决评价改革问题的研究思路及对策探究(二)“新基础教育”研究对于学校变革评价功
能转换的探索二、学校变革推进性评价是在“新基础教育”研究中应运而生的(一)学校变革评价旨在
推进和改造学校日常教育实践(二)学校变革评价对于学校转型的推进方式(三)学校变革评价对于学校
转型的随程推进策略三、“新基础教育”研究中学校变革推进性评价的更新性特征(一)学校变革推进
性评价的价值论分析(二)学校变革推进性评价的实践性评价主体(三)学校变革过程指向的复合性评价
内容(四)学校变革实践本位的生成性评价标准(五)旨在推进学校变革的研讨性评价方式第4章 “新基础
教育”学校变革评价实践探索之一：日常化评价一、整合于学校变革过程常态的日常化评价(一)日常
化评价旨在“积成”意义上推进学校变革过程(二)日常化评价的非正式结构形态及内在关系(三)日常
化评价通过研究性变革实践进入学校变革过程(四)日常化评价在学校变革过程中的作用机制二、班级
层面变革实践中“听一说一评课”的反思及重建(一)课堂教学评价改革中的“听一说一评课”之反思(
二)“听一说一评课”评价实践的更新三、学校层面变革实践中“问一答一议事”的创新性探索(一)“
问一答一议事”评价实践的创新性探索(二)不同类型的“问一答一议事”评价活动第5章 “新基础教
育”学校变革评价实践探索之二：中期评估一、承启于学校变革过程节点的中期评估(一)旨在“转化
”意义上推进学校变革过程的中期评估(二)层级多维立体式评价结构设计及内在关系分析(三)中期评
估在整合现有评价功能的基础上推进学校变革过程(四)中期评估在整体推进学校变革过程中进行的创
新性探索二、中期评估的实施过程及其中的转化机制(一)中期评估的策划与理论具化(二)中期评估的
自评与反思研习(三)中期评估的他评和综合研讨(四)中期评估的回馈和反思重建、总结交流主要参考
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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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基于会考的高考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这主要表现为：第一，尽管会考不能完全克服“片追”，
但是确实有利于在纠正偏科、关注全体学生发展等方面，因片面追求高考升学率而致的错误做法；第
二，利用会考信息评价教学，有效地加强了教学管理并增强了学校和教师提高教学质量的责任感，有
利于提高教学质量；第三，在制止乱办班、乱发文凭等方面发挥了作用，有利于加强学籍管理；最后
，作为教学质量评价的一种手段，促进了高中规模与布局的调整，有利于提高办学效益①。
　　高考标准化的改革　　为了使得高考不仅有利于高校选拔优秀新生，而且也有利于克服“片追”
以便中学教学和培养学生能力并发展其智力，高考还需要改变当时传统考试中的命题、评卷等经验做
法，在吸收国外适用于计算机的标准化考试的长处和在现代教育测量理论、教育统计技术的基础上进
行考试标准化改革，使其成为内容合理、命题科学、管理规范、手段现代化的考试。
　　1986年，教育部制订了《改革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逐步实现标准化的规划》（以下简称《
规划》）②。
《规划》明确指出“我们应当，也完全可以在总结传统考试经验的基础上，吸收外国考试的长处，创
造适合中国国情的标准化考试”，由此开始了自科举以来中国考试形式的重大改革，主要体现在命题
规范和考务管理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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