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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评价与教育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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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

评价是指对一件事或人物进行判断、分析后的结论。

测量

测量是指按一定法则对事务赋值（数量化）的活动，其目的是

获得对现象数量化的认识，其本质是事实判断。

评定

评定是指在测量的基础上对照常模或准则对评价对象作出结论

的活动。

教学评价

教学评价是以教学目标为依据，按照科学的标准，运用一切有

效的技术手段，对教学过程及结果进行测量，并给予价值判断的过

程。



《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主要内容

《方案》整体内容包括总体要求、重点任务和组织实施三个部

分。总体要求包括指导思想、主要原则和改革目标三个方面。重点

任务包括 5 个方面 22 条，可以概括为“四进一造”，即从党委和政

府层面，推进科学履行教育工作职责；从各级各类学校层面，推进

学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从教师层面，推进教师践行教书育人

使命；从学生层面，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从全社会层面，

营造用人评价良好环境。22 个条目总体上围绕破唯分数、唯升学、

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五唯”顽瘴痼疾展开。

“五位一体”本科教学评估制度

“五位一体”的本科教学评估制度，包括自我评估、院校评估、

专业认证与评估、状态数据常态监测、国际评估。

本科教学评估制度“五个度”

培养目标的达成度、社会需求的适应度、师资和条件的支撑度、

质量保障运行的有效度、学生和用户的满意度。

评价主体

评价主体是指主导评价活动的人与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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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度

信度（Reliability）即可靠性，是指采用同一方法对同一对象进

行调查时，问卷调查结果的稳定性和一致性，即测量工具（问卷或

量表）能否稳定地测量所测的事物或变量。

效度

效度（Validity）即有效性，它是指测量工具或手段能够准确测

出所需测量的事物的程度。效度分为三种类型：内容效度、准则效

度和结构效度。

诊断性评价

诊断性评价是指在教学活动开始前，对评价对象的学习准备程

度做出鉴定，以便采取相应措施使教学计划顺利、有效实施而进行

的测定性评价。诊断性评价的实施时间，一般在课程、学期、学年

开始或教学过程中需要的时候。

形成性评价

形成性评价是在教学过程中，为调节和完善教学活动，保证教

学目标得以实现而进行的确定学生学习成果的评价。形成性评价的

主要目的是改进、完善教学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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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性评价

总结性评价是以预先设定的教学目标为基准，对评价对象达成

目标的程度即教学效果做出评价。总结性评价注重考察学生掌握某

门学科的整体程度，概括水平较高，测验内容范围较广，常在学期

中或学期末进行。

相对评价

相对评价法是从评价对象集合中选取一个或若干个对象作为基

准，将余者与基准做比较，排出名次、比较优劣的评价法。

绝对评价

绝对评价法是在被评价对象的集合以外确定一个客观标准，将

评价对象与这一客观标准相比较，以判断其达到程度的评价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