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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贡献中国方案。

中国式教育评价体系的构建路向

（一）改革主体评价，推进科学履行职责

第一，完善党对教育工作全面领导的体制机制。加强

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是办好教育的根本保证。各级党

委和政府要建立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部门各

负其责的教育领导体制，完善定期研究教育工作机制。

第二，完善政府履行教育职责评价。省级政府主要考

核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和关于教育工作的决策部署、落

实教育优先发展战略、解决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教育突出

问题等情况。各地根据国家层面确立的评价内容和指标，

结合实际进行细化。

第三，坚决纠正片面追求升学率倾向。严格落实“三

不得一严禁”要求，对教育生态问题突出、造成严重社会

影响的，依规依法问责追责。

（二）完善评价依据，推进落实立德树人

引导各级各类学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切实推动

把立德树人贯穿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各领域。

第一，完善《幼儿园保育教育质量评估指南》，重点

评价幼儿园科学保教、规范办园、安全卫生、队伍建设、

克服小学化倾向等情况。

第 二 ， 完 善 《 义 务 教 育 质 量 评 价 指 南 》 ， 重 点 评 价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保障学生平等权益、引领教师专业发

展、提升教育教学水平、营造和谐育人环境、建设现代学

校制度以及学业负担、社会满意度等情况。

第三，完善《普通高中学校办学质量评价指南》，主

要评价学生全面发展的培养情况，突出实施学生综合素质

评价、开展学生发展指导、优化教学资源配置、有序推进

选课走班、规范招生办学行为等内容。

第四，健全职业学校评价，重点评价职业学校德技并

修、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育训结合、学生获取职业资格

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毕业生就业质量、“双师型”教师

队伍建设等情况。

第五，改进高等学校评价。改进本科教育教学评估、

学科评估、师范院校评价、高校经费使用绩效评价、高校

国际交流合作评价，探索建立应用型本科评价标准、开展

高校服务全民终身学习情况评价，制定“双一流”建设成

效评价办法。

（三）改革评价内容，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正确的评价“指挥棒”，对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

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一，完善德育评价。科学设计各级各类教育德育目

标要求，引导学生养成良好思想道德、心理素质和行为习

惯。探索学生、家长、教师以及社区等参与评价的有效方

式，将其作为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重要内容。

第二，正视智育评价。完善各级各类学校学生学业要

求，严把出口关。完善过程性考核与结果性考核有机结合

的学业考评制度，严肃处理各类学术不端行为，完善实习

考核办法，引导学生树立良好学风。

第三，强化体育评价。建立日常参与、体质监测和专

项运动技能测试相结合的考查机制，将达到国家学生体质

健康标准要求作为教育教学考核的重要内容，分学段对体

育评价提出具体要求。

第四，改进美育评价。对中小学生学习艺术类课程以

及参与艺术实践活动情况纳入学业要求，探索将艺术类科

目纳入中考改革试点。推动高校将公共艺术课程与艺术实

践纳入人才培养方案。

第五，加强劳动教育评价。实施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

导纲要，引导学生崇尚劳动、尊重劳动；探索建立劳动清

单制度，明确学生参加劳动的具体内容和要求；加强过程

性评价，将参与劳动教育课程学习和实践情况纳入学生综

合素质档案。

（四）优化评价方式，树立正确用人导向

教育评价方式对于引导人才发展具有重要牵引作用。

第 一 ， 深 化 考 试 招 生 制 度 改 革 。 稳 步 推 进 中 高 考 改

革，构建引导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考试内容体系，

逐步转变简单以考试成绩为唯一标准的招生模式。完善高

等职业教育“文化素质+职业技能”考试招生办法。深化研

究生考试招生改革，加强科研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考查。

第二，改革教师评价。在基础教育方面，要坚持把师

德师风作为第一标准，突出教育教学实绩，引导教师上好

每一节课，关爱每一个学生。强化一线学生工作，各级各

类学校要明确领导干部和教师参与学生工作的具体要求。

在高等教育方面，要突出质量导向，重点评价学术贡献、

社会贡献以及支撑人才培养情况，根据不同学科、不同岗

位特点，坚持分类评价。切实精简人才“帽子”，优化整

合涉教育领域各类人才计划。

第三，改革用人评价。树立正确用人导向，建立以品

德和能力为导向、形成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良好局面；促进

人岗相适。用人单位要科学合理确定岗位职责，坚持以岗

定薪、按劳取酬、优劳优酬，建立重实绩、重贡献的激励

机制。

构建中国式教育评价体系，关键在落实。我们要深刻

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树立正

确的教育观、人才观、用人观，正确地认识教育评价的重

要意义，既要“破”积弊，更要“立”新规，勇于探索，

狠抓落实，使中国式教育评价体系促进教育发展，早日实

现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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