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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政府履行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职责情况分析
———基于 10省份教育评价政策文本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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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省级政府既是中央教育评价改革政策的组织实施者，也是地方教育评价改革的组织发起
者，在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中居于重要位置。通过对部分省份教育评价改革政策文本的分析发
现，省级政府在教育评价改革的注意力配置和政策创新性等方面既取得了突出成绩，也存在不足之处，
需要研究者对其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探讨。为进一步发挥省级政府在深化教育评价改革中的作用，省
级政府应树立系统思维意识，理顺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凝聚改革合力，强化政府责任，依法推进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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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二十大对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完

善教育评价体系作出了新的重大部署。教育评
价是教育发展的指挥棒，是全面深化教育综合
改革的关键。继续深化教育评价改革，对于实现
新时代教育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
和建设教育强国的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实践表明，省级政府在深化新时代教育评
价改革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一是省级政府作为
教育政策的设计者、组织者、评价者，是教育评
价改革的主要发起力量。在现行教育治理体系
下，政府是教育评价的核心主体，集教育评价
的领导权、管理权和评价权于一身[1]。从一定
意义上讲，新时代的教育评价改革本质上是政
府教育治理方式的转变。二是省级政府的资源
配置权与绩效主义挂钩，是众多评价问题的重
要致因。在整个教育评价体系中，政府的评价
方式是指挥棒，是所有教育评价的基本依据。即
便由社会组织开展的教育评价，本质上也是紧

跟政府的导向，抓住学校的关切点开展评价体
系的设计与评价结果的发布。三是省级政府在
国家治理体系中居于承上启下的重要位置。省
级政府既是中央决策部署的贯彻者与执行者，
又是本区域内具体改革实施的设计者和组织
者，是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的关键环节。2020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
价改革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总体方案》），明
确要求必须充分发挥地方党委和政府的领导
与主体作用，树立正确政绩观，营造教育评价
生态体系[2]。

自《总体方案》颁布以来，中央有关部门不
断完善相关制度设计。例如，教育部、中央组织
部、中央编办等部门相继联合印发了《义务教
育质量评价指南》《普通高中学校办学质量评
价指南》《幼儿园保育教育质量评估指南》《特
殊教育办学质量评价指南》等有关教育评价的文
件。与此同时，各省级政府也积极细化实施方
案，至少有 16个省份已出台了本省的教育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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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省级政府教育评价改革实际履职情况
分析

本研究通过对比《总体方案》与各省的政

策文本，并进行文本分析后发现，10个省份的
教育评价改革方案在改革重视程度、改革举措
创新度、改革举措关注点和改革举措可操作性

表 1 10个省份“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相关文件汇总

序号 地区 文件名称
1
2
3
4
5
6
7
8
9
10

河北
辽宁
云南
湖南
安徽
江苏
黑龙江
浙江
江西
河南

河北省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实施方案
辽宁省落实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重点任务具体措施

云南省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实施方案
湖南省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实施方案
安徽省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实施方案
江苏省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实施方案
黑龙江省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实施方案
浙江省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实施方案

江西省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两清单一安排”
河南省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实施方案

颁布机构出台时间
2021年 7月
2022年 3月
2022年 1月
2021年 11月
2021年 7月
2021年 11月
2021年 7月
2021年 1月
2021年 6月
2022年 5月

省委
省委、省人民政府
省委、省人民政府
省委、省人民政府
省委、省人民政府

省委
省委、省人民政府
省委、省人民政府
省委、省人民政府
省委、省人民政府

价改革实施方案。总体上看，新时代教育评价
改革取得了积极进展，特别是在“破五唯”方
面形成了许多好的做法和经验。但与此同时，
教育评价改革的进度、力度和效度与社会各界
的期望尚存在一定差距。因而，一些学者对地
方政府在推进教育评价改革进程中实际发挥
的作用提出了意见或建议。例如：张辉蓉、盛
雅琦认为，部分地方政府推动评价改革的主动
性和创新性有所不足[3]；张善超、仇国伟认为，
部分地方政府有选择地进行评价改革[4]；杨聚
鹏认为，评价改革存在政出多门、效率低下的问
题[1]。综上而论，对省级政府的实际履职情况
作出科学评判、发现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改
进的思路，是一项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工作。

二、研究设计
在我国的治理体系下，省级政府履行教育

评价改革职责的主要模式，是按照中央的统一
规定及结合地方实际制定具体的实施方案，将
原则性要求具体化，把纸面上的规章制度落到
实处。因此，深入了解各省出台教育评价改革
实施方案的进度，并对其政策文本的特征进行
分析，是判断省级政府履行深化教育评价改革
职责情况的重要依据之一。

通常而言，政策文本分析主要包括三种类
型：一是通过统计文本中的关键词词频来描述
文本的某些规律性现象或特点的定量分析；二
是从某一视角出发对文本进行阐释的定性分
析；三是既有定量描述也有定性阐释的综合分
析[5]。其中，综合分析是较为常用的一种方法。
在对政策文本的结构和内容进行深层次挖掘

的过程中，需要对其中的标题、发文时间、发文
机构、文本结构、信息类别、主题词等变量从文
本形式和文本实质方面进行“解码”，以实现对
研究变量的概念化和操作化[6]。而在政策文
本分析过程中，要将“注意力配置”作为重要观
测点。这是因为，在实质上，政府的注意力配置
就是将注意力资源反复权衡比较后合理分配到
最需要它的各个领域中[7]，所以能够反映“决策
主体基于注意力这种稀缺资源以及自身决策的
有限理性”[8]。

本研究运用综合分析法，在借鉴王迪钊、翁
晨、习勇生、楚江亭、李文辉、李廷洲[7- 9]研究思
路的基础上，应用 Nvivo质性分析软件，导入
省级政策文本并对其进行编码分析，对部分省
份出台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政策文本
进行解读。本研究在文本形式特征变量方面，
主要选取颁布时间和文本结构作为分析对象；
在文本实质特征方面，重点关注政府注意力配
置、文本改革措施与创新度等要素，通过分析
注意力配置把握省级政府推进本地区教育评
价改革的价值取向和实践逻辑。

本研究选择各省政府办公厅、教育厅（教
育委员会）的官方网站，以及万方数据库和中
国法律资源库作为政策文本的样本来源，截至
2022年 9月 30日，共收集到有关深化新时代教
育评价改革的政策文本59份。基于纲领性和
权威性标准，本研究最终筛选出符合条件的10
个省份的政策文本作为样本。这些样本的来源
地既有东部发达地区，也有中西部中等发达地
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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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个方面的表现可归纳如下几个方面。
（一）省级政府对教育评价改革的重视程度

较高
在我国的治理逻辑下，及时贯彻落实中央

文件是地方政府应尽的责任与使命。其中，地
方配套政策文件的颁布时间能够体现出省级
政府改革的主动性、积极性，配套政策文件的
颁布机构代表着各省对中央文件的重视程度，
而配套政策文件的关键词分布则可反映出省
级政府的政治站位。

1.省级政府对中央教育评价改革部署响应
及时，配套文件制定主体层次高

从地方政策文件的出台时间看，在《总体
方案》出台后的两年内，有 16个省份①相继出
台了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的总领性文件。
从文件颁布的时间顺序看，东部经济发达地区
先行一步。其中，浙江省的反应最为迅速，历时
3个月便完成了政策文本的编制并出台了具
体的实施方案，为其他省份提供了参考。以安
徽省为代表的中东部地区颁布配套文件的平
均用时则为 9个月，另有部分省份用时在一年
以上。从文件颁布机构的层级看，《总体方案》由
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颁布，地方政策文本中
除河北省与江苏省的颁布机构是省委之外，其
余 8个省份的文件均为省委、省政府联合颁布。

2.省级政府在教育评价改革的重点内容、
关键指标等主要方面与中央保持密切协同

政策文本中的关键词词频可以有效体现
省级政府在推进教育评价改革过程中的关注
重点。本研究通过将各省的政策文本与中央文
件进行对比，可以分析出省级政府全面系统贯
彻中央总体原则和部署的具体情况。本研究应
用 Nvivo分析软件导出 10个省份政策文本的词

语云（见图 1），以及中央与地方文件中排名前
10的关键词（见表 2）。结合图 1和表 2可以看
出，省级政府以中央政策为蓝本，相关文本的
关键词与中央文件基本保持一致。从关键词可
以看出，在《总体方案》的指导下，地方政策文
本更加强调制度与标准的勘定，更为注重完善
相关细则。
（二）省级政府教育评价改革政策的创新度

有待提高
在坚持中央统一规定的总体原则前提下，

结合地方实际提出有特色、有突破的具体举措，
是省级政府教育评价改革创新性的重要体现
和基本保证。从对 10个省份政策文本的分析
情况看，其内容呈现出以下两个特点。

1.文本结构形式较为单一
各省份出台的教育评价改革政策，具体涉

及党委、政府、各级各类学校、教师、学生及用人
单位等主体。就总体框架而言，各省的政策文
本与《总体方案》在体例结构上保持了高度一
致。这种体例结构的设置，体现出省级政府对
国家宏观政策的遵循，符合我国的地方性法规
合宪性审查要求。而在以中央文件为指导原则，
并结合地方实际进一步细化内容方面，仅有少数
省份的文本结构形式体现出一定的差异化特
征。例如：黑龙江省将学生评价主题下的树立科
学成才观念融入组织实施部分；江西省在学校
改革方面，将《总体方案》的 5项重点内容细化
为 13项。总体上看，各省的政策文本更重视对
国家政策文本的模仿，文本结构形式较为单一，
改革措施均以国家的总体框架为依归，地方特

表 2 中央与地方文件关键词及频次

中央文件

1
2
3
4
5
6
7
8
9
10

注：为保证科学性，以上关键词使用“同义词”分组运行查询，
如“标准”同义词包括“方案、规定、准则”等，因此频次与百分比不
成正比关系。

关键词 频次 加权百分比（%）
教育
评价
工作
学生
教师
引导
学校
标准
实践
制度

96
95
80
46
37
43
31
35
37
29

3.4
3.36
2.09
1.63
1.31
1.17
1.10
1.10
1.04
1.03

地方文件
关键词 频次 加权百分比（%）
评价
教育
工作
学生
教师
制度
学校
标准
完善
引导

1 092
1 063
960
461
439
412
374
418
330
436

3.28
3.01
2.11
1.38
1.32
1.24
1.12
1.12
0.99
0.94

①包括以上 10个省份，其余 6个省份的文件未对外公布。

图 1 10个省份政策文本的词语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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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有所欠缺，缺少有突破性的制度与机制创新。
2.内容趋同度较高
对比《总体方案》与各省的政策文本可以

发现，各省的政策文本与《总体方案》在标题设
置、语言表述、内容涵盖等方面具有较高的一
致性和相似性。例如，《总体方案》在完善幼儿园
评价中提出：“修订幼儿园质量评估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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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学前
教育普及普惠督导评估工作。”[2]而江苏省将
其表述为：“完善幼儿园质量评估标准，重点评
价幼儿园科学保教、规范办园、队伍建设、安全
卫生等情况。优化幼儿园评价办法，健全省、市
优质幼儿园评估机制，实现各类幼儿园质量评
估全覆盖，定期向社会公布评估结果……”[10]

仅有少数省份的政策文本内容与《总体方案》
稍有差异。例如：安徽、河北两省在方案中增加
了改革的地方责任单位；江西省在改革学校评
价、改革教师评价和改革学生评价等多个方面
进行了细致分类；云南省对标《总体方案》形成
任务清单，并建立动态调整机制。

（三）省级政府教育评价改革政策的关注点
均衡度稍有欠缺

省级政府教育评价改革政策文本的注意
力配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地方落实中央文
件的全面性和系统性。以《总体方案》为蓝本，本
研究选择政策文本中的“党委和政府教育工作
评价”“改革学校评价”“改革教师评价”“改革学
生评价”“改革用人评价”“落实改革责任”“加
强专业化建设”和“营造良好氛围”8个二级标
题作为注意力配置研究的指标，并将 10个省份
的政策文本按照以上 8个主题进行编码①。在具
体研究过程中，本研究根据 8个主题，按照词
性进行筛选，将动词作为政策措施的关键词，将
同一主题下的主要措施编码纳入相同的节点
容器，共计编码 1 722项。参考点数目越多，表示
该主题下的措施越多，注意力配置的数值越高。

通过对 10个省份政策文本不同指标的分
析发现，省级政府在深化教育评价改革的措施
上存在较为明显的注意力分配不均衡的现象。
一是“改革学生评价”与“改革教师评价”的参
考点总数显著高于其他指标，相关内容注意力

表 3 10个省份教育评价改革文本注意力配置情况

党委和政府
教育工作
评价

参考点数目
注意力比重
参考点数目
注意力比重
参考点数目
注意力比重
参考点数目
注意力比重
参考点数目
注意力比重
参考点数目
注意力比重
参考点数目
注意力比重
参考点数目
注意力比重
参考点数目
注意力比重
参考点数目
注意力比重
参考点数目
注意力比重

注：注意力比重的数值表示文本中该部分的字数占全文的百分比

改革学校
评价

改革教师
评价

改革学生
评价

改革用人
评价

改革落实
责任

加强专业化
建设

营造良好
氛围

19
4.08%
21

3.61%
10

3.85%
19

3.62%
22

2.43%
16

3.63%
20

3.17%
19

3.79%
7

1.85%
14

3.30%
167

33.33%

37
5.80%
39

6.63%
32

7.09%
38

5.05%
49

6.32%
44

5.18%
34

4.86%
32

5.67%
37

5.61%
37

5.78%
384

57.99%

46
7.16%
43

7.83%
31

8.68%
42

6.81%
55

7.79%
44

6.99%
52

7.98%
36

7.27%
44

8.39%
29

6.17%
422

75.07%

50
7.43%
48

7.48%
33

6.87%
51

8.02%
54

6.55%
42

6.18%
42

6.46%
36

8.61%
56

10.71%
37

6.45%
449

74.76%

8
2.02%
8

1.84%
8

2.83%
9

2.10%
11

1.48%
8

1.02%
10

2.38%
6

2.17%
8

2.12%
7

1.98%
83

19.94%

12
2.01%
9

1.64%
5

2.16%
8

1.88%
8

1.28%
7

1.51%
6

1.09%
7

1.51%
6

1.40%
6

1.37%
74

15.85%

10
2.05%
16

2.94%
6

2.04%
11

1.92%
14

1.75%
10

1.51%
12

2.02%
11

2.32%
8

2.04%
4

0.88%
102

19.47%

5
0.74%
6

1.47%
0
0
5

0.99%
0
0
5

0.85%
4

0.94%
5

1.17%
8

1.87%
3

0.89%
41

8.92%

河北

辽宁

云南

湖南

安徽

江苏

黑龙江

浙江

江西

河南

总计

①由于本研究收集到的文本结构清晰，体例与中央文件保持一致，选定主题能覆盖所有文本，所以并未进行下一
级的编码。

095



沈
阳
师
范
大
学
学
报
二○

二
三
年
第
二
期

比重高。例如：江西省在“学生评价”部分的注
意力比重高达 10.71%；云南省在“教师评价”
部分的注意力比重达到 8.68%。二是“落实改
革责任”与“营造良好氛围”部分的注意力占比
小。例如：黑龙江省在“落实改革责任”部分的注
意力比重仅为 1.09%；云南省和安徽省在“营
造良好气氛”部分的文本覆盖率则为 0。合并10
个省份的政策文本，能够明显看出整体政策的
倾向性。教师评价、学生评价和学校评价是政
策文本的主体内容，参考点数目多且占比均超
过50%，说明各省在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
过程中对于学生、教师和学校三个主体的关注
度最高，措施更加详尽。相对而言，省级政府在
教育工作评价、用人评价及加强专业化建设方
面的注意力占比均低于 20%，因此对教育评价
改革落实过程中的重视程度有待加强（见表3）。

上述状况较为鲜明地体现出我国省级政
府在教育评价改革中的特征，即大部分省份的
注意力配置目标聚焦于学生、教师、学校等直
接关联主体，对于政府工作、责任的认定与追
究主体等内容有所欠缺，尤其是政策宣传工作
的注意力比重较低。省级政府在改革责任落
实、改革政策宣传等方面存有的需要改进之
处，一定程度上印证了省级政府在推进教育评
价改革过程中存在“绕着困难走”的现象，反映
出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的现实困境。
（四）省级政府教育评价改革政策的操作性

有待提升
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涉及面较广，各评价

主体之间具有关联性，因此要求省级政府在改
革过程中不仅要注重整体方案的把握，还要协
调各方、细化政策。《总体方案》要求各地区根
据国家层面确立的评价内容和指标，结合实际
进行细化[2]，但由于未提出更加详细的勘定标
准，导致省级政府在编制政策文本时出现规范
性内容粗细不一、改革进度差距较大等问题。各
省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实施方案的配套
政策落实情况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省级政府已出台本级配套文件。
例如：江西省制定了《江西省“十四五”期间“双
一流”建设实施方案》；辽宁省修订了《辽宁省
高等学校基本科研项目暂行管理办法》；江苏

省颁布了《省教育厅关于深化高等学校科研评
价改革的指导意见》；云南省出台了《云南省义务
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实施方案》。以上省份在实
施方案中均明确提及要制定配套的地方性改
革文件，并要求在短时间内落实出台，体现出省
级政府推动教育评价改革的决心与力度。

第二类是省级政府已提及配套文件的制
定，但尚未出台实施。除以上 4个省份外，其余
6个省份在本级的教育评价改革实施方案中明
确提及要制定配套方案，但还未具体落实。例
如：河北省提出制定《河北省普通高等学校本
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实施办法》；浙江省提出
制定“双师型”教师认定、聘用、考核等办法；湖
南省提出制定《“双一流”建设成效评价实施办
法》；安徽省提出制定完善《中小学教师绩效考
核指导方案》；黑龙江省提出制定《普通高中办
学质量评价标准》；河南省提出制定《义务教育
学校办学质量评价实施方案》。上述省份虽已提
到要制定配套文件，但大多是对文本名称作出
简单规定，只有个别省份笼统提及主要内容。例
如，黑龙江省的《普通高中办学质量评价标准》提
出主要评价学生全面发展的培养情况[11]，但未
对重点内容、具体评价标准等作出细化的说明。

通过上述分析可见，各省对中央推进新时
代教育评价改革决策部署的重视程度均较高，
但在推进教育评价改革的具体举措方面仍存
在不足，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从而在一定程
度上印证了学术界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四、省级政府教育评价改革履职困难的原
因分析
（一）教育评价改革的复杂性、艰巨性
教育评价改革被喻为教育综合改革的“关

键一役”和“最硬一仗”，其重要性、艰巨性和复
杂性都十分突出。

第一，教育评价问题的成因极其复杂。其
中：既有政府治理方式惯性的影响，如以政府
主导、政策驱动、项目牵动、评估检查、自上而
下、由外到内为特征的传统治理方式催生了下
级对上级、学校对政府的路径依赖；也有国家
历史的、现实的战略需求因素，无论是在“站起
来”“富起来”阶段还是走向“强起来”的新时
代，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下，为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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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走通
过重点建设来提高国家竞争力的路径；还有历
史文化传统的影响，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望子成龙等教育理念深深植根于国人的内心；
也有社会主要矛盾的现实影响，无论是在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
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
间矛盾的判断，还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
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
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矛盾的变化，教育都
是优质资源不足、竞争十分激烈的领域。概言
之，教育评价问题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历
史、现实、文化、制度、政府、社会等多重因素交
互作用的结果。

第二，政策落实落地的任务极其艰巨。教
育评价的问题病在教育，根源在社会。教育评
价改革涉及政府教育职责评价、地区教育发展
评价及学术评价、学业评价等不同领域，更涉
及治理理念与治理方式、发展理念与发展方
式、办学理念与办学模式、育人理念与育人模
式等方面的系统改革。让好的政策取得好的效
果，各级政府有很多艰苦的工作要做。深化教
育评价改革，既需要各级党委和政府及教育系
统敢于“啃硬骨头”，也需要社会与文化的系
统性变革；既要有打“攻坚战”的决心，也要有
打“持久战”的耐心。
（二）省级政府教育统筹的现实局限性
作为“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教育领域诸

多基础性的政策是中央制定的。总体来讲，中
央政府是教育评价改革的总体设计者，省级政
府是教育评价改革的主要组织实施者。省级政
府统筹区域内教育评价改革的实效，既取决于
其统筹能力，也与其实际统筹权力有密切关系。
当下，客观存在的责权利不匹配、统筹权力与
能力脱节等问题，使得省级政府在教育改革中
的责任不清晰、角色不稳定、作用发挥不充分，
在推进教育改革上存在避重就轻、选择性改革
等现象[12]。

五、省级政府进一步落实教育评价改革责
任的思路
（一）强化系统思维
省级政府推进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必须

重视统筹协调、协同推进。
第一，坚持统筹谋划与分层推进相结合。

省级政府既要坚决贯彻落实中央的部署，全面
推进“五破五立”，避免“消极变通”、选择性改
革和形式主义，也要认识到“五破”并非并行
的、平摆的，而是涉及不同主体、不同对象、不
同取向、不同方式和不同用途。因此，省级政府
要准确把握“五破”的内在关系及具体内容的
相互联系，明晰哪些是根本问题，哪些是关键
问题；要准确区分评价体系的问题层次、类型，
明晰评价设立问题、评价内容问题、评价方式
问题和评价导向问题的差别。同时，省级政府
既不能割裂改革之间的内在联系，搞各自为战、
单兵独进，也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一个模式
套所有改革，一把尺子衡量所有改革。

第二，坚持正确导向，注重改革实效。省级
政府要坚持立德树人为本，牢记为党育人、为国
育才使命[2]，要把改革的成效体现在各级党委
和政府落实教育优先发展地位、推进教育高质
量发展上，体现在学校按规律办学、科学发展
上，体现在教师教的责任充分落实与专业发展
上，体现在学生学的积极性充分迸发与全面发
展上。

第三，坚持破立并举，衔接紧密。省级政府
要把握好改革的节奏，科学确定改革的阶段性
目标和重点：一方面，要全面清理各类认证、评
估、评价，诸如专业评价、学校评估、学科评估、
学位点增列、各种项目评选、各种人才称号评
选等一系列与政府资源配置相连、事关学校层
级和声誉的项目，推进教育评价关键领域改革
取得实质性突破；另一方面，要紧密结合地方
政府履行教育职责要求制定正向激励措施和
反向约束机制，避免出现评价真空地带，或者
出现导向缺失与混乱的状态。
（二）理顺中央与地方在教育评价改革领域

的事权
省级政府要明确中央与地方及政府与学

校之间的改革责任划分，切实调动地方改革的
主动性和学校改革的创造性，避免形成地方对
中央政府改革的模仿及学校对政府主导的依
赖，克服“地方是传递者”“学校是被改革者”“教
师、学生及社会组织是旁观者”的问题。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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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政府应坚持顶层设计与基层创新相结合、
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相结合的原则，注重发挥
基层的主动性、创造性，区分同一问题在不同
层面的责任及不同问题在同一区域的协同，不
搞文件口径上下一边粗、文件内容上下简单重复，
越往下越要在破解问题的真招实策上下功夫。
（三）凝聚教育评价改革合力
教育评价改革与政府职能转变、分类管理、

资源配置、招生考试制度乃至学校内部的薪酬
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具有密切关联。深化教育评
价改革，省级政府需要树立科学的教育发展观、
人才成长观、选人用人观，凝聚党委、政府、学
校和社会的改革合力，做到各级党委和政府之
间的改革责任分工明确、同级党委和政府的相
关部门之间改革协同有效。

第一，省级党委和政府要发挥承上启下作
用，将中央精神转化好：一是要在配套政策细
化上用心思，在具有本地特色的创新举措上动
脑筋，在结合本地实际落实落地上下功夫，切
实避免层层发文件、以文件落实文件的形式主
义现象；二是要避免责任层层下移，千头万绪最
后都落到学校和教师身上；三是要避免改革措
施虚化，简单放权，搞绝对化。

第二，省级政府既要勇于刀尖向内，带头
改革不合理、不科学的各种评价制度，也要在
指导学校评价改革和引导社会评价改革上履
职尽责。同时，省级政府要高度重视相关改革
之间的协同及政府、学校、社会的协调，做好配
套政策的细化工作，确保本地区的教育评价改
革取得预期效果。

第三，党委和政府的横向相关部门要强化
全局观念，把改革措施衔接好。组织、宣传、编

制、人事、财政、教育、科技等各有关部门要主动
对标中央文件，认领任务、查摆问题、认真改
革。同时，省级政府要避免以往改革中存在的
相关部门之间缺乏有效协同，教育改革政策之
间及教育政策与其他政策之间不对话、不搭
桥的现象，努力实现教育评价改革的系统集成、
协同高效。
（四）依法保障教育评价改革的健康发展
教育评价改革涉及不同主体，牵一发而动

全身[13]，仅靠传统的思维和手段，既无法真正
突破“深水区”，也难以保证改革的深入、持久
和成效。教育评价改革必须在党的统一领导
下，强化改革的法治思维：一是要依法明确相
关改革方的责任要求，完善不同利益主体参与
教育评价改革的行动规则、监督机制和司法机
制；二是要依法约束政府部门的权力，解决有
些地方无限放大绩效评估、绩效拨款的作用，过
度干预学校内部的运行，行政权力介入教学、
科研、学科等专业领域等现实问题；三是要依
法规范社会评价行为，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依法保护改革的成果，把可复制、可推广的成
功经验和模式及时上升为制度[12]。

客观而论，教育评价改革问题极其复杂，
仅凭政策文本分析，并不能全面反映省级政
府履行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职责的情况。即
便是很好的政策，如果离开了良好的改革生态
和基层的努力，也难以达到预期目的。评价省
级政府履职情况的根本标准，是评价改革在
推动区域教育高质量发展上所取得的实际效
果。而对地方教育评价改革成效的科学评价，
还有待在理念、技术与方法上进行更加深入的
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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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Provincial Government's Performance of Responsibility of Education Evaluation
Reform in the New Era

———Based on Study of Education Evaluation Policy Texts in 10 Provinces
Liu Guorui1, Zhang Yi2

（1.Institute of Higher Education, Liaoning University, Shenyang Liaoning 110036 ;
2.College of Educational Science,ShenyangNormal University, Shenyang Liaoning 110034）

Abstract：The provincial government is not only the organizer and implementer of the central education
evaluation reform policy, but also the organizer and initiator of the local education evaluation reform. I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deepening the education evaluation reform in the new era.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policy
texts of education evaluation reform in some provinces, it is found that local governments still have deficiencies in
the attention allocation and policy innovation of education evaluation reform, which to some extent affects the
process and effect of the reform. To further play the role of provincial governments in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education evalu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a systematic thinking, rationalize the powers of the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unite the reform efforts, strengthen the government's responsibility, and promote the reform
according to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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