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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轮”驱动，构建中小学评价改革郑州模型 

 

为发挥评价在教育教学的导向作用，用评价撬动各项改革的

深度发生，郑州市自2013年全面推进中小学评价改革，被确定为

“国家中小学教育质量综合评价改革实验区”。基于体系化的行

政驱动，形成了中小学评价改革“郑州模型”。 

一、革故鼎新，提出“评价育人”郑州主张 

我市坚持“评价育人”的核心理念，把评价作为学校育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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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要素和关键性教育活动，站在“立德树人”的层面去思考、

设计与实践，坚持评价标准指向育人标准，评价过程落实育人过

程，评价结果促进育人措施改进与成效提高。在课堂教学中，推

行教学评一致性设计，倡导评价先行，把教与学的全过程行为统

一到评价标准即育人标准之下，由此让育人目标具体化、育人过

程日常化、育人方式科学化。 

二、“双轮”驱动，构建教育质量综合评价体系 

（一）内外双循环的教育质量综合评价体系 

外部是政府层面（市、县区）的基础教育质量综合评价体系，

主要对学校教育质量及其获得过程进行评价，建立起质量监控、

指导改进的区域化评价机制。内部是以校为本的教育质量综合评

价体系，主要包括教师评价、班级和小组评价、学业评价、综合

评价、创新成果评价等，实施一校一策的教学改进与提升。基于

这个体系，确立了“评价—改进—再评价—再改进”的育人质量

螺旋提升模式。 

（二）上下一体化的教育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我市结合不同学段学生的年龄特点和成长发育中出现的现

实问题，对《中小学教育质量综合评价指标框架（试行）》中的

“关键指标”进行了细化，形成了《郑州市中小学教育质量综合

评价指标体系》。各县区、各学校在此基础上，结合区情、校情

对该指标体系进行进一步的细化，从而构建起既具共性基础又具

有一定县区特色、学校特色的教育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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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学校的教育教学和评价。 

（三）涵盖四种评价的行政驱动机制 

为实现评价改革的持续优化，我市形成了“三会”、“两诊

断”、“一达标”的区域协同推进机制。“三会”分别是：全市

重在方向引领的课程与教学工作会、重在问题解决的校本教研工

作推进会和重在文化建设的德育建设会；“两诊断”是指每年两

次的全域课堂诊断交流活动；“一达标”是指全学段全学科教师

都要参加（学科）课程建设能力达标活动。运用这个机制，以学

业评价为抓手，突出过程评价、综合评价、增值评价，统一了评

价改革思想、改革步调、改革要求，保障了评价育人改革的区域

化实施。 

三、引智借力，实施覆盖全学段第三方评价 

（一）实施义务教育 “绿色评价” 

依托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实

施“义务教育区域教育质量健康体检与改进提升”项目，引导学

校、教师既关注学生学业成就又关注其精神成长，用多元、综合

的评价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每年测评覆盖11个区县，

200余所学校，突出改进功能，促进学生发展的多维提升。经过

几年的监测引导，我市学生睡眠状况、科学素养等得到显著提升；

75所评价改革典型样本学校，200多项基于教学评一体化的新型

课堂样态逐步呈现。 

（二）实施普通高中“增值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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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大连现代学习科学研究院实施“普通高中增值评价”项

目，在综合考虑学生学习起点水平、背景因素的基础上，通过探

查学校、班级、学生的进步状况，客观判断学校教育教学质量，

更有针对性地、科学有效地评价每一所学校的教育教学效能，逐

步从“育分”走向“育人”。我市的增值评价调动了教师教的有

效性和学生学的主动性，学科教学的育人功能得到彰显，创客教

育、学生发展指导、地理实践力课程等在全国范围产生了学术影

响；学校管理更加科学，基于数据引导、优化了文理分科比例，

引领了普通高中的多样化特色化发展。 

四、落地生根，“评价育人”改革成效显著 

（一）倡导了科学的教育质量观。从关注分数、关注升学转

向关注人的发展，教育质量回归到育人质量，回归到人的素质，

回归到人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二）变革了学校的教育策略。学校管理从基于经验转向基

于证据，从基于管理转向基于情怀；从分数管理转向素质管理，

从成绩管理转向文化管理，从学科管理转向课程管理，也改良了

学校的育人生态。 

（三）转变了教与学的行为。教师从关注“教”到更多地关

注“学”，关注“学生”，关注学生的生命发展，注重学科育人

功能的发挥。200多项基于有效教学、深度学习、教学评一致性

教学设计理念的新型课堂样态纷纷呈现。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创

造性得到了较大发挥，探究学习、合作学习、自主学习等先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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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理念和方式正成为常态。 

（四）社会对教育的满意度持续提升。学位不断增加、教育

质量持续提高，初步实现了基础教育均衡和高质量发展，让孩子

在家门口就能上好学校。同时，不断释放的新型教育质量观和综

合评价理念，也在一定程度上转变了社会评价生态，逐步把学生

身心健康、全面发展作为评议学校的标尺；结合民办学校招生改

革等措施，择校热持续降温。 

郑州市将持续实施“评价育人”，多措并举，精准发力，久

久为功，进一步改善区域教育评价生态，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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