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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教育评价制度变迁的影响因素、基本规律

与实践启示
——基于教育评价相关政策文本的扎根理论研究

司林波　裴索亚　王伟伟

一、问题提出

我国教育评价制度变迁是政府在不同时代背

景下根据教育评价的特点和需求制定政策的探

索性过程。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中央先后颁布了

《国家教育事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中共中

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关于

深入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促进政府职能改变的若

干意见》等一系列促进教育评价制度发展的政策

文件，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评价制度体系。

国家支持、引导和保障我国教育评价制度发展的一

系列相关政策，既体现了我国教育评价制度发展的

时代特征，也体现出其历史嬗变走向。在70多年的

发展历程中，我国教育评价制度的形成、更替、终

止均受到政治、经济、社会等多种因素的形塑和规

制。如今，“管办评”分离向“放管服”改革纵深发

展、破“五唯”扭转不科学的评价导向等新一轮教

育评价制度改革既彰显了党和国家对教育评价制

度的改革决心，也体现出对旧有评价制度的更替，

是一种典型的教育评价领域的制度变迁。教育评价

问题是决定当今教育改革发展能否健康进行的重

大关键问题[1]。现阶段，为进一步推动我国教育评

价制度改革，建构符合时代要求的教育评价制度，

有必要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教育评价的政策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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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反思和总结，以此来探究我国教育评价制度变

迁的影响因素及其内在基本规律。

目前，国内学术界已对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等各

级各类教育评价制度建设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2-4]，

有的研究成果还基于新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等

不同的理论分析视角对制度变迁的历程、动因等方

面[5-7]进行详细解析，近年来更有研究成果对新时

代教育评价改革的现实背景、内在逻辑以及制度创

新[8-9]等问题进行了探索性研究，然而鲜有研究对教

育评价制度变迁的影响因素及其内在基本规律进行

深层次和系统性的解读。鉴于此，本研究主要探讨以

下两个问题：一是我国教育评价制度变迁的影响因

素有哪些？二是各影响因素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是如

何形塑我国教育评价制度变迁及其基本规律？为更

准确地了解我国教育评价制度变迁的影响因素，进

一步挖掘其背后的变迁规律，本文借助程序化扎根

理论的质性研究方法对教育评价制度变迁的影响因

素进行系统梳理，建构当前宏观研究与微观细节之

间的中层理论，由此揭示我国教育评价制度的变迁

规律，从而为新一轮教育评价制度设计和改革完善

提供理论和实践指导。

二、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一）研究方法

扎根理论是由美国学者Glaser和Strauss于1967

年提出的一种从资料中建立理论的特殊方法论[10](P1)。

这一质性研究方法的提出是为了弥合理论研究与经

验研究之间的分歧，使研究结果更加具有可靠性和

可验证性。当前，学术界应用最为广泛的是以施特

劳斯和科宾为代表的程序化扎根理论。该理论适用

于影响因素类主题的研究，且能够填平实证分析研

究与理论框架构建之间的鸿沟，为定性研究提出了

具体的研究策略和分析步骤[11]。程序化扎根理论一

般通过开放性编码、轴心编码和选择性编码三级

编码的形式，挖掘影响因素以及各因素之间的关系

结构，并由此形成具有因果关系的理论模型。扎根

理论的引入为教育评价制度变迁的影响因素研究

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借鉴，有助于提升教育评价

制度理论研究的科学性和实践指导性。

（二）资料来源

为准确把握本文的研究问题，保证研究的信度

和效度，本研究以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层面的教育

评价政策文本作为分析对象（由于文本收集的时

间跨度较大，未检索到1949年党中央和中央政府

部门颁布的教育评价相关政策文本）。经剔除信息

缺漏及关联度较低的无效政策文本后，最终保留

1950～2020年的120份有效政策文本（部分代表性政

策文本如表1所示）。本文所选取的研究资料为典型

的政策文本，相较于访谈等方式获取数据资料，具

有很好的稳定性和权威性。

三、研究过程：我国教育评价制度变迁
的影响因素模型构建

本研究基于程序化扎根理论对收集的政策文

本进行整理和分析，首先将收集到的120份政策文

本随机抽取90份（3/4）进行开放性编码、轴心编码

表1　部分教育评价相关政策文本一览表

序号 文件名称 发文机关 颁布时间

1 各大行政区高等学校管理暂行办法 政务院 1950/05/05

2 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 国务院 1977/10/12

3 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中共中央 1985/05/27

4 普通高等学校教育评估暂行规定 国家教委 1990/10/31

5 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 中共中央、国务院 1993/02/13

6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
规划纲要工作小组办公室

2010/07/29

7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中共中央 2013/11/12

8 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的通知 国务院 2017/01/10

9 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 中共中央、国务院 2019/02/23

10 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 中共中央、国务院 2020/10/13

注：因篇幅所限，本表仅列出各阶段代表性政策文本，按照时间顺序依次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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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选择性编码等步骤分析，不断提炼概念并予以范

畴化，同时根据各概念和范畴之间的联系归纳出我

国教育评价制度变迁的影响因素，进而构建出反映

现实问题的影响因素理论模型。最后，将剩余的30

份（1/4）政策文本进行理论饱和度检验以进一步修

正和发展该理论模型。

（一）开放性编码

开放性编码是通过细致的分析与总结概括，将原

始资料呈现为一系列重要的概念与类属的过程[12]。在

进行开放性编码的过程中，研究者不带有任何前提

预设，对相关概念与范畴的提炼完全建立在对原始

资料进行逐句、逐段分析与比较的基础之上。为了对

教育评价制度变迁的影响因素进行深入挖掘，本文

首先对原始资料进行了整理，剔除了部分相似与重

复的语句。通过对政策文本进行深入分析，共提炼出

80个初始范畴，开放性编码的部分结果如表2所示。

（二）轴心编码

轴心编码是对开放性编码所形成的众多范畴

予以进一步深化的过程，旨在得到具有更强概括性

或者更高抽象水平的范畴。其主要任务是发现和构

建范畴之间的各种联系，包括因果关系、时间关系、

先后关系、情境关系、相似关系等[13]，从而将前一阶

段得到的范畴有机联系起来。本文通过对开放性编

码得到的80个初始概念进行总结提升，归纳得出了

政府力量、社会组织、学校主体、思想认知等13个

副范畴，然后在副范畴的基础上再次提炼出行为主

体、意识形态、外部环境、制度结构、制度冲突、制

度机会在内的6个主范畴，具体如表3所示。

（三）选择性编码

作为程序化扎根理论的第三层编码，选择性编

码是一个更为聚焦的过程。该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对

轴心编码所形成的多个主范畴以及副范畴做进一步

分析，从中得出具有更强概括性、统领性的核心范

畴，并以核心范畴为中心将其他所有范畴连接起来，

从而形成一条能够贯穿始终的“故事线”。本文通过

对上述13个副范畴的考察，尤其是对6个主范畴的持

续比较分析，进而提炼出“我国教育评价制度变迁

的影响因素”这一核心范畴来概括所有范畴。为继续

探索核心范畴与其他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本文通

过建立“故事线”将各范畴之间的关系展示出来，最

终形成主范畴典型关系结构，具体如表4所示。

围绕主范畴的典型关系结构，我国教育评价制

度变迁的影响因素以故事线的方式呈现出来：我国

教育评价制度变迁的内在逻辑关系可以理解为在外

部环境变化造成的持续压力和行为主体的支持、推

动下，制度本身内在属性和结构发生变化，进而促成

制度变迁的机会产生。其中外部环境是影响教育评

价制度变迁的重要环境因素，对制度的生成、延续

和变迁产生结构性压力。制度结构、制度冲突与意

识形态反映出教育评价制度的内在属性，是影响制

表2　开放性编码节选

部分政策文本内容（原始资料） 初始概念 范畴

各地要及时总结、宣传、推广教育评价改革的成功经验和典型案例，扩大辐射面，提
高影响力

宣传引导 良好氛围

创新评价工具，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探索开展学生各年级学习情
况全过程纵向评价、德智体美劳全要素横向评价

信息技术支持 科技支撑

各级党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要加强统筹协调、宣传引导和督促落实 加强政府领导 组织领导

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领导责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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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实责任 责任分工

推进中外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建设，拓展人文交流领域，促进中外民心相通和文明交
流互鉴

人文交流 文化传递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贯彻教育精神 指导思想

健全保证财政教育投入持续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确保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教育支出逐
年只增不减

财政投入支撑 政府支持

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将对如期完成学前教育普及普惠督导评估目标的地区，
遴选典型经验宣传推广

地区典型推广 宣传引导

经过5年努力，全面实现各级各类教育普及目标，全面构建现代化教育制度体系，教育
总体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

教育重要任务 战略目标

适应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的紧迫需求和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改革的新形势，充分考虑
新型城镇化、全面二孩政策及高考改革等带来的新情况

教育新情形 改革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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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变迁的制度因素。政府、社会组织与学校是教育

评价制度变迁的主体因素，也是推动制度变迁的重

要力量。制度机会是制度变迁过程的关键条件，也

是影响教育评价制度变迁的机会因素。总之，这些

因素在制度运行过程中相互影响、相互作用，通过

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共同绘制和造就教育评价制度特

定的变迁图景和变迁逻辑。据此，本研究通过对初

始范畴、主范畴、核心范畴的进一步分析，在理清范

畴间逻辑关系的基础上，建构出我国教育评价制度

变迁的影响因素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四）理论饱和度检验

理论饱和是停止编码的评判标准，即不能再获

得额外数据以使研究者发现新的范畴，或者即使可

以发现新的变量，但是进一步的资料收集和分析几

乎对概念化没有新的贡献[10](Ｐ275)。本文通过对预留

的30份（1/4）政策文本按照同样的编码方法进行分

析，即进行理论饱和度检验发现，没有出现新的概

念与范畴，各范畴之间的关系也未发生显著变化。

因此，本文所构建的“我国教育评价制度变迁的影

响因素理论模型”在理论上达到了饱和。

、模型阐释：我国教育评价制度变迁
的影响因素分析

教育评价制度变迁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从本质

上来说，教育评价制度变迁是新制度取代旧制度的

转化过程。任何事物的变迁都是诸多因素综合发生

作用的结果，教育评价制度的变迁也同样如此。影

响教育评价制度变迁的因素众多，各因素之间存在

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共同对制度变迁发挥作用。在

经过程序化扎根理论的质性编码后，我们可以发现

影响我国教育评价制度变迁的因素主要包括环境

因素、制度因素、主体因素和机会因素。

（一）环境因素

经济、技术和社会文化环境构成的外部环境是

影响教育评价制度变迁的环境因素，任何制度变迁

表3　轴心编码形成的主范畴及副范畴

主范畴 副范畴 　　　　　　　　开放性范畴

外部环境 经济环境 环境变化、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发展水平、经济条件、运行状况、发展方式

技术环境 科技支撑、技术变革、技术协同、平台搭建、网络覆盖、科技创新、教育技术、信息安全

社会文化环境 良好氛围、文化传递、宣传引导、交流合作、文化继承创新、社会风尚、终身学习

制度结构 权力结构 权责配置、分工协作、结构体系

制度机制 监测评估机制、保障机制、落实机制、协调机制、督导问责机制、培训制度、政府服务机
制、激励机制、工作机制、奖惩制度

组织结构 组织领导、组织目标、责任分工、内部结构、统筹规划、组织协调

制度冲突 利益矛盾 供需矛盾、利益诉求差距、阶段矛盾、矛盾化解机制

意识形态 思想认知 政治意识、认知态度、社会共识、创新认知、基本原则、培养观念、发展思路

价值理念 指导思想、价值取向、基本原则、工作方针、价值目标

制度机会 机会结构 机会识别、改革形势、战略目标、关键环节突破、教育机会、学习机会、机会保障

行为主体 政府力量 政府职责、政府支持、统一领导、政府评价、经费保障

社会组织 社会参评、组织态度、社会责任、组织建设、社会监督

学校主体 主体责任、自我评估、教师评价、依法治校、分类管理、服务能力、办学方向

表4　选择性编码主范畴典型关系结构表

典型关系结构 关系结构的内涵

外部环境的巨变为教育评价制度带来持续的压力，影响着教育评价制度
的变迁

制度本身各因素的冲突与整合，在把握制度机会的基础上，更容易产生
教育评价制度变迁

行为主体是教育评价制度变迁的推动者，既建构制度也受制度约束
行为主体        制度变迁

推动

外部环境         制度变迁
影响

制度变迁

制度机会

产生

意识形态

制度冲突

制度结构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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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离不开外部环境的制约和影响。尽管外部环境

并不能直接决定教育评价制度变迁，但环境因素引

发的制度内部属性的变动无疑是制度变迁的动力之

一。经济发展水平、经济条件和运行状况等构成的

经济环境，带动制度内部各要素发生变化，成为推

动教育评价制度变迁的重要因素。技术环境对教育

评价制度变迁起着明显的推动作用，互联网、信息

技术的发展改变了教育评价的方式，提高了教育评

价的质量和教育管理水平。教育评价制度存在于一

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是制度发展的宏观软环境，

为教育评价制度变迁带来了持续动力。不同时期社

会发展程度和文化环境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教育

评价制度变迁。如《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

划纲要(2010～2020年)》《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

《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等文件均

提出各地要开展广泛深入的宣传活动，推广教育评

价改革的成功经验和典型案例，加强文化交流与合

作，形成全社会关心、支持和主动参与教育评价制

度改革和教育现代化建设的良好环境。总之，经济

环境、技术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共同构成了教育评

价制度变迁的驱动力量。

（二）制度因素

我国教育评价制度的发展和演化离不开内部

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制度结构、制

度冲突与意识形态这三个主范畴作为影响教育评

价制度变迁的重要变量，体现出制度内部因素之

间的相互冲突、组合和完善。其中，教育评价制度

结构是指在教育领域内约束人们行为的规则的总

和，它取决于各个行为主体之间的资源禀赋以及由

此形成的权力结构。制度结构一旦形成，相对比较

稳定，但在外部环境的压力下，也会发生制度结构

的变迁。制度冲突，也即制度矛盾，在教育评价制

度系统内部意指由于认知能力不足、制度不完备或

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而致使制度安排之间存在相

互冲突、矛盾和偏差。如2012年《国务院关于深入

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中提到，目前在区

域之间、城乡之间、学校之间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

还存在明显差距，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高质量教

育需求与供给不足的矛盾依然突出[14]。意识形态

贯穿教育评价制度变迁的历史，是解释制度变迁

的重要内容。制度本质上是被规则化的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可以对教育评价制度发挥指导作用，并

使行动者具有教育评价制度的集体记忆。党和政

府的意识形态变化影响甚至主导着教育评价制度

变迁的进程。教育评价制度处在它与相关因素构

成的结构性关系之中，并受相关因素的影响和制

约，制度内部的结构性互动促成教育评价制度的

变迁。

图1　我国教育评价制度变迁的影响因素理论模型

宏观

中观

中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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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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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体因素

教育评价制度变迁不仅仅是外部环境因素的作

用所致，它本身也是行为主体不断调整、更新和改变

制度的过程。教育评价制度的行为主体既是建构制

度者，又是制度规范的遵守者。行为主体与制度之间

相互影响、相互塑造，制度变迁的根本原因就在于

行为主体的推动。在教育评价制度变迁过程中，政

府力量、社会组织和学校主体三个范畴所构成的行

为主体，各自的角色地位和作用不同。政府力量包括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两者在教育评价制度变迁中

起推动作用，决定着制度的变迁方向和规则。例如

在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中，党和国家扮演着高等教

育的政策制定者、财政支持者与资源调配者等多种

角色[15]。政府拥有大量的行政资源和权力，可以通

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促使教育评价制度发生变革。

社会组织作为第三方评价主体，往往立足于自身的

功能和定位，利用实践和专业优势进行制度建构，

同时汇集同类型组织的共同力量，积极参与到教育

评价中。与此同时，探索教育评价制度的变迁也离

不开学校主体的积极参与，他们和政府力量、社会

组织一同构成制度变迁的重要参与主体。学校一方

面是拥有办学自主权，能够进行自我评价的主体，

可以积极回应和满足社会的各种需求；另一方面又

是教育评价制度的实施者，在教育评价制度变迁中

成为政府调整的对象。虽然政府、社会和学校这三

个行为主体对教育评价制度变迁的影响有明显的

不同，但是三者之间的相互制衡和约束作用共同影

响着制度属性的变化。不同的行为主体及其所拥有

的资源和能力各有差异，各个主体通过协商、博弈

与合作的机制相互融合，对制度做出改变，在制度

框架下发挥着制度建构的重要作用。

（四）机会因素

制度机会是教育评价制度变迁的时间窗口，也

是重要的机会因素。它是在外部环境的刺激、行为

主体的推动以及制度内部各因素的冲突、整合和变

化的共同作用下引发的促成教育评价制度变迁的

时机，主要包括机会结构这一范畴，可以理解为涉

及政治、话语等层面的机会性因素[16]。回顾我国教

育评价制度的变迁历程可知，其制度机会的产生可

能源自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不可预测的外部环境刺

激，如在互联网信息技术发展背景下，1999年《中共

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

的决定》开篇就提到：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

进，国力的强弱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和各类

人才的质量和数量[17]，这对于改革教育评价制度，

培养时代新人提出了更加迫切的要求；二是政府政

策的支持和推动，如1978年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

加速了我国教育评价制度的发展，使得重建教育评

价制度、全面加强教育领域的评价改革成为这一时

期我国教育发展的迫切任务；三是制度内部属性的

调整，制度结构、制度冲突与意识形态这三种制度

因素中任意一种发生变化，都会导致教育评价制度

变迁的机会产生。当外部环境、行为主体、制度属

性三者实现交汇时，就为教育评价制度变迁提供了

重要时机，从而加速教育评价制度发生新旧更替。

因此，制度机会是推动制度变迁的催化剂，教育评

价制度能否变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制度机会的

出现。

、逻辑关系：我国教育评价制度变迁
的基本规律

上述程序化扎根理论的质性研究，初步探索了

我国教育评价制度变迁的影响因素，并构建出教育

评价制度变迁的影响因素理论模型，为我们分析和

把握该研究问题提供了直观、形象的参考，但却没

有完整地解释这些内在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

背后隐藏的深层规律。探索教育评价制度变迁的内

在逻辑关系和深层规律，有必要对各个影响因素进

行系统分解，寻求各个变量之间的逻辑互动关系，

而不是做简单阐述和罗列——既要反映外部环境、

行为主体、制度属性和制度机会之间的互动逻辑，

也要反映制度内部结构、制度冲突和意识形态间的

整合变迁。下面我们将从外部环境、行为主体、意

识形态、制度结构、制度冲突、制度机会这些具体的

影响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入手，详细阐述和解释教

育评价制度的变迁规律，以期对我国教育评价制度

的发展和改革做出科学合理的论断。

外部环境、行为主体和制度属性是分析教育评

价制度变迁的核心要素，其中外部环境代表了宏

观的经济、技术和社会文化环境变迁过程；行动主

体则包括了各种制度变迁的主导者、参与者和推动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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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制度属性是教育评价制度变迁的关键变量，包

括正式、非正式的规则和结构要素，即意识形态、

制度结构和制度冲突。就环境而言，教育评价制度

虽然不会轻易被外部环境所改变，但是环境因素仍

然是重要的制度变迁变量。经济、技术与社会文化

环境是教育评价制度变迁的宏观环境，也是制度生

成的必要条件。外部环境对教育评价制度产生结

构性压力，进而促使制度的生成。教育评价制度在

历史变迁过程的不同时期受到经济、技术、社会文

化等外部环境的影响，并在与制度的结构性互动中

推动教育评价制度的产生。外部环境如经济社会条

件、技术进步、文化传承和创新等是不断变化和发

展的，这反映出教育评价制度与旧制度分离、和新

环境融合的过程。在强调外部环境重要性的同时，

我们也不能忽视行为主体在教育评价制度变迁中

的作用，应该充分认识到各个行为主体所拥有的权

力资源和行为能力等方面的重要性。具体而言，行

为主体的行为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行为主体内部的

互动，二是行为主体对制度内部各要素的影响。当

外部环境处于相对稳定状态，行为主体内部通过

协商，达成共识，形成行动者联盟时，各个主体会

学习和适应教育评价制度，维系制度属性的内部稳

定性，并使其他配套制度也处于相对稳定的延续状

态，进而形成教育评价制度的稳定机制。

教育评价制度生成之后，往往会经历制度存续

的稳定时期和制度变迁时期。在教育评价制度变迁

的关键时期，制度内部可能存在多种可能的修改和

更新，甚至面临制度运行方向的改变。当关键性的

制度机会出现时，制度变迁随即发生。简而言之，

教育评价制度的变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制度内

部诸多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制度结构、制度冲突

和意识形态三种因素中任何一种发生变化都会导

致制度内部属性的变化，当三者匹配程度高且相互

融合较好时，教育评价制度处于相对稳定状态。而

当外部环境的压力和行为主体的推动在制度内部

融合形成合力，致使制度内部冲突程度较大时，可

能出现制度变迁的时机，因为教育评价制度的冲突

必然带来要素的重新调整和组合，以及制度的内生

性变化，从而促使教育评价制度从旧制度向新制度

转变。事实上，我国教育评价制度变迁离不开具体

的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与影

响，这些因素不断自我强化，并共同作用于制度变

迁的方向和演化方式，从而使得我国教育评价制度

产生变迁。

上述分析表明，我国教育评价制度经历了制度

生成、制度延续和制度变迁三个紧密相连的逻辑环

节，并呈现出特定的变迁规律：在每个历史阶段，由

经济、技术和社会文化环境构成的外部环境是决定

教育评价制度生成的驱动力；行为主体、制度属性

和外部环境之间的互动以及三者内部构成要素的

相互作用是影响制度稳定和延续的关键；在某个时

间点，当外部环境和行为主体作用于制度属性，致

使制度内部各因素之间冲突性较强且相互背离时，

教育评价制度的变迁更容易发生。简单来说，教育

评价制度变迁的演化规律就是制度变迁过程中稳

定存在的机制和规律，是外部环境、行为主体和制

度属性三者之间互动产生制度机会的结果，并促使

旧制度向新制度发展演变的过程。这实际上就是

回答制度如何生成、延续和发展的问题。在制度生

成、制度延续和制度变迁的每个环节背后，都有一

些稳定存在的规律性的逻辑因素，它们是解释教育

评价制度变迁逻辑的关键。总之，从程序化扎根理

论的模型建构和阐述中，我们可以抽取和提炼出制

度变迁背后一些稳定存在的逻辑因素，进而探究出

教育评价制度的变迁规律。

、实践启示

本文根据程序化扎根理论对政策文本的分析，

初步探索出我国教育评价制度变迁的影响因素，抽

象、提炼形成对现实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模型，实

现对教育评价制度变迁规律的深层次解读。这对

于我国新一轮教育评价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具有重

要的启发价值。当前研究不仅能够在理论上理清我

国教育评价制度变迁的影响因素与基本规律，也有

助于我们在实践中把握我国教育评价制度变迁的

改革方向。为适应新时代我国教育评价制度改革需

要，未来可能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第一，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培育制度变迁的良

好氛围。教育评价制度的发展可看作是因外部环境

的刺激而做出的回应，会随着外部环境的转变而发

生变革。教育评价制度变迁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

新中国教育评价制度变迁的影响因素、基本规律与实践启示质 量 与 评 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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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进步程度和社会文化环境密不可分。首先，教育

评价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必须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

适应。如果不具备一定的经济条件，制度改革就可

能受到制约。其次，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是教育评

价制度改革不可回避的主题。如可以利用信息技术

在国家或地区层面建设教育评价应用案例库，遴选

典型案例进行宣传推广。最后，可以利用互联网等新

兴的大众传播媒介做好教育评价改革政策的宣传解

读，加快扭转应试化教育评价文化，为教育评价改

革的顺利推进营造宽松和谐的文化环境。

第二，注重多元主体间有序协调，促成制度变

迁合力。教育评价制度是多元主体间沟通协商的结

果，其变迁也必然受多元主体的影响。教育评价制

度变迁的主体不仅仅包括政府力量，还必然需要学

校和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他们对教育

评价制度改革的支持程度，直接影响着制度变迁的

成效和进程。目前而言，国家可以通过透明化、开放

化的协商过程提高政策的有效性和可行性，为教育

评价新政策的顺利推行奠定共识基础。比如，为学

校、专家学者、社会评价组织等利益相关者提供制

度化的利益表达渠道，保证教育评价制度改革决策

均是基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沟通协商所达成的政

策共识，以增强各行为主体对教育评价制度改革的

认同，从而提升教育评价制度变迁的效率。教育评

价制度的出台或变迁必然会涉及到各种群体利益

的改变。因此，在我国教育评价制度变革过程中，

更应充分考虑政府、社会组织、学校等多元评价主

体间资源、能力等变化情况，通过利益整合、矛盾协

调形成合力，共同促进教育评价制度建设形成良性

发展局面。

第三，重视制度本身的研究与反思，形成制度

变迁的内生条件。制度不仅包括规则、程序、结构

和组织，还包括价值、理念和认知等要素。伴随着

我国教育评价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过去一直被忽

视的深层次的体制机制改革亟待解决，这也是影响

我国教育评价制度变迁的重要因素。当下可以通过

对教育评价的价值体系、结构体系、功能体系、制度

体系和运行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来进一步形成教育

评价制度变迁的内生条件。对于教育评价制度变革

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人们对这项制度本身的认知程

度，这是教育评价制度变迁为人们所接受和维持其

合法性的重要基础。因而，在新时代背景下，要从根

本上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思想认识，必须彻底改

变旧有的教育评价思想观念，牢固树立以评促建、

以评促改的价值导向，在全社会树立评建结合、重

在内涵的评价思想，充分调动政府、学校、教师、学

生及家长和社会各界的积极性，真正把教育评价理

念落到实处，从而保证我国教育评价制度变迁的连

续性和稳定性。 

第四，加强教育评价制度内外部互动，把握制

度变迁的关键时机。教育评价制度变迁是一项极其

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通过加强教育评价制度内外

部互动来提升对教育评价制度及其变迁规律的认

识。具体而言，保持环境、主体、制度之间的良性互

动，同时准确把握制度变迁的关键时机尤为重要。

首先，要立足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加快形成更高质

量与更高水平的教育评价需求，为教育评价制度变

迁蓄力。其次，在以政府、社会和学校为核心的教育

评价主体结构中，明确各自各有侧重的评价主体地

位，形成合作联动效应，从而正确把握教育评价制

度的未来发展方向。最后，制度机会作为打开制度

变迁的重要窗口，制度变迁的参与者尤其是政府应

对潜在的制度机会保持高度敏感，当下应以我国教

育领域综合改革为契机，深入推进教育评价改革，

以破除“五唯”等不科学教育评价导向的顽瘴痼疾

为切入点，实现我国教育评价制度的变迁与完善。

总之，我国教育评价制度变迁是一个继承与完

善、深化与拓展、改革与创新的演进过程，其变迁

并非偶然，而是在历史演进过程中多种因素合力作

用的结果，必然遵循一定的自然法则和基本规律。

作为一项制度安排，教育评价制度变迁的影响因素

研究是制度建设和完善的关键。研究教育评价制度

变迁问题必然要基于对现有制度的历史认识，教育

评价政策作为规范性的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教育评价制度变迁的方向。因此，本研究运用程序

化扎根理论的质性研究方法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

教育评价政策文本进行分析，提炼出影响教育评价

制度变迁的环境因素、制度因素、主体因素和机会

因素，并在分析四个影响因素内在逻辑关系的基础

上总结出我国教育评价制度变迁的基本规律，深刻

分析和把握这些基本规律，可以为新时代教育评价

制度改革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和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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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ing Factors, Basic Laws and Practical 
Enlightenment of the Change of Educational Evaluation 
System in China: Grounded Theory Research on Relevant 

Policy Texts of Educational Evaluation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I Lin-bo  PEI Suo-ya  WANG Wei-wei

Abstract:  The change of educational evaluation system is a dynamic process in which the new system is produced 
and is replaced, while it must have its own unique development context and internal law. Using the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 of grounded theor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text of China's education evaluation policy from 1950 
to 2020, and deeply investigates the change in law of China's education evaluation system since the founding of 
China. It finds that,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such as economy, technology and social culture are the driving forces 
for the formation of educational evaluation system; the interaction and mutual restraint among behavior subjects, 
institutional attributes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 are the key points to maintain the continuity of educational evaluation 
system; institutional opportunity is the catalyst to promote the institutional change of educational evaluation. External 
environment, institutional attributes, behavior subjects and institutional opportunities are important factors affecting 
the change of China's educational evaluation system. Equally, these factors have shaped the specific law change of 
China's educational evaluation system. Looking forward to the future, education evaluation system request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new requirements of the times, create a good external environment, and cultivate a good atmosphere 
for institutional change. Furthermore, it requires to strengthen the orderly coordination among multiple subjects and 
promote the resultant force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pay attention to the research and reflection on the system to form 
the endogenous conditions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strengthen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interaction of educational 
evaluation system and grasp the key opportunity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Key words: educational evaluation reform; education evaluation system; institutional change; policy 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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