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냦! "싌色指标# 훺力每一所学校 "췪善性$ 发展的标杆导向
学业评价是一个过程! 进一步改进和

完善"绿色指标#也是永在路上的过程$ "绿

色指标 %从 $%& 版提升至 !%& 版 !定位更精

确&方位更精细&落位更精准$

关注点多元与提升

为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根据中共中

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深化教育

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 (有关要求 !适应国

家和上海教育改革特别是招生考试制度

改革的新形势新要求 !市教委委托市教委

教研室开展了 )绿色指标 %从 $%& ퟟ向 !%&

的研究$

修订版的中小学学业质量绿色指标

*简称)绿色指标%!%&+!强调)绿色指标%是

对学校教育质量的科学评价! 面向每一所

学校!使每一所家门口的学校都优质,强调

在关注均衡 &质量 &负担的基础上 !在促进

学生全面发展的同时关注学生的终身发

展!从关注平等的教育到关注适合的教育!

从关注基本技能到关注关键能力! 从关注

学校管理到关注学校治理! 从线下测评到

线上线下测评相结合! 不断提高 )绿色指

标%评价的科学性&针对性和实效性$

!上海市中小学生学业质量
绿色指标"!%& 냦

$% 学生学业水平指数
学生学业水平指数! 是指学生对各学

科课程标准所要求内容的掌握情况! 是学

生终身学习和发展的基础! 包含学生学业

水平的标准达成度& 学生高层次思维能力

指数以及学生学业水平均衡度三个二级指

数!分语文&数学&英语&科学和艺术五个学

科进行考察! 通过学科测试收集数据后分

析计算得出$

艺术素养! 是指在艺术学习中用不同

艺术语言反应&表现与创造&并能迁移到其

他情境中的能力$ 艺术素养评估主要从创

造&表现和反应三个维度来测评!)创造%是

指以原创艺术作品的方式表达思想和情

感!)表现% 指的是表演已有艺术作品!)反

应%是指观察&쏨述&分析和评价艺术作品$

不同的艺术形式要求内容有所不同$

在关注学生标准达成度的同时! 也要

关注学生的高层次思维能力$ 高层次思维!

是指较高认知水平层次的心智活动和认知

能力!超越了简单的记忆和信息检索$ 绿色

指标 !%& 主要关注)퓄读与表达%和)问题解

决%两类高层次思维能力$

퓄读与表达!指学生根据需要!从文本

中提取信息& 形成解释! 并做出评价的能

力$ 问题解决指学生在理解问题情境&解决

问题过程中进行的认知过程! 以及沉浸到

问题解决情境中的意愿$

学生学业成绩均衡度包括总体均衡

度 & 区县间均衡度和学校间均衡度三个

方面 $

!% 学生身心健康指数
身心健康! 是学生成长与发展的前提

基础$ 参照'教育部关于推进中小学教育质

量综合评价改革的意见(中对)身心发展水

平%的界定!绿色指标 !%& 版中的)学生身心

健康指数% 包括了对学生体质健康和心理

健康两个二级指数$

学生体质健康!指的是学生的人体形

态结构&生理功能&身体素质等方面处于良

好的状态$ 这种良好的状态在中小学主要

通过身体形态*如身高体重+&身体机能*如

肺活量+和身体素质*如耐力&놬发力&죡韧

性+进行调查!通过体检或体能测试收集数

据并分析计算得出$

心理健康! 是指个体能够适应发展变

化的环境!具有完善的个性特征 !其认知 &

情绪&意志行为处于积极状态!并能保持正

常的调控能力$ 本指数重点是对情绪进行

测评!쯼主要包含情绪状态&情绪稳定性和

情绪管理能力三个方面 ' 通过学生问卷的

主观性问题收集数据并计算分析得出$ 其

中! 情绪状态指学生情感方面的心理状态

*如高兴&难过+$ 情绪稳定性指个体在周遭

事物的影响下!情绪波动的程度$ 情绪管理

能力指个体对自身的情绪反应进行监控 &

评估&修正的能力$

(%学生品德和社会化行为指数
良好的品德!是个人成长&终生发展的

基础! 更是学生成为社会有用之才的重要

条件$ 社会化则反映了学生对社会规则和

价值的内化程度! 具体表现为学生按照社

会规范妥善行事$ 学生品德和社会化行为

指数! 主要包含个人礼仪规范& 쟗社会行

为&国家认同&国际视野四个二级指数$

个人礼仪规范! 指的是为维系社会正

常&适宜的生活!学生必须共同遵守的最起

码的行为规范! 其内容涵盖社会生活的各

个方面!包括仪容&举止 &럾饰 &첸吐 &待人

接物等$ 主要对学生的见面礼仪& 接待礼

仪&公共礼仪 &学校礼仪 &交际礼仪等的规

范达成度进行测量和评估! 通过学生问卷

的主观性题目收集数据后分析计算得出$

쟗社会行为! 指的是学生在社会交往

的情境中有意识地做出帮助他人的行为或

做有益于他人的事的倾向! 主要体现在帮

助&分享&合作&安慰&뻨赠&同情&关心&잫

让等行为上!通过学生问卷的主观性题

目收集数据后分析计

算得出$

国家认同!指

的是学生对自

己 国 家

的

归

属

感 & 责

任 感 和

使命感$ 主

要调查学生

在热爱祖国 &

认可中国传统文

化&民族平等与团结&폂于承担责任等方面

的表现! 通过学生问卷的主观性题目收集

数据后分析计算得出$

国际视野!指的是学生能将世界看成一

个自然&社会&历史的综合体!立足于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建设!理解不同国家与民族的文

化差异!认识&分析和思考世界历史和社会

问题!并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能与不同文

化背景的人开放&合适&有效地沟通$

)% 学生学习动力指数
学习动力! 是学生对学习行为价值判

断基础上的心理驱动总和!是引导&推动和

维持学生参与学习活动的力量! 主要由学

习自信心和学习动机两个二级指数组成 !

通过学生问卷的主观性题目收集数据并分

析计算得出$

学习自信心! 是指学生对自己能

否完成学习任务或达到学习目标的信

念$ 主要体现在学生对个人学习能力

的评估& 对取得优异学习成绩和完成

学习目标的预期等方面$

学习动机! 是指引发与维持学生

学习行为! 并使之指向一定学业目标

的一种动力倾向$ 学习动机主要体现在

学生对学习任务的倾向! 采取的学习

行为 ! 对学习结果的期待和解释等方

面! 主要通过学生问卷的主观性题目收集

数据并分析计算得出$

*% 学生学校认同度指数
学校认同! 指学生对学校的承认和认

可!是学生对所在学校的价值观&学校精神

及文化传统的承认和接受并产生的归属

感!包括对师生关系认同&对同伴关系的认

同&对学校的归属感三个二级指数!通过学

生问卷的主观性题目收集数据后分析计算

得出$

师生关系! 是教师和学生在教育教学

过程中结成的相互关系! 包括彼此所处的

地位&作用和相互对待的态度$ 师生关系主

要体现在教师是否尊重学生!是否公正&平

等地对待学生!是否信任学生等$ 师生关系

认同度的评价主要考察学生对师生关系的

接纳&肯定和欣赏的程度$

同伴关系! 是指年龄相同或相近的儿

童或青少年之间的一种共同活动并相互协

作的关系$ 同伴关系主要体现在同伴间是

否彼此接纳与包容!是否协作与交流!是否

相互理解与尊重$ 同伴关系认同度的评价

主要考察学生对同伴关系的认可& 肯定和

欣赏的程度$

学校归属感! 是指学生对自己所就读

的学校在思想上& 感情上和心理上的认同

和投入& 愿意承担作为学校一员的各项责

任和义务以及乐于参与学校集体活动$ 主

要体现在学生是否认同学校的理念& 是否

积极参加学校集体活动& 在学校是否感到

孤独等$

+% 学业负担和压力指数
学业负担和压力指数从主观和客观两

个方面对学生学业压力进行评估! 包括学

业负担和学业压力两个二级指数$

学业负担! 是指学生在学业方面所承

担的任务&责任与义务$ 벴学生为了达到国

家规定的教育目标和自身素质全面发展的

目的!所进行的预习&复习&作业&补课等各

种行为$ 主要通过调查学生睡眠时间&做作

业时和补课时间来反映学生所承受学业负

担的大小! 使用学生问卷的客观性题目收

集数据后分析计算得出$

学习压力! 是学生对超过自己应对能

力或可能威胁到自身的学业内外环境要求

的反应或感受$ 主要调查学生在学习过程

中产生的心理负担&焦虑等消极的体验!通

过询问学生在做作业 &考试 &课堂提问 &公

布成绩等情境中的心理状态进行考察 !使

用学生问卷的主观性题目收集数据后分析

计算得出$

,% 教师课程领导力指数
教师课程领导力! 是指教师将课程意

识与教学实践相融合! 在教学实践中关注

课程的设计&开发 &实施和评价 !有效开展

课堂教学活动的素养和能力! 主要包括教

师的教学理念& 教学方式和学业评价能力

三个二级指数$

教师教学理念! 指教师对教学的观点

和看法! 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相对稳定

的思想和观念体系! 反映了教师对教学实

践的价值追求! 是影响教师从事课程相关

行为的直接因素$ 教师教学理念包括知识

观&教学观&学生观等 !主要通过教师问卷

的主观性题目收集数据并分析计算得出$

教学方式! 是教师为达到课程教学目

标!在课堂教学过程中采取的途径 &步骤 &

手段$ 主要考察教师在课堂上运用自主&合

作&첽究等方式进行教学的频率与程度!主

要通过学生问卷的主观性题目收集数据并

分析计算得出$

学业评价能力!是教师为了了解

课程与教学实施效果! 对学生学业

情况进行诊断的能力$ 对教师学

业评价能力的考察主要是关注

教师在确定评价目标&设计评

价工具& 分析评价结果等方

面的表现! 主要通过教师

问卷的客观性和主观性

题目收集数据并分析计

算得出$

-% 校长课程领导力指数
校长课程领导力! 是校长

在学校教学管理工作中!通过平

等&合作&互动&分享的领导方式 !

以实现学校办学目标&提升学校教育

质量为目的!在课程设计 &开发 &实施

和评价等课程事务过程中! 对课程活动相

关人员进行引领和指导的能力! 主要包含

课程规划& 课程实施和课程评价三个二级

指数 '通过现场调研&校长问卷&教师问卷&

学生问卷& 家长问卷收集数据并分析计算

得出$

课程规划! 指学校整体的课程规划与

安排!主要考察学校课程理念与定位!课程

体系结构!开设的课程类别与数量!社会实

践性学习&社团活动&科技节艺术节等安排

等!通过校长问卷的主观性题目&学校课程

计划或课程方案文本收集数据并计算分析

得出$

课程实施!指学校根据课程计划!对整

体课程进行有效落实的程度! 主要表现为

学校课程的实际实施情况和配套的保障举

措$ 其中!学校的课程实际实施情况包括开

设课程的门数和课时& 资源和场地的配置

条件等$ 配套的保障举措包括相关规章制

度的建立与实施&教师专业发展支持&家校

沟通等! 通过校长问卷和教师问卷的主观

性和客观性题目&现场调研&相关文本收集

数据并计算分析得出$

课程评价! 指学校对整体课程的监控

和更新! 主要考察学校的整体课程评价框

架&评价手段和方法&评价结果的分析与应

用&资料收集意识等!通过校长问卷和教师

问卷的主观性和客观性题目&现场调研&相

关文本收集数据并计算分析得出$

."教育公平指数
教育公平! 指在符合个人需求的前提

下! 学生能够自由平等得享受当时当地公

共教育机会和资源的状态$ 教育公平是社

会公平价值在教育领域的延伸和体现 !贯

穿于学生整个受教育的过程! 包括机会公

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三个二级指数$

机会公平! 指在符合个人需求的前提

下! 每个学生都有不受任何歧视地接受教

育的机会! 主要表现为学生进入某一学段

学习的机会&在学习过程中接触某类课程&

知识的机会*如校本课程的开设&实验教学

的开展 &学生校本课程的选择 +!通过学生

问卷的客观性题目收集数据并计算分析

得出$

过程公平! 指在教育过程中基于学生

的需求与能力! 为不同学生提供不同但以

平等为基础的教育对待$ 过程公平是起点

公平的延续!结果公平的必要前提!分为客

观和主观两个方面$ 客观方面主要表现为

学生享受与学校类型层次相一致的校园校

舍&硬件设施 &师资力量等客观条件 !主观

方面主要表现教师尊重学生心理与个性特

征!开展因材施教教学模式 *分层教学 &分

层作业&多元评价+!通过校长问卷&教师问

卷& 学生问卷的主观性与客观性题目收集

数据并计算分析得出$

结果公平! 是指在一定培养周期结束

后!学生获得基本相同的学习成就$ 结果公

平的实现需要以机会公平& 过程公平为基

础! 主要侧重于考察学校教育抵消学生不

利的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对其学习成就的影

响的程度!通过学生测试&学生问卷的主观

性题目收集数据并计算分析得出$

$&" 历年进步指数

进步指数!包括学习动力进步指数&对

学校的认同度进步指数等! 起到激励的作

用$ 历年大规模测试数据纵向比较显示!一

些区域不仅学生的学业水平有所提高 !而

且在影响学业水平的一些关键因素也取得

了明显的进步$

룐言

!탬淀芳

!!!"!"#"#$

%&$% 쓪 & 퓂 $' 죕 星期二 专题

绿色指标! 让教育更有优质品格 让教师更有育人艺术 让学生更有成长快乐
引导学校端正办学方向的 #몽标灯$ 引导教师更新育人观念的 %助推器&

!!!짏海市中小学学业质量绿色指标综合评价实施从 $"&냦走向 !"&냦
绿色' 是一种自然成长的

生态( 튲是一种朝气蓬勃的生
机 ' 更是一种健康幸福的生
活)

붫绿色引入教育' 是人们
对教育优质的期盼( 튲是人们
对教育评价的向往( 更是对教
育对象的呵护)

퓚上海' 一项与教育品质
相关* 与办学质量相衔* 与教
师评价相扣 * 与学生成长相
融' 与家长关切相通的上海市
中小学学业质量绿色指标' 붫
%绿色 & 횲入教育的 %生命 &'

붫学业成就导向 %绿色 & 的
%믹点 &' 붫评价染上 %绿色 &

的 %믹色 & ' 붫 %绿色指标 &

作为学业质量检测的 %믹准&'

폐着内容的契合性和比喻的贴
切性)

上海市中小学学业质量绿
色指标' 헢是办人民满意的教
育的标准化定位' 튲是办家门
口的好学校的衡量性站位' 更
是育社会满意的新人的幸福性
落位)

学业! 通常指学习的课业! 是学生学

习的本体! 学业成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学习成效和品质"

学业! 튲是教师教育教学的重心和关

切! 学业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教学的

水准和态度"

学业! 更是教育评价的核心内容和指

标! 学业评价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教育的

导向和价值"

正因为此! 如何科学# 뿍观# 理性 #

有效地评价学业! 헢几乎成为世界性的难

题"

长期以来! 以学生的学科测试分数作

为评价的主要依据乃至唯一依据! 几乎成

为一种习惯性的 $쮼维% 和检测性的 $惯

例%"

面对学生一条条鲜活的生命! 面对老

师教书育人的本分! 面对学校推进素质教

育的责任! 面对教育给人以正面影响和被

教育者积极影响社会的追求! 单一的以分

数评价学业的办法! 功能变得越来越窄!

影响变得越来越弱! 效果变得越来越偏"

于是! 上海拿出勇气和智慧! 率先在

学业评价上开始 $웆冰% 之旅&

'''从 !&&( 年起 ! 上海参加教育部

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 $建立中小学

生学业质量分析反馈与指导系统% 项目!

솬续五次参加学业测试! 积累了开展大样

本学业测试的经验! 初步建立了上海市中

小学生学业质量的数据库" 헢种 $教育健

康体检%! 对把握学业质量的基本情况和

影响学业质量的重要因素能够提供实证依

据! 对改进教育决策# 指导改进教学具有

重要的借鉴意义"

'''!&&. 年 ! 上海参加了国际经济

合作与发展组织统筹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

测试 (/012)! 룃项目主要评价学生运用

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以及对学

习的参与度和学习的兴趣! 늢测量教育公

平程度! 反映学生拥有终身发展潜力的核

心能力! 体现了对学生的发展性评价! 体

现了教育改革的方向" 同年! 市教委成立

了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中心! 通过加强与相

关部门的合作! 研究上海市基础教育质量

标准和监测工具! 具体实施相关监测和评

价项目"

'''!&$& 年 ! 作为教育综合改革试

验区的上海! 돐担了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

点项目 *改革义务教育教学质量综合评价

办法+! 加快与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

发展中心的合作研究步伐! 在吸收多方面

成果的基础上! 提炼出一系列影响学生学

业质量的关键因素! 构建了以关注学生健

康成长为核心价值追求的学业质量 $绿色

指标%"

'''!&$$ 年 ! 经上海市教育体制改

革领导小组同意! 全市以 $绿色指标% 为

依据! 쫗次进行全面质量测评! 뢲盖所有

区县和各类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校"

上海市中小学学业质量绿色指标! 旨

在以学生学业质量的分析 # 评价为切入

口 ! 全面关注学生获得结果 # 水平的过

程, 关注学习的体验与感受, 关注学习的

负担与健康, 关注学生的重要心理素质!

如积极的内部动机# ퟔ信心, 关注积极健

康的师生关系, 关注课堂教学的改革, 关

注校长的课程领导力, 关注学校如何为家

庭社会经济背景不利的学生提供更好的服

务等! 力图构建一个体现素质教育理念的

质量评价体系! 从而从制度层面扭转多年

来完全以分数论质量的局面! 틽导全社会

建立正确的质量观! 펪造实施素质教育的

良好秩序和环境"

上海市中小学学业质量绿色指标! 树

立了一种导向& 볡持素质教育的方向, 确

立了一个标杆& 볡持课程标准的准则, 发

出了一种昭示& 볡持全面的学业发展的观

念, 实现了一种辐射& 볡持多元作用的演

绎"

上海市中小学学业质量绿色指标综合

评价的推出! 是用唯一的分数来评判学业

质量的单一评价制度的终结! 是对以学生

发展为本建立匹配的新的评价方法的重

构! 是在核心素养培养背景下教育导向的

建树"

헢项重大改革! 成为上海基础教育进

入 !$ 世纪 $& 쪱代具有代表性的 $教育事

件%! 成为上海教育综合改革具有里程碑

式的 $뒴新事态%! 成为上海基础教育进

入现代化具有经典性的 $体察事项%"

$绿色指标% 在上海实施六年来! 对

教育的正确导向# 对办学的准确定位# 对

教师的行为改变# 对学生的快乐成长等!

发挥了 $牵一发而动全身% 的作用! 닺生

了 $쟡舟已过万重山 % 的效应 ! 提供了

$뫡看成岭侧成峰% 的借鉴启示"

+쓪旅程! %싌色指标$ 럅大教育改革 "붥变性$ 的递增效应
从 !&$$ 年开始 ! 上海各区县义务

教育阶段中小学校推行学业质量 )绿色

指标 % 测评 $ 作为教学改革的重要杠

杆! )绿色指标% 正在推动上海教育教

学多领域的革新$

)绿色指标%! 触动了上海基础教

育 & 各中小学提升教育质量的敏感神

经! 撬动了教育评价的重要板块$ 上海

市教育委员会教学研究室& 上海市教育

科学研究院& 上海师范大学联合作出的

'中小学生学业质量综合评价---从

/012 研究到 )绿色指标 % 实践 ( 研究

报告! 对 )绿色指标% 的作用进行了归

纳与阐述$

%改善阀&

学生的学习状态

一是学生以平和心态对待测试$ )绿

色指标%评价不针对学生个体!采用抽样

的方式进行! 对学生而言体现了一定的

)좥对象感%和一定的主体参与感$ 学科

测试基于课程标准&以能力为导向!大量

的情景性试题符合学生的兴趣! 使得学

生以心平气和的态度参与进来$

二是学生学习的过程性因素在优

化$ 测试结果显示. 在学业成绩保持大

体相当的同时! 学生学习的过程性因素

一定程度上在优化 $ !&$! 年 ! 学生的

学业负担& 学习压力& 内部学习动机 &

对学校的认同度& 校内作业时间& 校内

补课& 对师生关系和教学方式等方面 !

相比 !&$$ 年均有一定程度的好转 $ 比

如 ! !&$! 年对师生关系评价较好的四

九年级学生占比分别比 !&$$ 年提高了

$(3和 $+3$

%提升器&

教师的教学专业能力

一是转变了教师的教学质量观念 $

)绿色指标 % 对学生发展的全面关注 !

引导教师全面看待学生的成长! 突破以

分数论英雄& 以成绩论成败的传统评价

观念$ 以全面考查学生发展状况! 既关

注学生的学习结果! 폖关注学生的学习

过程和代价, 既关注学生当下的学习表

现 ! 폖关注学生的进步状况 $ 调查显

示 ! !&$! 年上海四年级教师在 )主要

以学业成绩作为评价学生的主要依据 %

选择 )不同意% 的占 ).3! 比 !&$$ 年

增加 )3! 加上 )不太同意% 的! 已达

到 -&3$

二是增强了教师应用数据改进教学

的能力$ 建立基于实证数据改进教学的

机制! 使 )教学"检测"分析"改进 %

逐步成为教师的自觉行为$ 许多学校的

教师能够灵活地运用数据来改进教学 !

在教学内部建立起了 )检测"分析"改

进% 的循环$ 从 )绿色指标% 报告分析

中! 럮贤区教师进修学院附属小学发现

学生的作业难问题非常突出$ 于是数学

组针对教学重难点制作一个个微视频 !

*4$# 分钟 ! 就某一难题 & 易错题的解

决方法进行讲解 ! 并设置游戏通关模

式! 增加学习趣味性$ 把微视频放在校

园网上! 学生随时点播& 回放! 课堂上

学生更加积极了! 作业的正确率明显提

高了! 这样的做法也深受家长的欢迎$

三是提高了教师关注学生学习过程

的能力$ 教师在关注学生全面发展的过

程中! 及时把握每一个学生在学习进程

中出现的状况并加以补救或矫正! 增强

正确使用评价促进教学的体验! 提高教

师敏锐洞察学生学习过程的能力$ 믆浦

区瞿溪路小学在一年级新生 $## 个常用

汉字识字调查中! 认识 -# 个常用字的

学生占 !#3左右! 近 !#3学生识字量仅

在 !# 个字以内! 짵至有 $ 个学生只认

识 ! 个汉字//对仅认识 ! 个汉字的学

生! 教师课堂上给予了更多关注! 랲是

读拼音& 킴笔画& 读短语& 寻找识字规

律这些基础的学习环节! 뿌意地给她更

多机会$ 慢慢地! 她认识的字越来越多

了! 老师也常常在同学面前表扬她$ 到

二年级! 该生有了明显进步, 三年级 !

她赶上来了$

%벤发能&

学校的办学活力

从学校对评价结果的使用来看 !

)绿色指标% 能够帮助学校找到闪光点

和待改进之处 ! 激活了学校的办学活

力 $ 一些原先不引人注目的学

校! 学业表现比较好! 学生负担

比较轻 ! 显示了过硬的育人质

量! 找回了办学的自信, 而有的

传统 )쏻校 %! 通过分析评价结

果! 뷒示了潜在的不足和隐患 !

如学生的校园生活质量低& 学生

对学校的认同度不高! 发现了改

进和提高的空间 $ )绿色指标 %

帮助学校寻找到了持续发展的方

向! 引导学校在与区域& 自身比

较中找到了发展的增长点$

%듟生剂&

一系列配套的改革政策

一是与 )绿色指标% 相协调

的教学政策$ 与 )绿色指标% 相

协调! 出台了 '上海市教育委员

会关于开展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减负增效 & 提高质量 % 活动的

通知(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

小学阶段实施基于课程标准的教

学与评价工作的意见 ($ 特别是

从 !#$( 年学年起 ! 上海在小学

全面推行 )基于课程标准的教学

与评价 %! 뫋心是根据课程标准

科学确定教学基本要求和评价要

求! 促进课程& 教学和评价的一

致性! 教师不能随意拔高教学和

评价要求! 不能随意加快教学进

度! 在教学与评价过程中既关注

知识与技能维度! 也关注过程与

方法&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这两个

维度课程目标的落实! 以及学生

学习方式的变革$

二是落实 )绿色指标% 的专

项政策 $ 全市 $, 个区县均出台

了有关 )绿色指标 % 的改革政

策 ! 其中许多政策是专门落实

)绿色指标 % 的 ! 比如 '松江区

贯彻落实中小学生学业质量绿色

指标的实施意见( '믆浦区推进

落实 0上海市中小学生学业质量

绿色指标 *试行+1 的实施意见(

'浦东新区推进落实 0上海市中

小学生学业质量绿色指标 *试

行 + 1 实 施 方 案 * !#$( !!#$*

年+( 等 ! 在办学行为 & 教学行

动中提出具体落实 )绿色指标 #

的要求$

三是被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和学

校发展性督导$ 上海正推进学校发展性

督导! 将绿色指标作为学校发展性督导

的重要依据之一$ 与 )绿色指标# 相配

套! 上海正在逐步推进中小学生综合素

质评价改革! 其中学生成长记录册已引

入了 )绿色指标# 评价$

%形成仪&

评价改革持续推进的保障机制

一是建立了专业化的评价队伍$ 增

强评价的科学性! 专业化的评价队伍不

可或缺$ 在开展学业质量综合评价的过

程中! 各区县纷纷组建教育质量评价专

业机构! 配备教育评价专业人才$ 市 &

区县通过专题培训& 项目带动等方式 !

提高评价专业人才的实战能力$

二是保持了高强度的政策关注$ 市

政府连续将学业质量评价改革纳入市政

府重点工作! 并加强对评价改革工作的

督查$ 늦出专项经费! 用于全市 )绿色

指标# 的研究与实践, 同时在教育费附

加中列出 )课程评价改革# 项目! 支持

全市评价改革的硬件建设& 技术引进 &

师资培训$

三是营造了积极宽松的改革氛围 $

向社会发布评价结果! 实现区域内公众

对义务教育教学质量的知情权! 在全社

会逐步树立正确的教育质量观! 一定程

度上改变了家长& 社会对学校 )好差 #

口口相传的主观评价状态! 为进一步推

进基础教育内涵建设的改革创新提供了

较好的社会环境$ 뺲安实验小学前身是

新江宁小学 ! 퓸是区内比较薄弱的学

校 ! 由于各种原因 ! 教育质量不如人

意! 对口学生流失严重! 办学遇到很大

困难$ 现在! 社会& 家长& 学生对学校

认同度大大提高 ! 不但对口学生流失

少! 还出现许多家长想方设法把孩子送

进该校的情况$ 出现这样的变化原因有

很多! 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该校在 )绿

色指标 # 中表现引人注目 ! )教学方

式#& )师生关系#& )睡眠时间# 等指

标尤为突出$

%标杆牌&

可复制可推广的教改经验

一是既具有一定的国际水准! 폖具

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一方面! )绿色指

标# 基于我国课程标准! 反映我国教育

宗旨和目标, 쇭一方面! 也坚持国际标

准! 不仅在指标设计& 专业技术方面引

入了 /012 测试的理念方法 ! 而且在评

价结果上也高度吻合! 一定程度上验证

了 )绿色指标 # 的国际水准 $ 比如 !

!#$$ 年上海有 .,3的学生达到八年级

数学课程标准基本要求 ! 在 )解决问

题 # 上达到优良的学生为 ,!3! 这与

!#$! 年 /012 测试数学成绩第一& 解决

数学问题表现抢眼基本一致, )绿色指

标 # 结果显示的学生学习压力较大与

/012 显示的有较多学生对数学学习感

到焦虑基本一致, )绿色指标# 结果显

示九年级学生每天作业时间为 ! 小时左

右成绩最好! 与 /012 每周最佳作业时

间在 $$ 小时左右 *周末时间纳入计算+

比较一致$

二是得到上级部门的高度认可! ퟟ

向全国$ '教育部关于 !#$( 年深化教

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意见( 中明确提出推

广中小学 )绿色评价#$ 在 )绿

色指标# 实践基础上! !#$(

年 '教育部关于推进中

小学教育质量综合评价

改革的意见 ( 出台 $

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

部市共建国家教育综

合改革试验区领导小

组 !#$( 年会议上指

出 )我们正在借鉴你

们还有其他省的办法 !

指导各个省都重视绿色

指标#$ 教育部副部长刘利

民也认为 )绿色指标# 评价是

)促进基础教育健康& 和谐发展的一项

重要制度和机制创新#$ 据不完全统计!

)绿色指标# 推出后! 前来学习交流的

地区涉及 !# 多个省级行政区$ !#$) 年

! 퓂! )绿色指标# 作为地方经验! 在

教育部中小学教育质量综合评价改革研

讨会上作典型交流$

三是得到专业层面的高度肯定! 引

发共鸣 $ !#$! 年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

推进素质教育改革组在调研中认为上海

)绿色指标# 改革 )意义重大#& )是一

个很好的榜样#& )如果能全面实行起

来! 将对全国基础教育有很大的帮助#$

!#$) 年 $ 퓂 ! 以 )绿色指标 # 为载体

的 )改革义务教育教学质量综合评价办

法# 被专家组鉴定为 )在全国同类研究

中居于领先水平//评价等级为优 #$

!#$) 年 ( 퓂 ! )绿色指标 # 研究成果

在上海市基础教育教学成果奖评选中获

得特等奖$

四是被社会公众高度关注! 充满期

待$ '人民日报( '中国教育报(& 中

国教育电视台& 东方卫视等多次跟踪报

道 )绿色指标#! 引发了积极的社会反

响$ 中宣部理论局出版的 '뇧证看务实

办 . 理论热点面对面 !#$!( 中把 )绿

色指标 # 作为破解 )素质教育如何推

进 # 难题的一项重要举措 $ !#$( 年 !

)绿色指标# 评价被中国教育报& 中国

教育新闻网评为第三届全国教育改革创

新特别奖$

%쟋动杆&

붨立学生教师学校区域
立体评价体系

上海市教委教学研究室副主任纪明

泽认为! 在社会转型发展的背景下! 上

海希望通过评价的改革来撬动课程教学

的改革! 通过课程教学的改革来撬动学

校整体的变革$ 上海提出要关注学生的

学业质量! 对学生的学业质量用绿色指

标进行综合评价! 并在学业质量综合评

价的基础之上! 结合教师的教学评价 !

学校的办学评价进行区域性的教育质量

评价$ 从教育的价值取向上! 绿色指标

追求的是高水平& 低成本& 可持续的质

量观$

%잿引擎&

%뷡论源自证据'럖析产生行动&

的操作机制

基于 )绿色指标# 的测试结果! 上

海形成了 )结论源自证据! 分析产生行

动# 的操作机制$ 上海市区县及各学校

在实践上的主要做法有. 第一! 应用绿

色指标评价的方法& 程序改进区县学校

的日常测验 ! 综合了学科测

试& 背景调查问卷 & 观察

记录相结合的评价方

式 , 第二 ! 构建以校

为本的质量保障体

系 ! 加强了项目推

进与队伍建设相结

合 , 第三 ! 对改进

实践的过程与效果!

建立了自我评估的机

制$ 在评价改革的推

进中! 协同的改革举措

有. 第一! 实施学生综合

素质评价 , 第二 ! 加强高校

考试招生改革, 第三! 改善学科课程

教学 ! 推进严格基于标准的教学 , 第

四! 推进学校的创新实验建设, 第五 !

改变单一的学习方式! 进一步加强数字

化学习环境, 第六! 推进电子学生证的

使用, 第七! 提升课程领导力! 促进学

校多样化发展$

!#$+쓪度! "싌色指标$ 듟化小学教育优质 "뻹衡性$ 的发展态势
!#$, 年 $! 퓂 !$ 日 ! 在上海市教委

举办的新闻通气会上 !发布了 !#$+ 年度

上海市小学学业质量绿色指标综合评价

结果 ! 显示上海的小学教育质量呈现优

质均衡发展良好态势 ! 家长对学校满意

度比较高 $

多措并举助推本市小学优
质均衡程度提高

!#$+ 年 )绿色指标 #测评数据显示 !本

市小学学业水平优质均衡程度不断提高 !

不同区域& 不同学校& 不同家庭的学生学

业成就较为均衡$ 从达标率看! 连续几年

本市小学生在语文学科和数学学科上的达

标率均在 ..3左右! 处于高位水平$ 从区

际均衡看! 由区级层面的因素造成的学业

成绩的差异比例! 小学语文比 !#$) 年下降

*%$ 个百分点! 小学数学比 !#$) 年下降 $%-

个百分点$ 从校际均衡看! 由学校层面的

因素造成的学业成绩的差异比例! 小学语

文比 !#$) 年下降 !%+ 个百分点! 小学数学

与 !#$) 年基本持平 $ 从学生群体看 ! 쓐

女生 & 上海户籍和非上海户籍学生的语

文& 数学学业水平达标率均超过 .-3! 컞

显著差异 , 从家庭经济社会背景的影响

看! 学生的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对学生学业

成绩的影响在变小! 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对

学生学业成绩的影响率 ! 小学语文比

!#$) 年下降 +%. 个百分点 ! 小学数学比

!#$) 年下降 !%$ 个百分点 $ 这些数据表

明 . 本市近年来实施的学区化集团化办

学& 붼区义务教育学校委托管理& 新优质

学校集群发展等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

展的举措取得了积极成效$

学生身心健康* 学习兴趣*

学习习惯得到良好培育

数据显示! 本市小学教育质量得到全

面关注! 学生的身心健康& 学习兴趣& 学

习习惯得到良好培育$ 本市约 .#3的学生

有较强的学习自信心和较强的学习动机 !

并且认为学习本身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学

生体质状况持续改善! 本市小学生 '国家

学生体质健康标准 ( 达标率为 .+%,3! 比

!#$) 年提高 $%! 个百分点$ 学生对作业的

适应性增强! 认为老师布置的作业难易适

中 & 比较容易和非常容易的学生占比为

.*%-3 $ 学生学习品质呈现良好水平 !

-$%!3的学生表示自己喜欢利用小组讨论来

学习! -.%(3的学生会尝试用多种方法解决

一个问题! -,%$3的学生了解自己的不足并

进行有针对性的复习! ,-%(3的学生在上课

时能够主动地提出问题 $ 这些数据表明 !

近年来本市实施的小学基于课程标准的教

学与评价& 学生学习基础素养等方面的工

作正在逐步显现成效$

복轻学生过重课外负担须
形成合力

数据也显示! 本市小学生学业压力有

所减轻! 师生关系良好! 家长对学校教育

认可度比较高! 但学生课外学习负担依然

较重$ 学生睡眠时间有所改善! 죔需加强

保障 ! .*%!3的学生认为自己睡眠时间充

足! 每天睡眠时间在 . 小时以上的学生所

占人数比例比 !#$) 年提高 !%! 个百分点 $

学生的学习压力比 !#$) 年略有改善$ 师生

关系良好! .+3的学生对师生关系的评价

较高$ -,%)3家长对学校的满意度比较高!

家校沟通状况比较好$ 同时! 数据反映学

生放学后的体育活动时间和自主学习时间

偏少! 有 )(%)3的小学生反映参加了校外

与考试学科相关的补习活动$ 减轻学生过

重的课外负担& 提升学生和家长对学校的

满意度! 还需要政府& 学校和社会的共同

努力$

综合学业水平达标率 & 成绩均衡度 &

家庭经济社会背景影响度& 学业负担等指

标 ! 믆浦区 & 웕陀区 & 퇮浦区 & 뺲安区 &

长宁区表现较好$ 从跨年度进步看! 럮贤

区& 믆浦区& 长宁区& 뷰山区& 웕陀区进

步较明显$

죃 !싌色指标" 닺生
教育良好生态的指标意义

教育评价!是教育领域中的题中之

义! 튲是教育走向现代化的重大课题!

而学生评价是教育评价的重要内容!튲

是促进学生健康快乐成长的主要因素"

基于此!컒们推出上海中小学学业

质量绿色指标! 有着教育学意义的追

寻!有着教育改革的初心!有着对教师

专业发展的关切!更有着对学生成长规

律和幸福成长的期待"

쮵到底!对学生学业评价是牵一发

而动全身的事情! 关系教育观念的考

量#教育行为的考察#教育环境的考证#

教育效果的考证! 헢种评价的视角#方

法#手段!횱接影响教育的走向#教师的

行为和学生的感受"

事实上!上海中小学学业质量绿色

指标及其综合评价!不是简单的评价技

术的改变! 而是一场教育

目的的完善# 教育观念的

更新#教育品质的凝炼#教

育过程的优化# 教育方法

的优质# 教育环境的匹配

的深刻变革! 횱指教育核

心#育人宗旨和办学方向"

通过 $绿色指标 %的施行 !

죃教育更有优质品格 !죃

教师更有育人的艺术 !죃

学生更有成长的快乐 !헢

大抵就是其的价值所在和

基本意义"

教育! 要有百姓称道的满意度!要

有学生幸福的获得感!$绿色指标%是一

种导向和架构"要通过$绿色指标%的多

元作用! ퟌ生对教育优质的贡献率!닺

生对教育生态的成长性! 볈是目的!튲

是过程"

教育评价及其学业评价! 不会是

$一锤定音%的!认知#实践!퓙认知#퓙

实践!헢样的循环反复!会使评价目的

更为清晰#评语手段更为科学#评价效

果更为显著!因此$绿色指标%从 $%# 向

!%# 升级! 其实反映了学生学业评价的

发展规律!튲揭示了永在路上的运行属

性"죃$绿色指标%닺生教育良好生态的

指标意义 !无论对教育 #对学校 #对教

师# 对学生都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大事!

值得探究和提升"

+作者为特级教师*上海市教育委
员会教学研究室主任,

!"#냦指数
$%学生学业水平指数"!%学生学习

动力指数"(%学生学业负担指数")%师生
关系指数"*%教师教学方式指数"+%校长
课程领导力指数",%学生社会经济背景
对学业成绩的影响指数"-%学生品德行
为指数".%学生身心健康指数"$#%뿧年
度进步指数#

$%&냦指数
$%学生学业水平指数 5!%学生身心

健康指数5(%学生品德和社会化行为指
数 5)%学生学习动力指数 5*%学生学校
认同度指数 5+%学业负担和压力指数 5

,%教师课程领导力指数 5-%校长课程领
导力指数5.%教育公平指数5$#%샺年进步
指数#

쿠关链接 "绿色指标# !&룶指向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