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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95/2021_2022__E7_89_B9_E

5_88_AB_E5_85_B3_E6_c67_295357.htm 学生初中毕业不光是

达到国家设定的学科学习目标，也应达到基础性发展目标。

衡量一个初中生是否达到毕业水平，光看学业成绩不行，还

必须对学生的学业成绩和综合素质进行全面鉴定。 “天津市

初中毕业生综合素质评价实施方案”以全面衡量学生综合素

质和体现学生个体差异为出发点，改变过去“一考定终身”

的办法，从道德素养、文化素养、健康素养、艺术素养、社

会适应能力等5个维度对学生进行评价，每个维度分别包含若

干个要素，每个要素分为若干个关键表现，从而构成综合素

质评价指标体系。这个方案不仅在评价内容上创新，在评价

方法上也有较大的改进，力求做到评价主体多元化、评价内

容综合化、评价方法多样化、评价时空全程化，使评价成为

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纠偏除弊路标指向实施素质教育 天津

市现行的中小学评价考试制度与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要求不

适应，这几乎已经成了教育界人士的一致看法。它的弊端显

而易见：强调甄别、选拔功能，忽视改进、激励的功能；片

面追求升学率，忽视学生全面发展；过分注重学习成绩，忽

视个性差异，抑制了个性潜能的发展；过于关注结果，忽视

过程，评价方法单一，基本是“一考定终身”，几门考试科

目分数简单相加作为唯一的升学录取标准，唯分数论的消极

影响严重，违背了素质教育的要求。 早在几年前，教育部要

求各地遵照党中央、国务院和教育部一系列文件精神，坚持

教育创新，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制订与新课程理念一致、反



映课程改革思路并符合本地区教育发展实际的考试评价制度

改革方案。教育部还专门发出了关于积极推进中小学评价与

考试制度改革的通知，提出了关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验区

初中毕业与高中招生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指导全国基础教

育战线进行包括初中毕业生综合素质评价在内的中小学考试

评价制度的改革。 实施素质教育的关键是改革教育评价制度

，上级对学校的评价，学校对教师的评价，教师对学生的评

价，不单是学校管理的基本环节，而是“方向盘”、“指挥

棒”和“牛鼻子”，关系到教育改革的方向。天津市教委主

任靳润成说，此前，结合新课程改革等工作，天津市及区县

曾对学生的评价作过一些探索，如河西、南开、大港、塘沽

等区均从2001年开始结合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验，在小学推

行了学生综合素质发展水平多元化评价。评价内容涉及思想

品德、心理素质、科学文化素质、身体健康素质和兴趣特长

等4个方面，建立了“学生成长记录袋”，并采取学生评、小

组评、家长评和教师评等多种方式，多渠道获取学生发展信

息，使评价成为教育行政部门、学校、教师、学生、家长共

同参与的交互活动。2003年，河西区等又在六年级升七年级(

小学升初中)的工作中，推行学生综合素质发展水平多元化评

价，淡化甄别与选拔，突出改进与激励，立足过程与发展，

除了评价内容涵盖4个方面外，科学文化素质的评价也不再是

各种考试分数的简单相加，而主要评价学生是否能运用各种

学习方式来提高学习水平，是否具有对自己的学习过程和学

习结果进行反思的习惯，是否能够结合所学不同学科的知识

，运用已有的经验、技能，独立分析并解决问题，评价方法

也多元化，使评价过程成为促进教学发展与提高的过程，引



导和激励学生全面发展。 此次制订的天津市初中毕业生综合

素质评价实施方案，经过了广泛的调研论证，从形成多元的

评价目标到制定多样的评价工具，从广泛收集各种资料，到

形成建设性的改进意见和建议，研制者重视每一个环节，将

评价看作一个系统，其目的是建立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评价

体系，通过制度创新，引导学校关注学生全面发展，使学校

的各项工作特别是教育教学工作更加符合素质教育的要求，

同时也充分发挥评价的功能，使评价的过程成为促进教学发

展与提高的过程，力求在初中毕业生学业考试、综合素质评

定、高中招生录取三方面予以突破，为学校实施素质教育提

供保障。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