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吉林辽源：综合素质评价多元主体权重不同 PDF转换可能丢

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66/2021_2022__E5_90_89_E

6_9E_97_E8_BE_BD_E6_c67_466067.htm 吉林省辽源市：综合

素质评价多元主体权重不同 2005年初，吉林省辽源市确立了

以学业考试改革为基础、以综合素质评价为重心、以高中招

生制度改革为突破口的系统改革策略，在全市启动了中小学

生综合素质评价工作。 抓住重点，保证评价的科学性 一是制

订了《辽源市中小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工作方案》，使全市中

小学和师生明确了综合素质评价的基本要求。二是根据学生

身心发展特点与素质要求，构建了以道德品质、公民素养、

学习能力、交流与合作、实践与创新、运动与健康、审美与

表现7个维度、20个要素为内容的评价体系。三是运用了科学

的评价方法，采取了先定等、再赋值、后合成的评价办法，

规定了等级合成的具体程序。四是建立了局、校、班三级评

价组织和公示、申诉、诚信等七项工作制度。五是精心编制

了《中小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手册》，它以评价体系为主线，

以评价记录、评价结果和发展性评语为主要内容，成为学校

实施综合素质评价的有效载体。 突破难点，解决评价的操作

性 一是学生日常行为表现和过程性资料的积累。教育局指导

学校注重积累学生的日常表现、关键性表现和特长表现，评

价行为要有导向性、典型性、普遍性和操作性，要在自然状

态下观察、收集和记录学生的表现，并予以综合分析后再进

行评价。二是等级评定数据的处理。将人工计算、简便方法

计算与计算机软件处理相结合，提高了评价质量与效益。三

是评价等级比例的确定。经过调研与论证，实行了等级比例



弹性规定。一般A级学生不超过40%，B级和C级的学生要根

据班级学生的实际分别控制在一定的数量范围内，D级学生

原则上不确定比例。四是评价的主体与方式。全市中小学在

评价中强调主体多元化，实行本人自评、学生互评、教师共

评相结合，但在等级生成上的权重不同。五是教师诚信机制

的建立。与教师签订诚信协议，建立个人诚信记录档案。六

是与中小学生评价的对接。全市初中和小学同步开展综合素

质评价。 加强监控，讲求评价的实效性 以专项督导为载体。

组成了全市中小学综合素质评价督导组，坚持每年两次对学

校、县区综合素质评价工作进行检查，详细了解学校在评价

中存在的问题与困惑，然后有针对性地进行指导。对于共性

的问题通过总结会、培训会等形式进行面上的指导。要求各

中小学强化校内评价工作的调控，学校评价委员会对各班级

评价工作进行跟踪和检查，发现问题及时解决，确保了评价

工作的质量。 以综合素质评价作为高中录取依据。把学生的

综合素质评价结果与学业考试成绩共同作为高中录取的依据

：一是对综合素质评价的等级限定适度放宽，把权力交给学

校，除A级的学生给予一定的限定外，其他等级的学生评定

不确定具体的比例限制。二是实行了指标生分配到校，在学

生综合素质评价结果为A的前提下，根据分配的指标生数量

由学校按学业考试成绩由高到低进行录取。三是综合素质评

价结果在高中招生应用上实行“软着陆”，学生综合素质评

价结果为C级以上(含C级)的，可录取为省示范性高中、省重

点高中的择校生和省重点高中的统招生；学生综合素质评价

结果为B级以上(含B级)的，可录取为省示范性高中的统招生

；在录取时，如中考成绩相同，则综合素质评价等级在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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