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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加快推进教育评价改革落

实落地

2、打好教育评价改革落实“组合拳”



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工作推进会召开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网 2022-11-18）

11 月 18 日，中央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秘书组、教育部在

京召开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工作推进会，深入学习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评价改革

的重要指示，加快推进《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

落实落地。中央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秘书组组长、教育部党组

书记、部长怀进鹏出席会议并讲话，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

长孙尧主持会议。

怀进鹏指出，党的二十大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进程中具

有重要里程碑意义。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教育、科技、人才作

出一体部署，赋予教育以新的战略地位和历史使命，并对深

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完善教育评价体系提出了新要求。习

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教育评价改革，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

系统回答了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

问题，为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

前进方向。总体方案印发两年多来，教育评价改革取得良好

开局和重要阶段性成效。要坚定改革自信，增强改革紧迫感，

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



怀进鹏强调，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要找准突破口，

围绕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以教育评价改革牵引教育领域综

合改革，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增添动

力和活力。一要以评价改革牵引育人方式改革。健全立德树

人落实机制，强化德智体美劳过程性评价，完善综合素质评

价体系，深化基础学科人才和卓越工程师评价改革，深化考

试招生制度改革，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二要

以评价改革牵引办学模式改革。坚持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

加快健全中国特色高校评价体系，改进职业学校评价，引导

不同类型学校办出特色和水平，提高支撑国家战略和服务经

济社会发展能力。三要以评价改革牵引管理体制改革。强化

教育评价的标准引领，完善教育督导和政府履行教育职责评

价，严格控制教育评价活动数量和频次，提高教育治理能力

和水平。四要以评价改革牵引保障机制改革。深化人才评价

机制改革，进一步强化教育经费使用效益的评价，推进教育

评价数字化转型，夯实教育优先发展的基础。

怀进鹏指出，教育评价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关键是要

加强党的领导，打好推进落实的“组合拳”。要增强改革担

当，坚持破立并举、以立为本，建立健全上下衔接、分层贯

通的教育评价制度体系，充分发挥改革试点的示范带动作

用。要加强宣传引导，强化监督问责，努力营造有利于教育

评价改革落实落地的良好环境。



会议以视频方式召开。教育部党组成员，有关部委司局

负责同志，中央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秘书组秘书局、教育部机

关各司局和有关直属单位负责同志，各省（区、市）和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党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事机构负责同

志，各地有关部门和教育部门负责同志，教育部直属高校、

部省合建高校、有关部委所属高校负责同志，分别在主会场、

分会场参加会议。江苏、浙江、陕西和清华大学、北京航空

航天大学负责同志在会上作交流发言。



（中国教育新闻网 2022-11-24）

日前，中央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秘书组、教育部在京召开

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工作推进会，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

十大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评价改革的重要

指示，加快推进《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以

下简称《总体方案》）落实落地。

《总体方案》印发两年多来，教育评价改革取得良好开

局和重要阶段性成效。确立了政府、学校、教师、学生和社

会五大评价主体，提出了改进结果评价、强化过程评价、探

索增值评价、健全综合评价四大评价维度，构建了一个系统

性、科学性的教育评价框架，对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起到

重要、积极的牵引作用，短短两年多时间令教育生态为之一

新。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教育、科技、人才作出一体部署，赋

予教育以新的战略地位和历史使命，并对深化教育领域综合

改革、完善教育评价体系提出了新要求。《总体方案》从党

中央关心、群众关切、社会关注的问题入手，坚持问题导向，

直面教育改革中的难点和痛点，已经取得很多实质性突破和

进展。但是，改革永远在路上，在改革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

新情况新问题，需要进一步落实教育评价改革。尤其是五大

评价主体中的学校、教师和学生评价，更应成为评价改革的



重要突破口和发力点，并以此作为牵引，加快建设高质量教

育体系，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增添动

力和活力。

首先，内外结合推动学校分类评价，助力高质量教育体

系建设。从长远来看，推动学校分类评价，推动学校分类管

理和办学模式改革，不仅是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力推的方

向，更与国家战略所需高度相契合。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开

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教育

领域也迫切需要创造更多赛道，激发不同受教育群体的创新

动力。近年来国家对职业教育非常重视，新修订的职业教育

法规定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

型。但提升职业教育地位仅靠教育内部力量推动还远远不

够，更需要顶层设计层面推进就业、社保和教育等多部门的

内外联动，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协调发展方能见真章。最重

要的是，要让“蓝领”也能够获得更符合其劳动价值的报酬

和尊重，这样学校分类评价亦更有底气。

其次，真刀真枪推进学生多元化评价，大力促进学生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五唯”问题之所以会成为顽瘴痼疾，

是因为这不仅涉及教育问题，更涉及国家人才体制机制和社

会文化观念。家长们普遍唯恐“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依赖

死记硬背、拼命刷题、超时学习的模式，异化了学生的生活

并限制了其他才能发展。这些现象的根源在于对学生的评价



还不够多元。因此，学生评价改革尤其要真刀真枪，要认真

思考如何切中教育的本质和实质，鼓励评价的多样性和多元

化，提高过程性评价和增值性评价的科学性与可操作性。这

样才能让更多学生能够根据自己的兴趣发展自我，让家长不

是总在分数比较中看待和评价自己的孩子，让社会根据岗位

的实际需要选择适合的人才，为国家强盛不断塑造发展新动

能新优势。

最后，上下联动深化教师发展性评价，让教师更好地教

书育人。《总体方案》实施以来，教师评价中“唯文凭”“唯

论文”“唯帽子”的情况已经大为改观。但是，也有不少地

方和学校“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不让奖励论文，那就改为

奖励课题或其他业绩；不让奖励科研成果，那就奖励教学成

果……于是，“五唯”尚未消去，又添“新唯”。未来推动

教师评价改革走深走实尤其应注意这类情况，提防“五唯”

出现新的变种。从源头上来看，主要还是受指标思维的影响，

无论是大中小学都常常被各种排名、评比困扰。如果衡量学

校的基本方面还是各种指标性数据的话，各种指标实现的压

力就会转嫁到教师群体中去。因此，未来更重要的是要上下

联动，进一步完善教师发展性评价标准，为教师创设更好的

教书育人环境。明确不得简单用升学率、学生考试成绩等评

价中小学教师。高校教师评价要大力推行并落实同行评议机

制，扭转教师评价过于依赖“文凭”“论文”“帽子”的局



面，让教师在教学、科研、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等方面贡献

度都能得到合理体现。

教育评价是“牛鼻子”，对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和建

设高质量教育体系都起到重要牵引作用。新时代教育评价改

革已经迈出坚定的步伐，要继续坚定改革自信，增强改革紧

迫感，进一步落实教育评价改革，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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