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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缺乏坚实的社会基础和充分的社会支持是高校教育评价改革成效不佳的重要原因。高

校教育评价改革的社会支持有着深厚的学理渊源，社会发展的用人改革需求和社会变迁对道德的

期待是高校教育评价改革的重要动力来源。高校教育评价改革需要改造包括价值观念、道德规范

在内的社会文化环境，需要充分利用包括社会关系资源、社会文化资源、社会政策制度资源在内的

社会资源的支持。文章从学理渊源、动力支撑、实践路径等方面，深入探究高校教育评价改革的社

会基础，从社会系统中寻找支持、方案与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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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lack of a solid social foundation and sufficient social support is an important reason

for the poor effectiveness of the reform of higher education evaluation. The social support for the

reform of higher education evaluation has a profound academic origin. The demand for personnel

reform in social development and the expectations of social changes for morality are important driving

forces for the reform of higher education evaluation. The reform of higher education evaluation requir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including values and moral norms，and the

full utilization of social resources，including social relations，social culture as well as social policies

and institu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academic origins，motivation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paths，

this paper delves into the social foundation of the reform of higher education evaluation，and seeks

support，solutions and strategies from the socia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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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社会学认为教育是缤纷社会现象的一环，

教育与其他社会结构之间有着密切关系，因而要从

社会角度思考教育存在的问题。高校教育评价问

题也不例外，其根源往往在教育系统之外，是社会

系统中某些不合理现象和问题在教育中的体现。

教育评价改革和方案设计得很好，但很多时候因为

没有考虑社会系统因素，教育评价的效果不佳。“教

育改革者通常会犯这样的错误，即认为学校系统好

像存在于社会真空之中。”［1 ］因而，高校教育评价

改革既要立足于高校自身，对教育的目标、内容、体

制和机制等进行系统规划，还需要跳出教育系统来

思考评价改革，特别是要从作为教育重要支撑的社

会系统中寻找改革的路径。基于这一认知和判断，

探讨教育评价改革社会支持的学理渊源、动力支撑

与实践路径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高校教育评价改革的学理渊源

梳理教育评价的发展史，探究其社会文化基础

和学理渊源，对当代教育评价改革的社会支持研究

具有重要意义。

1.第一代教育评价思想与早期科学管理思想

学术界对 20世纪早期的第一代教育评价思想

的内涵、特征等进行了精确的概括和总结，认为其

显著标志是测量理论的形成和测量技术的大量推

广和应用。如以美国心理学家桑代克为典型代表，

1904年出版的《精神与社会测量导论》标志着教育

测量运动的开始。将自然科学中的统计方法应用

于教育科学中，认为教育质量是一种与价值无关的

客观存在，测量等同于评价。还认为可以将企业中

的科学管理思想运用于教育评价中，教育活动的效

果如同企业产品一样可以被精确计算和测量，可以

被系统化、标准化，美国的教育测量运动是其最典

型的代表。受这一时期科学管理思潮的影响，第一

代教育评价等同于测量，与价值无关，是基于科学

主义的活动。

2.第二代教育评价思想与实用主义思潮

第二代教育评价思想自 20世纪 30年代起发展

迅速，日臻成熟。比起第一代的教育评价测量思

想，价值元素被嵌入到教育评价中，赋予教育评价

一个更加广阔的视野，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泰勒

模式”。其中最核心的是“目标导向”思想的提出，

教育评价聚焦于事实描述基础上的价值，“目标”就

是评价中价值的直观体现。这一时期流行的实用

主义思潮对教育评价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与

1929-1933年的全球经济危机有着重要关联。这场

席卷美国、波及全球的经济危机，使得教育投入大

幅缩水。另外，工厂破产导致失业青年增加，社会

与教育的冲突危机不断加剧，使得全社会对教育价

值、教育功能进行深入反思。以杜威为代表的学

者，提出教育应该是推动和改进社会动力的思想，

应该肩负起改造社会的使命。［2 ］这种进步的教育运

动是实用主义思想的深刻反映。这种实用主义的

社会思潮，使得教育在经济危机后对“目标”即价值

进行了深刻反思，最终孕育了第二代教育评价

思想。

3.第三代教育评价思想与国家主义意识形态

思潮

20世纪 70年代以后，西方价值多元化盛行，教

育评价中的价值“唯一”与多元文化不断产生冲突，

教育评价对价值反思不断走向深入，开始关注包括

国家在内的多元利益相关者的价值诉求，形成性评

价、过程评价的思想开始形成。这一时期以美国国

家主义为代表的社会思潮，对教育评价产生了重大

影响，强调教育评价要重视价值判断，要为国家决

策服务，为国家利益服务。特别是 1950年以后，评

价学校教育的重要标准就是对国家的贡献度。［3 ］这

种教育评价思想和政府强调教育投入与实施绩效

问责的政策有关，最典型的是 1958年美国《国防教

育法》的颁布。此时的教育评价思想既注重评价的

过程，也注重评价的效果和应用，为决策者提供信

息和依据。

4.第四代教育评价思想与新公共管理运动和

人本主义思潮

基于“价值多元”“全面参与”“共同构建”等思

想的第四代教育评价思想，在 20世纪 70年代已经

有所体现，斯达克、斯克里文、古贝和林肯等学者都

是这一思想的代表人物。第四代教育评价思想强

调评价标准的价值多元、形成性和过程性评价、主

客体互动等，这已经与当代教育评价思想非常类

似。这一时期的教育评价思想与 20世纪 80年代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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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和人本主义思潮有着密切的

关系。新公共管理运动和人本主义思潮强调公共

利益至上，以公众的满意度为评价标准，坚持顾客

导向的价值理念等。［4 ］教育作为公共产品，不应该

是少数人的活动特权，应该属于社会大众，教育评

价要真实地反映各利益相关方的意见，这与当时盛

行的人本主义思潮有着密切关联，反映了社会尊重

多元文化，倡导平等、公正，减少歧视、不公平等现

象，关注民主权利，强调个人在社会中的平等。

二、高校教育评价改革的社会动力支持

剖析高校教育评价改革的困境，除了从高校本

身系统探究其内在原因，更要从社会中溯源。

1.社会发展的用人改革需求是高校教育评价

变革的重要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发表重要讲

话时指出，要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坚决克

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

瘴痼疾，教育评价的指挥棒问题必须得到解决。破

除“五唯”顽疾涉及各级政府、学校和各类用人单

位，是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协同配合加以解决的

重大问题。不破除选人用人源头上的不科学导向，

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学校教育唯分数唯升学的

顽疾。［5 ］

“破五唯”思想第一次揭示了教育评价顽疾的

系统性，深刻指出这一问题不仅是教育问题，更涉

及国家人才体制机制及社会文化观念和各利益方

的博弈。“唯分数”“唯升学”“唯学历”等社会选人标

准已经渗透到各类教育的全过程，加剧了全社会的

教育焦虑和教育“内卷”。激烈的竞争与应试教育

模式“培养”了学生死记硬背、不求甚解的学习习

惯，影响了学生的社会群体性发展，社会的用人体

制和机制亟需改革。社会发展的用人改革需求对

高校教育评价改革、培养符合用人单位需要的合格

人才具有重要的牵引作用。社会用人单位招聘时

看学历、看学校的现代版“出身论”还时有发生，为

了解决这一社会问题，党和国家出台了包括《深化

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在内的系列政策、

制度，对这一社会问题进行了积极的回应。对公务

员等体制内单位招录、高校毕业生落户、职称评定

等关键领域的用人选人导向进行了引导，以更好地

贯彻“破五唯”思想，鼓励全社会建立“人”“岗”匹配

的人才选拔机制，建立重实绩、重贡献的人才激励

机制。

高校教育评价改革理应而且必须契合国家和

社会政策的重大变化，对社会问题给予积极关照和

回应。只有如此，才能得到社会的认可和支持，才

能夯实高校教育评价改革的社会基础。

2.社会变革的道德期待是推进高校教育评价

变革的动力

社会变革过程中道德失范问题越是严重，民众

的道德品质问题越是突出，对教育的反思和批判就

越是深刻，对高校德育的期待也就更强烈。［6 ］相应

地，高校教育评价改革的任务就越艰巨繁重，因为

教育评价是指挥棒，决定了高校的人才培养导向和

方向。虽然不能把社会道德领域的失范问题归因

于高等教育的不力，但学校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

色，这与高校的责任和使命是分不开的。社会发展

对高校“立德树人”总目标和责任使命的期待，是高

校教育评价改革的重要动力。

长期以来，党和国家一贯重视高校的思想政治

教育工作，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和根本任

务。各个高校也发挥能动性，结合高校办学模式、

培养目标、学科特色、专业特点和资源禀赋，形成了

一大批吻合当前时代特色、成效显著的思想政治教

育模式，产生了良好的育人效果。但也要清醒地看

到，部分高校存在重智育轻德育、重分数轻素质、重

工具理性轻价值理性的现象，高校德育的针对性、

实效性和有效性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与社会对道德

的高要求相比，还有一定的距离，还没有达到社会

民众的预期。为了回应社会的关切，《深化新时代

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指出各级各类教育都应把

“立德树人”的成效作为教育评价的根本标准，要坚

决落实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培养学生成为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高校教育评价改革必须及时反映经济社会发

展的需求，及时回应社会对于教育的评价和反馈，

在与社会系统的良好互动中实现自身社会价值。

“如果要实现社会的重大变革，教育就必须超越学

校的藩篱”，［7 ］自觉地投身经济社会发展变革的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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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进程中，投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及时

反映社会发展对学校教育评价变革的吁求。

三、高校教育评价改革社会支持的优化路径

教育评价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仅从教育领域

入手，割裂了其与社会系统的联系，不能达到预期

的效果，必须要把它放到社会系统中才能得到根本

的解决。高校教育评价改革要充分关照社会环境

因素的影响，切实考虑到社会环境的复杂性。优化

高校教育评价改革的社会支持路径，需要从以下方

面寻求突破。

1.注重社会文化环境的改造

社会文化环境由包括社会价值观念、道德规

范、审美观念等在内的各种被社会公认的行为规范

组成，对高校教育评价改革有着重要影响。首先，

强调工具理性、忽视价值理性、功利主义盛行的当

代社会价值观念亟需改造。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

最初源于康德的批判哲学，在他看来，价值理想是

人的终极目的，而工具理性则是一种技术理性主

义。马克斯·韦伯是学界研究这一问题的典型代

表，其著作《经济与社会》对此进行了经典阐释。他

认为价值理性是一种理想信仰，是对伦理、美学、宗

教等领域的纯粹解释，不管是否取得成就，不掺杂

任何功利思想。而工具理性则是主体为实现自身

的价值目标期待所采取的手段与行动，重视实现目

标的手段、方法和工具体系，更多地关注达成特定

目的的可能性。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作为价值观

念，对社会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8 ］特别是近代以

来，中国社会变革加剧、各种社会思潮涌入、社会文

化多元，传统的社会价值观念逐渐被“异化”，价值

理性导向的社会文化取向逐渐弱化。而追求经济

利益目标达成、个人利益目标实现的工具理性文化

导向逐步得到强化，由此导致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

盛行。这种社会价值观念蔓延到社会的各个方面，

对我国教育事业发展也产生了重大影响。某种程

度上教育沦为了一种手段，一种强调知识和技能运

用的工具，当代教育朝着标准化、批量化的方向发

展，教育的功能和价值被异化，这已经背离了教育

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不利于高等教育评价改革的

推进，在这种形势下社会文化环境的改造亟需引起

全社会的重视。

其次，见利忘义、唯利是图的社会道德环境亟

待改善。当前我国处于社会的转型期，传统的道德

体系失去了权威性，而新的价值观念又处于构建阶

段，这一时期的社会道德环境呈现出高度复杂性。

新、旧道德体系和评价标准混杂，中西道德标准冲

突，在这种交错复杂的文化环境中，社会道德环境

表现出“迷乱”和“无序”。社会经济环境领域中的

“义”与“利”矛盾、市场经济中金钱至上等价值观泛

化到了政治和文化领域，引起社会道德危机。这也

给高校教育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增加了高校教

育改革的难度。为此，国家出台了《公民道德建设

实施纲要》等文件，对这一社会问题进行了及时回

应和干预，对新时代包括“义”和“利”关系在内的社

会公德进行了规定，提出了社会的共同利益和共同

意志，净化了社会风气，凝聚了社会道德共识，这也

为推动新时代高等教育评价综合改革提供了良好

的社会文化环境支持。

2.充分利用社会资源的支持

社会是教育改革的土壤，社会环境是教育改

革离不开的根基，社会认可是教育评价的重要标

准。［9 ］我国的高等教育已经进入了全面深化改革的

关键阶段，新旧体制的转轨已经基本实现，目前处

于新体制建设的攻坚期。教育评价事关高校教育

改革的方向，是教育改革的关键环节。高校教育评

价改革的任务越是艰难，就越需要构建一个包含社

会不同领域、渠道、主体的社会支持系统，充分利用

各种社会资源的支持。这里的社会资源主要是指

能够促进教育评价改革的社会系统层面的框架性

资源，而非支持教育评价的直接性资源，主要包括

社会关系资源、社会文化资源、社会政策制度资源

等方面。

第一是社会关系资源。主要是指高校教育评

价的相关机构在与社会网络中其他相关组织的持

续交往与互动中所获取的社会关系资源。格兰诺

维特用“强关系”和“弱关系”来概括和分类这种网

络关系。“强关系”主要存在于组织内部，因为同质

性导致具有的资源是重复的；而“弱关系”则发生在

不同组织之间，因为资源差异性产生了很好的互补

性，需要组织给予更多的重视。基于“弱关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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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要积极构建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与高校等不同

社会力量参与教育评价改革的协同机制，发挥社会

关系资源的支撑功能。高校教育评价改革要跟社

会改革形成联动，构建充满活力的社会协同育人机

制，让社会成为高校教育评价改革的真实场域，进

而为教育评价改革提供丰富的社会关系资源。第

二是社会文化资源。泛指支持高校教育评价综合

改革的传统价值观、社会信念、风俗习惯等社会文

化方面的资源。文化嵌入观点认为，组织行为目标

的实现离不开社会文化因素的支撑，社会文化差异

对组织行为会产生重要影响。在高校教育评价改

革的推进过程中，社会文化，特别是教育价值观是

影响教育评价行为和标准的深层次因素，是基础性

的社会资源。但由于社会文化是长期积淀形成的，

新旧文化的交替是一个相当艰难的过程，因此需要

全社会给予高度关注和重视。第三是政策制度资

源。主要是指高校教育评价改革的公共政策、法律

法规及其他制度方面的资源。制度嵌入理论的代

表性人物阿波拉菲亚等人认为，政府制度对组织行

为和目标的实现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它既有利于

组织更好地获取外部资源，但也会影响和制约组织

的发展。为此，高校教育评价改革的推进，需要党

和国家提供政策制度资源给予积极的支持和保障，

将教育评价嵌入政策制度网络，这既有利于高校教

育评价改革获取更好的资源和提高工作有效性，也

有利于通过国家政策制度的规范和约束，体现高校

教育评价改革的权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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