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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学校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不同的研究视角可以给出不同的回答。教育史研究的观点认为学
校是社会分工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为了更为有效地组织社会劳动，提高生产效率，一部分年老的智者
或不从事狩猎等劳动的妇女专门承担抚育、教养下一代的工作，在专门的场所教授孩子们知识和技能
，进而形成学校。从教育组织学科的角度看，学校是一个为了传承共同目标、形成基本价值、获得基
本知识和技能的行为共同体。而制度经济学者更强调学校的出现是教育活动在成本和收益间权衡的结
果，是社会分工提高效率的必然选择。　　无论持何种观点，都必须面对和回答的一个核心问题是：
作为一所学校，它对于学生的发展应该起到、实际起到了什么作用？更为简洁的表述是，如何看待学
校在学生发展中的作用？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伴随了学校教育发展的整个过程。其中，教育万能论者乐
观地认为，学生或孩子们是一张白纸，教育活动可以如其预想和规划的那样决定学生和孩子们的未来
。学校作为教育的主要承担者，不可避免地担负起了决定孩子发展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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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增值评价:学校评价的新视角》内容简介：学校评价是学校管理和发展的有效手段，学校评价的历史
即是一部学校改革和发展的思想演变史。在现代学校评价理论中，增值评价显现出其独特的魅力面得
到了政府、社会、家庭和学校的关注。增值评价的核心思想是：监测和评价学校对学生进步幅度的影
响程度。与传统的学校评价不同，它在技术上可以很好地实现对学校影响因素的精确测量，并可持续
地进行影响学生发展条件的分析和调查，从而提高学校绩效，改善学校办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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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现行的增值评价大多表现为学生学业成就的增值评价，一方面是因为学生学业成就评价更为容易
，对学生学业成就的测评是学校管理和课堂教学的常规工作，另一方面也是政府、社会、家长、校长
、教师和学生最为关心的内容。但并不意味着增值评价只能作用学生学业成就评价，如果对学生道德
发展和体质健康水平可以得到有信度和效度的测量，就可以运用增值方法进行评价。因此，实施增值
评价的必备条件实际是两条，一是要有针对前后发展的数据变量；二是必须以个体信息为基础，至于
具体是什么内容的数据信息并不重要。　　在这些批评的背后还隐含着对增值评价不切实际的期望。
增值评价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事实上，没有任何评价能够完成所有评价目标。增值评价能够、也只
能通过对学生个体的测量，评价学校、教师在学生前后发展变化中的作用。不同的评价指标和方法，
如出勤率、毕业率等仍然有其不可替代的功能，它反映的是学校管理和绩效中另外一些重要的方面，
正是这些各个指标间的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有机联系，从而形成评价指标体系以寻求对学校价值和
过程的全面反映。　　我们更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将增值评价结果用于绩效评价时应当谨慎。因为增
值评价结果可能在年度之间变化较大。一般而言，在用于绩效评价时，推荐采用三年间增值评价的移
动平均值。中国香港地区学校增值评价的实施者们认为：增值评价只能反映学生的考试表现，不能表
现学校的考试成绩实际水平，也不能指出增值的成因。另外，还应注意如何处理增值评价中常见的学
生参与率和流动情况，由于学期之间存在各种学生变动情况，如转学、休学、退学等，在实施增值评
价时所纳入的学生数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因此，必须对增值评价的最低学生数和学生流动率情况进行
限定，学生人数太少，流动率过高的情况下就不能开展增值评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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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还可以，专业性较强，我是买来写论文的
2、是一个新的视角，感觉还可以吧，但总感觉有些单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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