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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教学评价的革命
( 代序言)

教师教学成绩的评价，事关学校发展和教

师的切身利益，是校长的 “难题”，也是容易引

起争议的热点话题。本书试图破解这个难题。

标准分在大样本、常态分布情况下无人怀

疑其科学性，但具体到一个学校，或 “名校”

或 “托底”学校或中间学校，就不一定是常态

分布，标准分就难免失之公平客观; 同一学科

的比较也许公平，把几个学科合在一起就未必

公平。本书用 “统一分”替代 “标准分”，不失

为一次革命，是一次大胆的尝试。本书从原理

到方法给出了这样的一个具有可操作、易操作

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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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之要，不仅在于公平，还在于诊其优，

查其弱。要求分数能够准确及时地反映学生的

学习状态，而不仅仅给学生一个 “名分”。尤其

在越来越重视素质教育的今天，学生的全面成

长越发重要，“统一分”能使学生自己检测到偏

科现象，促进学生全面成长，提升素质。

评价之旨在于 “鼓劲”，在于让教师看到成

果中自己的贡献量。如果说 “分数”是学生的

命根儿，那么升学率就是一所学校的命根儿，

只要高考存在一天，这个问题就不会消失。实

际上无论是重点中学还是一般学校，都把提高

升学率作为学校工作的重中之重，家长在择校

时最看重的也是学校的升学率。可以毫不夸张

地说，升学率是一所学校的生命线，这是一个

公开的秘密。因此，那种有助于学校提升升学

率的评价方法才是具有 “正能量”的方法。

本书的可贵之处在于不仅仅给出了一个简

便易行的教学评价体系，更重要的是还给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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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提高单个学生和一所学校学习成绩的方

法，那就是该书的 “推拉对象”和 “偏科警

示”。读者不妨慢慢品味。

评价之生命在于实践中不断完善。 “统一

分”的提出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一些教学评价方

案称得上是一场革命。但是，但凡一个新事物

出现的时候，最难的是对新事物的认识理解与

推广。因为人们的习惯是很难改变的。一般说

来，教育的改革往往是被动的，因为一些名校

有很多顾忌，这些学校具有良好的师资与生源，

它们没有必要冒险。倒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学

校为了生存往往会有革命之举，例如大家熟悉

的 “高效课堂”就是由一所濒临关门的农村初

中 “杜郎口”中学搞出来的。因此，“统一分”

所面临的难题不是论证问题，而是如何推广的

问题。我热切地盼望广大教育工作者带着几分

好奇阅读该书，尝试一下书中的方案，提供更

多的案例哪怕是反例也好，以便 “统一分”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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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更加完善，使 “统一分”这朵奇葩能够开花

结果，为教育事业做出贡献。

教育部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专家指导委员会 委员

原河北省石家庄市教育科学研究所 所长

曲连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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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学校在对老师的教学成绩进行评价时，最
常见的方法就是对教师所教教学班的成绩进行
评价。但是，这种比对只能在同一学科间进行。
学校管理层总想找到一个评比方法，这个方法
可以打破学科限制，可以对教师的教学成绩做
到跨科排队，即横向比较。同时，也希望能对
历次的考试成绩进行比较，即纵向比较，用统
一分报告成绩就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

以往用原始分向学生和家长报告成绩的方
法有很多缺陷，如不能直观的反映同一名学生
各科成绩究竟哪一科学得好，学生对自己的偏
科情况并不敏感。但是，用统一分报告成绩就
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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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所有表格所用数据均采用某些学校的
真实成绩，为保护学生和老师的隐私，隐去了
学校名称以及学生和老师的名字。通过作者对
这些数据的研究，用统一分来报告的一些评价
结果和学校所掌握的情况非常吻合。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完善，未来的
校园必将是数字化的。数字化的前提是要对海
量的信息进行甄别、筛选、梳理和归类。在此
基础上，对数据的深度挖掘成为可能。对数据
进行深度挖掘的成果之一就是对管理的精细化
提供数据支撑。本书试图在这一方面给出一个
统一的操作模式和数学方法。通过这套模式既
可以进行人工操作，也为编写计算机程序提供
算法。

作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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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立统一分的意义和作用

教育评价是教育科研的重要领域，同时也
是每一所学校面临的一个难题。如何在一所学
校内部，而不是通过更大范围的横向比较而建
立起一个客观、公正，可操作的教育评价体系
不仅仅是一个重要的教育科研课题，同时也是
一个亟待解决的实际问题。尤其是在普遍实行
绩效工资的今天，这个问题更具有现实意义。
而考试成绩是教育评价的一个重要方面，一个
良好的评价系统不仅能激励教师的教学工作，
同时也应该能及时准确地反馈学生的学习状况，
做到教学相长。

还有一个重要而又现实的问题就是每所中
学所要面对的中考或高考。现在意义上的中考
或高考本质上是对考生考试成绩的一个排队。
因此备考的核心任务是想方设法提升学生在高
( 中) 考中的名次。而平时的各种考试训练无疑
是备考最有效的方法之一，而每次考完后，如
何利用考试成绩等数据来反馈教师的教和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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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不仅是对考试的充分利用，同时也是提高
备考效果的有效手段。要想大面积提升高 ( 中)
考成绩，关键在普通班，而普通班的学生大多
有偏科瘸腿现象，而以往用原始分向学生报告
成绩的方法，往往会掩盖这种现象，引不起学
生应有的重视，同时也不便于教师很容易地发
现推拉对象。如果同时用统一分向学生报告成
绩，那么，学生就很容易定量地发现自己的弱
科，进而引起足够的重视。

对考试数据的分析至少要满足下面几点
要求:

1. 对教师的教学成绩不仅可以在同一学科
间进行评价，而且可以实现跨越学科界限，对
全体教师的教学成绩进行评价。

2. 对每一位教师历次考试的教学成绩可以
进行纵向评价。

3. 对每一个教学班的各科教师的教学成绩
可以进行横向评价。

4. 对每一名学生可以定量地找出自己的薄
弱学科。

5. 对学校的过程管理提供数据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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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我们设计出了统一分。统一分是在原
始分的基础上通过数据转换形成的一种分数
( 姑且叫做统一分) ，统一分基本可以满足上述
要求。

要满足上述提出的对考试数据分析的 5 项
要求，采用几个水平相当的学校举行联考是一
个方法。但是，几个学校统一联考在人力物力
上要有很大的投入，而且，如何保证阅卷登统
等工作的公平公正也是个问题，因此，采用联
考的方法其实是有很大难度的，而且不便于进
行教学过程的评价。即使联考能够顺利进行，
它仍然解决不了跨科排队的要求。因此，如何
把考试规模限制在一个学校内，同时又具备对
考试数据分析的 5 项要求的方法是一个很重要
的课题。

对此，有人可能想到标准分，但是标准分
有两个缺陷，一是要求样本空间要充分大，这
样才能满足原始分数的正态分布，而一所学校
的人数有限，因此，样本空间过小，容易引起
偏态分布，一般来说，重点学校容易出现正偏
态分布，而一般学校或基础薄弱学校容易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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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偏态分布。再一个就是不同学科的难易程度
有差异，导致产生不同的标准差，因此要用标
准分实现跨学科评价就需要一个常模量，而常
模量在一个学校这样的小样本空间是无法取得
的。所以，在一个小样本空间产生的标准分是
有缺陷的，标准分的本质是一种位置分数。但
是，标准分的分数与位置的对应并非线性关系，
同时，标准分的换算也十分复杂。正因为标准
分的上述固有的缺陷，所以，尽管我国引进标
准分已经 20 多年了，但是，近年来基本不再使
用了。

还有一个方法也可以大致满足以上所提 5
点要求，那就是通过原始分排出名次。但是，
由于名次和成绩之间的对应关系不是线性的，
因此，单纯的排名对成绩的区分是不准确的。
例如，在某次考试后，数学科的第一名成绩是
150 分，第二名成绩是 140 分，而语文科的第一
名成绩是 140 分，第二名成绩是 139 分。很显
然，数学科第一名和第二名的差距与语文科第
一名和第二名的差距是不同的，这个不同仅仅
靠排名是看不出来的，但是，统一分就可以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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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这种差别。
统一分可以很方便地进行过程评价。像高

考这样大规模、高规格的考试，如果把总分换
算成统一分进行录取，那么将带来两个好处，
一个是每年的投档线基本不变，再一个就是考
生只要知道了自己的统一分就大致知道了自己
的相对位置，这样对选择志愿是很有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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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统一分的定义及换算公式

( 一) 统一分的定义
统一分是在原始分的基础上通过统一分的

换算公式进行数据转换而形成的一种分数。
( 二) 统一分的换算公式

tyf = 1
2 T + Q × ysf － pjf

zgf － pjf +
T + Q × ysf － pjf

zgf －





÷÷
pjf

公式说明:
tyf———统一分。
ysf———某一个学生的原始分。
pjf———某次考试中总体的平均分。
zgf———某次考试中总体中个体的最高分。
常数 T 为统一分的平均分，考虑到一个学

生的实际情况，对于重点学校这个常数可取 T =
110，对于一般学校这个常数可取 T = 100 或 T =
90。常数 Q为统一分的半区间长度。满足关系:
Q =150 － T。这样可以和满分 150 分相吻合，同
时也有了有较好的区分度。

统一分对 150 分制和百分制抑或 70 分制甚
·6·



至总分 750 分制都是适用的。一个总体的原始
分由该公式换算后，无论学科，无论难度，其
平均分都是，最高分都是 150，因此，把这个分
数叫做统一分是很恰当的。

该公式的一个例外就是当 zgf － pjf = 0 时。
这说明所有学生都考了同样的分数，这时也有

ysf － pjf = 0。出现了 0
0的未定式。既然所有学生

分数都相同，那么 tyf 取多少也是一样的，这时
不妨取 tyf = 110 ( 出现了例外，当然要报警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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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统一分的理论依据

在一个个体相对均衡的样本空间，比如某
一高中的高一年级的学生，其个体特征差异并
不大，年龄，学习背景，智力以及认知能力的
差异并不很大。这就给利用统一分衡量学生的
学习情况奠定了物质基础。

我们可以把这批学生的入学成绩换算成统
一分，不妨称其为初始成绩，那么经过一段时
间的学习，可以再举行一次考试，把这个分数
换算成统一分，不妨把这个成绩称为即时成绩。
和初始成绩相比，大部分学生的即时成绩都会
发生改变。而这种改变跟科任老师的教学是密
不可分的，而统一分的变化很恰当的衡量了科
任老师对所教学生的改变程度。

从统一分的换算公式可以看出，统一分的
本质是对所要考察的学生的一个排名顺序，排
名靠前的分数高，排名靠后的分数低，但是，
它又不是一个简单的顺序排名，统一分的排名
和考试成绩的高低的关系是一个线性关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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