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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履行教育职责

“一体四环”评价模式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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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一体四环”评价模式是聚焦地方政府履行法定教育职责、以上级政府为主体对其直接

管辖的下级政府实施程序化评价的实践方式。它具有依法治教、权责匹配、多维印证、发展为本的

特征。工作回溯是基础环节，证据比对是关键环节，群众评价是印证环节，反馈整改是目标环节。

实施“一体四环”评价要注意对评价信息的研判、重视现场督查、注重结果应用，促进区域教育生态

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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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xploration of the“One-body and Four-loop”
Evaluation Model for Local Governments to Fulfill

Educational Responsibilities
YAO Fengpin

（Institute of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 Research, Sichuan Education Evaluation Institute,

Chengdu, Sichuan 610225）

Abstract：“One-body and four-loop”is an evaluation model that issued for local governments to

fulfill their statutory education responsibilities. It takes higher governments as the main body to carry

out procedural evaluation on lower governments under their direct jurisdiction. It has four

characteristics, i. e., rule of education according to the law, matching of authority and responsibility,

emphasizing multi-dimensional evidence and focusing on development. Work review is the basic link,

evidence comparison is the key link, public evaluation is the confirmation link, and feedback and

rectification is the target link.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model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research of

evaluation information, on-site supervision and the application of results, so a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a favourable regional education ec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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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治教是教育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核。以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为基础的教育法律体系

对各级政府教育职责的规定，成为各级政府依法履

行教育职责的重要依据。按照“分级管理、分工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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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的原则落实好地方政府履行教育职责是依法治

教的关键之一。2018年以来，四川省逐步建立了省

—市（州）、市（州）—县（市、区）相互衔接的地方政

府履行教育职责评价体制，形成了“一体四环”评价

模式，推动全省教育高质量发展。

一、“一体四环”评价模式的基本内涵

地方政府履行教育职责“一体四环”评价模式

是聚焦地方政府履行法定教育职责，以上级政府为

主体对其直接管辖的下级政府实施程序化评价的

实践方式。政府履行教育职责评价是遵循事权结

合的原则，依据设定标准对相应层级政府履行法定

教育职责情况进行事实判断和质量比较的管理活

动。它是依法治国在教育领域的具体化、实践化，

是教育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方式，属于督政的

范畴。“一体四环”评价模式是对政府履行教育职责

评价的一种具体方式。其中，“一体”是指将政府履

行教育职责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评价。“四环”是指评

价的主要环节，包括工作回溯、证据比对、群众评

价、反馈整改。工作回溯是基础，证据比对是关键，

群众评价是印证，反馈整改是目标。

政府履行教育职责“一体四环”评价模式具有

以下基本特征。

1.依法治教

法定职责是地方政府管理教育、发展教育的重

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规定“国务院和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根据分级管理、分工负责的原

则，领导和管理教育工作”。督促政府履行法定教

育职责是对地方政府履行教育职责评价的首要任

务。其程序主要是依据国家和上级政府制定的评

价办法，以下级政府为对象开展评价工作，并将评

价结果应用于相应的政府工作绩效考评，促进教育

可持续发展。

2.责权匹配

分级管理决定了不同层级的政府承担的具体

教育职责不同、具体事权存在分工差异。评价内容

应与地方政府承担的法定职责相匹配，并贯穿于对

政府履行教育职责评价的全过程。评价指标是质

和量的统一，是实现地方政府责权匹配的重要评价

载体，能够将地方政府应当履行的法定教育职责具

体化。在对地方政府履行教育职责评价中，评价指

标需要有根据，“根”就是法律法规，“据”就是教育

政策。［1 ］事权匹配是对地方政府履行教育职责评价

的基本要求。它不仅可以促进地方政府切实履行

其承担的法定职责，而且能够促进地方政府创新区

域教育实践。

3.多维印证

政府履行教育职责评价是以证据评价为主要

方式的。反映地方政府履行教育职责的证据存在

着来源广、时间长等特征。准确判断地方政府履行

教育职责情况需要多方面、多手段地采集信息、收

集证据、判断事实，对不同的证据进行比对、印证，

达到去伪存真的要求，形成证明地方政府履行教育

职责的证据链。以对事实性证据判断为基础，进而

形成综合评价意见，这样可减少评价的主观性，增

强评价的客观性。

4.发展为本

发展是解决教育领域中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根

本手段。对地方政府履行教育职责评价旨在引领

政府履行法定的职责，提高履职水平，提高履职质

量，落实教育治理现代化，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

系，发展素质教育，促进教育公平，办好人民满意的

教育。［2 ］

二、“一体四环”模式的实践要点

“一体四环”评价模式要紧盯政府履行教育职

责评价的关键环节，以工作回溯为基础，以证据比

对为重点，以群众评价为印证，以反馈整改为目标，

构建起对地方政府履行教育职责评价的闭环。

1.工作回溯

工作回溯是指评价对象以自查自评为基本特

征的自我评价。它表现为评价对象遵循对标对表

的基本要求，对相应评价周期内的工作进行全面梳

理、总结，提供相应的过程与结果证据。

工作回溯要聚焦重点。首先，要聚焦政府职

责。始终瞄准不断完善的教育管理制度体系，优先

配置符合国家标准的各类资源，发挥各类资源的积

极作用，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的基本职责。教育系统的运行状态是证明政

尧逢品：地方政府履行教育职责“一体四环”评价模式的探索 ·· 51



上 海 教 育 评 估 研 究 2024年2月

府履行教育职责程度的重要证据，但不是全部证

据，要注意避免进入以教育系统的运行状态，特别

是其内部实践替代政府职责的误区。其次，要聚焦

重点工作。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评价周期关注

的重点存在着客观差异。因此，要依据法定职责，

聚焦年度工作重点，遵循对标对表的要求回应当次

的评价指标。再次，要注意立体化呈现。从制度建

设、工作举措、工作成效等方面对政府履行教育职

责、促进教育事业可持续发展、不断提高教育质量

等进行全面、全程的梳理和反映，为评价提供更加

丰富的资料和多方位的视角，形成可靠的证据链，

提升工作回溯的信度。实现工作回溯是由政府牵

头，跨部门、跨领域协作，形成完整证据链、再现工

作轨迹的过程。

2.证据比对

证据比对是评价主体综合运用多种方式、路径

对评价对象的工作进行核对，以判断其工作证据的

真实性、工作实际成效的过程。证据比对由材料核

查、量化监测、现场督查三个环节组成。

材料核查是对地方政府履行教育职责的证据

材料进行研判。材料核查的重要目标是辨真伪、判

长短、明得失。辨真伪是对证明地方政府履行教育

职责材料的真实性的判断。它是通过对材料的逻

辑性、内容的真实性的判断达成的。即判断政府出

台的政策、制度，政府部门出台的工作方案、执行情

况等反映政府行政行为的工作痕迹是否是地方政

府履行教育职责中自然形成的、具有主题聚合性和

真实可验性的工作证据链。判长短、明得失是对地

方政府工作质量好坏的判断。

量化监测是依据客观数据对地方政府履行教

育职责评价中的可量化指标加以研判。监测是对

教育过程、结果等要素的收集与动态追踪。［2，3 ］量化

监测以相应的指标为内容，以数据为基本素材，以

法定标准为比较依据，客观反映评价周期内区域内

教育发展的实际状态。若干个指标组合起来形成

的量化结果，可以实现用数据为政府履行教育职责

画像，研判地方政府履行教育职责的具体情况。基

于不同视角比较以形成对评价对象的立体化认识、

以数据量化工作情况，从而揭示地方政府履行教育

职责的实效性。

现场督查以常态化、随机化为前提，由来自不

同部门、不同专业背景的人员组成督查组，多方式

确定督查点，深入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和社区及学

校，通过查阅档案、听取介绍、访谈等多种方法对之

前各环节发现的问题与短板进行核实印证。通过

现场督查可以更加直观地了解、掌握地方政府履行

教育职责的情况。同时，可以对存疑的事项进行多

种方式的比对，对地方政府履行教育职责作出更加

客观公正的判断、评价。现场督查要聚焦政策执行

及成效核实等重点。一是本级政府履行教育职责

的工作体系。它主要指向以当地政府为主体的履

行教育职责的制度和体系的健全程度。二是政策

发布与执行情况。它主要是当地政府及其下级政

府聚焦重要的教育事件出台的政策及其执行情况，

包括对上级政策的执行、对本级政策的制定、对下

级政策的督促等。三是政策执行成效。它指向的

是教育难点问题的解决程度与效果、教育要素发生

的变化。

3.群众评价

群众评价是指评价对象所辖区域内的不同群

体对教育情况的评价。一个地方的教育办得好不

好，群众最有发言权。只要是人民对教育的所想所

盼，都应成为教育满意度指标的内容。［4 ］群众评价

的最直接、最经济的方式是了解人民群众对当地教

育的满意度，以印证地方政府履行教育职责的

情况。

满意度调查的设计要体现科学性。首先，满意

度调查既要了解地方政府在发展教育方面的努力，

也要了解人民群众的实际获得感。调查内容必须

坚持政策导向，聚焦于党和政府关心的问题、聚焦

于地方政府的法定教育职责、聚焦于人民群众关注

的热点问题和难点问题、聚焦于制约教育事业发展

的关键问题，全面分析政策要求，依据不同调查对

象的认识水平、特点把这些问题转化为人民群众能

够理解、具有切身感受和需求的问题，设计具体的

调查题目，形成适用于不同调查对象的调查工具。

其次，科学确定调查对象。不同的主体关注的具体

内容必然存在客观差异，要准确反映人民群众对地

方政府履行教育职责的满意度，就需要了解不同主

体的切身感受。宜将学生、教师、学生家长和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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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社会公众作为重要的调查对象，综合对不同

群体的调查结果，得到对地方政府履行教育职责的

满意度。再次，及时优化调查过程。宜以网络调查

为主，减少对冗余信息的采集，打消调查对象的顾

虑，获得调查对象的信任、支持。同时，加强数据采

集过程与结果监测，保证调查数据的质量。最后，

科学呈现调查结果。对于不同群体的感受，基于对

调查对象的构成分析，依据调查结果处理规则，对

调查信息进行分类分析，加强对调查数据的挖掘，

发现规律性特征，并以直观、通俗的方式呈现出来，

接受社会监督。

4.反馈整改

反馈整改是评价主体依法将不同方式获得的

基本信息进行甄别、整理，形成对评价对象的综合

评价意见并反馈给评价对象，促进评价对象对照整

改，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过程。它由综合判断、

结果反馈、整改落实三个环节组成。

综合判断是评价主体对前期收集的各种信息

进行互相比对，形成对评价对象工作成效的整体判

断。综合判断是价值导向与事实研判的结合，是成

绩导向与问题导向的结合。首先，发现地方政府的

成绩。对于地方政府在评价周期内开展工作的特

色做法和关键举措要给予肯定，发现和总结地方政

府在履行教育职责中的成绩与经验。其次，发现地

方政府履行教育职责的不足。依据法定职责和政

策要求，客观地、实事求是地指出地方政府履行教

育职责中存在的短板、教育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

题。最后，提出改进工作的建议。根据了解到的事

实，依据国家教育政策要求，结合地方的实际情况，

提出改进工作的建议。

结果反馈是将评价结论以恰当的方式传递给

评价对象。评价结果是地方政府履行教育职责的

写实性意见，是下一步改进工作的直接依据。首

先，要权威专业。评价结果以专家评审为基础，经

教育督导委员会审定后正式反馈，实现专业性与行

政性的结合。其次，要指向应用。在反馈内容上，

既要客观地反映地方政府履行教育职责的成绩，也

要客观、明确地指出存在的问题，还要提出改进工

作的要求或建议。再次，要允许复议。即允许被评

价的地方政府依法、按程序进行申诉。评价主体则

根据事实进行再甄别、再优化。

整改落实是评价对象依据教育督导部门反馈

的评价结果，对履行教育职责中存在的问题、教育

发展中的短板加以改进。它由问题确认、方案设

计、执行落实等环节构成。首先，问题确认。评价

对象要对照反馈结果，对相关的事实、问题、结论等

进行再确认，明确问题的性质、出现的原因。同时，

以问题为线索开展调查研究，将问题进一步精准定

位。其次，设计解决方案。坚持问题导向，分析问

题成因，找准问题产生的责任主体。制定方案的过

程是一个多主体参与的过程，它要求政府牵头，相

关职能部门共同参与，明确各自的责任，提出改进

工作的具体举措，形成改进工作的合力。再次，执

行落实。由地方政府牵头，相关职能部门参与，以

政府保障、经费保障等为重点内容，以联合执法、联

合办公为基本形式，把改进方案落实到实际工作

中，成为促进区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推动力量。同

时，评价主体也要对各地进行“回头看”，以了解地

方政府落实督导意见的实际成效，形成促进整改、

落实整改的合力，构建以促进地方政府切实履行教

育职责的评价闭环。

三、反思与展望

对地方政府履行教育职责评价是国家教育治

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进地方政府履行教

育职责评价向更高水平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推进

区域教育高质量发展、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

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的重要基础。

1.信息研判：从事实记录向关系挖掘转变

真实有效的信息是判断地方政府履行教育职

责的基础依据。优化信息记录、挖掘信息间的关

系、提升信息的应用价值是提高对地方政府履行教

育职责评价质量的重要基础。

一是注重过程性资料的记录和积累。政府对

教育这一公共事务的治理是由策划、执行、实效等

方面构成的一个完整过程。无证则难信。以各种

形式保存的工作痕迹是证明公共事务管理部门履

行职责的重要证据。实践中，事关教育发展的关键

领域、关键环节、关键政策会存在不同形式的痕迹。

宜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对基层政府履行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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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职责的过程、结果进行记录，以完整的档案、活动

形成政府履行教育职责的证据链，实现以事实证据

客观反映地方政府履行教育职责。二是注重信息

间的关系分析。教育是地方政府管理当地经济社

会的重要内容。教育不仅是教育系统的事务，一个

区域的教育只有得到相关的政府部门、社会机构的

支持才能保持正常运转、不断提高质量。地方政府

履行教育职责的信息是与当地的各种经济社会信

息紧密关联的。大数据技术和方法已经广泛应用

于各行种业。对地方政府履行教育职责的信息宜

基于大数据技术和方法建立恰当的分析模型，对不

同部门、不同层次的证据进行分析，判断证据之间

的关联性，特别是注重过程性数据、正式文件资料

的分析和判断，真正做到去伪存真。

2.现场督查：在改进中超越和前行

现场督查并不仅仅是发现问题。现场督查需

要在比较的基础上对地方政府履行教育职责作出

更为精准、全面的判断，既中肯地指出地方政府履

行教育职责客观存在的问题，也发现地方政府履行

教育职责的创新型经验。宜以改进组织方式、优化

督查程序为重点来提升现场督查的质量。

一是专家来源的多样性。邀请不同领域的专

家组成现场督查团队，形成专家的团队优势，深入、

准确、迅速地研判地方政府履行教育职责的真实情

况。二是要提升督查前准备质量。充分利用自评

材料、专家评审、监测数据，发现地方政府履行教育

职责存在的问题和短板，分析人民群众反映的问题

线索，提前设计现场督查的操作方案、督查重点和

任务分工。三是重视多源信息互证。深入学校、深

入群众了解人民群众对当地教育的感受、评价，了

解当地教育的实际状态，判断问题的真伪、严重程

度等，形成对现实状况的综合判断，得出可靠结论。

同时，也对基层政府在履行教育职责方面的创造性

实践经验给予判断、总结，为在更大范围内推广基

层政府的创造性实践经验提供素材。四是要缩短

现场督查的中间环节。明确到哪里、怎么查，要坚

持非必要不告知的原则，到达目标学校、目标人群，

减少评价对象对现场督查的干扰，避免信息失真。

3.结果应用：助力破解教育发展瓶颈

政府是区域教育管理的主体。促进评价结果

应用是对政府履行教育职责开展评价的重要组成

部分。对地方政府履行教育职责评价结果应用，宜

聚焦政府责任的落实这一重点，让评价结果有用、

可用、好用。

一是量化政府绩效。量化政府绩效是开展基

层政府履行教育职责评价的直接目标。将评价结

果作为对政府绩效评价的重要依据，助力精准判断

政府工作存在的长处和短板，是对地方政府履行教

育职责评价的重要趋势。二是督促问题整改。评

价是促进改进的重要手段。对于评价中发现的问

题，要通过转化为正式的评价文件反馈给被评价的

地方政府，建立督导整改机制。坚持问题导向，充

分利用督导问责办法规定的方式，督促地方政府及

相关职能部门对照问题清单进行及时整改。三是

引领工作优化。地方政府在为人民群众提供数量

足够的优质教育资源方面承担着直接责任。满足

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资源的期盼，需要深入分析人

民群众的所思所盼，对标人民群众的合理需求，从

优化工作过程入手，不断提高政府履行教育职责的

能力和方式，以教育治理现代化为基本方向，吸引

广大人民群众参与教育治理，为促进教育发展贡献

智慧和力量。四是优化资源配置。资源是教育事

业的重要基础，是优化教育供给的重要基础。优化

资源配置要从国家和民族发展大局出发，确保投入

优先、规划优先、人才优先，落实教育优先发展战

略；要根据评价发现的问题，从实际出发，对区域内

制约教育发展的短板和问题给予高度重视，实现资

源优化。

4.评价目标：营造良好的区域教育生态

教育是经济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社会发

展的基础动力。区域教育生态是一种人工生态，

它以法定关系为基础对相关要素进行维持、调节，

并促进区域教育向更加稳定、更高层级、更高质量

发展。教育事业发展的好坏是区域教育生态好坏

的重要反映，政府在促进教育事业发展中承担着

主体责任。教育生态系统要遵循可持续发展的基

本原则。［4 ］促进政府积极主动地履行教育职责，建

设良好的区域教育生态要着力于落实教育优先发

展战略、区域教育协调发展、教育高质量发展。

首先，要贯彻落实优先发展的战略。教育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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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发展的基石，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阻断贫困的

代际传递、实现共同富裕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

用。政府在规划、投入、资源配置等方面要优先考

虑教育，依法履行教育职责，为教育持续发展提供

基础保障。其次，要统筹考虑区域教育与经济社会

协调发展。发展是数量增长和质量提升的统一。

宜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变化、阶段重点，将发展教育

作为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因

素，主动作为，主动谋划，促进区域教育高质量发

展。再次，要实现教育高质量发展。在解决了“有

学上”的问题后，“上好学”成为人民群众的新期盼。

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的优质

教育资源、让人民群众享受更高质量的教育，是地

方政府履行教育职责的时代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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