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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种增值评价方法的应用结果中既显示出整体上的差异性与同质性特征，又凸显出个体间的个

性化特征。据此得出应遵循评价方法特性，提高增值评价的实用价值；拓宽学生评价视野，发挥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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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rough the exploration and comparison of the value-added evaluation of professional

course learning of undergraduate teaching major in the university of S city in G province, it is found

that the application results of the four value-added evaluation methods not only show the difference and

homogeneity of the whole, but also highlight the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Therefore,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practical value of value-added evaluation can be improved by follow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valuation methods, and the educational function of value-added evaluation can be given play to by

broadening the horizon of student evaluation.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suggestions of establishing

intelligent technical support system to improve value-added evaluation practice, and exploring student-

based value-added evaluation to empower personality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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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深化新

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总体方

案》），明确提出“改进结果评价，强化过程评价，探

索增值评价，健全综合评价”，旨在打破以往“唯分

数”“重结果”的评价模式，强调更科学有效的教育

评价，以迎合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与培养高素质人

才的时代需求。通过《总体方案》可以看出，增值评

价是新时代深化教育评价改革的新要求，是新时代

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新诉求。如何正确应用增值评

价、保障其最大实施效度，需要开展深入的研究。

近年来，增值评价已然成为教育领域的研究焦

点，我国学者从不同视角对其进行探究，主要涵盖理

论研究与实践应用两方面。张苧予从学生视角出

发，提出增值评价是一种新的教育评价方法，学生增

值评价可以准确掌握学生成长状态、科学预估其发

展水平并记录其增值轨迹。［1］张辉荣、刘丹认为可以

从两个方面来认识增值评价的内涵，一方面，增值评

价是一种学校效能或教师效能评价方法，另一方面，

增值评价是对学生自身成长评价的依据。［2］辛涛、张

文静等认为增值评价具有潜在的诊断性功能，实现

了关注点的变化，保障更加公平的比较，与绩效责任

紧密相连，且能满足所有学生的需要等特点。［3］周园、

刘红云将多水平线性分位数回归估计应用于增值评

价，对某市31所高中学校的数学成绩进行评价。［4］王

旭东指出教学质量增值评价的常见模型可以划分为

五类九种，并将这些模型的应用举例介绍。［5］

通过对已有研究的梳理发现，国内学者对学生

增值评价的理论研究较为丰富，但实践层面更多是

以一所学校或是区域内多所学校等中宏观研究为主

要对象，对学生个体的微观研究相对较少，评价分析

与反馈忽视了学生个体差异，无法凸显学生个体增

值。同时，研究大多采用单一的增值评价方法，不同

方法的比较研究相对较少。鉴此，本研究尝试用多

种方法对学生个体增值进行评价，旨在通过比较与

分析，揭示各种方法的内在特性，突出学生个体的增

值差异，促进增值评价实践探索的不断丰富与完善。

一、四种增值评价方法介绍

本研究主要对两类四种评价方法进行研究，一

种是传统评价方法，即基于原始分排名法，是最为

熟知、沿用最久的评价方式；另外三种评价方法是

在众多增值评价方法中选择出的相对简单易懂、易

操作且能关注个体的评价方法。

1.原始分数排名

原始分数最为典型的应用在高考制度。原始

分数使用广泛的原因在于对考试成绩计算与呈现

方面简单易懂，符合公众对分数呈现的相对公平性

的诉求。但也存在严重缺陷，一是可比性差，不同

科目与场次测试之间的分数难以对比，受试题难

度、考生水平等影响极大；二是可加性不足，即单科

或单项分数对于总分的贡献权重会受难度影响。

原始分排名法是指基于学生测试的原始分数以班

级或年级为一个考察整体进行排名，依据排名的高

低做比较，不考虑学生的自身基础、科目差别、内容

难易差距，单以每一次的原始成绩进行排名，并以

排名先后评价学生学习的优劣，显然是不客观、不

准确与不公正的。

2.标准分法

事物比较的前提是有共同的参照和标准，为此

将标准分法引入教学管理。标准分是依据统计学

与测量学原理，将原始分按照一定规则转化为具有

相同意义、单位以及共同参照点且能揭示学生分数

在群体中所处位置的分数。具体方法是将数据集

中的每一个数据减去平均值后除以标准差。将学

生当前的成绩与前一次或基线成绩相减，便能得出

学生的增值分数，这是一种计算学生增值成绩的直

观简便的方法。因为两次成绩的分布位次已经发

生变化，即使分数相同，但位次已然不同，所以要将

两次成绩进行标准化处理。计算公式如下：

∆Z = X2 - X̄2
S2

- X1 - X̄1
S1

上述公式中，Z表示标准分，∆Z是指前后标准

Keywords：Undergraduate education; Value-added evaluation; Student evaluation; Education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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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差值，X1、X2是指学生在两次测试中个人所得

的原始分数，X̄1、X̄2是指两次测试中所有学生的平

均分，S1、S2是指两次测试分数的标准差。当 Z=0
时，表示学生分数等于总体平均分；当Z＞0，说明学

生分数大于总体平均分；当Z＜0，则相反；这是标准

分的重要特性。标准分法能反映出各个学生成绩

在全体学生成绩中的位置，也能比较某一位同学在

两次或多次测试中所得分数的优劣情况。因此，标

准分可以用于横向与纵向比较。横向比较包括对

同一学生不同学科成绩的比较，对不同学生同一学

科成绩或总成绩的比较，对不同班级或年级同一学

科成绩的比较；纵向比较是对同一学生同一学科在

不同阶段的终身比较。［6 ］

3.效应量法

效应量又称为效应大小或效应尺度，是反映研

究中处理因素与反应变量间关联大小的无量纲统

计量，与测量单位无关、具有单调性且不受样本容

量影响的一种衡量效应大小的指标。其中Cohen’s
d是度量两个平均值之间差异的标准化指标，可用

于确定两组数据之间的差异情况。效应量应用于

学生成绩评价，可不受内容与时间的限制进行多重

比较，允许独立于原始成绩的比较。效应量的主要

优势是独立量纲，借此可对学生学业成就的各种不

同影响做相关比较。

杨德发提出“效应量可以定量描述教学干预对

学业成就的影响，对于教师而言，可以运用效应量

来计算自己教学的效应量，从而评估教学效果”。

效应量多用于群体间，计算公式如下：

效应量=平均值 (后测 ) - 平均值 (前测 )
分布(标准差 )的平均值

根据上述公式，个体效应量的计算公式转化

如下：

个人效应量=个人成绩 (后测 ) - 个人成绩 (前测 )
分布(标准差 )的平均值

效应量比较大多是应用于群体之间，个人效应

量的计算是建立在每名学生对整体方差的贡献相同

的假设上，将合并分布（标准差）作为每名学生的估

计量。效应量的值越大代表差异越大，即增值越大。

它可以对不同科目、不同班级以及不同时间的测试

进行比较，为教师评价学生成绩提供了另一种思路。

4.百分位等级法

百分位等级是指将原始分数分成 1-100个等

级，再通过公式计算出某一个原始分数所对应的百

分位等级，实质上是一种累积百分比，其含义是在

参加本次测试的整个群体中低于该原始分数的学

生占比。

百分位等级法与标准分法既具有相似性也存

在差异性，相似性体现在二者均是对学生个体成绩

在全体学生成绩中所处位置的计算；差异性则是具

体计算方法不同。计算公式如下：

PR=100- 100R - 50
N

上述公式中，PR称为百分等级，R代表某一个

学生的原始成绩在全体学生中的排名，N是全体学

生的总人数。这种评价方法直接反映出学生所处

的相对位置，用以评价其学业成绩，能减少利用原

始分数直接比较所造成的误差，排除了不同测试的

试卷难易程度的影响。在实际运用中，可用于对学

生前后两次测试的表现进行对比，判断学生的变

化，学生由此知道自己在班级或年级中所处的相对

位置，教师借此了解每个学生的具体变化情况。

二、四种方法评价结果分析

本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四种评价方法的实践应

用，对比结果的异同，从而厘清四种评价方法的特

性，拓展学生评价视野，为增值评价的探索应用提

供参考。

以普通高校师范专业核心课程“师范生微格教

学理论与实践”的学习增值为研究对象，分别在课程

开始之前和结束之际对同一位教师教授的 91位学

生微格教学技能的水平进行测试。两次测试内容、

评分标准以及评分人员均相同，前测与后测成绩由

3位专家综合评定得出，对于评分差距大于5分的同

学的成绩进行仲裁，最后形成学生的前后测成绩，以

此作为判断每位学生学业增值情况的数据基础。

评价标准参考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中面试环

节试讲方面的评价流程与标准，结合专业人才培养

目标和课程教学大纲，将师范生需要重点掌握的微

格教学技能区分为语言、导入、板书、讲解、提问、评

价、教学组织、结束八项核心技能，并采用特尔菲法

··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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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各项技能的权重、分值与评价指标进行讨论、修

订并最终确定评分标准。依据学生学号排序分别

将其编号 001-091，分别采用原始分排名法、标准分

法、效应量法以及百分位等级法对 91名学生的学业

成绩进行评价，并进一步分析不同评价方法下学生

学业成绩的变化情况。

1.四种评价方法的异同性分析

表1出示了编号前10位学生在课程开始前后两

次测试成绩用不同方法进行评价排序的结果，其中

传统评价排名中的前测成绩与后测成绩是指依据学

生个体的成绩在该批学生成绩中的排名，增值评价

排名中的标准分法、效应量法与百分位等级法是指

利用这三种方法计算出学生个体成绩增值的排名。

表1 编号前10位学生两次测试成绩

传统评价与增值评价的排序

学生编号

001
002
003
004
005
006
007
008
009
010

......

传统评价排名

前测成绩

68
42
4
15
53
5
46
78
87
55

后测成绩

86
68
4
32
22
43
85
64
83
88

增值评价排名

标准分法

83
70
51
61
24
81
87
22
29
89

效应量法

70
63
66
66
27
84
84
19
16
87

百分等级法

66
74
48
65
15
82
83
27
39
80

（1）排名差值差异性分析

四种评价方法得到的学生排名呈现出不同程

度的差异。综合差值的平均值与最大值可知：一是

传统评价中前后两次原始成绩排名变化幅度较大，

最大差值为 66，差值的平均值为 23.84；二是三种增

值评价方法的排名结果与传统评价中后测成绩的

排名结果差距明显，效应量法、标准分法、百分位等

级法与后测成绩之间的差值最大值依次是 76、73、
51，差值平均值分别是 25.36、20.7、20.45；三是增值

评价中的三种评价方法也存在差异，但相对较小，

其中差距最小的是标准分法与效应量法，其后依次

为标准分法与百分等级法、效应量法与百分等级

法，其间差值最大值分别为 19、25、27，差值平均值

分别是5.65、6.56、9.2。
（2）排名结果的同质性分析

部分学生在两种或三种评价方法下的排名结

果相同。一是两种评价方法下排名结果相同的共

有 24名学生。其中标准分法与效应量法排名结果

相同的最多，共 8名学生；而后是效应量法与百分等

级法、标准分法与百分等级法，均有 5名学生；标准

分法与后测排名有 3名学生，前后测排名有 2名学

生，效应量法与后测排名有 1名学生。二是三种评

价方法下排名结果相同的共 2名学生。首先是编号

为 014的同学，前后测排名分别为第 18与 84名，三

种增值评价方法下的排名结果相同，均为第 90名。

其次是编号为 015的同学，后测排名、标准分法及效

应量法的排名结果相同，均为第 91名，前测排名

26，百分等级排名 89。上述 2名学生的学业成绩大

多位于班级后 50%，尤其是 014和 015这 2名学生，

均位于班级末尾。因此，出现同质性的原因可能是

学生的增值情况在班级中所处水平趋于稳定。

2.四种评价方法的个体性分析

增值评价的本质是观测进步，集体进步是由个

体成员的进步所构成的，因此，客观、合理地反映个

体增值变化和趋势显得尤为重要。个体增值测量

与结果的阐释具有一定的“情境性”，即不同的测量

方法会得到不同的结果阐释。

（1）不同评价方法下的“第一名”

标准分和效应量评价方法下的第 1名相同，其

余评价方法下出现的第 1名不同。首先是编号 036
的同学，前后测排名分别为第 1与 16名，三种增值

评价方法下排名分别是第 75、84、60名。其次是编

号为 048的同学，标准分与效应量法中排名第 1，前
后测排名为第 90与 46名，百分位等级排名第 10。
再次是编号 049的同学，后测排名第 1，而前测排名

第 3，三种增值评价方法下排名分别为第 23、37、45
名。最后是编号为 091的同学，百分位等级排名第

1，前后测排名为第 85与 23，而标准分和效应量排

名分别是第3和第5。
（2）不同评价方法下的结果差异

四种评价方法下学生个体的排名结果差异明

显，以下四位同学最具代表性。一是编号为 009的
学生，前后测排名为第 87与 83名，三种增值评价方

冯 丽等：本科生学业增值评价方法的应用、比较与反思——以某市师范专业为例 ··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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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下的排名依次为第 29、16与 39名。二是编号为

034的学生，前测排名第 2，后测排名第 5，三种增值

评价方法下的排名分别为第56、71与51名。三是编

号为 040的学生，前后测排名由第 12名变成第 9名，

三种增值评价方法下的排名分别是第 40、57、44名。

四是编号为 075的学生，前后测排名为第 69与 68
名，三种增值评价方法下的排名结果分别是第 35、
30、47名。上述学生的原始分数均有所增加，而排

名后退，传统评价与增值评价的排名结果差异明显。

三、结论与建议

通过四种评价方法在本科生学业评价中的应

用与比较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一是遵循评价方法特性，提高增值评价的实用

价值。

首先，各评价方式各具特性。一是各评价方式

之间差值绝对值的平均值与最大值均存在不同程

度的差异，其原因在于不同评价方法特点不同、侧

重各异，传统评价中的原始分排名是依据分数排

名，增值评价是对比前后两次测试的增值情况排

名，标准分和效应量法侧重于标准差，百分位等级

法是以平均数为基准。部分同学在不同评价方法

下的排名结果一致，是由于增值评价基本原理相

同，凸显学生增值情况。二是上述四种评价方法下

的“第 1名”各异，不同评价方式下同一名学生的成

绩情况既可能名列前茅也可能居于末位，在班级中

所处层次变化明显，尤其是传统评价与增值评价之

间的差距，这是因为不同评价方法各具特性。其

次，根据四种评价方法的具体应用，优缺点突显。

一方面是传统评价，依据原始分数排名通俗易懂，

操作简单。缺点在于过分注重学生分数，忽视个体

差异，且缺乏可加性与可比性，应用局限。另一方

面是增值评价，上述三种增值评价方法较为简单、

易于理解、便于操作，可用于学生个体的评价。当

然也有不足，标准分法的缺点是“极端”分数，即零

分转换的科学性备受质疑；效应量法的缺点是公式

较为复杂，难以理解，鲜少用于个体评价；百分位等

级法的缺点是无法解决不同层次学生的分类评价

问题。综上可知，增值评价虽更为科学、客观与公

正，但其共同缺点是要求多且高，多数教师对其产

生“可望而不可及”的心理，严重削弱了增值评价的

实际应用。根据比较而言，以班级或年级为单位的

本科生学业增值评价使用标准分法相对较好，但不

可否认仍有局限，因而还需去探寻真正能用于课堂

教学的增值评价方法。

二是拓宽学生评价视野，发挥增值评价的育人

功能。

目前有关增值评价应用的研究大多依托庞大

的数据库，以区域、学校为单位，样本量成千上万。

以大规模数据调查为基础的增值评价有利于检验

地区教育质量水平与学校办学质量与效能；但却忽

视了个体性，只能看见整体的进步与成长，无法关

注到教师及学生个体。就教师而言，一方面，难以

获取大量数据，缺乏数据支撑，无法应用主流的增

值评价方法；另一方面，与区域或学校教学质量相

比，教师更关注自己班级学生的学业情况，更需适

用于小样本数据的增值评价方法。就学生而言，每

一个学生都有其自身特性，大规模增值评价湮没了

学生个体特征，难以实现“尊重学生个性差异”的教

育理念。近年来，逐渐有学者或教师认识到以上不

足，开始关注增值评价在课堂教学中的应用，例如，

李彦婷以个案分析的形式，将增值评价应用于学生

个体，关注学生的情感与个性差异，帮助教师有的

放矢地给予学生帮助，促使学生学业实际增值；［7 ］

王安琪对增值评价运用于英语课堂进行了探究，认

为英语课堂里的增值评价可以让学生看见自己的

进步，让社会看见老师的努力。［8 ］此类基于教师教

学探讨增值评价方法的应用弥补了以往增值评价

个性缺失的不足。

关于增值性评价，本文提出以下两点建议。

一是建立智能技术支持体系，助力增值评价实

践。教师是评价学生的主要对象，探索增值评价不

应只停留于理论研究及区域应用，更应注重学生个

体情况，将应用主体回归教师。因此，应从多方面

为教师提供支持，以推动增值评价的实践应用。第

一，教师要正确认识增值评价，认识增值评价的价

值与工具使用，在应用中掌握其实践特性，厘清优

缺点。虽然与传统评价相比，增值评价更加难以

理解和操作，但却是推动教育评价改革的重要举

措，教师要克服畏难情绪，去了解、认识、学习、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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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增值评价。第二，提供相应的培训支持，为教师

开设增值评价相关的培训课程，通过培训使教师

认识、掌握增值评价的操作，切实推动增值评价的

实践应用。第三，构建增值评价应用帮扶平台，针

对教师在实际应用中遇见的困难与问题提供帮

扶，帮助教师建立使用增值评价的信心。第四，建

立增值评价案例库，教育行政部门应牵头收集增

值评价实践应用效果较佳的优质案例，给教师提

供参考与借鉴，促进增值评价实践发展。

二是探索生本增值评价，聚力赋能个性评价。

加强“以学生为本”的增值评价方法或技术的探索，

结合时代特性，将数字技术引入增值评价，促使增值

评价易理解、易操作、注重“以学生为本”，既为教师的

实践应用提供便利与支持，也为学生个体学业增值

评价聚力与赋能。其一，注重发展以学生个体为中

心的增值评价，探索适用于小样本数据的科学有效

且实用的增值评价方法。其二，鼓励增值评价软件

开发，鼓励多方参与，促进多方联动，基于增值评价

的理论内涵，开发出能专门计算增值评价的软件，有

效解决增值评价操作难的问题。其三，搭建数据共

享平台，对内，给教师提供数据支持，实时探索和应

用增值评价，保障学校内部各部门、学科、教师之间

的信息畅通，有利于公正、科学、有效地实施学生评

价；对外，促进各级学校之间信息沟通；增强国内外

增值评价领域内专家与一线教师之间的交流合作，

促进理论与实践的完美契合。这样做有利于引进多

元主体参与增值评价，接受来自各方面的监督与评

价，促进增值评价科学公正、公开透明的持续发展。

总之，增值评价是对传统评价的融合与补充，

是对培养全面发展人才的适切回应，是实现教育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进一步发掘与探索增值评价

将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教育领域的主线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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