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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元评估是对评估的评估，是评估设计和评估进程中的重要环节，“评估问责”是 2011年

美国教育评估标准联合委员会（JCSEE）修订出版的《方案评估标准》，即元评估标准的第五个属性。

文章从分析中国教育评估和教育元评估实践的现状入手，提出了中国教育评估需要教育元评估的

紧迫性；分析了 JCSEE元评估标准的“评估问责”属性及其对应的三项标准的内涵；并在此基础上

结合实际，思考如何开展适合中国国情的教育元评估，以供教育评估机构和教育评估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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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n the Attribute of Evaluation
Accountability Presented by JCS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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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meta-evaluation is defined as the evaluation of evaluation, and is a key step in

evaluation procedure. Evaluation accountability is the fifth attribute of meta-evaluation quality

according to The Program Evaluation Standards: A guide for evaluators and evaluation users which was

edited by JCSEE in 2011. By referring to the evaluation accountability standards and considering the

actual situation in China,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e need of meta-evaluation in China’s education

evaluation, deals with the principles and standards in education meta-evaluation, and identifies the key

point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education meta-evaluation. These may provide references for evaluators

and institutes of education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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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管理理论中，“评估”始终被作为保障质

量、推动发展的重要手段。评估本质上是对评估对

象进行一种价值判断，它能使投资人明晓它投入的

效益，让被评估者发现自身的位势和发展方向，让

社会各界把握信息、获得决策的参考。自 20世纪

80年代以来，随着高等教育走向大众化，教育质量

保障问题愈发得到重视，教育评估因此而得到迅猛

发展；90年代，作为改革开放的成果，我国开始了教

育评估活动，建立了教育评估机构，培育了一批教

育评估人才，教育评估成为推进中国教育事业进步

不可或缺的动力。

一、教育评估需要教育元评估

评估作为一种社会活动，它本身也具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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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也应该对它进行价值判断，即评估本身也需要

评估，这种评估被称为元评估。据考证“元”这个字

的释义来自希腊文“meta”，相当于英语的“post”，这
里的“元”是标志研究层面转变的一种哲学语言。［1 ］

教育元评估就是对教育评估的批判与反省，通过教

育元评估这一特殊的教育评估活动，实现对教育评

估活动的监督和规范。教育元评估是要对进行中

或已经完成的教育评估活动进行价值判断，对方案

设计、过程实施、结果运用等要素进行稽查，寻找评

估偏差，向公众反馈信息，从而进一步保障教育评

估的规范有序进行；同时通过对教育评估活动的系

统评价，帮助教育评估主体检测和发现问题，了解

教育评估的局限和不足，以达到促进教育评估质量

提升的目的。教育元评估可以是发生在评估实施

的进程中，时刻对评估项目的进展给出评判，即形

成性元评估；也可以是发生在评估实施完成后，对

评估项目进行总结和判断，即总结性元评估。

教育元评估的发展滞后于教育评估，是教育评

估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也是教育评估专业

化程度的一种体现。

教育元评估诞生在美国。美国的现代教育评

估起源于二战后，20世纪 60年代，各种形式的教育

评估活动层出不穷，评估结果也是五彩纷呈。当

时，在教育内部，无论是学校管理人员还是教师学

生，都或多或少地对教育评估有所非议，同时社会

上的投资人、家长和企业也对形式各异的评估结果

不甚满意，教育评估需要改革，教育元评估应运而

生。首先是西密歇根大学的研究者提出要对教育

评估本身进行评估，在他们的倡导下，1975年“美国

教育评估标准联合委员会”（JCSEE）成立，［2 ］美国的

很多教育组织，如美国教育研究协会、美国全国教

育测量学会、美国评估协会等，都是该委员会的成

员；之后，加拿大的教育团体，如加拿大教育研究协

会、加拿大评估协会等也加入了该委员会。JCSEE
制定教育评估活动的标准，或叫准则，供一切与教

育评估项目有关人士对评估做出评判。JCSEE的

成立是教育元评估正式进入社会视野的标志，毋庸

置疑，它的诞生是出于教育评估发展的需要。

我国的教育元评估至今还处于学术研究期，还

未有专门机构从事教育元评估活动，也未颁布过元

评估标准，但社会已经产生了对教育元评估的需

求。例如，我国首次“全国本科教学水平评估”后，

社会上质疑声不绝，无论对评估方法、评估指标、评

估结论还是评估绩效都广有意见，［3 ］这些不足不能

不归结于教育元评估的缺位。又如“双一流”建设

评选结果发布之后，社会上出现了一些质疑：评估

方法是否得当？评估过程是否公正？评估结果是

否合适用于决策？也有学者分析指出，我国第四轮

学科评估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评估方案中缺乏元

评估环节。［4 ］

如果说美国教育评估的发展已经推动了教育

元评估的盛行，那么中国教育评估日益显露出来的

问题正在敦促教育元评估的诞生，教育评估需要教

育元评估。

二、JCSEE元评估标准及其“评估问责”属性

1. JCSEE和元评估标准

美国教育评估标准联合委员会（JCSEE）的职

责是研制对教育评估进行评估的标准，即元评估标

准。JCSEE实行团体成员制，团体成员派出的代表

和少量委员会聘请专家共同制定教育元评估标准。

1981年，JCSEE在西密歇根大学研究人员提出开展

教育元评估的基础上，提出了由有效性（utility）、可

行 性（feasibility）、适 切 性（propriety）、精 确 性

（accuracy）四个衡量评估质量维度所构成的教育元

评估框架，并用质量属性（attribute of quality）来称

呼维度，每个质量属性均设置了若干个标准

（standard）。这个标准制定后立即得到美国国家标

准学会（ANSI）的认定，并被视为全球第一个相对完

整的教育元评估标准。1994年，JCSEE对标准做了

修订，仍保留原有的四个属性，但对各属性所含的

具体标准做了大量的甄别和补充，有效性、可行性、

适切性和精确性四个属性各有 7个、3个、8个和 12
个标准。［5 ］JCSEE的第二版标准在美国和加拿大得

到广泛应用，对规范教育评估活动、提高教育评估

质量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且很快在欧洲和全球其他

地区流行。

2011年 JCSEE颁布了第三版标准。JCSEE这

样描述定稿过程：“有 50多个参与者和用户在定稿

之前试用了此标准并提出建议，2008年由独立的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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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组审阅了这个标准终稿，之后经过 45天的公开听

取意见阶段，最后提交美国国家标准学会（ANSI）审

查通过。”［6 ］与第二版相比较，第三版标准作了很

大变动，虽然仍保留了原来四个属性，但各属性所

含具体标准分别调整为 8个、4个、7个和 8个，且对

每个标准所要求考核的内容及应达到的程度做了

详尽说明，更重要的是第三版增加了第五个质量属

性“评估问责（evaluation accountability）”。调整方

案是将第二版中第四个属性“精确性”中“文档”和

“元评估”两个标准抽出，纳入新增的第五个属性

“评估问责”，其对应的三个标准分别是“评估文档

（evaluation documentation）”、“内部元评估（internal
metaevaluation）”和“ 外 部 元 评 估（external
metaevaluation）”。第三版标准要求将“评估问责”

属性贯穿在其他四个属性的实现过程中，其强调的

内涵是，没有问责就无法真正保障评估质量。需要

说明的是问责的核心是讨论而非责问。［7 ］

2.“评估问责”属性及其三项标准

在第三版标准中，JCSEE对“评估问责”属性的

三项标准做了如下诠释。［8 ］

评估文档：评估要全面系统记录和保存经协商

确立的目标和实施方案、操作流程、评估数据及评

估结果。

内部元评估：评估者应使用本标准或其他可用

标准对评估设计、实施过程、信息采集和评估成果

问责。

外部元评估：方案评估赞助者、委托方、评估者

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应积极推行使用本标准或其他

可用标准开展外部元评估。

那么，JCSEE为何在第三版元评估标准中新增

“评估问责”属性，并将其内涵调整为以上三个标

准呢？

首先是来自社会发展的要求。在西方政治发

展中，作为现代民主治理的标志和公共管理的核心

概念，“问责”一直是当代西方学术界关注的焦点。

1986年，美国第二架航天飞机“挑战者号”失事，启

动了行政问责，问责引发了群众性的关注，最终导

致失责官员的下台。［9 ］此事件之后，理论界出现了

对“问责”功能、方式的研究，实践派则将“问责”作

为重要监督手段引入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各个领

域，高等教育改革的政策和文献中频繁出现“问责”

以及与“问责”密切相关的“质量”“绩效”“结果”等

术语。斯克里文曾指出，元评估是对评估系统或工

具的评估，旨在服务决策和问责，［10 ］实际上反映了

将“问责”引入元评估是顺应社会发展适时的举措。

其次是来自教育评估经验。评估所涉及的利

益相关者总有着不同的需求。例如说到有效性，投

资人和校方对于资金使用很可能有不一致的看法，

从而导致对某个评估项目的目的、方法和评估结论

的接受程度不一样，这种分歧会影响评估结论的落

实，从而影响评估的价值，因此需要在评估设计时

组织各方进行协商，以便在最大程度上达到一致。

这种协商可以运用到“评估问责”的外部元评估中。

除了有效性，其他元评估标准的落实也会产生外部

协商问题，因此外部元评估非常重要，它被列为元

评估的一项内涵，成为“评估问责”中的独立标准。

由于文化、教育、习惯等主观意识形态会影响

评估者对评估目标、方式和结论表述的认识，而个

体的主观形态是多样化的，价值观也可能有差异，

这必然导致评估者对同一事实的不同看法，有时个

体差异会对评估结果产生很大影响。为了加强评

估结果的客观性，内部交流是十分必要的，统一认

识才能够使评估准确和有效。因此内部元评估也

被列为元评估的另一项内涵，也成为“评估问责”中

的独立标准。

在 ISO标准中，文档是第一位的，质量保障的

第一步是将所见所闻、所想所说、所作所为记录下

来。文档不只是一个记录，也是众多相关者行动的

准则，更是评估问责的依据。JCSEE在第三版标准

中明确指出，评估文档要记录每个具体标准是如何

被选择并实施的，为达到有效性和高效率是如何平

衡协商的，对评估中可能遇到的不可避免的一些局

限性是如何沟通的等等。虽然专业评估者对于“评

估问责”有特殊的职责，但来自利益相关者的共同

努力才能保障高质量的评估，就需要加强落实评估

文档工作。因此，JCSEE将评估文档作为“评估问

责”属性的第一个标准，说明文档的规范和完整在

该属性中的首要地位。

此外是为了适应教育的发展。教育的大众化

和全球化使得教育相关团体越来越多，教育评估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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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更多元化，成员构成更细化，对教育评估的看法

也更多样化。因此，加强教育评估的质量保障，推

动教育元评估的发展，评估问责成为有效手段。

三、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教育元评估

JCSEE强调其元评估标准主要适用于美国和

加拿大，建议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评估者应慎重考虑

当地文化对它的可接受性和有效性。这表达了对

于客观实际的尊重，体现出一种科学态度。那么，

把 JCSEE元评估标准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教育结合、与文化背景相融合，建立扎根中国大

地的元评估标准，是一个迫在眉睫的课题。

1. 中国迫切需要开展教育元评估

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需要

教育元评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了推进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教育

部部长陈宝生发表了署名文章《推进教育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强调教育治理体系是国家治

理体系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经验告诉

我们，开展问责是增强社会治理能力的有效手段，

美国从问责制度兴起到将“评估问责”引进教育元

评估标准就是有力的证明。因此，要实现教育治理

能力现代化，落实和推进中央的部署，教育评估是

重要手段之一，而要提高教育评估质量，教育元评

估不可或缺。

从国内组织开展教育评估实践的现状看，需要

开展教育元评估，建立教育元评估标准。纵观三十

年来我国教育评估实践和经验，评估一般只针对评

估客体，忽略了对评估主体的评估，缺乏对评估本

身的价值考量。因此，开展教育元评估理论研究，

建立教育评估问责制度是中国教育评估事业与国

际接轨，赶超国际教育发展的重要举措。

从教育评估机构专业化发展的角度看，需要建

立教育元评估制度。教育评估机构作为教育评估

的组织和实施者，改革的使命责无旁贷。从加强自

身专业性发展的角度出发，迫切需要将国际教育元

评估的成功理论和实践经验为我所用，致力于构建

适合中国国情的教育元评估制度，比如可借鉴当今

国际高校“自愿问责”机制，［11 ］对教育评估机构的评

估行为开展内部质量保障的探索。

2. 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元评估

新时代新挑战，当面对中国教育现代化的目

标、立德树人落实机制、教育评价改革等重大课题，

需要结合国家教育方针、政策和教育评估实际，探

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元评估，发挥元评估功能，

提高评估的可靠性，确保评估结果公信力，改进提

高评估质量，办好让人民满意的教育。

一是要围绕立德树人这个教育的根本任务。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中明确指出要完善立

德树人的体制机制，因此，我们要将立德树人理念

渗透到教育工作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因此，实施

教育元评估要立足基本国情，遵循教育规律，对教

育评估进行评估，确保培养合格的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二是要建立正确的价值引领机制，要树立正确

的价值取向，将“立德树人成效”作为评估的根本标

准。［12 ］教育元评估是教育评估的一种特殊形式，要

确保价值取向没有偏差。新时代教育评估价值取

向要落实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初心上，要

设计将正确的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具体

内容、路径和方法，要有考量价值导向达成度的评

价标准。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落

实好元评估的根本任务。

三是要在破除“五唯”问题上打硬仗。教育部

部长陈宝生在 2019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

“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这“五

唯”是当前教育评价指挥棒方面存在的根本问题。

因此，需要开展教育元评估，对教育评估进行评估，

以全面梳理、分析、评估教育评估的现状、问题与原

因，分层分类研究提出改革的思路举措。要创新思

路，从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出发，以立促破、破

立结合，要在“唯”与“不唯”之间找到平衡，设计科

学的评估指标体系。

四是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知行合一。首先要

顾及现状，中国的教育评估起步较晚，教育元评估

几乎还未正式开展过，尽管零星出现过一些论文，

比如近年来有学者从元评估的视角对审核评估和

学科评估进行探讨，但研究还不成体系。因此，我

们必须学习国际经验，尤其是要借鉴美国在教育元

评估方面的成果。其次要坚守中华文化，发扬尊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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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教、教学相长、学以致用等教育传承，并融合到教

育元评估对评估目的、评估设计和评估结果的价值

判断中，形成自己的特色。

3.“评估问责”属性在中国教育元评估中的应

用思考

关于 JCSEE元评估标准中的“评估问责”属性

及其三个标准，邱均平和欧玉芳在《美国<教育项目

评价标准>的制定及启示》一文中评价，“它是一种

平衡效用性、可行性、适切性和精确性四大评价质

量属性的综合规定，它大量讨论的内外部元评价为

提高和保障评价质量提供了方法论”。因与西方存

在政治及教育等体制差异，我国教育评估机构的独

立程度、教育评估利益相关者对评估的参与程度等

与西方有所不同，因此，要将 JCSEE元评估标准，尤

其是“评估问责”属性所对应的三个标准，结合中

国实际探索运用。

（1）建立健全评估文档。我国教育评估大多由

教育主管部门委托第三方评估机构实施，多以政府

发布文件的形式启动教育评估，文件一般有附件说

明评估的目的、内容、形式、时间等。因评估的涉及

面较广，所以文件及其附件一般是比较原则性的内

容。从建立健全评估文档的角度出发，建议对院校

开展评估时，可由专家组会同被评院校，甚至可以

邀请教师和学生代表，根据文件要求共同制定评估

方案，并记录文档，作为实施评估的基准。要对座

谈、访谈、会议、查询等按照规范格式予以书面记

录。评估结论可与被评院校、教师和学生代表讨论

沟通产生，这些做法与 JCSEE对于评估文档工作过

程中利益相关各方共同参与并协商的宗旨是一致

的。鉴于某类评估可能涉及很多单位，因此可设计

专用的文档格式，供评估人员使用。此外，对于相

关专家和行政部门领导对评估活动予以现场指导

或总结，亦可做好文档记录，归档留存。

（2）开展内部元评估。我国教育评估活动中，

评估项目组的内部会议大多是讨论做什么和研究

怎样做，很少研究做得怎样和如何改进，一个重要

原因是我国的教育评估者大多不是专职人员，一般

是根据评估的目的和性质，临时从各单位遴选并抽

调出来的专家。一旦评估项目完成，专家即返回原

单位，客观上也无法组织探讨评估中出现的问题及

今后的改进方案。因此，开展内部元评估的一个重

要保障是组织专职元评估队伍，这在其他一些国家

是常规动作。对专业评估者来说，JCSEE还要求研

究和改进评估本身就是评估者的重要职责。

（3）开展外部元评估。我国教育评估活动中，

外部元评估是相对薄弱的环节，评估项目组除了与

被评单位及其内部教育质量保障部门商讨评估安

排之外，与被评单位其他人员的交流一般是为了获

取评估需要的信息，很少会涉及探讨怎样的评估活

动是更有益或更有效的。JCSEE的外部元评估要

求在评估活动开展前和实施进程中要与一切利益

相关者协商讨论评估应该怎样进行，其中重要的环

节是学生参与，在欧美被评单位一定会有学生代表

参加，我国的评估也需要学生的参与。

本文探讨了特殊的教育评估——教育元评估，

讨论重点是 JCSEE元评估标准中的“评估问责”

属性和它对应的三项标准的内涵。问责不是责问，

“问责过程的核心就是讨论阶段，因为它不仅提供

了数据来设定预定的或紧急的问责规范，而且提供

了一个问责主客体双方沟通和交流的平台”。［7 ］纵

观该属性的三个标准，其蕴含的共性特点之一是要

在协商和交流的基础上达成目标，保障教育评估的

质量，应对社会对教育的拷问。在我国，教育评估

的主体和客体对于教育发展的愿望是一致的，因此

协商是有基础的，教育元评估的根本目的是促进在

评估过程中利益相关各方加强协商，加强沟通，提

高教育评估的质量，提升教育评估的效能，推动教

育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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