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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教育评价改革 提高幼儿园保教质量 

侯莉敏 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理事长 

 

教育评价是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教育改革发展的“指挥

棒”，事关教育改革发展方向。教育部印发的《幼儿园保育教育质量评估指南》

（以下简称《评估指南》），进一步落实落细了中共中央、国务院《深化新时代

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的相关

要求，用 5个维度、15项关键指标和 48个考查要点将新时代学前教育深化改革

规范发展的要求具象化，为幼儿园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培养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提供了科学的实施指南和明确的行动依

据。 

一、坚持正确办园方向，树立科学保教理念 

《评估指南》贯彻落实了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科学质量

观，坚持社会主义办园方向，践行立德树人的使命，遵循幼儿发展规律和教育规

律，体现了对幼儿园的方向引领。 

一是坚持立德树人。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必须以立德树人为主线，强调有

什么样的评价指挥棒，就有什么样的办学导向。《评估指南》进一步强化了落实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贯彻落实了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科学质

量观。明确了要“坚持社会主义办园方向，践行立德树人的使命，树立科学评价

导向，推动构建科学保教体系，整体提升幼儿园办园水平和保教质量。”这一要

求表明《评估指南》从幼儿园保教质量发展方面完善了立德树人的落实机制，有

效促进了幼儿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强化了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确保了学

前教育正确的办园方向。 

二是坚持幼儿为本。学前教育作为一个相对特殊的教育阶段，其教育内容和

教育方式与其他阶段存在本质区别，这是由其教育对象的身心发展规律决定的。

因而必须始终坚持尊重幼儿年龄特点和成长规律，注重幼儿发展的整体性和连续

性，坚持保育教育结合，以游戏为基本活动，有效促进幼儿身心健康发展。《评

估指南》明确指出要“遵循幼儿发展规律和教育规律，完善以促进幼儿身心健康

发展为导向的学前教育质量评估体系”，“全面提高幼儿园保教水平，为培养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奠定坚实基础。”并进一步强化了

“坚持儿童为本”的基本原则，专设“保育与安全”、“教育过程”、“环境创



 2 / 3 

 

设”三个维度的评估内容，对幼儿园保教工作做出了明确规定。这表明《评估指

南》以幼儿的发展——现实的、全面的、协调的发展和未来的可持续的、终身的

发展——为出发点与落脚点，这一价值导向的再次明确，对进一步推动树立科学

保教理念，真正实现学前教育为儿童终身发展奠基，具有重要意义。 

二、坚持科学评估，扭转不合理的教育评价倾向 

高质量的教育发展必须建立在先进的教育理念之上，加强内涵建设推动学前

教育高质量发展，促进每一个孩子健康成长更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办好学前

教育”、实现“幼有所育”的实际行动。《评估指南》坚持科学评估，努力完善

评估内容、积极改进评估方式，切实扭转不科学、不合理的教育评价倾向。 

  一是扭转“重结果轻过程”的评估倾向。一直以来，我们对结果评估的

过度关注弱化了对教育过程动态发展的追求。实际上，教育价值体现在过程中而

非仅看结果，质量评价应通过强化过程评估来确保结果质量。《评估指南》强调

注重过程评估，“关注幼儿园提升保教水平的努力程度和改进过程，严禁用直接

测查幼儿能力和发展水平的方式评估幼儿园保教质量。”这一要求不仅有利于全

面规范幼儿园办园行为、防止和纠正“小学化”倾向，更有助于维护幼儿身心健

康、规范学前教育秩序。 

二是扭转“重硬件轻内涵”的评估倾向。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更多关注了

结构质量（如班级规模、园舍建筑等要素）的保障，而忽视了过程质量（如师幼

互动、同伴互动、课程实施、家长参与等要素）的动态发展。这是因为在学前教

育大规模发展的初期，需要通过加大对结构质量的建设力度来不断提升学前教育

的普及水平，但当资源建设到一定程度后，需要着力于过程质量的建设，才能推

动学前教育的高质量发展。《评估指南》坚持以促进幼儿身心健康发展为导向，

聚焦幼儿园内涵发展的核心要素，关注保教过程质量，注重幼儿发展的整体性和

连续性，强调有效落实办园方向、保育与安全、教育过程、环境创设、教师队伍

五个重要方面的过程性内容，而这五方面正是影响甚至制约着我国幼儿园教育实

践向内涵式发展的关键质量要素。特别是，《评估指南》将师幼互动质量作为儿

童早期学习和发展的关键指标，表明了《评估指南》抓住了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

的核心命脉。 

三是扭转“重他评轻自评”的评估倾向。教育评估通常可以由教育机构及其

教师进行内部评估，也可以通过外部机构或同行实施外部评估。其中，最常见的

外部评估是督导，最常见的内部评估是自我评估；督导确保有效的问责和教育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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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符合相关的法规，自我评估用以改进和分享教师的教育实践和教育经验；而自

我评估经常与督导一起用于服务教育质量的评估。《评估指南》明确指出“幼儿

园应建立常态化的自我评估机制，促进教职工主动参与，通过集体诊断，反思自

身教育行为，提出改进措施。”同时，还应“有效发挥外部评估的导向、激励作

用，有针对性地引导幼儿园不断完善自我评估，改进保育教育工作。”这一规定

强化了评估主体的自我内化机制，找准了发力点和突破口，通过内力驱动、外力

激励的方式形成相互衔接、彼此协调的工作机构，为整体推进评价改革提供了科

学的指引。 

三、坚持以评促建，促进幼儿园高质量发展 

评价本身不是目的，充分应用评价结果才能积极发挥出教育质量评价对教育

政策调整、教育教学诊断与改进、社会舆论引领等多方面的功能和价值。《评估

指南》坚持以评促建，从加强组织领导、明确评估周期、强化评估保障、注重激

励引导、营造良好氛围五方面做了工作要求，对进一步建立推进有效实施的工作

模式，建设基于评估应用导向的激励引导机制，并营造可持续发展氛围提供了明

确的指示，让各级各类评估人员和广大一线教师有方向、有目标、有抓手，能切

实有效地推动《评估指南》落实落地。  

在推动《评估指南》落实见效过程中，还要做到以评促改、评建并举，推动

幼儿园高质量发展。为此，教育行政部门要找准定位，抓住教育评价中的关键点

和根本点，以《评估指南》落实为契机，结合实际，完善本地质量评估具体标准，

编制幼儿园保育教育质量自评指导手册，增强质量评估的操作性，摸清现状、抓

住阻碍学前教育科学发展的瓶颈问题，研究转化成学前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行动方

案，坚持科学改革，做到全员、全方位、全过程改进；另一方面，健全体系完善

机制，通过体制机制建设保障落实，加强评估过程性结果运用的制度建设，如建

立常态化自评工作机制、监督机制、信息公开机制等，确保评估过程性结果得到

充分应用，切实有效地引导办好每一所幼儿园，促进幼儿园在质量上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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