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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柴葳 实习生 向倩芸 4月 15 日发自北京

记者从今天教育部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日前

印发《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方案》，决定从 2015 年起在全国开展义务教育质量监测工作。

《方案》的出台，标志着我国义务教育质量监测制度的建立，中国特色“PISA”（国际学生

评估项目的缩写）揭开面纱。

2007 年，教育部委托教育部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中心开展义务教育质量监测试测工作，

经过 8年的酝酿后，《方案》出台被寄予推动政府提高决策科学性和管理有效性的厚望，将

在指导学校改进教育教学、实施素质教育、不断提升义务教育质量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此

举也被视为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强化国家教育督导，委托

社会组织开展教育评估监测”要求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完善监测评估体系，定期发布监测评估报告”规定的具体体现和重要措施。

“开展监测是提高教育质量的必然要求”

http://edu.ce.cn/xw/201504/16/t20150416_2454124.shtml


“开展质量监测是新时期提高义务教育质量、解决义务教育热点难点问题的必然要

求。”教育部督导办主任何秀超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我国义务教育实现全面普及后，提升教

育质量成为义务教育改革发展的核心任务。但长期以来，由于缺乏准确反映义务教育质量状

况的客观数据，导致既不能全面客观地对义务教育质量做出评价，也不能有效诊断存在的问

题及其根源，单纯以成绩和升学率为标准来评价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的现象一直存在。

“为此，亟须建立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制度，开展义务教育质量监测，通过准确掌

握教育现状，找准问题分析原因，对症下药，提出改进学校教育教学的科学对策，促进学生

全面发展，提升义务教育质量。”何秀超表示，开展质量监测是提高教育督导针对性和有效

性，加强宏观管理和科学决策的重要举措。

当前，我国义务教育量大面广，各地发展水平不平衡，给义务教育有效的宏观管理带来

难度。“必须转变教育管理方式，强化督导评估监测，对我国义务教育质量在地区、城乡、

校际的差异进行全面把握和及时监控，对未来变化趋势做出预测，引导和推动科学决策，更

好地发挥监督和监管的作用。”何秀超说，通过发布质量监测结果，可以督促政府、引导社

会树立正确的教育质量观念，营造支持教育改革发展、有利于学生健康成长的良好氛围。“从

这个意义上说，出台《方案》使义务教育质量监测有据可依，是有效开展教育督导、加强教

育监管的重要举措。”

“已建立一支质量监测实施队伍”

从 2007 年 11 月教育部依托北京师范大学成立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中心，负责组织开展基

础教育质量监测的日常工作开始至今，从机构建立、队伍组建、监测工具研发到试点监测，

我国目前已具备全面开展义务教育质量监测的基本条件。

“目前已经建立了一支由国内外专家组成的专业研究团队，以及由教育行政和督导部

门人员、中小学校长、一线教师组成的监测实施队伍。”何秀超介绍说，该团队根据语文、



数学、科学、体育、艺术、德育等学科领域的不同特点，分别设计了纸笔测试工具和现场测

试工具，侧重测查学生学业水平和操作能力。

同时，建立了“国家督导部门统筹指导监测中心组织执行、省级督导部门协调监控、县

级督导部门操作实施”的组织实施模式，形成了包括抽样、测试、数据分析、水平划定、撰

写报告在内的一整套比较完备的工作机制。这些工作为在全国开展义务教育质量监测提供了

基本条件和实践经验。

据介绍，从 2007 年开始，我国已连续 8年开展义务教育阶段 6个学科领域的试点监测。

2013 年以来，在前 5年试点监测的基础上，对整个监测工作进行了全面梳理和总结，对多

次试测的指标工具进行了修改，对国家监测制度进行了研究和设计。

2013 年 8 月以来，教育部多次召开专题研讨会、专家论证会，组织科学院院士、国家

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督学、学科专家、教材专家、中小学校校长、一线教师等相关人

员，对义务教育阶段语文、数学、科学、体育、艺术、德育等 6个学科领域的监测指标体系

及抽样工作方案进行了论证。研究起草了《方案》初稿。2014 年 12 月，经国务院教育督导

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同意后，又做了补充完善，最终形成《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