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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学校评价结果解释模型的建立有助于增强评价结果的实践解释力度。依据教育统计

理论和数学建模方法，按照模型的准备、假设、建立、求解、分析和检验 6个步骤建构起学校评价结

果解释模型。模型由理论假设、模型算法、解释框架、解释原则、对策建议 5部分构成，在教育实践

中可按照专业解释、实践解读、专家跟进、学校参与的思路，逐步融入教育实践者的看法，真正发挥

评价的教育改进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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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评价结果解释模型的建构

学校评价结果解释是联结学校评价结果分

析和应用的必要环节[1]，直接影响评价对教育实

践改进功能的发挥。在学校评价研究中，最不应

该被忽视、却又常常被忽视的领域是学校校长和

教师对评价的看法。通过调研发现，校长期望学

校评价可以：用数据说话，看数据变化；应用数据

分析结果，改进学校；专家介入，跟进指导。然

而，现实情况是学校评价研究存在未充分发挥评

价效用的问题，评价数据常常处于静止而非动

态、孤立而非关联的状态，整个评价链条也出现

一种“虎头蛇尾”的表象。虽然学校评价的方案

较为完善、指标较为合理、工具较为科学，但也存

在分析方法复杂、评价结果难理解、学校改进无

从谈起等问题[2]。此外，由于缺乏对学校意见的

关注和对学校实践的了解，学校评价研究在最后

的实践改进环节并不理想。因此，建立学校评价

结果解释模型，可以使分析方法更科学，解释角

度更广泛，评价结果更有价值，在一定意义上可

以为解决学校评价效用欠缺、确立合适的学校发

展方向和路径提供一种思路和一个可供批判的

“靶子”[3]，进而获得对改进学校教育实践具有启

发意义的方法与结论。

1 学校评价结果解释模型的理论基础

学校评价结果解释是参照一定的标准对测

量结果进行价值判断的过程，是一种定量描述基

础上的主观判断，具有定性性质，包括定量描述、

价值阐释和权衡判断 3个要素。这 3个要素是一

个有机整体，定量描述是前提，价值阐释是中介，

权衡判断是结果。不进行定量描述，学校评价的

测量数据无法整合分析出定量结果；不进行价值

阐释，学校评价的定量结果无法被理解，也体现

不出意义；不进行权衡判断，学校评价结果的价

值阐释就没有层次区分，也难以明确学校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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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和提升的方向与空间。学校评价测量结果

只有通过定量描述、价值阐释和权衡判断才能作

出解释，最后达到制定决策、调整和改进学校工

作的目的。

1.1 教育统计理论

教育统计理论是对学校评价结果进行分析、

整合、检验，以及定量描述的依据[4]。在学校评价

研究中，通过测量技术获得的评价信息必须加以

综合，才能对评价对象作出价值阐释。综合处理

评价信息主要以统计学原理为依据，通过统计分

析方法完成。

教育统计学的主要任务就是对学校评价数

据进行整理和分析，为结果解释中的价值阐释提

供基础，这是确保学校评价结果解释科学合理的

必要前提。教育统计学对学校评价结果解释的

直接影响体现为：1）教育统计学中的基本概念是

学校评价结果解释框架的设计基础；2）教育统计

学中的若干方法是分析和处理学校评价信息的

重要技术支持；3）教育统计学中的一般原则是学

校评价结果价值阐释的重要依据。

1.2 数学建模理论

模型是主观意识借助实体或虚拟表现构成

客观阐述形态或结构的一种表达目的的物件，其

构成形式有实体模型和虚拟模型 2种。实体模型

指拥有体积和重量的物理形态概念的实体物件，

如物理模型、仿真模型等；虚拟模型指电子数据

通过数字表现形式构成的形体及其他实效性表

现，如数学模型、结构模型等。在学校评价结果

解释模型的研究中，主要采用数学模型对评价信

息进行抽象、简化及结构化组合。

教育统计学中的方法多是规定成型的，有固

定的统计内容和预期结果；但对学校评价结果而

言，有些内容或维度的解释没有成型的统计学方

法可以采用。因此，必须依据解释的需要建立有

针对性的线性或非线性数学模型，对评价信息进

行融合，进而进行分层、分类解释。数学建模理

论是对学校评价结果进行结构化、价值权衡与判

断的依据[5]。价值阐释出于定量描述，但高于定量

描述。价值的确定是评价结果解释的重要因素，

它能弥补测量中纯数学系统的不足，使事实判断

进一步延伸为价值阐释。权衡判断是对学校评

价结果的定性解释，是依据一定的价值得出的。

采用教育统计、数学建模等技术作为学校评

价结果解释的主要研究工具，在应用时有 3个基

本要求：1）方法适切。教育统计技术要能客观、

系统、完整、形象地反映学校发展中的实际问题，

建立的数学模型要适合在一类学校中运用，并具

有适切性和代表性，能够推导出解释结论可能的

原因。2）简明实用。教育统计技术和数学建模

技术的专业性较强，推导过程也比较复杂，为便

于使用者操作，在向学校管理层反馈结果解释使

用手册时，统计和建模技术的推导过程可以省略

或简化，只呈现核心技术和操作步骤。3）适应变

化。统计技术及数学建模方法应具有一定的弹

性空间，当相关变量及参数发生变化时，能够适

当调整技术以适应新的数据情况。

2 学校评价结果解释模型的建构

作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重要工

具之一，模型能够用相对统一的形式反映、描述、

说明、预测现实世界的复杂现象，能够深刻地体

现物质世界的唯物主义原则。但在教育科学研

究中，特别是学校评价结果解释研究领域，模型

建构技术还处于探索阶段，正在经历从理论向实

践的过渡。

2.1 模型构成

学校评价结果解释模型由 5个要素组成：

1）理论假设，即为解释学校某方面的发展状况，

选择与之相关的科学理论作为基础，同时对这一

理论能否适用于学校发展评价作出可行性分析，

必要时还要作出符合学校教育特性的适当改造，

进而提出学校评价结果解释模型的理论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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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组织生命周期理论可用于解释学校的运行发

展周期[6]，协同论可用于解释学校内部不同主体

之间的教育协同关系[7]。2）模型算法，即运用数

学建模方法将学校发展中若干具有实际意义的

变量，用数学符号和数学表达式予以表征，再根

据实际意义选择公式、编写算法、定义函数，形成

算法的整个过程严谨准确。3）解释框架，即根据

所要解释的角度，在理论假设的基础上将学校某

方面的发展情况划分为若干水平或若干类型，同

时对应数学建模中函数运算结果的相应取值。

如有研究将学校组织运行的解释框架分为低度

有序、中度有序、高度有序 3个水平[8]。4）解释原

则，即结果解释模型中处于某一水平或某一类型

的学校所具有的实践含义、外显特征及原因分

析。如学校组织结构评价结果解释模型低度/中
度/高度有序的含义是什么、处于该水平的学校组

织表现为哪些特征、可能原因是什么。5）对策建

议，即对应于解释原则给出的发展建议，旨在发

挥评价促进学校发展的最终目的。如学校的内

部管理处于低度有序状态时，应采取哪些有针对

性的措施予以改进[8]。

2.2 建构原则

建构学校评价结果解释模型要遵循以下3个
原则。

第一，掌握不同模型的特点和适用范围。比

较成熟且成型的数学模型有多种，在学校评价结

果解释研究中，模型的选择要与所解释的具体内

容相吻合，这就需要熟知不同模型的特点，如了

解模型的使用条件，知道哪种模型可以用来解决

哪些问题，知道所需数据属性，了解所得结果能

够揭示学校哪方面的规律等。在运用数学模型

解释学校评价结果时，要从问题出发选择恰当的

模型，并结合具体问题灵活运用，不应把模型教条

化。一旦发现模型与问题不符时，应寻找其他更

适合的方法重新研究。

第二，已有模型与建构模型综合使用。学校

评价结果解释模型研究中的“模型”有 2类：一是

已有模型，如数据包络分析模型、模糊综合评价

模型；二是即时建构的模型，即针对需要解释的

内容和特点综合各种模型方法，构建出能够解释

学校教育实践某方面特点的模型体系。根据解

释对象、数据类型、结果呈现形式等预设要求，选

择若干适用的已有模型拟合成学校评价结果解

释模型算法，并增加解释框架、解释原则、对策建

议等实践导向的描述内容，最终构成有助于实践

解读的学校评价结果解释模型体系。

第三，模型运用要能跨越技术层面的工具理

性。模型建构是学校评价结果解释研究的一种

方法，有比较规范的流程和严谨的技术；但模型

运用须跨越技术层面的反复“纠缠”，深入结果解

释的更深层次，即说明学校教育实践的具体现

状，揭示学校评价数据背后的实际意义。否则，

模型很可能成为空架子，陷入“工具箱”的纯技术

研究范畴中。

2.3 建构流程

建构学校评价结果解释模型的基本步骤有

6步：第 1步，模型准备。主要包括了解学校背

景，明确评价目的，采集与学校有关的各类信息，

明确评价信息的类型及特征等。第 2步，模型假

设。根据评价信息的属性及所要解释的视角和

内容，对学校评价信息进行必要、合理的简化，建

立评价结果解释框架，用精确的数学语言作出模

型假设，尽量使处理方法简单化，使问题线性化、

均匀化。第 3步，模型建立。根据模型假设分析

评价信息间相关关系，在学校发展内在规律的基

础上，运用适当的数学工具，构造各个变量之间

的等式关系或函数关系。所选用的工具类型及

表达形式应尽量简单。第 4步，模型求解。采用

解方程、画图形、函数运算、数值运算、定理证明

等传统数学方法，近代数学方法及计算机编程技

术，对学校评价结果解释模型进行运算求解。数

学解答结果应具有精确性和唯一性。第 5步，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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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分析。将模型解答结果转换为适合学校话语

系统的专业分析，确定模型结果在解释框架中对

应的类型及层次，给出详细的解释原则，分析可

能的原因并提出改进的对策建议。第 6步，模型

检验。对模型结果进行误差分析和数据稳定性

分析，同时把模型分析结果“带入”学校的现实情

境，通过与学校实际情况进行对照检验模型的合

理性和适用性。当模型检验不符合需求时，返回

第 2步，对模型假设进行修改，同时重复后面的步

骤直到模型检验符合要求。

2.4 模型特征

学校评价结果解释模型具有以下3个主要特

征：其一，解释模型的建立具有抽象性。运用数

学模型研究学校评价结果的解释问题，首先要摒

弃研究学校的具体形式和内容，而是要从数量关

系和空间形式的角度入手；然后将这些关系和形

式抽象出来，用形式化的符号语言呈现；最后得

到形式化的、具有高度抽象性的结构。其二，解

释模型的推演具有精确性。由于数学推理的逻

辑性和数学运算的确定性，使得以数学模型为载

体进行的学校评价结果解释的推演过程是严谨

的、结果是精确的、揭示的关系是确定的。其三，

解释模型的应用具有演绎性。学校评价结果解

释模型是带有一般规律的基本模型，在实际应用

时须按照一定逻辑，再加上学校的某些特定条

件，推导出适合具体情况的演绎模型。在将结果

反馈给学校时，还要给学校的校长和教师留有空

间，使一线教育工作者在解释模型结果的基础

上，能够结合学校实际和自身工作将自己的看法

和理解融合进去，以期得到更丰富、更鲜活、更切

实际和更具效果的结论。

3 学校评价结果解释模型的应用

为便于模型的实践应用，研究者在构建学校

评价结果解释模型后形成《学校评价结果解释模

型使用手册》，将理论假设、模型算法、解释框架、

解释原则、对策建议等内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阐

释，有助于学校实践者理解和运用。学校实践者

依据《学校评价结果解释模型使用手册》将模型

结果和解释结论运用于学校，作为诊断、改进学

校的参考信息。学校依据《学校评价结果解释模

型使用手册》进行模型应用，并将模型结果和解

释结论作为诊断、改进学校的参考信息。学校评

价结果解释模型的应用主要体现在 4个方面：一

是专业解释，二是实践解读，三是专家跟进，四是

学校参与。

第一，专业解释。解释模型是专业研究人员

以理论基础为背景，以恰当的技术方法为支持，

建构起的一套体系比较完整、方法比较科学、结

果比较可信的模型系统。其中：体系的完整性体

现为模型包含理论层、算法层、框架层、原则层、

对策层 5个层级；方法的科学性体现为运用数学

建模的研究思路拟合出能够衡量所研究问题的

数学函数；结果的可信性体现为研究过程经历了

试验验证和模型修正 2个阶段，将经过模型解释

的结果在基层学校进行“复盘式”验证，分析解释

结论与学校实际情况的吻合度，对不吻合的原因

进行分类讨论，并调整模型的算法和解释标准。

第二，实践解读。专业研究者将模型的数学

化运算结果转换为教育领域中以文字为主的话

语体系的过程即实践解读过程，通过将数字结果

与学校的实际情况相联系，可以揭示可能的原

因[9]。实践解读分 5部分：1）对照学校发展目标提

取相关数据，分析目标的达成度；2）根据解释结

果描述学校对应的具体工作现象；3）对提炼出的

学校具体现象进行分类，确定其所属的学校部门

和类别；4）将分类后的现象连同对应的评价结果

解释及数据反馈学校各部门负责人，专业研究者

通过访谈或座谈方式了解学校相关人员对数据

及解释的看法；5）专业研究者通过访谈或座谈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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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的信息与已有的评价解释结果进行整合，形成

学校整体解释结论和评价结果实践详解。

第三，专家跟进。解释模型的建立是由具有

学校管理、数学建模、统计测量等理论背景的专

业人士共同完成的，除模型建构过程需要由专家

主导进行研究外，实践解读环节也需要专家的持

续介入和跟进指导。专家跟进的内容包括：讲解

模型的目的和意义、使用方法、操作流程；解读数

据，将每个数据结果的具体含义翻译给学校的校

长、教师等教育工作者；提供数据分析、学校管理

方面的答疑解惑，指导学校运用评价结果进行工

作改进。

第四，学校参与。学校评价结果解释过程

中，学校方面的参与一般包括 3类人群：1）校长。

作为学校的直接管理者，校长需要从全局把握学

校的整体发展状况，对数据的敏感度较高，能够

敏锐地捕捉到数据背后的信息。2）中层干部。

主管教学的副校长、主管德育的副校长、教学主

任、德育主任、教务主任、科研主任等中层干部是

参与评价结果解释的重要成员，要从各自主抓的

工作出发，结合解释结果思考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解决策略。3）一线教师。虽然学校评价

是相对中观层面的问题，主要涉及学校管理层，

但学校的每项工作都与教师相关，因此一线教师

也要结合自身反思工作表现及问题。由此，吸纳

学校教师全员参与，有助于提高评价结果解释的

效果，也是学校评价结果解释研究的一种期待。

综上，学校评价结果解释模型的根基是由专

业人员建立的专业、规范的模型算法和科学、适

切的解释框架；关键是学校结合实际工作和教师

个体化经验开展的多种创造性解读活动；支柱是

以教育评价、学校发展、学校管理等成员组成的

专家团队的跟进指导；表征是学校管理者、中层

干部和一线教师的广泛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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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Interpretation Model of School Evaluation Results
WANG Wei1, ZHANG Xin2

（1. Beijing Academy of Educational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2. Liaoning Province Shiyan High School, Shenyang 110841, China）

Abstract: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interpretation model of school evaluation results helps to strengthen the
practical interpretation of evaluation results.According to the educational statistics theory and mathematical
modeling method, the school evaluation result interpretation model is constructed according to the six step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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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 preparation, model hypothesis, model establishment, model solution, model analysis and model test. Its
basic pattern is a practical interpretation activity with the guidance and support of professional researchers,
with mathematical modeling method as the core and school wide participation as the main way. The
interpretation model of school evaluation results is generally composed of five parts: theoretical hypothesis,
model algorithm, interpretation framework, interpretation principles and countermeasures. In the educational
practice, the idea of professional interpretation, practice interpretation, expert follow-up and school
participation can be gradually integrated into the views of educational practitioners, so as to truly play the role
of evaluation in promoting the improvement of educational practice.
Keywords: school evaluation; result interpretation; mathematical modeling

（责任编辑：张 丽）

（责任编辑：张 卫）

of cultural environment, value orientation and foundation construction,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theoretical
proposition of constructing the cultural paradigm of educational evaluation in China.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dure of constructing educational evaluation culture paradigm includes six steps: evaluation preparation,
stakeholder participation, determination of evaluation purpose and problem, development of evaluation tool,
data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promotion and use of evaluation results. On the basis of this, an index system with
5 dimensions, 9 aspects and 3 levels of educational evaluation culture paradigm is constructed.
Keywords: educational evaluation; evaluation culture; educational evaluation paradigm; evaluation t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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