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教育论坛 
第 4 卷◆第 4 期◆版本 1.0◆2022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705-1196（P）/ 2705-120X (O)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7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Forum 

区域义务教育质量影响因素指标框架构建研究 
 

陈婧钰 

南昌师范学院 

DOI:10.12238/jief.v4i4.5425 

 

[摘  要] 随着我国义务教育质量监测评价体系的逐步建立和完善,推进地方性的区域义务教育质量监

测工作的重要性也将不断凸显,而梳理影响我国区域义务教育质量的各级、各类相关因素,构建监测评价

指标框架更是其中的关键一环。通过整理分析发现,国际大型教育质量监测项目PISA,其涉及的影响因素

及构建的指标框架在系统的研发设计中具有坚实科学的理论基础、明确清晰的宏观政策取向、兼顾稳

定性和创新性等特点。在此基础上,充分考虑我国区域义务教育质量监测发展现状和实际需要,对构建我

国区域义务教育质量相关影响因素监测指标框架进行了思考,得到以下启示：(1)深化理论基础,结合区域

政策；(2)兼顾科学可比,做到稳中有新；(3)借鉴成熟量表,积极自主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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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gradual establishment and improvement of China's compulsory education quality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system, the importance of promoting local regional compulsory education quality 

monitoring will continue to be highlighted. Of sorting out all levels and various related factors affecting the 

quality of regional compulsory education in China, building a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index framework is a 

key part of it. Through literature analysis, it is found that PISA, an international large-scale education quality 

monitoring project,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olid scientific theoretical foundation, clear macro policy 

orientation, stability and innovation in the systematic research design of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involved and the 

index framework constructed. On this basis, fully consider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actual needs of the 

quality monitoring of regional compulsory education in China, this paper ponder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onitoring index framework of the relevant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quality of regional compulsory education 

in China, and obtains the following enlightenment:(1) deepen the theoretical basis and combine regional 

policies;(2) Give consideration to scientific comparability, and achieve innovation in stability;(3) Learn from 

mature scales and actively develop independen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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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当前,我国的义务教育工作正处于又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紧

跟着全球基础教育发展节奏,我国的义务教育也逐步从追求教

育规模的发展转而向教育高质量发展看齐。作为及时了解和掌

握义务教育质量状况及其发展态势的一项方式与途径,义务教

育质量监测已经受到国家层面、国际社会以及各界政府持续广

泛的密切关注和深入研究,并给予了高度重视。2007年,我国首

次在全国范围内以抽样的方式开展义务教育质量监测工作,以

期对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情况进行评价。2015年,我国也正

式提出并建立了健全的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制度,并将影响

教育质量的因素监测作为其重要且基础的组成部分。 

区域义务教育质量监测及评价体系的出现,是为了弥补国

家层面的义务教育质量监测的不足。通过区域义务教育质量监

测,可以分层分类地精准描述地区义务教育发展现状并诊断问

题,有针对性地指出各地在义务教育过程中的困境,因地制宜地

采取措施。 

1 PISA的因素测评框架特点分析 

1990年以来,在基础教育这个领域掀起了世界性的教育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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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热潮,个别大规模的基础教育质量测评项目引起了一些国内

外学者们的共同关注。其中, 突出的项目是由经济合作与发展

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 

pment,简称OECD)发起实施的国际学生评价项目(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简称PISA)。它主要是

针对临近义务教育结束阶段即15岁的学生进行学习素养的评估。 

从2000年开始,PISA每三年举办一次,主要对学生的阅读素

养、数学素养和科学素养三个方面进行评价,每次选择一个方面

作为侧重点进行深入评估。PISA的测试内容不仅有学科测试用

以了解当前学生的素养情况,它还设计了相应问卷以进行学科

影响因素的问卷测评。PISA中的相关影响因素测评框架作为设

计测评问卷、实施问卷测试的 终决定性材料,并非一层不变的,

从 初的起步摸索到现在的成熟引领,也是在几轮的测评中不

断更新迭代。但不论其如何修改,通过梳理总结发现它始终保有

以下特点。 

1.1坚实的理论基础 

国际大型教育质量监测项目都是基于一定的理论基础构建

指标框架、进行指标研发,PISA正是依据教育效能研究的“背景

-投入-过程-产出(Context -Input -Process -Outcome,简称

CIPO)”模型来构建相关影响因素指标框架。该框架包括橫、纵

两个维度。横向维度主要是指从国家、学校、学生等层面的教

育背景、教育资源投入再到教育活动实施, 后到学生自身的非

认知结果产出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教育生态链,认知结果产出

由学科测试完成。纵向维度是指如何从国家、学校、班级教师

和学生个体等四个主要层面入手去揭示那些影响学生教育质量

的重要因素。 

通过对历次PISA的问卷测试框架梳理发现,虽然每次均有

所改动,但基本都保持着这样的橫、纵维度。长远来看,基于CIPO

模型的顶层设计下,不仅保证了PISA问卷的指标框架整体结构

的合理性和内在一致性,也为每次测评的问卷编制、报告撰写及

结果解读提供了统一的逻辑思路。 

1.2明确的政策取向 

运用监测结果,为参与监测的国家或地区改善教育治理能

力或出台教育政策指导是进行国内外大型教育质量监测的目的

之一。一直以来,PISA都非常重视监测的政策导向。因此,在构

建相关影响因素指标框架、进行指标研发和更新时都要考虑参

测国家或地区教育政策下各学科素养的影响因素。2015年,PISA

开始了“基于政策议题的问卷模块框架”为主题的设计理念,

将所有反映了同一教育政策点的相关内容进行了整合,放入与

之匹配的主题模块,提炼出重点指标。历次发布的PISA报告中都

会有一个章节是基于监测数据结果探讨有关政策意义,或提供

其他政策建议以及时解决在监测实践中暴露的问题。 

由于各时各地教育质量的影响因素形形色色,而测评中的

问卷题目内容十分有限,PISA通常难以全面兼顾其中每一个可

能的影响因素,所以在测评系统框架体系下研究如何能科学、有

效、合理地选择各类问卷指标已经成为整个问卷设计中重要的

一步。具体来说,PISA将主要通过下面三个技术步骤来研究构建

基于政策议题的模块框架。首先,根据当年测试大纲的相关核心

内容,整理出多个主题模块,有些主题模块可能就基本涵盖了有

关当前学生教育与实践活动或对特定教育政策研究的 新关注

或热点。其次,PISA问卷专家组再基于各学科视角和CIPO模型,

对当年已有的多个主题模块重新进行筛选组合,排列而成基于

相关政策议题的橫、纵二维模块式结构。 后,确立主题模块的

使用优先级及顺序。 

1.3兼顾稳定性和创新性 

国际大型教育质量监测研究不仅要先考虑到核心监测评估

指标体系的稳定,也需要注意根据国内外政策时事、 新动态的

有关理论或研究成果,使用新研究指标、新教育观测点替换已经

过时了的一些旧评估指标,即一定要综合考虑这些以保证指标

框架的长期稳定性和实时创新性。PISA编制问卷具有坚实科学

的理论基础和明确清晰的宏观政策取向,其在保证测评问卷中

监测指标稳定的同时,还需要与时俱进。于教育政策制定者、实

施者、家长和孩子而言,他们希望了解和掌握教育质量的发展现

状及发展趋势,这就需要PISA的测评内容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

可比性；于问卷设计者而言,由于教育质量和学生素养的影响因

素是随时代和地区而变化的,这就要求PISA的测评内容也要具

有一定的创新性。 

在PISA的相关影响因素监测指标框架中,其将变量分成了

四类：第一,适用于每一次测试的一般性变量；第二,每9年一轮

的同一素养领域特殊性趋势变量；第三,针对每一次测试主题的

外延变量；第四,来自教育系统层面的问卷。具体来看,第一类

主要是一般性的背景、投入、过程和产出变量,它适用于每一次

监测,具有长期稳定性。第二类主要是适用于各学科领域的过程

和产出变量,因此具有周期稳定性。第三类的问卷内容一般来源

于可选问卷、属于次要关注变量,比如新增领域或专题报告等。

第四类主要是来源于国家层面有关教育系统的问卷变量。由此,

前两类指标具有稳定性,后两类指标具有创新性。 

2 对区域义务教育质量影响因素监测框架构建的

思考 

2.1区域义务教育质量影响因素监测的意义 

构建好区域义务教育质量影响因素指标框架,对其细化并

实施监测对于实现义务教育质量的快速提升具有其十分重要且

影响深远的现实意义。监测人员期望获得的是能够客观、真实

反映当前学生所接受到的实际教育投入,以及学生所受教育过

程中的丰富数据。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些教育质量的影响因素

分析能迅速发现潜在的教育问题并进行归因,找到提高当前教

育质量效能的抓手,为教育管理科学决策和规范教育教学过程

提供支撑力量。 

进行区域义务教育质量监测的主要作用和意义就是发掘当

地教育的优势和短板,并找出妨碍义务教育优质发展的根本原

因,以采取与之相应的改良措施,推动当地教育高质量发展。所

以,区域义务教育质量影响因素监测不仅要测查一般性因素,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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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注重结合各地区义务教育总体发展改革目标、教育方针理念

和教育工作特点,构建适合当地的影响因素指标框架,以提高监

测的针对性。另外,区域义务教育质量监测也是一项长期性、持

续性的工作,通过科学系统的监测来帮助发现问题,改进管理与

提升效率,再通过二次监测,掌握改进政策的执行情况和效果。 

2.2区域义务教育质量影响因素监测指标框架的构建 

通过对PISA的研究发现,其测评问卷的指标框架是在广度

与深度上的有效融合,形成全覆盖、分主次的体系。这给构建我

国区域义务教育质量的影响因素监测指标框架模型带来启发。 

第一,深化理论基础,结合区域政策。CIPO模型是教育效能

理论的标志性模型,我国一些地区进行教育质量监测,未能按照

CIPO模型理论或其他有效理论搭建相关影响因素指标框架,导

致调查内容不完善、不全面。结合地区实际情况,将CIPO模型进

行改良后使用,量身定制相关影响因素指标框架,是对教育效能

理论的合理运用,值得推广、借鉴和研究。同时,由于各地区经

济发展和教育资源存在差异,也造就了各地区在教育政策上的

偏倚。因此,结合各地区的教育特点,在相关影响因素监测指标

框架的设计上各有其侧重点,以为后续在监测结果的使用中能

够提出有建设性、可采纳的建议。 

第二,兼顾科学可比,做到稳中有新。一般来说,区域义务教

育质量监测主要考察当地学生的语数、劳动、科学、艺术等学

科。尽管每年监测的学科不同,但影响因素还是需要保证在一个

相对稳定的范围才能够进行逐年的趋势分析,然而这就需要通

过顶层设计来实现,也就是说需要设置一般性指标和特殊性指

标,同时还要留有开放空间。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首先就是要

给会对各学科均造成影响的因素进行梳理和总结,这类指标每

年都可测试以保证指标体系的稳定性,但同时指标也会随着时

事热点和政策取向进行更新。其次,根据监测学科的特点,编制

具有学科属性的部分特殊性指标,当然这些指标在同一学科的

上下两轮测试应保持相对一致,但也可进行小范围的适当调整。

后,结合当前社会热点、研究前沿或政策需要,设计专题研究。 

第三,借鉴成熟量表,积极自主研发。在构建好区域义务教

育质量相关影响因素监测指标框架后,需要编制具体的问卷题

目。题目以量表题为主,问卷大致有两种设计思路:其一是积极

查阅大量文献资料,获取已有成熟成果的量表题。其二是可根据

一些特定的理论自主选择编制量表。如果某些指标已经有现成

的且较为成熟合理的量表题,并且这些题目经过实际检验证明

信效度良好,那么就可以再根据测试的目的和功能要求加以适

当扩充或删减,改编完善后使用。这样做既可以大幅节省各类资

源、问卷开发人员的时间和精力,又能保证题目质量。当然,如

果没有现成的量表题可用,那么还是需要自编。此时,不仅需要

充分搜集国内外大量文献资料,明确指标涵义,为监测指标赋予

具体的观测点并形成实际的测试题目,同时还可再使用德尔菲

法征询有关专家意见,利用访谈法访谈相关人员,如教师、学生

和家长。 

2.3区域义务教育质量影响因素监测结果的使用 

进行区域义务教育质量监测的本质目的就是对当地的义务

教育进行“健康体检”,并通过监测找出教育改进和提升的着力

点, 终引导家长、教师和全社会树立正确、科学的教育观,促

进区域义务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因此,深入挖掘监测数据,充分

利用监测结果,成为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那么,如何正确使用

监测结果,为区域义务教育改革发展提供科学的参考依据,可以

从以下两方面进行考虑。 

一方面,监测结果能够反映区域义务教育现状及变化趋势,

比较不同学生群体的状况,甄别影响当地义务教育质量提升的

关键因素。监测结果本身就能反映影响教育背景、教育投入和

教育过程,为此可以进行现状描述和差异分析。而将学生的学科

测试结果与影响因素监测结果进行相关分析,便能够找出影响

学生学科发展的因素,从而为诊断和改进教育教学提供重要依

据。另一方面,要积极引导社会大众科学、正确的解读监测结果。

监测结果报告的是相关影响因素,而不是学生的学科成就和影

响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因此,为了避免误导大众,在对外发布

监测结果时应避免使用因果性表达。 

3 结论 

在区域义务教育质量评价体系中,相关影响因素测评是必

不可少的部分,更是秉要执本的一环。只有构建科学、适宜的区

域义务教育质量影响因素指标框架并对其进行合理细化,才能

在区域义务教育质量监测中发现问题,并实现对各类问题的归

因分析,为教育决策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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