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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教育评估文库：教育评估计算学》着重研究教育评估中的各种数学计算问题，包括评估指标体
系构建中的数据统计与处理、主观指标的群体评判结果的汇总处理、评估指标属性值的规范化处理和
多指标数据的合成处理等；讨论了群体评判结果中评判质量分析与评判结果调整等数据处理方法，并
提出基于评判准确性的群体评判结果合成方法；结合实例讨论了常用的教育评估数据合成模型与方法
，并分析了模糊综合评估法、层次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聚类分析法等常用综合评估方法的机理与
特点。
　　《教育评估文库：教育评估计算学》可供教育部门的管理人员、从事教育评估的工作人员、研究
教育评估的专家学者参考，也可作为相关专业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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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绪论第一节 评估的概念一、评估的含义与作用二、元评估的概念第二节 教育评估一、我国教
育评估的发展二、教育评估的类型第三节 教育评估学一、教育评估学是交叉学科二、教育评估实践的
项目管理第二章 教育评估中的统计学基础知识第一节 数据类型与分布形态一、数据类型二、数据分
布形态第二节 数据集中程度一、众数二、中位数三、平均数四、数据集中程度统计量的比较第三节 
数据离散程度一、异众率二、全距与四分位距三、平均差四、方差与标准差五、差异系数六、数据离
散程度统计量的比较第四节 数据相关程度一、相关关系的种类二、相关程度的度量三、相关系数的检
验第五节 用Excel软件计算统计量第三章 评估指标体系的数据处理第一节 评估指标体系的基础知识一
、评估指标体系的层次结构二、指标的构成要素三、指标的类型第二节 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一、评估
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二、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方法第三节 评估指标体系的分析一、定量分析二、定性
分析三、评估指标体系的简化第四章 群体评判结果的汇总处理第一节 指标属性值的确定一、指标属
性值的确定方式二、指标属性值的影响因素三、群体评判结果的汇总处理第二节 群体评判结果中的个
体评判质量分析一、评判人的平均心理尺度分析二、评判人的区分能力分析三、评判人的评判准确性
分析第三节 群体评判结果的调整处理一、个别评判人的评判结果调整处理二、群体评判结果的标准化
调整第四节 群体评判结果的一致性分析一、单评估对象的群体评判结果一致性分析二、多评估对象的
群体评判结果协调程度分析第五节 群体评判结果合成方法的分析与改进一、常用合成方法分析二、数
据过滤三、基于评判准确性的数据合成方法四、根据评判准确性调整专家星级⋯⋯第五章 指标属性值
的规范化处理第六章 多指标数据的合成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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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数据核实是信息准确的保障　　要保证数据准确可靠，必须对采集到的信息进行核实和分析。
对信息可靠性的分析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进行。
宏观层面的信息可靠性分析是指在总体上对信息的可靠性进行把握，一般并不能确认信息不准确，但
可以初步筛选出需要进一步核实的对象。
具体方法有：　　（1）直观观测。
此方法主要针对一些直观感觉“异常”的情况，例如在同类评估对象中，某评估对象的信息与其他评
估对象有明显的反差，如某项数据远远高于其他数据；或者某评估对象的信息相对于历史情况出现较
大的“跳变”，例如，如果某单位的科研成果上报数据与先期情况相比在短时期内突然“暴涨”，这
似乎有悖于学科建设是长期的积累过程的常规，则需要对该数据进一步核实。
　　（2）数据处理。
通过对采集到的数据作适当的处理，也可以在总体上检验其可靠性。
例如，将所有高校报表中的“院士人数”进行汇总，与权威部门提供的全国高校的院士情况进行对比
，如果某位院士是多所高校的“双聘院士”，并且在填报说明中没有严格限定或者填报人理解偏差，
则可能出现前者大于后者的情况。
　　微观层面的信息可靠性分析就是对具体的信息逐一核实其真实性，如：　　（1）多渠道对比。
对于同一个信息或数据，将从不同渠道获取的结果与之作对比分析，是检验数据准确性的有效手段。
对一些评估对象的基本信息，例如高校的规模情况、专业设置情况等，可以将报表法采集到的信息与
主管部门的年报信息进行对比。
但是由于有的数据可能是动态变化的（如个别学生退学），而且不同渠道的信息统计口径、统计要求
（如按学年统计或者按年度统计）可能不同，因此从不同渠道采集到的信息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偏差
。
　　（2）资料证明。
资料证明是一种严格确认评估对象某项信息可靠性的有效方法。
例如，如果需要核实评估对象的某项科研项目或成果，可以请评估对象提供该项目或成果的相应证明
材料，如项目合同、获奖证书等。
资料证明是最直接、最有效的信息可靠性分析手段，但是工作量巨大。
　　3.制度完善是保障数据准确的有效手段　　信息采集工作中，建立严格的规章制度可以有效地提
高信息的可靠性，而且要做到有章必依、违章必究，信息采集人和填报人都必须自觉严格遵守规范。
例如可以建立公示制度和奖惩制度：　　（1）公示制度。
在不涉密的情况下，利用计算机网络等媒介将采集到的信息在适当的范围内予以公示。
公示制度一方面有利于社会监督，提高信息的透明度，同时对信息填报也可以产生有效约束，提高信
息的可霏性；另一方面，如果信息是通过资料法等途径获取的，公示制度也便于评估对象自身进行核
对，便于及时纠正错误。
例如，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在开展学位授权审核工作时就对各家单位的申报材料进行网上公示，申报同
一个博士学位授权学科的各家单位，可以监督所有竞争者填报的数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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