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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本书中，作者通过对教育评价概念的梳理和阐释，对教育评价功能的比较和分析，对日本教育评价
发展历史的回顾与评述，向读者系统展现了日本教育评价发展的历史、现状与问题，使人们清晰地了
解近代以来，“教育评价”思想在日本本土化的过程所经历的曲折、面对的困惑和不懈的採索，教育
评价观念的演变和发展对教育实践、考试制度等产生的重要影响。
此外，作者还通过丰富的史料、事例，以及对日本课程变迁、学力模式发展的深刻分析，揭示了课程
与评价、学力与评价、指导与评价的有机关系。
这些都使本书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凸显了作为教育方法学者的研究特色，使之既可以成力学者的宝贵
研究资料，也可以成为一线教师的实践指南。
这也是本书区别于其他教育评价类著作的王要特点。
    中日两国有着相近的文化传统和教育制度，也同样重视考试和评价。
近年来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更是将教育评价推向了亟待改革的关键阶段。
为此，我们将本书介绍给关注和棵索教育评价的同行，希望通过本书让更多的人理解，同为考试文化
浓重的日本是如何将舶来理论去伪存真、融会贯通，创设适于本国的评价制度与体系的，也期待这样
的引进对推动我国教育评价的改革能有所借鉴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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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田中耕治(1952年生)，日本京都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日本教育目标，评价协会理事长、日本教育协会
全国理事、教育方法协会、课程协会理事。
致力于教育方法学和教育评价论领域的研究。
主要专著有《指导要录的修订与学力问题》《解读学力与评价之“今日”》《学力评价论入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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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不同的“教育评价”      第二节  对“相对评价”的批判与“学业评价”的成立　第三章  教育评价
的定位与展开    第一节  对“基于目标的评价”的不同见解      第二节  围绕“基于目标的评价”的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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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方法及有计划的使用      第三节  表现性评价与档案袋评价  　第六章  教育评价的制度及其改进    第
一节  指导要录与指导的连续性      第二节  成绩通知单与公开讨论会的形成      第三节  入学考试制度的
改革——从“选拔”到“资格”第三部  日本教育评价的历史演进　第七章  近代日本教育评价的历史  
 第一节  “考试”时代      第二节  “考查”时代  　第八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教育评价历史    第一节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的教育评价改革      第二节  能力主义的发展与“相对评价”      第三节  批判“相
对评价”，创造新的教育评价  结语 卷末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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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衔接（articulation）”是表示不同教育、学校阶段的相互衔接、相互依存的意思，传统的以“
相对评价”为基础的选拔性考试截断了各学校之间的纽带，使它们各自孤立起来。
与之相反，“基于目标的评价”是资格性考试，其中的“应试学力”被看做“衔接所需的资格”，通
过确定和明示资格的内容来实现保障学生学力的目的。
这时需要讨论的是如何综合理解上一级学校规定的“能力和适应性原则”与下一级学校要求的“尊重
下一级学校原则”（两者的规定不协调），以及如何具体实现考试方法的“公正和有效原则”。
　　从文部科学省的报告可以得知，忽视下一级学校课程的“难题”在调查对象学校中常有出现。
社会补习班的相关负责人员也指出，在东京的私立中学入学考试中，小学课本未涉及的问题不断增加
，这就是升学补习班必然存在的原因。
当然，“难题”在选拔时是必要的，但需要严厉批判的是，事实上轻视甚至无视下一级学校的教育活
动（学生的学习与生活），一味重视只有在升学补习班才能形成的“应试学力”，会加速公共教育走
向形式主义。
而且，这种形式的“选拔”，究竟对上一级学校的教育活动是否有效，完全取决于上一级学校的判断
。
其实，“衔接所需要的资格”才应该是首先受到重视的。
　　现行的选拔性考试所要求的“应试学力”与应该追求的学力模式，并不是毫不相关的两方面内容
，应该认识到“应试学力”只是夸大了学力模式的一部分，由此导致人们容易忽视学力模式本身，这
是十分重要的。
这种认识在实践中的重要意义在于，不要把应试教育矮小化为“应试策略”（了解出题趋势、掌握试
题问答的技巧等），把它与教学设计相结合，可以克服“应试学力”的弱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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