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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教育基本理论研究、教育测量与评价科学研究和教育发展理论研究已成为现代教育科学研究的三大领
域。
当代，教育测量与评价的研究成果被广泛应用于教育事业和教育活动的各个方面。
教育督导工作离不开它，学校管理工作离不开它，教育决策也离不开它，人才选拔与录用更是离不开
它。
随着教师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发展，越来越多的教育决策者、研究者、管理者和教师对这一领域都表
现出极大的兴趣和关注，而这正是教育测量和评价实践与研究的生命源泉。
计算机技术和教育测量与评价思想的融合引发了评价内容、方法和形式的深刻变革。
从经典测验到项目反应理论、从常模参照测验到标准参照测验、从学业成就到能力素质测验、从终结
性评价到形成性评价，都有应用计算机辅助评价的案例。
显然，传统的教育测量与评价教材已不能完全适应新技术发展的要求。
如何将计算机辅助评价的思想与技术进行梳理并加以整合、系统介绍是当前教育测量与评价研究的一
项工作。
应此需要，我们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尝试，通过群力合作完成了这部《计算机辅助教育测量与评价》。
依据计算机技术的特性，将计算机化搜集信息、计算机化处理信息和计算机化评价信息的功能融入各
个章节，通过对教育测量与评价理论、方法和技术的加工整理，形成了统计软件——计算机测试——
计算机化阅卷的设计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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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适应计算机及其软件的日益普及，及对教育领域测量与评价手段韵影响，本书改变以往教育测量与
评价教科书单纯地讲解测量原理与方法的缺陷，将各种评价信息搜集、整理后，在应用统计分析的方
法时与相应的计算机统计软件结合起来介绍，然后用具体案例的分析示范和统计软件的使用说明，成
为一体化的内容。
    在介绍社会学研究领域广为流行的SPSS软件(含Amos)应用的基础上，介绍S-P表综合评价、计算机自
适应测验、技能性测评与网络化评价，以及计算机自动评分等计算机辅助评价的具体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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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代教育评价被称为教育评价的“测量时代”，这一时代从1900年到1930年。
主要标志是测量理论的形成和测量技术手段的大量应用，以追求评价结果的数量化、客观化为主要目
的。
第二代教育评价从1930年到1940年。
第二代教育评价的主要特征是对评价结果进行描述。
这个时期的评价目标已不再只是学生本身，而是考虑什么样的学习目标、学习模式对学生最为有效。
测量仍然是重要工具，但它不再是唯一的工具了。
评价者由原来的“测量技术员”变成了“描述者”。
因此，第二代教育评价也被称为教育评价的“描述时代”。
第三代教育评价被称为教育评价的“判断时代”，大约从1950年前后开始，到20世纪60年代初期。
这一代教育评价的特点，是把前两代没有涉及到的“价值判断”引进了教育评价，并视之为教育评价
的关键，评价者的任务不仅是要运用一定的测量手段搜集评价信息，而且还要制定判断价值的目标与
评价标准，运用一定手段进行价值判断。
通过对前三种评价理论构建的反思，他们认为，前三代评价理论的不足之处是，一方面把评价对象及
其他一切有关的人都排除在外，不予考虑，致使评价工作不够全面，不够深入；另一方面是把评价者
的价值作为评价的唯一标准，没有考虑到评价中其他人的价值观念。
同时，在评价方法上忽视了定性方法的运用。
在他们看来，“评价描述的并不是事物真正的、客观的状态，它表示的仅是参与评价的每个人或团体
（包括评价委托人、评价者、评价对象及其他有关的人）关于评价对象的一种主观认识。
评价的结果就是这些人基于这种认识整合而成的一种共同的、公认的看法。
评价活动所发现的事实，也不是那种终极意义的事实，究其本质，它只不过是一种心理‘构建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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