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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新一轮课程改革中，普通高中思想政治学业水平测试将分为合格性与等级

性学业水平考试，以客观准确地度量学生思想政治学科核心素养的真实发展水平为根本目

的。新型课程标准能否成为思想政治课程学业水平考试的命题依据，关键要看学业质量标

准是否管用好用。而要使得思想政治学业质量标准管用好用，需要研制出一套质量水平划

分科学精确、具有充分可测性和可操作性的学业质量标准。这是当前和未来思想政治学科

评价研究面临的重大新问题新挑战，是思想政治课程标准研制需要突破的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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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徐徐拉开帷幕的新一轮普通高中课程改革正在构建新型的思想政治课程标准：以思想政治学

科核心素养为灵魂，融学业质量标准与传统的课程标准于一体。这种以思想政治学科核心素养为引领的

新型课程标准不仅是教材编写的指导、教师培训的大纲、课堂教学的遵循、学生学习的标准，而且是考

试命题的依据。

在新一轮课程改革中，普通高中思想政治学业水平测试将分为合格性与等级性学业水平考试，以客

观准确地度量学生思想政治学科核心素养的真实发展水平为根本目的。新型课程标准能否成为思想政治

课程学业水平考试的命题依据，关键就看学业质量标准是否管用好用。要使得思想政治学业质量标准管

用好用，就要求我们研制出一份质量水平划分科学精确、具有充分可测性和可操作性的学业质量标准。

这是当前和未来思想政治学科评价研究面临的重大新问题新挑战，是思想政治课程标准研制需要突破的

核心问题。笔者在参与思想政治课程标准修订和学科核心素养测试工作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一些初步思

考，在此将我的不成熟想法与大家共同分享，以期抛砖引玉。

一、关于思想政治学科核心素养基本评价策略的思考

要构建质量水平划分科学精确、具有充分可测性和可操作性的思想政治学业质量标准，首先要搞清

楚如何才能观测到思想政治学科核心素养及其发展水平。

思想政治学科核心素养，是指个体在面对复杂的、不确定的现实生活情境时，综合运用本课程的学

习所孕育出来的学科知识与技能、学科思想与观念，在分析情境、应对挑战、发现问题、确认问题、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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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参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活的关键能力和必备品格。根

据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的学科本质和功能定位，它包括政治认同、理性精神、法治意识、公共参与等

基本素养。

从评价角度看，与其他核心素养一样，思想政治学科核心素养同样是不可直接观测和度量的。用信

息不对称博弈理论的语言说，某个人的思想政治学科核心素养如何，是他的私人信息，外人不可直接观

测。面对不可直接观测的私人信息，外人只能通过可观测变量加以推断。这是我们寻找思想政治学科核

心素养水平评价方法的基本出发点。

根据信息不对称博弈理论的要求，要通过可观测变量有效地推断不可观测变量，评价者设置的可观

测变量必须要至少满足“充分性条件”：充分性是指这个或这些可观测变量是不可观测变量的充分统计变

量。具有充分性的可观测变量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性质：一是敏感性强，二是随机性小。

敏感性强是指可观测变量与不可观测变量之间有着密切的内在关联，一旦不可观测变量发生变化，

就会引起可观测变量及时的、强烈的变化。可观测变量的敏感性越强，评价者对不可观测变量的推断难

度就越小。例如，要推断一 个 农 民 种 地 是 否 努 力，用 产 量 高 低 来 衡 量 就 比 用 其 体 重 大 小 来 衡 量 更 加 合

理。虽然，一个努力种地的人也许会因为其付出更大的劳作而使得其体重下降，但是，其努力程度无疑

与产量水平之间具有更强的内在关联。

通常，可观测变量与不可观测变量之间不会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如果二者的关系是一一对应的，从

评价角度看，等于不可观测变量本质上是可观测的。例如，人们经常说“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如果事情

真的如此，外人就可以从观测到的收获水平完全准确地推断出耕耘水平：一份收获意味着一份耕耘，两

份收获意味着两份耕耘，三份收获意味着三份耕耘……。然而，对于评价来说，麻烦就在于一份耕耘并

不一定带来一份收获。如果运气不好，也许一份耕耘带来的收获会小于一份收获；如果运气好，也许一

份耕耘带来的收获会大于一份收获，因为收获的大小除了要受到耕耘程度的影响外，还要受到许多随机

因素的影响，例如，农 民 的 收 获 就 可 能 受 到 天 气、自 然 灾 害、种 子 质 量、化 肥 质 量 等 因 素 的 影 响。因

此，要充分地推断出农民种地的努力程度，就必须要尽可能地排除随机因素的干扰，这意味着：１．评价

者必须选择相关性强的可观测变量。例如，多年的平均产量水平无疑就比单个年份的产量水平更能准确

反映农民的努力程度。２．评价者必须引入多个可观测变量对不可观测变量加以推断。例如，如果不仅只

看该农民实现的产量，而且还看气候、当地其他农民的产量、土地肥沃程度等，就显然比单一只看该农

民实现的亩产量高低更能准确推断出该农民的努力程度。因为，一个在气候不佳年份能够种出不亚于平

常年份的亩产量的农民，通常要付出很高的努力程度，或者一个在相对不肥沃的土地上能够种出不亚于

耕作肥沃土地的亩产量的人，通常也要付出更高的努力程度。因此，综合这些可观测变量能够更好地排

除随机因素的干扰，更准确地推断不可观测变量的水平。

当然，无论怎样努力排除，评价者无法做到完全排除随机性，这既是因为受制于评价技术，也是因

为受制于评价成本。因此，任何评价或推断都是不完美的。

综合敏感性强、随机性小这两个基 本 性 质，要 充 分 地 推 断 出 思 想 政 治 学 科 核 心 素 养 的 真 实 发 展 水

平，评价者必须认识到：１．评价核心素养发展水平的基础性变量应当来自于具有可观测性的行为及其结

果。一个人的核心素养水平怎么样，会通过其行为及其结果表现出来，一个人的核心素养与其行为表现

之间的内在关联性无疑要高于与其他可观测变量之间的关系。作为评价者，他的核心任务之一就是要从

诸多具有可观测性的行为表现中筛选出具有高度敏感性的行为表现特征。

２．用于评价某一个核心素养发展水平的可观测变量应该是一群或一组，即通过多个可观测变量及同

一个可观测变量的出现频率来加以更准确地推断。这意味着至少两点：第一，用于推断某个核心素养发

展水平的行为表现变量应该是一群或一组。例如，我们要充分推断一个人的某方面人品，可能既需要观

测他在单位的表现，也需要观测他在社交中的表现，还需要观测他在家庭生活中的表现。又例如，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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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能够屡屡发表高质量的论文，显然比偶尔只发表一两篇高质量论文要更能反映其学术研究能力。

第二，用于评价某个核心素 养 发 展 水 平 的 可 观 测 变 量 除 了 相 关 的 行 为 表 现 群 以 外，还 必 须 参 考 其 他 变

量。正如评价农民种地的努力程度还要考虑气候、土地肥沃程度等因素，评价学生某个学科核心素养的

发展水平也同样要考虑其他变量：如情境复杂程度与新颖程度、任务的难度。例如，在更复杂或更新的

情境中或在更难的任务中，能够展现出同样行为表现，无疑意味着更高的素养水平。

３．由于评价者不能完全排除随机性的干扰，因此，任何学科核心素养发展水平的评价都不可能是完

美的。再好的评价也只是对真实素养发展水平的一个近似，我们只能追求尽可能地近似于真相。

因此，基于信息不对称博弈理论的启示，思想政治学科核心素养的学业评价实际上就是要求评价者

要按照敏感性强和随机性小等原则，通过精心、巧妙、科学地设置复杂程度和新颖程度不等、难度不等

的任务情境以诱导出能够充分指向某个核心素养及其发展水平的行为表现群。因此，思想政治学业质量

标准的核心要素包括：情境、学科内容、学科任务、行为表现。具体而言，就是通过在复杂程度和新颖

程度不同的具体情境中，让学生运用学科知识和方法完成某一项或几项任务难度不等的学科任务，依据

所展现出来的行为表现群来推断学生某一素养的发展水平。

二、关于思想政治学业质量水平具体划分标准的思考

根据前一部分的思考，要根据思想政治学业质量推断学科核心素养发展水平，应该考虑三个维度：

情境的复杂程度与新颖程度、行为表现群或学科任务的完成质量、学科任务的难度。与此相关，思想政

治学业质量标准研制需要解决的另一个关键问题则是：如何根据基础性可观测变量—行为表现群和参考

性可观测变量—情境复杂程度与任务难度，具体区分学业质量，进而判断思想政治学科核心素养水平的

高低呢？这是一个蕴含着大量评价学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难题的问题。笔者接下来将就学业质量标准中

如何具体刻画思想政治学业质量水平谈谈自己的思考。

为了不使得问题变得过于复杂，笔者暂时忽略情境复杂程度与新颖程度、任务难度这两个维度，谈

谈如何对任务完成质量进行划等。

假设思想政治学业质量水平划分为４级，１级最低，４级最高，每一级均代表着整体学科核心素养

的一个层级。因此，为了便于刻画思想政治学业质量的不同水平层级，学科任务完成质量也分为四级。

又假设学业质量标准是服务于纸笔测试。那么，我们首先必须筛选出适合或能够纸笔测试的思想政

治学科任务。根据思想政治课程的本质特性与功能定位，思想政治课程的基本学科任务可以归纳为以下

四项：分类与描述、解释与论证、预测与选择、辨析与评价。

分类与描述是指对真实社会生活情境中的事物、现象与问题的特征、表现、范围按照某个维度进行

刻画、比较和分类，以识别事物、现象问题的性质与种类归属。

解释与论证是指对真实社会生活情境中的事物、现象与问题，运用学科方法与技能分析原因，探究

不同变量之间的关系，以寻求对世界的理解；或运用理论逻辑和实证材料对探究结论与理论命题进行合

乎逻辑和科学要求的检验、理解。

预测与选择是指结合具体的社会生活情境，运用科学的方法和原理对行为、事物、现象、问题的结

果或影响进行分析和预测；根据约束条件和目标设计出合理可行的方案，比较不同方案的优劣利弊并作

出理性选择。

辨析与评价是指结合具体的社会生活背景，根据某个维度对理论、事物、现象的价值与功能进行分

析和评价，辨识要素、事物、概念、价值之间的关系；合理运用相关理论和方法，对不同观点与立场、

不同利益诉求进行价值判断，进行辩护和批判。

应该说，上述四项学科任务基本上已经涵盖了思想政治课程几乎全部的学习任务。那么如何衡量这

些学科任务的完成质量呢？笔 者 认 为，评 价 者 可 以 考 虑 从 如 下 几 个 方 面 具 体 区 分 某 一 学 科 任 务 的 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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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

１．描述、预测与评价维度的运用力。根据学科核心素养的发展水平，从用一个维度（视角）进行分析

到能从多个维度（视角）进行分析，从只能用常见的、熟悉的维度进行分析到能够从不常见不熟悉的维度

进行分析，从只能用给定的（常见）维度进行分析到自己能够选择合适的维度进行分析，无疑体现着学科

核心素养水平的不同。

因此，从描述、预测与评价的维度看，我们依次可以从如下四个层级观测某项学科任务的完成质量

与思想政治某个学科核心素养的发展水平：从只能用常见的一个维度进行分析，到能够从常见的多个维

度进行分析，再到能够用新的维度进行分析，再到能够根据任务要求恰当选择合适的维度。

２．学科知识的理解力。无论是解释世界还是实践应用，首先必须要求对学科知识具有良好的理解和

掌握。理解力是评价学科任务完成质量的重要指标。从评价角度看，我们依次可以从如下四个层级观测

对学科知识的理解力水平：从只能够准确表述学科知识原理，到能用恰当事例加以阐释，再到能够知道

理论原理成立的条件且对学科知识的理解是结构化的，再到能够提出批判性意见。

３．学科知识的应用力。思想政治课程学习的基本目的之一是通过运用学科知识解决实践问题，以更

好地参与社会实践。因此，学科知识的应用力也是评价学科任务完成质量的基本指标。从评价角度看，

我们依次可以从如下四个层级观测学科知识的应用力水平：从只能够正确运用一个知识，到能够正确运

用多个知识，再到能够综合运用知识，再到能够最优地或创造性地运用知识。

４．命题或方案的论证力。无论是认识、解释世界还是实践应用，均要涉及对原理、探究结论或方案

的论证，论证其是否科学 合 理 或 是 否 合 理 可 行。因 此，论 证 力 是 度 量 学 科 任 务 完 成 质 量 的 又 一 基 本 指

标。我们可以依次从以下四个方面区分论证力的水平高低：从只能用典型事例加以论证，到能够用学科

原理加以逻辑论证，再到能够选择合适的（事例或理论）证据加以论证，再到不仅能够选择合适的证据，

而且具有结论与证据的检验意识和能力。

５．方案的设计与选择力。当我们应用思想政治学科知识与方法解决各种公共与 非 公 共 的 实 践 问 题

时，需要我们不仅要有效应用学科知识，而且还要能够根据决策目标与约束条件设计并选择出合理可行

的解决方案。因此，根据实际情境中的决策目标与约束条件，设计与选择方案的能力是评价学科任务完

成质量的又一项基本指标。我们依次可以从如下四个方面观测相关任务或实际问题解决能力的高低：从

只能够设计出一项合理可行的方案，到能够设计出多项合理可行的方案，再到不仅能够设计多项合理可

行的方案，而且还能够清楚各个方案的优缺点，再到能够根据实际情形从多个方案中选择出最佳方案。

虽然上述五个方面的具体划等是否科学合理还有待于实证研究，但笔者要表达的一个核心思想是：

维度的运用力、学科知识的理解力与应用力、命题或方案的论证力、方案的设计与选择力不仅是评价思

想政治学科任务完成质量或学业质量的基本指标，而且它们是能够清晰地进行量化评价的。尽管这种量

化评价也许不是基数意义上的，而是序数意义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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