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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教育质量"内涵的新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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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教育质量是学校生存与发展 的基础 ，但教学质量在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环境下具有不同的 内涵。面对知识经济的 

冲击 ，教育质量的 内涵必须摈弃传统的以“考试成绩”为唯一尺度的片面观点，而应该从 考察毕业生的竞争力、学生在校期 间 

的进 步幅 度 、学生对 学校 的满意 度 以及 学校 的“品牌 ”声誉等 方 面进行 综合描 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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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Understanding of Education Quality 
ZHANG Ji·sheng 

(College ofMechanical Engineering，Chongqlng University，Chongqing 400044，China) 

Abstract：Education quality is the basis of the 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 of universities．There are different contents of education qu ality 

between education for test and education for qu ality．Facing the shock of knowledge economy，we must abandon the traditional and one-sided 

idea of education qu ality that score of test is uniqu e measurement．We should evaluate education qu ality comprehensively by examining the 

competitive power of garduates and progress of students and students’satisfaction of university and school S brand”fame． 

Key words~qu ality of education；content；college students 

学 校 的生命 在 于教育 质量 ，并直接 影响 着学 校 

的生存 与发展 。学校一切工 作 的 目的就是保 证或 提 

高教育质量。但“教育质量”的内涵界定在认识上却 

存在不 同观点 。 由于 理解 上 的差异 ，必 然 会影 响教 

育 内容 、方法 和教育 目标 的实现 。 
一

、“应试教 育”的教 育质 量观 

传统 的教 育 质量 观 大致 属 于知 识 质量 观 ，以学 

生 掌握 书本 知识 的多少 与深 度来衡 量 教育质 量 ，集 

中表现在 学生的课程考试分数上。例如不论 当前 

“素质教育”讲得多么热闹，升学率是衡量一个中学 

教 育质 量 的唯一 标 准则 几乎 是铁定 的，谁 也无法 动 

摇 它。 只要升 学 率上 去 了 ，那 么这个 学 校怎 么 去做 

“素质教育”的文章都很容易；升学率上不去呢，这个 

学校 不论在 “素质 教育 ”方 面做 了 多少 努力 ，都 很难 

得到上至 领导 下 至学 生 、家 长 的承认 。其 实这 个 问 

题在大学照样存在 ，因为人们始终把考试分数作为 

衡量教育质量的“硬”标准，其它标准都是附带 的、次 

要 的。特 别在 大学 教 育质 量评估 活动 中 ，很 多学 校 

和老师感到最紧张的就是统考。考试分数如同无形 

“尺子”，把学校、院系、学生分成三六九等，使学校、 

教师和学 生压 力重 重 。实 践 表 明 ，把 课 堂考 试 成 绩 

作 为检验教 育质 量唯一“硬 “标 准的传 统观点 是 片面 

的。考试结果并不能反映人的品德、能力、素质，考 

试“状元”中的“高分低能”者屡见不鲜。 

“文革”后开始实施“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高等 

教育入学考试，克服了权力、出身、金钱等 因素左右 

高考的弊端，在当时的确是一个进步。但这种“一试 

定终生”貌似“公正”而实际上抹煞了学生先天个性 

素质、能力存在差异的事实，其结果是严重压抑 了不 

少学生个性潜能 的发展。面对我国教育资源 紧缺， 

升学竞争十分激烈的现状 ，正确评价考生们的全面 

素质和掌握知识 的水平 ，又要 显示对 一切考 生 的“公 

平”是 目前 学校教育必须解决 的问题 。 

二 、全面素质质量观及 困惑 

知识经济时代，不论社会和用人单位都强烈要 

求大学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而非仅限于灌输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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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大 学师 生 中广泛 流 传着 “能力 比知识 更重要 ”、 

“必须提高大学生人文修养”等观点 ，体现出全面素 

质质量观已深入人心。因此 ，所有高校都强调对大 

学生要加强实 践能力 、创新 精神 、文化 素质 和社会交 

往能力(情商)等的培养，以及广博知识面的掌握(科 

学、工程 、社科 、人文)等等，提 出的要求似乎有愈来 

愈多的趋势 ，并反 映在 不少大学 制定教育计 划 的“培 

养 目标”中。从这一情 况 出发是 否可 以认 为 ，我们采 

取 的教育措施 如 果 使大 多数 学 生达 到或 超过 了“培 

养 目标”称为教育质量较高，反之教育质量较低。 

对 于专业教学计划 的“培养 目标 ”的可行性 和可 

操作性 问题 似乎很少有人 去关心 和研究 。显然我 们 

不能 象父 母 表达 希望 子女 成龙 成风 的愿望 那样 ，提 

出来 的培养 目标 应 当是要 靠教 学计 划 、课程 环节 安 

排实现 。如果脱离 了学 生 、学校 各方 面 的可 行性 ，不 

考虑如何去检验，这样制定的“培养 目标”其实只能 

算 是一 种 主观 愿望 ，缺 乏可操 作性 。“质量 ”总是 希 

望针对一定的“标准”直接检验。但是学生求学过程 

中和毕 业后 表 现 出来 的不 同能力 和素质 ，不仅 与教 

育培养效果有关，同时还取决于学生 的先天素质和 

社会环境等很 多因素 ，教育只是其 中的因素之一。 

由此表明 ，企 图通 过考 核 学 生 的知 识 、能 力 、素 质是 

否达到“培养 目标 ”的方式来 考核体 现学校 工作好坏 

的“教育 质 量 ”，从 可操 作 性上 看显 然难 以做到 。而 

这一情况反过 来使得“教育质量 ”的内涵变得 有些模 

糊不清 。为此有必要进一 步探讨“教育 质量”内涵新 

的表达方 式 。 

三、对教 育质量 内涵 的新认识 

新版《教育大词典》对“教育质量”的解释为：“教 

育水平的高低和效果优劣 的程度”，“最终体现在培 

养对象的质量上”。要考核学校在保证或提高教学 

质量工作中的成效 ，我们认为可以分别从学校对学 

生实施培养工作 的“结果 ”和“过程 ”两 个方面 来进行 

研究 ，从 而导 出对教育 质量 内涵 的两种新 的认识 。 

(一)看培养结果 ：毕业生在人才市场的竞争力 

对一个 学校教育质量 的关注 和期 望首 先表现 在 

培养结果 上 。这种 结 果最 好是 外 显 的、社 会 上人 们 

直接 可 以感 受到 的，甚 至可 以用定 量方 式表 达从 而 

学校 之间可 以进行互 相 比较 的教育效果 。 

正如前 所述，用考试分数唯一地表示“教育质 

量 ”有其 很 大 的片 面性 。考虑 到大 学 的主要 任 务是 

为社会输送高级人才和满足学生实现 良好就业的基 

本需要 ，我们不难理解 ，通过人 才市场 应 当可 以一定 

程度检验出“教育质量”。因此我们认为“教育质量” 

内涵 ：一方 面 体现 为该层 次 的大 多数 毕业 生 能实 现 

较满意 的就业 ，在人 才市场 中有较强 的竞 争力 ，成为 

用人单位较满意 的聘用对 象。 

用 以上方式来表达某 专业某层 次教 育 的教育 质 

量应该比单凭考试分数更具有真实性和可操作性。 

教育是分层次的，例如专科、本科、硕士、博士 ；普通、 

重点等等 。不 同层 次 的教育 ，不论 从 生源 的质 量 和 

办学条件都有所不同。正如 1998年巴黎世界高等 

教育大会通过的《21世纪高等教育展望会行动宣言》 

指出的观点 ：“高等教育质量是一个多层面的概念”， 

“考虑多样性和避免由统一 的尺寸来衡量高等教育 

的质量 ”，任何一个学校 只要做 到瞄准社 会对人 才 市 

场 的需求 并作 出恰 当 的定 位 ，从 而通 过有 针对 性 的 

培养 ，使 该校 毕业 生 的大多 数能 够在 人才 市场 预定 

的若干职业岗位中表现出有较强的竞争力 ，我们都 

可以认 为学校 的教育质量较高 。 

基于上述 观点 ，我们 还 可 以用 大学 生 毕业 一 段 

时间(如一年 )后的就业率 (％)和一 次就业 的平 均工 

资水平(在同一个层次和专业范围内比较)，作 为衡 

量教育质量的定量标准之一 。在西 方就有 不少 大学 

经常用这些数据 向考生宣传该 校的教学质量如何 

高；而在一些教育统计的排名 中也把它作为评价各 

校质量 的一项指标 。 

这里可能有 人会 提 出疑 问 ，在 以上“教 育 质量 ” 

的新提法 中为什么 没有包 含诸如 知识 、能力 、品德 达 

到何等程度之类的提法?其实“用人单位满意”这种 

评价 ，已经一 定程 度包 括 了对 大学 生培养 的全 面要 

求 ，如政治思想表现 、处世能力 和业 务能力 等 。事 实 

告诉我们 ，任何单位聘用人员都不会愿意接纳业务 

能力 强而思想品德差 的人 。 

(二)看培养过程：学生在 学校取得 的进步和对 

学校培养的满意程度 

在教育观 念 转变 的研 究 中我 们 曾强调 ，大学 应 

当把为学生服好务作 为办学 的主要宗 旨。教育 质量 

好不好 ，除了老师的判断外 ，显然还必须充分听取和 

尊重我们的服务对象——学生们的看法和意见。学 

生 花 了很 大 代价到 学校 来读 书 ，他们 对学 校 的满 意 

程度也应 当成为衡 量“教育 质量 ”的重 要标 志 。而 现 

状是很多 学 生对 大学 教育 是 不满 意 的。据 报 道 ，清 

华 大学教授刘西拉应瑞士洛 桑 国际管理 开发研 究 院 

承担 2000年度“国际竞争力报告”工作 的需要，在北 

京一所著名高校进行过一次调查 ，其 中一项结果显 

示 ，学生对 整个教学环节 的评 价 ，认 为“很 满意 ”的 只 

有 5％；认 为“不满意 ”和 “很 不满 意 ”的学生 达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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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在大学 苦读几年后 ，“只能学 到一点点 ”和“根本 

学不 到有 用东 西 ”的学生 占 79％。可见 问题 的严 重 

性。由于学生先天素质存在差异 ，他们到大学读书， 

个个期望考试得高分是不现实的。但是他们可以感 

受 到在 接受 这个 学 校 的培养 后 ，相对 于 自己的过去 

取得了多大的进步?是否提高了适应社会竞争的 自 

信心?虽然这些属 于学生主观的感受 ，但也是客观 

的存在，是可以考察 的。教育的本质应当是让所有 

的学生获得符合 自身个性特点和意愿的培养 ，从而 

提高其综合素质和适应社会的能力。教育质量的好 

与差 ，主要应当看学生各 自提高的程度。例如一所 

特殊学校把弱智、生活不能 自理 的学生，通过艰苦 

的、科学的培养过程，而使其生活不但能够 自理 ，还 

可参加简单 劳动而实现 自食 其力 。虽然这 些先天 弱 

智的孩子仍然不可能考上 中学 ，难道我们能够说这 

所学校的“教育质量”差吗?前年一篇报道介绍记者 

参观北京 BISS国际学 校 的见 闻。这 所 由西 方人 办 

的学校 不 以考试 成绩 来 衡量学 生 学 习的好坏 ，也不 

评“三好生 ”。当记 者问道 ：“那成绩 不好 应该是 缺点 

吧?”“不”，该校负责人却 回答说：“有的孩子刚进校 

时英语成绩不好，他进校后作了很大的努力，有了明 

显的进步，这不 叫缺点 ，这叫优点 ，而且这种学生应 

是很优秀的学生。”可见 由于教育观念的不同，对事 

物的判断竟会出现如此大的差异 !显然“应试教育” 

的传统观念不会承认这一点，而只承认 由分数垒成 

的宝塔顶层 的尖 子生们。《重庆晚报》有一篇题为 

《“豌豆尖”掐得我们心痛》的报道 ：一批被城区重点 

中学雇 佣 的“学 探”们 上 山下 乡到农 村掐 “豌 豆 

尖 ”—— 搜 罗尖子 生 。处在 边 远 山 区的重 庆 市城 口 

县每年参加高考的学生不足 200人，在 2000年就被 

掐走 30人 。该县的老师说 ，挖走尖子生就像挖走我 

们心头肉。因为在农村培养一个尖子生要比城市教 

师付出更多精力!强调用考试分数或升学率这种带 

标志性的“结果”来反映所谓 的“教育质量”，从而把 

许多(特别是非重点、条件 比较差的)学校、老师和学 

生们通过艰苦努力取得 的进步都否定 了!想起来实 

在令 人寒心 ，既不公平 ，也不科 学 。这 充分说 明 了若 

要科学地体现一个学校的教育质量，考核该校实施 

教育培养的“过程”，考察学生取得的进步，比升学率 

等“结果 ”更能够 反映教育质量 的本质 。 

四、教育质量 的无 形表现 ：学校的“品牌 ”声誉 

“教育 质量 ”内涵 的不 同 内容 和 表达 方 式 ，反 映 

出不 同的教育 观 和质 量观 。 由于观 念上 的差 异 ，表 

现在教育 改革思路 和采取 的措 施上会 出现很大 的差 

别。例如没有摆脱“应试 教育 ”桎梏 的学 校领 导和老 

师们 当面对提出要削减某主干课程的学时时，在他 

们心目中很可能会产生“该课程的质量要降低”等判 

断。所谓优秀学 生必 须 门 门功课 都 好 ，因此 很有 才 

能的“偏科”学生们将被永远从“优秀学生”中排除。 

反过来如果用“毕业生在人才市场上的竞争力”作为 

教育质 量 的衡量标 准 时 ，一个 学 生多 学一 门课 程 或 

少学 一 门课 程 ，或 者有 一两 门课 程学 习成 绩不 好 这 

样一些差别，则显得并不十分重要 了。大量 的事实 

表 明 ，学生毕业后在人才市 场上 的竞 争力 ，特 别在 今 

后工作中的表现，和学 习考试成绩并没有必然的关 

系。这说 明改革 现行课程 内容 和方法 应 当有 很 大的 

活动余地，其关键则在于学校如何给所有学生提供 

能充分发展其个性、学习知识和培养能力的环境。 

学校的教育质量广泛受 到社会 、学 生 、学校 领导 

和教师的关注，但正如前面的研究，“教育质量”的概 

念包含 着 丰富 的 内涵 ，它是关 于 学校 教育 工作 的综 

合表现，要想用简单几句话表达清楚并不容易。任 

何学校在提高教育质量方面所作的努力 ，其实都会 

表现在这所学校“品脾”的创造上。用人单位为什么 

喜欢聘用某大学的毕业生?毕业中学生为什么愿意 

报考某大学?首先反映在人们对这些大学的综合印 

象上 ，这 就是 不 同大 学 在 “品牌 ”或 声誉 上 的差 异 。 

例如从 人们 的印象 中某校学 生“基础扎 实 、知识 面较 

广 、有后劲 ”；某校学 生“思 想活跃 、适应 性强 、有 开拓 

性”；某校学 生 “动 手能 力 强 、肯 吃苦 、老 实 、服从 安 

排”；某校学生“外语 能力或计 算机应 用能力 较强 ”等 

等 ，都不 同程 度地反映 了这所 学校 教育质 量 的特点 。 

不同层次和条件的学校都应该结合 自身条件和优 

势 ，明确本校培养 的毕业生在人才市场中的恰 当定 

位 ，努力创造 出有 自己特色 的教育质量“品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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