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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数制改革：势在必行的教育革新
□ 陈永华

百分数制为什么要改？什么时候改？如何改？

这些问题引起了人们的深度思考和广泛讨论。的

确，这些问题至关重要。但在回答这些问题前，首

先应该思考的是“百分数制要不要改”。有感于此，

我曾专门写过《由“百分数制要不要改”这一命题引

发的思考》一文。尽管多年来，在推进教育评价整

体改革的大背景下，等级制、评估制等教育评价在

一定程度上得以推进，但百分数制依然占据着主流

地位。随着教育理念的不断发展和社会需求的日

益多元化，如何保证这把“尺子”的准确性和适用性

值得人们思考。

应当承认，百分数制以其高区分度、高精确性

和易于统计分析的特点，在教育评价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它像一个精密的仪器，能够精确测量学生在

知识掌握和应用程度上的差别，为教师的因材施教

提供了有力支持。同时，百分数制体现的学业成果

易于进行教育统计，为教育实验提供了科学的依

据。然而，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随着课程改革

的深入，百分数制的弊端也逐渐显现，且与素养导

向下的教学评价存在明显的不匹配性。

首先，百分数制过度强调分数，可能导致学生

陷入应试的泥潭，只关注如何获得高分，忽视如何

学习和发展能力。这种“唯分数论”的评价方式不

仅扭曲了教育的本质，也剥夺了学生学习的乐趣和

动力。其次，百分数制采用统一的评价标准，忽视

了学生之间的个体差异性。教育应该是因人而异

的，但百分数制却用一把“尺子”衡量所有学生，这

无疑是不合理的。再次，百分数制主要关注学生的

学业表现，忽视了其他非认知技能。在这个充满挑

战和机遇的时代，团队合作、创新能力、批判性思维

等对于学生的全面发展至关重要。然而，在百分数

制评价体系下，这些技能往往被忽视或被边缘化，

导致学生的综合素质得不到全面提升。此外，百分

数制还可能给学生带来巨大的学习压力和焦虑情

绪。学生对分数的过度关注可能导致他们产生自我

怀疑和挫败感，甚至影响他们的身心健康。这种以

分数为导向的评价方式，无疑是对学生个性和潜能

的极大束缚。

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人们越来越关注评价制

度的改革。百分数制的改革迫切需要重新提上议

事日程。当我们一味地依赖百分数制时，难免不自

觉地陷入“唯分数论”的泥沼，忽视了教育的真正目

的——促进个体的全面、个性发展。教育首先应关

注个体的存在，即他们的自由意志、选择与责任。

在百分数制改革中，我们应尊重学生的个性差异，

构建一种能够激发学生内在动力的评价体系。同

时关注学生的情感体验与思维活动，打破分数的桎

梏，构建一种注重过程评价的机制，捕捉那些被分

数掩盖的细节，让教育真正成为一场触及灵魂的心

灵对话。此外，教育评价改革应指向构建一个多

元、包容的评价体系，让每个学生都能在公平的竞

争环境中展现自己的才华与潜力。而这也是对教

育公平与正义呼唤的回应。教育应关注学生的现

实生活与未来发展，因此，百分数制的改革除了要

关注学生的学业成绩，还要重视他们的实践能力、

创造能力以及社会适应能力。

总之，百分数制的改革是教育发展的必然趋

势，也是新时代培养人才的必然要求。我们应该

以开放的心态、创新的思维和务实的态度，积极推

动百分数制的改革，为构建更加科学、全面、人性

化的评价体系贡献力量。这样才能更好地评价学

生的学习成果，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力，促进

学生全面发展，为社会的繁荣进步培养更多优秀

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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