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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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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与意义

响应国家教育政策

中学生思想品德量化评价是贯彻国家

教育方针政策，推进素质教育的重要

举措。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通过评价引导中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培养良好的道

德品质和行为习惯，促进学生全面发

展。

提高教育质量

思想品德量化评价有助于学校全面了

解学生思想品德状况，为教育教学提

供科学依据，进一步提高教育质量。



旨在客观、全面、科学地评价中学生

的思想品德表现，发挥评价的导向、

激励和诊断功能，促进学生良好思想

品德的形成与发展。

遵循教育性、科学性、全面性、发展

性、可操作性等原则，确保评价结果

的客观、公正、有效。

评价目的和原则

评价原则

评价目的



评价对象
全体中学生，包括初中和高中阶段的学生。

评价范围
涵盖学生在校期间的思想品德表现，包括道德认知、道德情感、道德意志、道

德行为等方面。同时，将家庭、社会等方面的表现纳入评价范畴，全面反映学

生的思想品德状况。

评价对象及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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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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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多元化评价

采用自评、互评、师评等多种评价方式，确保评价结果客观、

公正。

01

以学生为主体，关注学生全面发展

评价指标应全面反映中学生在思想品德方面的发展状况，包括

道德认知、道德情感、道德行为等多个方面。

02

强调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

既要重视学生在日常学习生活中的表现，也要关注其在关键时

刻和重大事件中的表现。

指标体系设计思路



道德认知

道德情感

道德行为

道德修养

关键指标筛选与确定

学生对道德规范、价值观、社

会公德等方面的认知和理解能

力。

学生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的道

德行为习惯和实际行动，如遵

守纪律、尊重他人、诚实守信

等。

学生在道德情境中的情感体验

和表达能力，如对善恶、荣辱、

正义与非正义等的感受。

学生在道德品质方面的自我修

养和提升能力，如自省、自律、

自我完善等。



通过构建层次结构模型，将复杂问题分解

为若干层次和因素，进行定量与定性相结

合的决策分析方法。

层次分析法

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对各项指标进行打分，

根据专家意见确定各项指标的权重。

专家打分法

设计问卷对中学生及其家长、教师进行调

查，收集他们对各项指标的看法和建议，

以此为基础确定权重。

问卷调查法

根据各项指标提供的信息量大小来确定权重，

信息量越大，权重越高。

熵权法

指标权重分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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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评价方法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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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法 问卷调查法 访谈法 文献法

数据收集与整理方法

01 02 03 04

通过日常观察记录学生在校内

外的思想品德表现。

定期向学生、家长、教师等发

放问卷调查，收集学生思想品

德方面的信息。

与学生、家长、教师等进行面

对面交流，深入了解学生的思

想品德状况。

收集学生的相关作品、证书、

奖惩记录等文献资料，分析学

生的思想品德发展水平。



量化评分模型构建

根据学生的年龄、心理

特点和思想品德教育目

标，确定具体的评价指

标。

为每个评价指标制定具

体的评分标准，如优秀

、良好、一般、较差等

。

根据每个评价指标的重

要程度，为其分配相应

的权重。

将评价指标、评分标准

和权重相结合，建立完

整的量化评分模型。

确定评价指标 制定评分标准 分配权重 建立评分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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