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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教育政策证据及其获得

◇王星霞 牛丹丹

一、教育政策证据的意蕴

（一）教育政策证据的定义

教育政策证据是教育政策制定或改变时的依

据，是根据客观事实、专家意见、教育研究成果、教育

统计资料、利益相关者的意见与建议、教育政策评估

报告、网络教育资源等方式所获得的真实而科学的信

息群组。教育政策证据可分为研究性证据、实践性证

据、经验性证据、环境性证据和利益相关者证据。

（二）教育政策证据的特性

教育政策证据具有信息表征性、被选择性和证

明性。教育政策证据的信息表征性是指教育政策证

据是由信息支持的论点或主张。教育政策证据的被

选择性指向人们为了教育政策制定得更加科学而对

海量证据的发现、收集和选择过程。教育政策证据

的证明性是指所列举之教育政策事实或数据等证据

材料依据事物间的逻辑或经验关系具有使实质性的

教育政策问题变得更为真实或不真实的能力。

二、什么是高质量的教育政策证据

“真实而科学”的证据就是高质量的证据，具有

客观性、实践性、相关性和系统性。

（一）客观性

证据的客观性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证据

来源的客观性，即教育政策证据产生于特定的时间、

空间和主体，这些来源是独立于意识的客观实在。二

是证据内容的客观性。证据的内容是对特定政策问

题的客观反映，不是证据评估和运用主体的主观猜测

或者臆想。三是证据关系的客观性。证据个体之间

以及证据与所证之政策观点之间的联系具有客观性。

（二）实践性

一方面，证据来源于教育实践。这要求证据的

来源必须是客观存在的教育事实，是代表最广大人

民群众利益的意见建议，需要依照严格的教育研究

程序收集、整理和审查，经过查证属实，具有满足主

体需要的客观价值。另一方面，证据支撑教育政策

的形成，并指导教育实践问题的解决。教育政策证

据的实践性来自于脚踏实地的调查研究，来自于政

策利益相关者尤其是政策目标群体的诉求。“没有对

他们的需要、未来期盼和渴望的准确了解，没有对他

们所思所行所愿的关注，绝对不可能有好的政策制

定，更不可能有好的政策执行。”

（三）相关性

教育政策证据的相关性是指教育政策证据与意

图证明的教育政策主张之间存在着合理的关联，即

教育政策证据内容与教育政策事实之间具有实质性

的联系，从证据内容事实可以合理地推导出待证事

实成立与否。与教育政策事实没有关联的证据材

料，不能作为教育证据。所谓的“合理”，是指证据与

待证政策主张之间的联系应当符合客观规律或主观

情理。在实践中，“合理”表现为符合伦理道德、生活

常识、科学定律、逻辑公式、惯例规程、古训箴言等，

即“决策者为其决策所提供的理由，必须是所有人在

类似的情况中都会认为是好的理由，并且是当决策

者将自己转换到受该决策影响的人们的那个位置时

也会接受的理由”。

（四）系统性

系统性是指教育政策证据不是孤立、支离破碎

的信息材料，而是存在于“自然－社会”的大系统中，

以某种逻辑组成的一系列信息材料。抽离了宏观历

史背景的单个证据材料很难起到对教育问题的科学

证明作用。某一个教育政策问题可能需要用一系列

的证据加以证明，并需考虑其所处的宏观历史背景，

即需对教育政策证据进行全面地分析和收集，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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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所可能运用的具体情况做系统思考和综合考量。

如在临床循证医学实践中，已经开始建设包括原始

研究、系统评价、系统评价的摘要、循证知识库和计

算机辅助医学决策系统在内的证据系统。

三、为什么会存在低质量的教育政策证据

一是主观性的僭越。从理论上讲，教育政策活

动的相关利益主体都可能是挖掘、解读和运用教育

政策证据的人。现实中会存在着不同的利益群体，

他们为了不同的利益诉求，在挖掘、解读和运用教育

政策证据的时候，很可能会带上个体或团体的主观

愿望，成为“证据利益人”。利益需求对于证明主体

的证明活动将产生决定性的影响，驱使证明主体将

其所主导的证明活动服从和服务于自己的证明需

求，从而使每一个证明主体都成为其个人特有的证

据利益的代表者。

二是实践性的疏离。在现实中存在政策制定者

和研究人员在提供证据时，对政策证据的实践性敬

畏不够，对调研敷衍了事，走形式主义，“为调研而调

研”，或闭门造车，在书斋里拍脑袋制造证据，以自己

的假想和预测取代全面的调查、论证和科学的判断，

导致教育政策出台呈现短视性、随意性。

三是相关性的不足。在现实中，还有学者对证

据的关联性理解较为片面，在证据论证中运用不相

关的前提，导致论证谬误。

四是系统性的欠缺。部分教育研究者在教育政

策证据提供方面，仍存在着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扬

汤止沸的现象，大量片面性证据和简单性证据难以

为教育领域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提供具

体支撑。

四、如何获得高质量的教育政策证据

（一）超越个人偏见，保持证据客观

为保证教育政策证据的客观性，教育政策证明

主体尤其是教育政策决策者需要将公共利益置于个

人利益和团体利益之上，不能为个人好处和团体私

利而歪曲政策证据，同时也要防止以偏概全、先入为

主和非逻辑推理，秉持科学的态度认识和使用证据，

保持思想的开放性和批判性。

（二）认真调查研究，多用民意证据

教育政策证据要扎根教育实践的土壤，就是要

走进复杂多变的现实生活，做准确全面的调查研究，

透过纷繁复杂的教育表象证据，关注教育政策过程

和教育政策环境中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了解不同

的利益相关主体的价值取向、主观能动性和利益机

制，考虑政策包含的多样化工具等。知屋漏者在宇

下，知政失者在草野。实践性教育政策证据应能真

实反映和体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为政策的制

定奠定民意基础。

（三）营造学习氛围，提高证据能力

广泛宣传重视科学、遵循证据的教育决策理

念，形成遵循证据的良好氛围。让循证教育决策成

为常态，使教育行政管理者、教职工生、学生家长等

社会群体在分析教育政策问题时不再迷信权威与

经验，而是学会评价与利用证据参与教育治理。尤

其是决策者要摒弃身份的优越性，主动学习最新的

教育理念和教育理论知识，掌握教育基本规律，善

于辨析教育发展的趋势，能够在重视社会利益的同

时兼顾教育发展实际，系统全面地寻找和阅读证

据，并以专业、科学的标准评价和分析证据，充分挖

掘教育政策信息中蕴藏的证据价值。教育行政人

员、校长、教师应接受关于循证教育研究方面的培

训，鼓励其对教育教学及管理中出现的问题，运用

规范的研究方法展开研究，为教育改革提供尽可能

全面科学的证据。

（四）注重综合研究，确保证据周详

构建教育政策证据研究共同体。政策证据研究

共同体因为人数较多，学科背景较为丰富，可以打破

个人知识的局限性，跳出教育学科的单一视野，完成

对政策问题的综合性、全面性、多角度的分析与考

量，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甚至人口与生态问题等

方面进行研判，构建具有“全景综合视域”的教育政

策证据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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