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学质量监控工作简报

2023年 6月 20日 2023年第 13期

贵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参加华夏教育评价联盟成立暨首届专家论坛会

6月 20日，由重庆市教育评估院、香港教育评议会、澳门中华

教育会联合举办的华夏教育评联盟（HEEA）成立仪式暨首届华夏

教育评价专家论坛在渝举行。重庆市委教育工委书记、市教委主任

刘宴兵，教育部港澳台事务办公室副主任舒刚波，重庆市委教育工

委委员、市教委总督学莫龙飞，重庆市人民政府港澳办港澳处处长

刘慧敏出席联盟成立仪式并讲话。成立仪式由联盟发起单位重庆市

教育评估院党总支书记、院长刘云生主持。来自内地及港澳的 123

家联盟单位（个人）成员、重庆市各区县教育督导评估机构负责

人、重庆市首批教育评价领军人才，以及有关学校负责人共 200余

名代表参会。我校副厅长级干部贺永琴教授、质量监控评价中心副

主任张琬婧参加了本次大会。



（图为参会代表合影）

成立仪式上，联盟发起单位三方的负责人重庆市教育评估院院

长刘云生、香港教育评议会主席蔡世鸿、澳门中华教育会理事长郑

洪光签署《华夏教育评价联盟战略合作协议》。华夏教育评价联盟

有关负责人分别向联盟秘书长单位（重庆市教育评估院）、粤港澳

大湾区办事处（深圳龙华区教育局）授牌；联盟有关负责人宣读了

中央人民政府驻港联络办教育科技部、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门特别行

政区联络办公室教育暨青年工作部，以及香港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女

士、澳门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先生向联盟成立发来的贺

信。

（图为大会现场）

华夏教育评价联盟秘书长单位负责人重庆市教育评估院院长刘

云生代表联盟发布新时代十年教育评价研究报告；联盟发起单位代

表香港教育评议会会长、全国政协委员何汉权代表联盟，向与会同

仁推荐了新时代教育评价经典论文及案例。



教育部港澳台事务办公室副主任舒刚波以在线参会的形式对联

盟的成立表示祝贺，他指出，在教育部深入推进内地与港澳积极构

建多层次多领域多形式的交流合作机制、推动港澳教育融入国家发

展大局的背景下，华夏教育评价联盟的成立，既是推动内地与港澳

教育评价交流合作的一次创举，也是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的生动

体现，对更好服务内地与港澳交流发展、服务教育强国建设具有十

分重要意义。联盟作为教育评价理论与实践研究的学术性、专业性

的民间组织，要秉持宗旨、提高站位、突出重点、服务大局，团结

凝聚内地和港澳研究力量，广泛开展学术研究，积极为“一国两制”

事业，为教育强国战略献计出力、保驾护航。

重庆市人民政府港澳办港澳处处长刘慧敏在致辞中指出，市政

府港澳办高度重视与港澳地区交流合作，近年来，渝澳两地 6个工

作专班建设顺利推进，渝港合作会议机制正式建立，以市教委牵头

的渝澳教育专班、渝港教育领域合作进展亮点纷呈，体现了渝港澳

三地教育界落实决策部署，抢抓发展机遇的使命意识和担当精神。

华夏教育评价联盟的成立，将对发挥港澳协同创新优势，服务内地

与港澳教育事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将为渝澳合作专

班、渝港合作会议机制有效运行、践行“一国两制”提供生动实践，

希望通过教育评价的牵引，进一步凝聚内地与港澳地区共同的教育

价值，培育各类爱国爱港爱澳力量。

重庆市委教育工委书记、市教委主任刘宴兵在讲话中指出，教

育评价事关教育发展方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对于全面贯

彻党的教育方针、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

满意的教育具有重大意义，要从教育的历史论、教育的经济论、从

教育的社会论、从教育的国际竞争论四个层面，充分理解和把握到

教育评价改革在培养人、塑造人、推动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中的重



要意义。刘宴兵对华夏教育评价联盟的未来发展提出三点希望和建

议：

一是要务实开展联盟工作，形成联盟标志性成果。教育评价改

革不能“坐而论道”，需要“起而行之”。联盟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

导向和结果导向，加快培育标志性人物，整合联盟一切有力资源，

集中力量发现培养一批教育评价改革的优秀实践者，鼓励支持一批

具有探索精神、开拓意识的教师、专家学者，齐心共谋改革，聚力

推进发展。加快形成标志性成果，把教育评价改革标志性成果作为

联盟建设的重要抓手和有效载体，通过一年抓“起步”、两年抓“巩

固”，三年抓“提升”，以教育评价改革牵引内地与港澳教育高质量

发展。加快建立标志性机制，破除有碍联盟发展的各种显性隐性围

墙，完善联盟内部、联盟之间、联盟与外部联系的体制机制，培养

开放、包容、共享的关系，构筑起一个全新的教育评价改革生态体

系，以教育评价改革牵引内地与港澳教育高质量发展。

二是要充分发挥联盟优势，加强纽带桥梁作用发挥。改革需要

孤军深入的勇气，更需要结伴而行的盟友。联盟要主动作为，积极

开展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等教育评价改革相

关重大理论和重大问题的研究，定期发布教育评价政策研究、理论

研究和改革案例等报告，提出科学合理客观的政策建议，为重庆教

育提供决策支撑。联盟要找准定位，充分发挥渝港合作会议机制作

用，建立多层面协同、多平台支撑、多主体参与的教育评价交流合

作体系，在成果转化、项目落地等方面推动教育评价改革走深走

实。联盟要强化服务，搭建好信息交流服务机制，通过组织专家培

训、教学观摩、联合教研、协同科研等活动，为教育评价改革提供

统计分析等服务，并为试点示范项目建设提供全方位的咨询和服务

保障。



三是要积极发挥联盟作用，为建设教育强国服务。要强化教育

评价项目开放联动，充分发挥联盟上下协调、左右协同、内外结合

的优势，积极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

织、金砖国家、上合组织等多边框架下的教育评价合作平台，持续

推动教育评价项目对外交流开放联动。要强化教育评价要素开放流

动，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一带一路”教育行动为支点，不

断深化中国教育评价要素流动型开放，稳步拓展规则、规制、管

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探索研发以项目为支撑的“一带一路”教育

评价标准，为教育强国建设创造广阔空间。要强化教育评价成果共

享共用，充分发挥联盟作用，联动国内外教育评价专家，联合国内

外普通高校、职业院校、行业企业参与，通过举办教育评价国际会

议，研究教育评价探索与实践的“重庆方案”，交出具有重庆辨识度

的教育评价改革高分报表，持续推动重庆教育高质量发展，为现代

化新重庆建设作出贡献。

活动中，来自北京市教育督导评估院、重庆市教育评估院、江

西省教育评估监测研究院、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香港教育评议

会等教育评估机构，以及北京理工大学、南开大学、澳门城市大

学、重庆师范大学等高校的 8位教育评价专家齐聚一堂，先后围绕

教育评价研究前沿热点话题作主旨报告，围绕“教育强国视野下的

教育评价改革内在逻辑与路向选择”主题开展学术圆桌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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