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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教育督导问责机制的现状调查研究——以某市小学
教师为例

杨李娜

闽南师范大学教育与心理学院，福建 漳州 363000

摘要：为了解基础教育督导问责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本文对某市基础教育督导问责的现状进行问卷调查，以探

讨基础教育督导过程问责机制的建立，全面、系统地了解当前教育督导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找到解决基础教育督

导过程问责机制问题的对策。在借鉴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设计了基础教育督导过程中问责机制研究调查问卷，对

某市 206 位小学教师进行调查，发现目前教育督导问责中的方式、问责的绩效结果、“双减”背景下公众参与的

问责对教育改革产生的影响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因此，本研究提出应加强教育督导问责的方式多样化和多元化，

完善问责绩效结果的落实，深化教育督导问责机制建设，加强宣传和推广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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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教育督导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教育制度，也是教育

现代化和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推动力。而教育督导结

果作为教育督导评估活动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组成部分，

其被有效运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教育督导评估活动价

值实现的高度。2020 年国家提出建成全面覆盖、运转

高效、结果权威、问责有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

督导体制机制。2021 年 7 月 20 日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

会印发《教育督导问责办法》（以下简称“问责办法”），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出台的教育督导问责文件，

是国家在教育督导制度改革上的重大举措，意在压实

教育督导问责制度，让督导“长牙齿”真正落地，也

是推动基础教育改革，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重要保障。

因此，本文以“双减”背景下的基础教育改革为抓手，

对教育督导改革中问责的实施和落实问题进行探讨，

通过对小学教师的问卷调查，梳理其中存在的问题，

提出解决策略。

问责的原意是“会计”“账目清算”,后来引申

为“说明”“解释”。问责用在研究中主要指迫于压

力和责任对自己的行为向外界做出说明、解释。它与

责任不同，问责突出某人责任担负的情况如何，具有

外在性，须经外部的监督机构给予监督、评判来决定。

问责机制进入教育督导和公众的视野，是社会快速发

展使然。公众在信息化、全球化、多媒体等背景下，

对政府行政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公众自身的需求

发生巨大变化，内在的需要通过外在的规约来实现。

公众认为政府应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担负

其相应的责任。教育问责有两种含义：一类是一般性

意义上的教育问责，注重遵守规则，即要求学校不折

不扣地执行政府制定的规章制度，强调教育问责的

“惩罚性”；另一类是教育性意义上的教育问责，强

调“教育性”意义，与一般问责不同之处是具有特定

的目的，能够促进学生、教师、学校的发展，而不仅

仅对问责对象进行监督、检查、惩罚。我们一般研究

和探讨的也是在教育性意义上的教育问责。

根据美国问责之父里昂·莱森格的观点, 教育问

责是“学校系统内对学生教育成就的评估,把学生取

得成就的水平与州、社区的教育目标相联系，与社区

内家长、教职工、纳税人及市民的期望相联系”。美

国学者马丁·特罗认为问责即向他人汇报、解释、证

明及回答资源是如何使用的，并达到什么效果。总的

来说，教育问责是指教育系统有责任提高教育质量，

培养学生学业能力以达到一定的标准，对于教育结果

应该承担相应的奖惩后果。典型的教育问责制包含五

个要素：职责、指标、表现、评估、奖惩。

为了促进我省教育督导过程问责机制的建立，全面、

系统地了解当前基础教育督导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找

到解决问题的对策，课题组从督导主体、“双减”背景

下的教育问责具体实施方式与措施及管理办法、教育

问责执行状况等维度进行问卷调查设计。通过多方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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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对某市多所学校的小学教师发放电子问卷，发放

230 份，实际回收 206 份。

1 以小学教师为研究对象的教育督导问责机制现状调

查

1.1 问卷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及对教育督导了解情况

问卷调查的内容主要有：基础教育督导的主体，

“双减”背景下教育督导过程所采用的方法及其管理

措施，督导执行过程中的政策与法规依据，教育督导

与问责结果的形式与利用，以及民众对参与教育督导

问责的认识与看法等问题。

表 1 问卷调查对象基本情况统计

项

目

性别 教龄 学历

男 女 1-3 4-6 7

年

以

上

大

专

本

科

研

究

生

49 157 103 11 92 23 164 19

合

计

206

从表 1 可以看出，调查对象以女教师居多，教龄

以1-3年的占五成，其次是7年以上的教龄的占44.66%。

学历结构以本科学历居多，占 79.6%。

表 2 对您的学校进行教育督导人员类型情况调查表

选项 小计 比例

督学 85 41.26%

学校领导 76 36.89%

学生家长 10 4.85%

政府人员 3 1.46%

教育专家 4 1.94%

各级教育行政人

员
28 13.59%

调查显示，86.41%的小学有专业的教育督导人员，

83.01%的学校领导是学校教育督导的主要人员，

94.56%的家长也参与学校的教育督导。表 3 显示督学

和学校领导是学校教育督导的人员。教师也表示“问

责不能仅针对学校和老师，也要和家长沟通好，以便

学校和教师更好地执行相应措施”。

调查发现，小学教师对教育督导问责机制的了解

程度，非常了解占 16.02%，了解占 26.7%，一般了解

占 39.32%，不了解占 17.96%。还是有大约二成的教师

不了解教育督导问责机制的情况，一般了解的也大约

有四成，教师认为需“完善信息公开制度、加强宣传

教育”。

1.2 关于双减背景下“五项管理”的督导方式和具体

做法的调查情况

图 1 学校“五项管理”（手机、睡眠、读物、作业、

体质管理）的督导方式

图 2 学校在作业管理中的具体做法

图 3 学校在落实“五项管理”的具体做法

通过问卷调查发现，学校“五项管理的”督导方

式以学校及宏观管理为主，其中作业量的控制、班级

的统筹安排占八成以上。作业管理中的做法以批改记

录为主，占八成多。每日作业登记表占七成多，家访

记录较多有六点六成。落实“五项管理”的具体做法

主要以校园巡查为主，兼有推门听课、查阅资料、问

卷调查和走访座谈等形式。

1.3 对教育督导过程中的具体审查方式的调查

表 3 小学教师对教育督导过程中的具体审查方式的了

解情况（单位：人数）

项目 是 否

教育督导过程中主要审查内

容是否包括领导职责?

190 16

教育督导过程中主要审查是

否包括教育经费投入？

181 25

教育督导过程中主要审查是

否包括办学条件？

189 17

教育督导过程中主要审查是

否包括教师队伍建设

198 8

教育督导过程中主要审查是

否包括教育管理？

198 8

教育督导过程中主要审查是

否包括教师教学

197 9

从表 3 可以看出，大约近九成的小学教师对教育督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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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的主要审查内容、经费投入、办学条件、教师

队伍、教育管理及教育教学情况了解。在开放问卷的

填答中，有教师认为“教育督导也关注一下老师的工

作安排，与教学无关的形式主义尽量减少，让老师安

心教学。”“取消或减少一些无用占用休息时间的活动，

让教学回归”。

1.4 对被督导单位采取的主要问责方式及基础教育

督导审查依据的政策、法规和文件的了解情况

表 4 对教育督导问责采取的问责方式的调查情况

选项 小计 比例

公开批评 95 46.12%

约谈 177 85.92%

督导通报 138 66.99%

资源调整 91 44.17%

行政处罚 62 30.1%

调查发现，小学教师能够了解到各种教育督导问责的

方式。

表 5 小学教师对基础教育督导审查的依据的了解情况

项目 是 否

某市基础教育督导审查是否为

定期审查？

198 8

某市基础教育督导审查依据文

件是否有国家教育督导法规？

198 8

某市基础教育督导审查依据文

件是否有省级教育督导评估文

件？

195 11

某市基础教育督导审查依据文

件是否有市级教育督导文件？

199 7

某市基础教育督导审查依据文

件是否有区级教育督导评估文

件？

195 11

某市基础教育督导审查依据是

否有市级教育督导制度法制？

197 9

调查显示，95%以上的小学教师了解教育督导审查

依据的各级各类文件和法规，也制定了市级教育督导

制度。

1.5 教育督导问责的结果反馈情况

图 4 教育督导问责结果的反馈方式

从图 4 可以看出，对于教育督导问责结果的反馈

情况看，小学教师倾向于使用教育问责报告（占

78.16%）、教育督导书面评语（占 62.14%）、开展个人

谈话（占 61.17%）等形式居多。这也是目前多元化、

信息化、多媒体时代，大家都经常选择和可以接受的

方式，便捷快速，了解具体的反馈结果。

关于教育督导结果在媒体公开的情况，被调查对象

认为只是要有一种进行公开，让公众了解到实际督导

的结果。

表 6 教育督导问责结果对学校相关人员的影响情况

项目 是（或

有）

否（或

无）

教育督导问责结果对学校相关人员

是否有利害关系？

158 48

学校是否有领导因教育督导而被问

责？

82 124

学校是否有教师因教育督导而被问

责？

91 115

是否有教育相关领导因教育督导而

被问责？

88 118

教育问责后是否将问责相关情况予

以公开？

136 70

从表 6 来看，大家还是认为教育督导问责结果对学校

相关人员具有厉害关系。领导、教师也有被问责的情

况发生，公开的情况尚可。

2.6 小学教师对教育行政部门和管理应注重的教育督

导问责的看法及“双减”背景下，公众参与问责对教

育改革产生的影响

从问卷调查的情况看，86.41%的教师认为对教育

行政部门的问责应注重科学性，85.92%的认为应注重

规范性，38.35%的认为应注重刚性，74.76%的教师认

为应注重人性化。在开放性的填答中，有写到“应人

性化，倾听一线教师的意见。”“了解实质性问题，客

观解决”“千万别让不懂的人来参与，也别让高高在上

的人来督查”。在对调查对象进行教育行政管理最需要

的是什么的调查中，78.64%的小学教师认为应加强教

育投入，76.21%的教师认为应规范行政管理过程，

59.71%的认为应加强问责绩效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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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发现，约有近六成的教师认为有促进作用，

说不清的有三成的教师，还有 4.85%的认为有阻碍的影

响。一般的教育督导问责的方式：责令检查、约谈、

通报批评、组织处理等，有一半以上的教师知道。

2 问卷调查发现的问题分析

通过对调查问卷的整理和分析，发现了目前“双

减”背景下，教育督导问责存在以下问题。

2.1 在教育督导问责中的方式方法上存在问题

调查问卷中我们给出了目前在教育督导问责中有关

“五项管理”方面的落实情况及具体做法，教师们大

多知道学校按照规定的要求在操作和执行，但是在其

他的方式方法上占比较低，教师们对目前国内外在教

育评价和评价方式多元化和多样化的改革技术了解的

较少，也表示应加强多样化的评价、考核和问责方式。

2.2 问责的机构和部门应注重问责的绩效结果

应建立适应教育督导问责机制的问责文化，是教

育机构和主管部门在进行问责时必须考量的方面。目

前的基础教育发展，越来越强调民主管理和评价机制，

家长和学生的需求发生变化，越来越需要科学的、透

明的、公开公正的问责方式，要求对问责的绩效结果

的使用、开放程度等。问责的绩效结果不仅仅是让家

长、学生、教师这些结果，而是学校在今后应如何做？

为学生做什么？形成学校发展性评价的教育督导问责

机制，促进学校教育教学的持续发展。

2.3“双减”背景下公众参与问责对教育改革产生的影

响方面还不是很清晰

在调查问卷中，我们也发现还是有部分教师对民

众参与教育督导问责改革产生的影响不是很清晰，也

有不了解具体的情况。这方面还需要教育研究专家、

教育督导部门加强宣传力度，在学校教育教学各方面

工作中深入渗透教育督导和教育问责的理念，让教师

了解教育督导问责的实施机制与具体办法。

4 结论与启示

综上所述，通过调查问卷发现的一些问题，今后

在教育督导问责中，首先应加强教育督导问责方式方

法的多样化，将国内外先进的教育评价理论与技术与

教育督导工作结合，建立多样化和多元化的督导评价

机制。在教育研究方面，专业的教育研究者应将国内

外先进的教育评价方式运用在教育教学和学校管理中。

其次，完善教育督导机构对问责绩效结果的落实。要

完善我国与教育法相关的法律体系，赏罚分明，将奖

惩的办法逐条列举，增强我国的教育性条文的可操作

性，使教育问责绩效结果落到实处。推进学校教育教

学质量的提升才是教育问责制的目的，调查对象认为

问责中的规范性、科学性、人性化都是非常重要的因

素，也是在制定问责方式和建立机制时，需要多方考

虑的问题。第三，进一步深化教育督导问责机制建设，

加强宣传和推广力度。教育部门应做到教育信息及时

公开，为异体问责建立多种参与渠道，利用媒体等平

台进一步强化对教育问责的报道，从而发挥其监管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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