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尧引言

长期以来 对于课程改革 课程标准的评估研究中存在三大不足 首先 研

究的对象主体过于单一 往往侧重于教师 校长等单一主体对课程改革效果的

影响分析 而对于课程改革直接对象的学生研究较少 咱1暂其次 研究对象的维度

过于单一 往往侧重于某主体在一个层级中的作用影响 使之所处的环境简单

化 第三 研究方法过于侧重定性分析 实证研究不充分 咱2暂

年教育部就 高中英语课程标准 以下简称 课标 或 新课标 进行

了调研和评估 通过大量的现场访谈和问卷调查等手段 发现对于课标的理解

和实施有很大校际差异 涉及到教师 学生 学校等多个主体 学生是课程改革

的目标人群 学生之间的最大差异是学科能力的差异 因此 学生的英语能力成

为本文案例的立足点

本文尝试着弥补过去课标评估中的不足 通过高阶线性模型实证分析高中

生对英语课标的评价 以下简称 学生评价 以展示多层次评估的方法

二尧理论介绍

渊一冤情境效应的一般介绍
在社会学 组织学和心理学等学科研究中 情境效应 是指

由于特定环境而导致的人的态度和行为的表现 人在组织中的态度和行为受

到个体 群体 组织甚至社会多个层次的众多因素的影响 咱3暂情境效应是人类

教育评估中的情境效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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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领域里普遍存在的现象 教育研究中的对象 包括教师和学生都是嵌套在

一定的组织里 从班级到学校 区 省 这些组织可以有不同的层次 这些不同层

次的组织可能以不同的方式影响到组织内每一个人的行为和态度 对于教师和

学生来说 最紧密的组织就是学校 因此教育领域的情境效应通常以学校为

单位 国外教育领域里比较有名的情境效应有 提出的青蛙池塘效应咱4暂和
等人提出的大鱼小池效应 咱5-6暂前者发现大学生的个人职业倾向与所在学

校的等级相关 后者发现同样能力的学生在较好的学校里不如在较差的学校里

表现出众

对于本次高中英语课标评估来说 情境效应则表现为学生和教师对课标的

理解和实施受到各个学校具体环境的影响 在本研究中 这个环境包括学校的

生源质量 该校教师的能力以及做为课标实施载体的不同教材等等

渊二冤统计学中的情境效应及其模型尧高阶线性模型
在统计模型中 情境效应特指某一自变量在更高一层的组织单位上有超乎

个人层面的影响的这一现象 咱7暂在高中英语课标调研中 每个学生的英语能力

是个人层面的变量 以此为基础求出每个学校学生的平均分则构成了学校层面

的一个新变量 这个新变量代表的是每个学校的学生能力水平 可以用来量化

学校之间的生源质量差异 这个学校层面的生源变量就是统计意义上的情境变

量 将这个生源变量和产生它的学生个人能力变量同时放入高阶 多阶层 线性

回归模型中 可以检验学生能力在单个学生层面 在校际层面对高中英语课标

评价和实施的影响有没有差异 有什么差异 此法建构的统计模型称为情境效

应统计模型 咱8暂

情境效应模型隶属于高阶线性模型 情境效应模型只关注生源这个变量

而高阶线性模型还关注其他校际环境变量 比如教师能力 学校类型和教材等

因此 情境效应 在此文中不局限于与此同名的统计模型的定义 而是指更广泛

的校际环境差异 囊括了情境效应模型的高阶线性模型是分析学生能力情境变

量和其他校际变量的理想工具

三尧统计模型的建构

渊一冤变量
本次调研和访谈共得到了 省 个区 所学校的相关数据 但情境效应

模型要求将同一学校的教师和学生配对 因此本文使用的有效数据来自 省

所学校的 份高二学生问卷 份高三问卷以及 份教师问卷

学生一般不会接触 也很难理解课标类的纲领性文件 他们是通过教材和

日常教学来理解和感受新课标 因此学生对于教材的评价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

他们对于新课标的评价 在此文中 学生对于教材的评价就是学生对于课标评

价的替代变量 我们假设学生对教材的评价受到个人和学校两个层面的影响

个人层面受到个人英语能力的影响 在学校层面则受到每个学校的生源 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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