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学是人类在研究自然现象、发现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形成的知识系统

，以及获得这些知识系统的认识过程

和在此过程中所利用的方法

。

我们是教学生学习科学的老师。
楔子

评价：是指对一件事或人物进行判断、分析后的结论。







一、选题的初心



课堂教学中，可以从学生的学习兴趣、思维活动、学习方法、知识理解、学

习困难及其原因等方面进行评价，重点关注学生的学习方法与学习过程。

重视学生学习方法评价 重视学生学习过程评价



1966年，詹姆斯·科尔曼向美国国会提交的《关于教育机会平等性的报告》

催生了学校效能增值性评价的出现

2002年，美国推出《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教育法案

学校效能增值性评价的认可及推广

教育增值评价就是以学生学业成就为依据，追踪学生在一段时间内
学业成就的变化，并将客观存在的不公平因素的影响分离开来，考

察学校对学生学业成就影响的净增值的评价。
其公式是：增值=输出—输入



二、我的研究



？ 期中/期末

总体的表现
考试结果

任课老师
优

良



课的
开始

任课老师
小组长
组员

课的
结尾

1.增值性课堂评价量表
（课堂成绩登记表）

2.评选积极分子
    学习之星
    ……

偶尔的



课的
开始

任课老师

小组长

组员

家长

评价团

课的
结尾

稳定的  多元的  
叠加的  科学的

持续的

数据量大
操作难度大



重视学生学习方法评价

重视学生学习过程评价

课
堂
评
价

注
重
学
生
自
评
与
互
评



一级 二级 三级 等第（ABC）

科学观念

科学概念

科学规律

技术与工程
知识

解释自然现象

解决实际问题

科学思维

质疑

模型建构

推理论证

创新思维

探究实践

实验操作
实验要求 A

动手能力 B

物品归原 A

实验设计

小组合作

态度责任

关爱同学

关心社会

呵护环境

一级 二级 三级 等第（ABC）

基于核心素养确
定教学目标

了解学情

系统设计教学目
标

教学目标达成的
整体性

围绕核心概念组
织教学内容

核心概念进阶

真实情境应用

核心概念深度理
解

核心概念灵活应
用

以学生为主体进
行教学设计

总结反思与合作
交流

情境创设与问题
提出

自主探究与合作
交流

以探究实践为主
要方式开展教学

活动

思维启发

活动组织



一级 二级 三级 等第（ABC）

科学观念

科学概念

科学规律

技术与工程
知识

解释自然现象

解决实际问题

科学思维

质疑

模型建构

推理论证

创新思维

探究实践

实验操作
实验要求 A

动手能力 B

物品归原 A

实验设计

小组合作

态度责任

关爱同学

关心社会

呵护环境

一级 二级 三级 等第（ABC）

科学观念

科学概念

科学规律

技术与工程
知识

解释自然现象

解决实际问题

科学思维

质疑

模型建构

推理论证

创新思维

探究实践

实验操作
实验要求 A

动手能力 B

物品归原 A

实验设计

小组合作

态度责任

关爱同学

关心社会

呵护环境

一级 二级 三级 等第（ABC）

科学观念

科学概念

科学规律

技术与工程
知识

解释自然现象

解决实际问题

科学思维

质疑

模型建构

推理论证

创新思维

探究实践

实验操作
实验要求 A

动手能力 B

物品归原 A

实验设计

小组合作

态度责任

关爱同学

关心社会

呵护环境

一级 二级 三级 等第（ABC）

科学观念

科学概念

科学规律

技术与工程
知识

解释自然现象

解决实际问题

科学思维

质疑

模型建构

推理论证

创新思维

探究实践

实验操作
实验要求 A

动手能力 B

物品归原 A

实验设计

小组合作

态度责任

关爱同学

关心社会

呵护环境

一级 二级 三级 等第（ABC）

科学观念

科学概念

科学规律

技术与工程
知识

解释自然现象

解决实际问题

科学思维

质疑

模型建构

推理论证

创新思维

探究实践

实验操作
实验要求 A

动手能力 B

物品归原 A

实验设计

小组合作

态度责任

关爱同学

关心社会

呵护环境

一级 二级 三级 等第（ABC）

科学观念

科学概念

科学规律

技术与工程
知识

解释自然现象

解决实际问题

科学思维

质疑

模型建构

推理论证

创新思维

探究实践

实验操作
实验要求 A

动手能力 B

物品归原 A

实验设计

小组合作

态度责任

关爱同学

关心社会

呵护环境

缺点：

1.数据多，工作量大，不利于统计

2.学生起点不同，评价标准不同



三、我的展望

增值性评价指向的是个体的纵向发展。

40min

0min

1.教师评价语言的转变

例如：你现在上课的状态比刚才好；

             你的第二种方法更精巧，看来你越来越喜欢动脑；

            你们小组合作越来越好，越有默契

2.以某一内容进行持续的增值性评价

例如：实验操作

             科学语言表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