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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课堂观察量表是课堂观察的指南针。以“教学评一致性”为主题，教师设计的量表

存在主题内涵要点不清、观察内容外延过宽、观察条目操作性差等问题，这会影响课堂观察的

有效性。设计课堂观察量表时，教师应首先理解主题内涵，洞察量表设计的依据，接着分析课堂

观察维度，然后依据量表设计的策略设计指向明确、指标合理、操作可行的量表。
【关键词】观察量表；设计偏失；设计依据；观察维度；设计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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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杨素霞，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星辰学校（江苏常州，213100）教师，一级教师。

教了，不等于学了；学了，不等于学会了。
什么样的教学才是有效的？“教学评一致”作为

有效教学的基本原理，正越来越受到理论与实

践研究者的关注。但在具体的课堂实践和教学

研讨中，不少教师的课堂观察出现了偏差，要

么是没能记下有价值的信息，要么是记录的数

据空洞，缺乏说服力，最终无法进行推论。而观

察活动出现偏差的主要原因在于课堂观察量

表的设计存在偏失现象。

一、“教学评一致性”观察量表设计的偏失

观察量表是课堂观察的“试金石”“指南

针”，然而教师在编制或使用观察量表时却存

在着种种问题。
（一）主题内涵要点不清

进行课堂观察，首先面临的问题是观察什

么，因此观察点的确立和对主题内涵的把握至

关重要。以“教学评一致性”为主题，有教师初

步尝试设计了课堂结构的观察量表，但却往往

会出现一些与主题内涵不完全匹配的观察要

点，如表 1。表 1 中，教师将教学目标、评价任

务和教学活动作为观察视角，这是合理的，但

缺少一致性分析，而且后面注明的观察点也与

主题内涵毫无关系。观察“教学评一致”的课堂

必须注重课堂的评、教师的教、学生的学以及

此三者是否在同一目标下相互匹配。
表 1 “‘教学评一致性’的课堂结构”观察量表

（二）量表样式单一

课堂观察量表是为了观察课堂教与学的

情况，必须全面捕捉信息，才能得出准确的结

论。但在教师进行课堂观察的过程中，信息捕

捉不全面的情况较为普通，究其原因是量表样

式单一窄化，如某教师为了观察“目标达成情

况”设计了表 2。表 2 中“班级达成目标情况”
这一栏，要记录的是班级学生达成本课学习目

标的情况，观察者虽坐在学生中间，但因不了

解身边学生的层次水平和其他回答问题的学

生的水平，因而不能全面地推测出整班学生

学 科 前 沿

“教学评一致性”量表设计的偏失及优化思路
/ 杨素霞

责任编辑 吕兴祥 E- mail：gutangyiren@163.com

教学目标 评价任务 教学活动

目标 1：

……：

目标 n：

观察要点：（1）学生是否了解任务的要求？ （2）有无

情境创设，学生能否主动积极地参与教学活动？ （3）有无

小组合作学习，小组中的每一位成员是否参与？ （4）学生

能否自主归纳本课知识点并形成知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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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达成的情况。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量

表样式单一窄化。

（三）观察条目操作性差

综观现有的观察量表（如表 1 和表 2），判

断性的表达较少，多为描述性的记录，如此既

耗费时间，又不能在第一时间进行记录。用这

样的量表进行信息采集，必然会顾此失彼，因

此量表设计还需考虑操作的方便性。

二、“教学评一致性”观察量表的优化思路

经过大量的实践摸索，我们总结出了优化

课堂观察量表的思路：首先理解主题，洞察量

表的设计依据；接着分析该主题下课堂观察的

维度，然后采用相关设计策略设计量表，最后

在实践中检验、修改和完善量表。
（一）“教学评一致性”量表的设计依据

课堂观察量表的设计要有据可循，即在设

计观察量表之前，我们首先要了解“教学评一

致性”的内涵。综合国内外的研究，我们认为

“教学评一致性”的内涵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

1.以目标为核心导引。
目标是“教学评一致性”的前提和灵魂，教

学、学习、评价都是在同一目标的引领下展开

的；没有清晰的目标，就没有一致性，因此目标

居于核心地位。
2.教学评三位一体。
对于“教学评一致性”的理解有两种：一是

针对教师与命题者而言的，是指学生的学、教
师的教与命题者的命题保持一致；二是针对教

师而言的，是指教师在教学活动中，教与学的

目标、行动、评价三者之间衔接的一致。目

标、教学活动、评价彼此间的关系如图 1 所

示。我们重点研究的是教师在教学中教学评

的一致性。

3.有效教学的证据推论。
有效教学是基于证据的推论，而非抽象的

逻辑思辨。教学有效性的唯一证据是学生的学

习效果及学习目标的达成度。
（二）确定路径：“教学评一致性”的课堂观

察维度

根据以上理解，我们确定了“教学评一致

性”的课堂观察维度，其中，维度 1 重点关注

“教学评一致性”的目标，维度 2、维度 3 和维

度 4 重点关注“教学评一致性”的三位一体和

有效教学的要求。
维度 1：“教学评一致性”的教学目标。
落实“教学评一致性”的关键一步是确

立教学目标。在现实的教学中，“虚目标”“泛

目标”“去目标”等现象屡见不鲜，这样的课堂

教学自然低效。因此，教师在设计学习目标前

必须综合分析课程标准、教材及学情。精准、
具体的学习目标是后续评价和教学的灯塔。
教师描述目标时要明确四个方面：目标的行

为主体是学生，目标中的行为动词要清晰、可
测，达成目标需要什么条件，达到目标的最低

表现是什么。确立目标后，还需要通过检测目

标的达成情况来判断目标是否科学适切，具

体可以从目标的呈现、达成方法、检测方法和

达标情况来分析。
以“教学评一致性”的目标为观察主题，有

以下观察角度和要点：

教学目标的确立：教学目标与课程标准、学

生实际、教材的适切性如何？ 目标表述的规范性

如何？ 是否明确行为主体、动词、条件与表现程

度？学生是否清楚这个目标，目标是怎样呈现的？
教学目标的达成情况：目标达成的方法和

手段是什么？ 目标检测的方法是什么？ 目标达

成情况如何？ 发现什么问题，有何建议？
维度 2：“教学评一致性”的课堂结构。
“教学评一致性”的主要观点是，在教学目

目 标 的

适切性

目 的 达

成 检 测

方 法 （评

价任务）

班 级 达

成 目 标

情况

课 后 抽

测 达 标

情况

问 题 及

建议

目标 1：

……：

目标 n：

表 2 目标达成情况观察量表

图 1 教学目标、教学活动与评价的关系

结
果
评
价

教
学
目
标

学习活动

评价任务设计

教学活动设计

过程评价

教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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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引导下，学生的学、教师的教、课堂的评三

者相互匹配，达成一致。在课堂教学中，我们需

要思考的是“去哪里”“怎么去”和“我怎么知道

自己到了那里”。在此过程中，目标是目的地，

教学是交通工具，评价是导航仪。此三者必须

相互匹配，才能实现有效教学。同时，评价必须

嵌入教学活动中，即在教学活动中安排评价任

务。从教师的角度看，课堂教学就是呈现评价

任务—组织交流与展示—收集与分析评价信

息—教学调整或补救的循环过程；从学生角度

看，课堂学习就是理解评价任务—完成评价任

务—展示与评价的循环过程。
以“教学评一致性”的课堂结构为观察主

题，有以下观察角度和观察要点：

匹配度：预设的学习目标、预设的评价任

务、教的信息、学的信息、评价的信息、教学评

与目标的匹配程度。
教师的教：预设了哪些评价任务？ 如何围

绕评价任务展开教学的？ 收集了哪些评价信息

以及怎样处理的？ 是否进行了调整或补救？
学生的学：是否理解评价任务？ 怎样围绕

评价任务展开学习的？ 怎样完成评价任务的？
如何进行展示和评价的？

评价与教学的整合：预设的学习目标是什

么？ 预设的评价任务是什么？ 教师是怎样呈现

评价任务的？ 学生是怎样执行评价任务的？ 评

价后，教师是如何进行交流和反馈的？
维度 3：“教学评一致性”的课堂评价。
评价的目的不是选拔，而是促进学生成

长。促进学生逐步达成目标，需要教师获取并

合理利用评价信息。获取与利用评价信息，首

先要对评价信息的含义进行界定，种类进行区

分。学生的学习是评价的对象，因此学生在学

习过程中的行为便是评价信息的来源。课堂中

的学习行为可以分为听、说、读、写、做五个方

面，因此学习信息与评价信息便可分为听的评

价信息、说的评价信息、读的评价信息、写的评

价信息和做的评价信息五大类。这些评价信息

的具体观察指标可以是人数（有多少人出现了

这样的评价信息）、对象（学优生、中等生、学困

生）、时间、状态、方式等。评价信息的利用，则

可以从教师获取评价信息后的表现和教学行

为等方面展开观察。具体而言，关于评价信息

的获取，可以观察评价任务是什么？是什么类

别的信息？有多少人在完成任务？完成任务的

状态如何？用了多少时间？而评价信息的利用，

则可观察教师是否出现肯定、追问、补例讲解、
引导、提醒、强调等教学行为。

维度 4：“教学评一致性”的教学环节。
判断教学环节是否围绕教学目标而展开，

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观察每个环节与具体

目标的适切性，二是观察所有环节与总体目标的

适切性。具体而言，有下列观察角度和要点：

每个环节与具体目标的适切性：该环节指

向的学习内容是什么？ 该环节指向的具体目标

是什么？ 该环节花费多少时间？ 该环节的学习

过程与结果怎样？
所有环节与总目标的适切性：该课有多少

个环节？ 这些环节的逻辑关系是什么？ 这些环

节与知识体系的形成有何关系？ 环节间的衔接

是如何进行的？ 各环节的时间安排是否合理？
（三）“教学评一致性”量表的设计策略

1.量表指标：基于问题解决。
观察量表体现了观察者的研究思路，是解

决所研究问题的思维框架。设置观察点，首先

要明确解决问题的思路，然后将此思路具体化

为观察指标，这样才能收集到解决问题的证

据。具体来说，问题解决的策略有以下两点：

第一，从教学法角度确立。无论研究什么

问题，解决问题的信息都来自于课堂中教与学

的行为及由此派生出来的课堂文化。因此，解

决问题的策略之一就是从教学法的角度寻找

问题解决的思路与框架。以观察点“教学评的

一致性”为例，若从教学法的角度出发，其思路

是：教师预设的目标是什么？预设的评价任务

是什么？课堂上教师是如何教的？学生是如何

学的？评价任务是怎样实施的？教师的教、学生

的学和课堂的评是否都指向学习目标的达成？

根据此思路，我们编制了“‘教学评一致性’的
课堂结构”观察量表，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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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教学评一致性’的课堂评价”观察量表

第二，从显性信息中确立。体现问题解决

思路的具体观察指标还可以在课堂里的显性

行为中寻找。课堂中的显性行为信息，从主体

看，分为教师和学生两类；从种类看，有听、说、
读、写、做等。课堂的显性要素信息包括空间、
时间、环境、资源、人物等，这些都是可观、可
听、可感的重要信息，是研究和解决问题的重

要依据。从上述信息中确立观察指标后，再按

逻辑排列组合，就能较好地得出问题解决的结

论与建议。比如：要观察“教学评一致性”的课

堂评价，课堂中的显性信息有学生完成任务的

状态、用时、质量，教师获取的评价信息、信息

获取途径，教师利用评价信息的方式、时机与

效果等。据此，我们设计了观察量表，见表 4。
2.量表样式：便于信息采集。
为了更好地使用观察量表进行课堂观察

记录与分析，信息的捕捉与收集必须全面、精
准。为了减少信息遗失，课堂观察量表的样式

需多样化。另外，量表记录有时涉及大量的信

息，为了便于记录，观察者可以结合配套量表

进行记录。基于此两点，我们需要设计一些配

套的课堂观察量表。
（1）配套的学生座位表。
为了全面、便捷地采集信息，我们可以设

计学生座位表，并在座位表上标注出优秀生、
中等生和学困生。在座位表上可记录对象的状

态、任务参与度、任务完成度、所用时间等。如

表 4 中的带 * 项目在座位表上记录就更方便

快捷，且信息捕捉全面。因此我们可以为表 4
增添配套的座位表，如表 5 所示。

说明：（1）▲为优秀生，★为学困生；（2）观

察时，直接记录状态、用时、质量、获取的评价信

息、信息获取的途径、利用评价信息的方式。（3）
以“任务序号+问题序号”表示任务及问题。

（2）配套的样本学生量表。
在现实的课堂观察中，教师不可能记录每

个学生的信息，因此抽样就显得非常重要，所以

我们需要设计样本学生观察量表。样本学生观

察量表与班级整体观察量表的关键指标相同，

不同的是它全程记录抽样学生所有的学习信

息，如学生的表情、行为、回答、对话、表演、板
演、作业等，

这可以为后

面的分析、推
论提供充分

的依据。如

表 2 所示的

“班级目标达

成情况”这一

主题的课堂

观察量表中，

表 3 “‘教学评一致性’的课堂结构”观察量表

预设的

学习目标

预设的

评价任务

教的

活动

学的

活动

评价

活动

一致性

分析

目标 1： 评价任务 1：

......： ......：

目标 n： 评价任务 n：

观察要点：（1）学习目标的设定是否适切课程标准、

学生实际和教材？（2）教学目标、评价任务、教师的教和学

生的学是否相匹配？ （3）评价是否与教学相整合？ 评价能

否促进学习？

预设的

评价任务

﹡完成任务的

状态、用时、质量

﹡获取的

评价信息

﹡信息获取

的途径

﹡利用评价

信息的方式

利用时机

与效果

分析

与建议

任务 1：

......：

任务 n：

注：（1）评价信息的内容类别：A.听的评价信息 B.说的评价信息 C.读的评价信息 D.写的评价

信息 E.做的评价信息（2）信息获取的途径：A.个体答 B.群体答 C.学生作业 D.小组表演（3）评价信

息的利用方式：A.肯定 B.否定 C.质疑 D.追问 E.补例 F.提升 G.抑压 H.未发现 I.不处理 J.其他

表 5 学生座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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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

目标列表 生 A 生 B 生 C 生 D

目标 1：

......：

目标 n：

注：（1） 此量表用于记录样本学生目标达成情况，从

学生回答、对话、表演、板演、表情、作业情况 等方面进行

观察记录（2）学生 A（女中等生），学生 B（男中等生），学生

C（男学困生），学生 D（女优等生）

我们可以增添配套的样本学生观察量表，如表

6 所示。

3.量表数据：便于信息处理。
在设计课堂观察量表之初，教师就需要思

考设计的量表是否便于记录数据或现象，是否

便于记录后的整理、归纳及推论。从资料收集

的方式以及资料本身的属性角度看，课堂观察

可分为定量观察和定性观察。它们取向不同，

各有优势与局限。因此，如何在课堂观察中将

二者有效结合，非常关键。
（1）定性观察的优势与局限

定性观察，是观察者根据粗线条的观察纲

要，对课堂实践进行细节描述，运用描述性和

评价性的文字记录现场感受的观察活动。定性

观察的优点之一是灵活、自由，观察者的视角

较少受到限制，可以充分而整体地描述情境；

优点二是能保留事件的自然顺序、逻辑关系和

课堂生成。比如：需观察的问题教师的教、学生

的学、课堂的评价是否在共同目标的前提下相

互匹配，需要的就是粗线条的观察和从整体上

进行描述、分析、推论，因此教的信息、学的信

息、评价的活动的观察与记录就适合使用定性

观察。
当然，定性的课堂观察也有缺点，其一是

定性观察只适用于观察较小的样本；其二是定

性观察产生的大量文字资料，处理起来耗时、
烦琐、不经济。

（2）定量观察的优势与局限

定量的记录方式是预先对课堂中的要素

进行解构、分类，然后对在特定时间内出现的

类目中的行为进行记录。定量观察注重客观、
系统的方法与程序；定量观察研究的样本可稍

大，观察所收集的资料可通过数据分析软件进

行分析。定量的方法可以使研究有理有据，如

进行“评价信息处理”的课堂观察时，就可以设

计教师处理评价信息类型与方式的定量统计

表。评价信息的内容、类别包括听的评价信息、
说的评价信息、读的评价信息、写的评价信息

和做的评价信息。对评价信息的处理，包括肯

定、否定、质疑、追问、补例、提升、未发现、不处

理等。据此，我们在观察量表下加注了编码提

示（如表 4），观察者可以用编码快捷地记录教

师获取信息的类型、处理信息的方式与次数。
定量观察的缺点是观察视角单一，记录

问题难以全面。尽管定量观察强调科学、客

观，但实际使用中由于观察者的课程素养、评
价素养等因素，很难做到完全科学和客观。

因此，将通过定性观察所得的描述性证据

与定量观察所获的数据性证据结合起来，有助

于教师对课堂行为从整体到细节的把握。
总之，量表虽小，却把握着课堂观察的方

向，体现的是对课堂观察活动本质的认识，所

以观察量表的设计至关重要。量表设计好后，

还要检验其科学性，需要通过不断的试用进行

修正。只有指向明确、指标合理、操作可行的课

堂观察量表，才是有效实施课堂观察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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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样本学生的观察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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