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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评价与教学过程有机结合的探索

孔企平

摘要 构建与课堂教学有机整合的课堂学习评价方案，对提高课堂教学的质量具有重要意

义。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了新的课堂评价方案的基本特点：第一，把评价目标与教学目

标有机结合，设计与课程标准相适应的目标多元课堂学习评价的基本构架；第二，把课堂作

业的教学功能和评价功能有机结合，促进学生对基本知识的理解和掌握；第三．把教学的重

点和评价的重点有机结合，考察和培养学生的高层次思维与创新能力。第四，把评价方法与

教学方法有机结合，建立方法多样、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课堂学习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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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与教学的有机结合是近年来国际学习评价研究的重要趋势。当前，国外很多学者提

出了形成性评价、过程性评价（formative assessment，on going assessment，process

assessment）等理论，强调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对学生学习的即时了解和解释可以优化学习过

程，提升教学过程价值。在课堂教学中评价具有重要的教育功能，评价与教学过程是不可分

割的。在有效的课堂中，评价不是课堂教学的一个环节，而是课堂教学过程中的一条基本的

线索。评价与教学过程的有机结合，把教师的教学建基于实际学情的基础上，有助于教师教

学能力的提升，对提高课堂教学的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设计适当的教学过程，让学生有机会展示自己的知识建构过程，

教师要不断判断学生知识建构过程中的进展和存在的问题，然后进一步支持学生的学习。教

学与评价的的有机结合有以下几个基本特点：第一，把评价目标与教学目标有机结合，设计

与课程标准相适应的目标多元数学学习评价的基本构架，建立以评价学生素养为重点的目标

体系；第二，把课堂作业的教学功能和评价功能有机结合，设计多层次的作业体系，促进学

生对基本知识的掌握；第三．把教学的重点和评价的重点有机结合，引进研究性、开放性问

题形式，考察和培养学生的高层次思维与创新能力。第四，把评价方法与教学方法有机结合，

使用观察、谈话等基本方式，关注学生的学习过程，建立方法多样、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课

堂学习评价体系。

一、评价目标与教学目标有机结合，设计目标多元的学习评价的基本构架，建立以评

价学生基本素养为重点的目标体系

评价目标与教学目标相结合时提高教学质量的基础，也是设计新的课堂评价方案的基

础。课程改革以来，我国的中小学课堂学习正在发生了积极和重要的变化，但也存在一些问

题，课堂评价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还相对滞后。在教育实践中，我们时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现

象，有部分学生通过了考试，甚至成绩优良，但并没有具有我国教育目的所要求的和二十一

世纪公民所需要的数学素质。研究者尖锐地指出，在可贵的高分下隐含着危机。
[1]
传统的测

验成绩不能完全反映学生的真正的基本素养主要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传统的测验主

要测验一些孤立的技能和概念，而不是把学科知识作为一个整体。第二，传统的测验主要面

向事实性的知识和程序性的技能，有时会忽视考察高层次的思考。第三，传统评估侧重的是

解题结果而不是学生思考的过程。这三个方面与国家课程的要求形成明显的反差，也不符合

素质教育深入发展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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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阶段课程的总目标，从情感态度、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三个基本维度出

发，在课程实施中切实落实促进学生的全面、持续、和谐发展的要求。根据课程标准的要求，

首先要研究多元化的评价目标，并以简洁的形式呈现这种目标体系。这个目标体系，既是教

学目标，也是评价的目标。我们以数学学科为例来说明。在数学课堂中，这一目标体系可以

分成二个相互联系的基本部分。第一部分，考察学生在教学过程中情感与态度的发展，其中

包括兴趣与动机、行为与态度、合作精神、自信心四个基本的因素。第二部分，考察学生的

认知领域的学习情况。这部分内容又分成二个方面，其一是考察学生在数学教学过程中对数

学知识的掌握与应用，目的是了解学生在知识与能力方面的发展。在这一个部分中，我们分

别从概念性知识、程序性知识和解决问题三个维度进行研究，把考察知识与思维能力整合起

来。其二是从过程和方法的角度考察学生的学习方法和高层次的思维品质。如下表。这些目

标，还要结合学习内容细化到每节课，形成课时的教学目标和评价目标。

表 1 目标多元课堂学习评价的基本构架

目标 因素 考察的基本内容

情感态度 兴趣与动机 学生在课堂学习中是否有较强的兴趣和动机？

习惯与态度 学生是否做到了认真思考的习惯？

合作精神 在课堂讨论等合作交流等的活动中，学生是否比较积

极？

自信心 课堂教学过程中学生是否具有较强的自信心？

知识与能力 概念性知识 学生是否了解了基本知识？

程序性知识 学生是否掌握了基本技能？

解决问题与

思考能力

学生是否具有解决问题的意识和能力？

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是否有合理的思考过程？

过程与方法 学习方式 学生在学习时的学习方式是否合理？

创新思维 学生是否善于提出问题？是否能独立思考？思考过程

是否清楚合理？

针对不同的目标，还需要研究使用不同的评价方法。如，对于情感态度和过程与方法，

主要侧重于用过程性评价方式进行观察和分析。

二、把课堂作业的教学功能和评价功能有机结合，发挥评价的诊断性功能，设计多层

次的作业考察学生对学科知识的掌握

课堂作业是课堂教学过程的重要环节之一，是课程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进行学习评

价和改进教和学的重要依据，也是师生交流的平台。长期以来，研究者对课堂作业的诊断功

能重视不够。课堂作业对于进行有效的学情诊断具有重要意义。学情诊断是当前教学研究的

一大热点，研究者尝试着开发了一些诊断测量模型。如 LLTM,MLTM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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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在课堂上能利用

课堂作业进行学情诊断策略，是十分重要的研究课题。

对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评价，以该学段的知识与技能目标为基准，利用作业对学生进行诊

断性评价，以了解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理解和掌握程度。合理地、多层次地设计课堂作业，

在诊断分析的基础上提供有效反馈，是有效地促进学生对知识掌握的一条重要途径。分层评

价理论对设计课堂作业，考察学生理解、掌握和应用知识的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心理学家

Entwistle 等提出了五种理解的形式：（1）从教师讲述的记录中获得知识，而学生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