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成果简要说明

(包含成果主件、附件目录，论著、论文请注明出版单位)
（一）开展小学语文阅读素养及评价的文献研究，形成研究综述

（具体内容见附件一）

（二）开展本校学生语文阅读能力及评价现状的调查研究，确定研究起点

形成了《北环小学学生语文阅读现状与评价的调查研究报告》（见附件二）。

（三）梳理以素养培育为旨归的小学语文阅读能力要素，构建有梯度的测评指标体系

编制出《北环小学五彩书虫阅读能力进阶测评指标体系》（见附件三）

（四）开展智能系统支持的小学语文阅读能力进阶测评数据采集分析的研究

结合智慧校园基础，构建线上线下一体化的数据采集分析系统，通过收集、分析学生

的学习数据，推动学生阅读能力的进阶。借助于学校智慧教室以及 AI 智能系统收集学生

语文学习活动中的信息数据；通过教师阅读课堂学生课题观察记录，分析学生阅读能力的

短板和长处。通过学生课堂活动学习单、元认知自评价表实现自评。

图 1 阅读能力进阶测评数据采集分析流程

1.人工观察评价

课题研究组研制的《北环小学五彩书虫阅读能力进阶测评指标体系》在阅读教学中分

解落地。人工观察评价实施分为：课前准备——课上观察——课后反思。

2.智能系统评价

建立线上档案，实现数据建模追踪式评价，借助于学校智慧教室以及 AI 智能系统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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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学生语文阅读活动中的信息数据。最终形成《北环小学语文课堂学生学习课堂观察分析

报告》，初步提炼课堂观察评价策略，分析学生阅读学习的基本情况、形成原因，存在的

问题与解决策略等。

3.学生元认知自我评价

素养立意的语文阅读能力除了对阅读材料的识别、加工和理解的过程，还在于学生能

否调动和选择适合当前阅读任务的技能和策略，并对此的使用进行调控，以完成阅读任务。

更好地唤醒和调动其阅读的主动性、自主性，提高学生阅读效率、阅读水平。

（五）小学语文阅读能力进阶测评数据反馈运用的研究

我校作为区教师发展中心领衔的省规划课题《数据赋能课堂教学评价的实证研究》的

成员单位，本课题组成员也积极参与到课题评价研究中去，开展区级教研活动，学校定期

开展语文课堂实践活动。采用阅读发展曲线和阶段报告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数据反馈，动态

呈现学生不同的阅读能力所处的阅读层级。

1.基于数据反馈的教学调整支持策略，提升教学效能

在智能数据支持下，进行课堂反馈数据的分析，对于教师的课堂教学行为的正向调整

有积极意义。以同一位老师，同一个班级学生课堂情况数据对比，能够清晰反映这一情况。

顾纯颖老师于 2022 年 7 月 4 日和 2022 年 9 月 23 日，分别执教两篇课文，文章类型均为

爱国主义题材，属于感悟性文本。基于第一次教学情况反馈后的教师教学行为和问题设置

的调整，学生反馈数据很好地呈现了怎样的教学行为是有益于学生阅读能力提升的。

（1）课堂互动分析数据指导教师“问答评”行为的调整

教师的提问是推进学生阅读提升的有效方式，教师课堂提问存在着 IRE 结构，即教师

通过提问发动互动（Initiation），学生对教师问题作出响应 （Response），随后教师

对学生的响应进行评价（Evaluation）。通过两节课的《课堂教学大数据分析报告》显示，

两节课教学效果的呈现也显示出较大差异，通过以下表格也可以快速把握本堂课的教学特

点。其中笑脸则标明该项表现优异。

表 1 “问-答-评”结构互动分析对比

《青山处处埋忠骨》“问-答-评”结构（IRE）互动分析

提问类型 课堂所占比率 效果 影响 问答评互动小结

简单型 66.6% 不佳
导致教师威信呈现过强，而影

响学生 思想的参与积极性。
本堂课教师的“问-

答-评”运用偏少，
需要关注对学生的

及时反馈。
追问型 33.3% 较好

给学生预留讨论或思考的时
间，启发学生进一步思考。

思考讨论 0% 良好 更能激发学生带着问题学习



再答型 的热情。

《灯光》“问-答-评”结构（IRE）互动分析

提问类型 课堂所占比率 效果 影响 问答评互动小结

简单型 0% 不佳
导致教师威信呈现过强，而影

响学生 思想的参与积极性
“问-答-评”运用

中，开放性问题较
多，学生平均思考时

间长。

追问型 50% 较好
给学生预留讨论或思考的时

间，启发学生进一步思考

思考讨论

再答型
50% 良好

更能激发学生带着问题学习

的热情

（2）课堂学生反应数据提升课堂教学目标达成度

通过学生课堂反应可以了解教学目标达成度，便于教师进行教学行为的调整。学生课

堂发言主题词、学生发言时长分析、学生情感反应等通过多角度了解教学目标达成度，学

生课堂主动性等。

图 2 学生课堂反应数据分析报告

结合数据情况，教师有意识调整自己的教学环节和互动问题，教学效果也产生了较大

差异（其中带笑脸表示这节课教学效果达到预期的方面）。从两节课的对比可以明显感受

到小学语文阅读能力进阶测评数据反馈运用对于教师的教学调整给予实质性的指导策略，

有助于教师提升指导效能。

表 2 两节课教学效果的呈现——课堂教学大数据分析报告

教学过程 《青山处处埋忠骨》 《灯光》

1.学生学习风格的多样性展现

2.学生充分表达

3.教师对学生及时评价反馈

4.课堂想象力丰富

5.教师给予学生思考讨论再回答问

教

教

教

教

教

教



题

6.课堂互动充分

7.教师善用追问

8.激励学生主动参与

9.教师语速适中、语言精练

10.教学风格兼顾性

11.教师推动有效学习

2.基于数据反馈的学习者中心进阶策略，提升学习动能

基于数据反馈的分类进阶模式能够对班级学生进行准确定位，让教师在把握学生基本

情况的基础上开展差异性的阅读教学，给予不同学生更加适切的学习方式和路径。

（1）基于智能数据反馈的学生知行风格的识别

以《灯光》一课为例，依据学习发生知行模型的研究，实现基于阅读课堂反馈数据的

教师教学调整。

表 3 学生课堂反应分析报告课堂——教学大数据分析报告

学习风
格类型

典型表现和倾向 学生比
例

教师设置的
知识场景

分
值

设置问题例子

能动型 此类学生直觉快速把握获得
的信息（知），关注实用和操作
（行）。常善于知识迁移创新、

举一反三、开放热情，易于激励

合作。

17.11% 设置（若何：
如 果 - 怎 么
样）类的知识

场景

16 如果当时郝连长没有燃
起火光，想象一下结果
会怎么样？

现实型 倾向于从获得的信息里提取抽象

概念（知），关注如何应用于实
际行动（行）。常表现为擅长分

析抽象，做事有条理，务实冷静。

23.68% 设置（是何：

概念抽象-怎
么作）类的知

识场景

14 “千钧一发”是什么意

思？联系课文内容说说
当时是怎样的危险关

头。

哲理型 向于对信息概念化深加工（知），

为了探索背后的原因，不太关注
有何实用价值（行），常表现为

易被理论和思想吸引。

23.68% 设置（为何：

概念抽象-为
什么）类的知

识场景

4 不就是一盏普通的电灯

吗？郝副营长为什么会
如此羡慕呢？

感悟型 接收信息后不作深度抽象加工
（知），倾向直接快速直觉出背
后的原因（行）。

35.53% 设置（如何：
如果-为什
么）类的场景

4 郝副营长知道在黑暗中
点燃书本会暴露自己
吗？为什么还要做？

教

教

教

教



如表格所示，这四种课堂知识传递方式的分布情况，反映了教师在课程设计上对场景

设置、原因探索引导、概念抽象概括、知识练习和知识迁移方面的总体规划。学生学习风

格有不同的表现和倾向，将学生风格比例和分值进行对比参照，可以优化课程设置，教师

若兼顾了四种类型则能够在课堂中有效激发各种学习风格的学生。教师在教学中根据教学

设计和学科逻辑也可以有意识地加大激发某类学习风格，让学生学习能力得到进一步的激

发和补充。

（2）基于人工观察的个体情况追踪

①以实证观察科学评价学生

基于实证的评价方式能提高课堂评价的准确性、科学性、可读性和实用性，使评价不

再是一个简单的分数或者教师的主观感受。在教学三下《听，秋的声音》一课时，教师对

学生在课堂中的任务完成情况、坐姿、微表情、发言、作业等进行全面的数据记录，并对

学生的课堂表现做出如下评价。可以看出老师对学生的每一方面的评价都有课堂实证依

据，从现象表征中去探寻本质，从而促进学生语文课堂中阅读核心素养发展。（图 3）

图 3 学生人工观察记录截图

②以分层施策促进能力进阶

在进阶评价视角下，每个学生的阅读能力都是动态的，不断发展的，螺旋上升的。学

生需要的不是所处层次的学习指导，而是阅读能力进阶指导。

教师针对其弱于高层次的能力缺失项，为其铺设阶梯，利用精准的问题，逐步实现学生阅

读能力的进阶。以六年级《那个星期天》为例，观课教师进行点对点的个体观察根据观察

记录给该生进行能力评估，确定其所在水平级。教师针对该生的能力水平级就其进阶发展

区增设阅读任务，让其获得水平级的提升。



表 4 学生人工观察记录表分析

观察对

象
行为表现 发展评价

阅读能

力评估

进阶发展区

阅读任务

小 A
举手 5次，发言 2 次，全

程积极发言，组织小组合
作展示。

能关联生活，提出质

疑；独立思考，表达
个性化体验。

反思型

阅读

围绕全文“我”的心情
变化，完成一篇读书札

记（选做）

小 B

举手 3次，发言 1 次，情
感朗读流畅到位，但深层

次情感理解问题未举手

会梳理文章脉络；品
读文章字词句；感受

文章写作手法。

审美型
阅读

你经历过和“我”一样
的心情吗？试着说一说

小 C

举手 2次，发言一次基础
性问题主动发言，没有积

极参与小组合作。

能读准字音，会写生
字；文从字顺；基本

了解文章大意。

基础型

阅读

这篇文章写了几件事？
试着用自己的话描述出

来

3.基于学生阅读能力的长程追踪策略，激活进阶势能

阅读课堂教学是阅读进阶测评的主阵地，又是落实阅读分层教学的重要渠道。阅读活

动作为阅读教学的主要载体与实施方式，也是实施学生阅读能力进阶的主要手段。在课堂

上多层面、多维度地进行自主阅读、合作交流、迁移拓展等，精准定位各层次学生能力发

展区，依托小组合作、交流平台、任务驱动，靶向激活学生阅读能力发展关键点。

近两年来，我们以杨启春老师班级为试点班级，追踪观察了其班级十多位学生一年级

到二年级的阅读课堂学习情况，形成了阅读素养进阶反馈表，对学生进行阅读素养的分析

和追踪。以小 A同学为例，一年级下学期对学生检索理解的基础能力进行了两次测评，了

解了一学期中孩子能力的变化，二年级上下学期除了考察了这两项基础能力层级，也通过

公开课堂的两次观察以及教师常态教学中的观察实践，对其每种能力点给予相应的星级评

价，获得三颗星即表示这项能力水平达到了该年段水平要求，即可为自己的五彩书虫进阶

记录表涂上相应颜色，以此激发学生的上课积极性，通过认真听讲，主动回答问题，积极

参与小组讨论以及完成课堂练习的正确性来获得自己的毛毛虫进阶。缺少的能力层级通过

给予相应的练习进行补能，也可以在下一个学段进行继续考察。在班级形成竞争的意识。

表 5 小 A同学 1-2 年级五彩毛毛虫进阶记录表

能力点
一年级下
学期初

一 年 级 下
学期末

二年级上学
期

二年级下学
期

阅读小书虫

红色检索

橙色理解

黄色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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