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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评价》

前言

　　农村中小学教师和校长是支撑农村基础教育大厦的骨干力量，重视和加强农村中小学教师和校长
的培训，是实现广大农民群众及其子女接受良好教育，促进教育公平和体现社会公正的重要工作。为
此，我们根据农村中小学教师和校长的培训需求和特点，按照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要求，组织高
等学校的专家学者、中小学教师、校长和教研人员为农村中小学教师和校长开发编写了这套培训自学
教材。希望这套教材能够促进农村教师和校长在学习的过程中，不断地更新自己的教学或管理观念，
改善自己的教学或管理行为，把所学的内容和方法应用到自己的教学或管理实践中，提高教学或管理
质量，让我们的孩子们能够在快乐的环境中学习和成长。　　挖掘经验、参与活动、双向交流、方法
指导是构成本书的基本要素，也形成了本书鲜明的特色：　　我们从教师和校长已有的教学或管理经
验出发，编排和选取学习内容，让学习者在学习的过程中，借鉴别人的方法，体验自己的教学或管理
感受，总结自己的教学或管理经验，提炼自己的实践性知识，从而围绕自己的需要主动构建新的知识
。　　我们没有用理论去阐述理论，而是通过案例、游戏、讨论、思考和总结等活动，让学习者在熟
悉、真实、具体、直观的活动中，体会和感悟其所包含的理念，让学习者在“做中学”、“学中思”
“思中做”，以促使其有深度地理解和挖掘一些日常教学或管理行为中习以为常的问题，使学习者的
学习过程成为一种深层次的学习。　　在呈现方式和学习方法上，我们不是用师者的语言来要求学习
者要怎么样、必须怎么样，而采用一种更为人文的方式和亲和的语言，与学习者进行双向的交流，共
同探讨问题。　　理论的魅力在于对实践的指导，我们在为学习者揭示新理念的同时，也列举了一些
把理念转化为实践的行动策略，帮助学习者将理念具体化，并力求做到贴近教学或管理实际，为辛劳
在一线的教师或校长出谋划策。　　本套培训教材不是让学习者可以照抄的现成的“教案”。书中的
一些观点、建议和方法也不一定是最好的，学习者自然不必照搬。因为，那样做会忽视学习者所处的
教学或管理环境和所教儿童的具体情况，也会限制其教学或管理特长的发挥，约束其工作中的创造性
。常言说：学无定法，教无定论，我们也说学无止境，教学相长，愿我们这本书能像一滴水珠融入学
习者知识和经验的江河，激起一串涟漪，引发学习者的进一步探索和实践，这是我们编写这本书的目
的和出发点。我们期待学习者在繁忙的教学或管理实践过程中能够不断探索，总结出更好的经验，创
造出新的理论成果，使自己的教学或管理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为农村孩子们的成长带来福音。　　
本套培训教材是在原中欧甘肃基础教育项目开发的面向农村中小学教师和校长自学培训教材的基础上
修改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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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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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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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和特点单元2　学习评价的变化第1节　我们过去是怎样评价学生的学习的第2节　学习评价的理念经
历了哪些变化第3节　我们在评价中应该有怎样的意识单元3　应该由谁来评价第1节　对教师学习评价
“权威”的再认识第2节　让学生也成为学习评价的主体第3节　家长是不可忽视的评价者单元4　我们
可以评价什么第1节　知识与能力的评价第2节　学习过程和方法的评价第3节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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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成长记录”第2节　“成长记录”对学习评价的价值第3节　如何建立学生的“成长记录”第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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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l节　评语对学生会有哪些影响第2节　评语的主要类型第3节　教师如何给学生写评语单元9　如何
利用表扬和批评评价学生第1节　表扬和批评对学生有什么影响第2节　如何利用表扬评价学生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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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利因素第3节　合作与交流--我们的对策单元12　对《学习评价》学习的自我评价第l节　我的学习评
价观念的变化第2节　我的学习评价行为的变化第3节　我的困惑与反思主要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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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2节　学习过程和方法的评价　　如前所述，知识的积累与能力的形成是基础教育阶段重要的
学习目标和评价领域。但是，在学习评价中仅仅关注知识与能力是远远不够的，除此之外，我们还必
须把目光投向学生学习的过程与方法。因为学习的过程与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学生学习的质量和
状态。死记硬背是一种学习，活学活用也是一种学习，但这两种学习对学生发展的作用和意义是大不
一样的。　　新的课程改革把过程与方法列为课程学习的第二大目标领域，充分说明了改善学生的学
习过程与学习方法的重要性。强调过程意味着要使学生充满快乐、富有创造性地进行学习，强调方法
意味着要使学生真正学会学习。总之，就是要把学生从死记硬背、机械训练、题海战术这样一种与学
生的心理特点和社会需要相违背的“异己”的学习状态中彻底解放出来，还学生以学习的快乐和自由
，恢复学习作为人的成长需要所固有的本来面目。　　正因为如此，我们在对学生的学习进行评价时
，就不能只看学生的学习结果，一切向分数看齐，而要充分关注学生学习的过程与方法，通过对学生
学习过程与方法的有效评价，真正使学生做到享受学习和学会学习。　　要对学生的学习过程和学习
方法进行积极有效的评价，我们就必须研究这种特定的评价内容的特点。相对于知识和能力的评价，
过程与方法的评价更多的是在动态活动的过程中来进行的。用简单的考试方式虽然可以较为准确地测
验学生知识积累的情况，但无法真实地反映学生学习的过程与方法。因为学生的学习过程以及学习过
程中学习方法的选择，往往是以动态的形式体现出来的，所以，对这些内容的评价也就更适合用动态
的方式来进行评价。在这个方面，“表现性任务评价”是一种较为适用的学习评价方式。　表现性任
务评价　所谓表现性任务评价，就是让学生通过完成实际任务来展现其知识和技能成就的一种评价方
式。在这样的评价中，由于被评价者需要在一定的情境中独立或协作完成一项实际任务，就使得他们
必须调动多种因素介入学习的过程。例如，他们需要调动自己存储的相关知识来明确任务的类型、要
求、难易程度；他们需要设计完成任务的具体方案，还需要对不同的方案进行比较、优化，选择出最
佳方案；如果是需要多人协同完成的任务，他们还需要进行人员的搭配和分工；最后，他们还需要运
用他们已经获得的技能进行实际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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