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说核心素养的表现性评价
——关于教学、数据和素养的故事

内地专家老师狄海鸣

簡報者
簡報註解
大家好，接下来和各位同仁说一说我对核心素养的表现性评价的看法、想法和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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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教育創新之课改共识

簡報者
簡報註解
世界的变化好快。以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AI）已经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得到了应用，知识层面的学习革命已经显现。比如今年3月哥伦比亚大学在录取时永久取消了SAT、ACT等标准化考试的要求。



美國21世紀學習框架
（2019）

澳大利亞7項通用能力
（2019）

澳大利亞STEM
（2016）

OECD学习指南针2030
（2021）

簡報者
簡報註解
世界各地都在推出更为深层次的高阶的学习要求。比如，美国的21世纪学习框架、经合组织（OECD）的学习指南针、澳大利亚的7项通用能力和三方面的STEM课程要求；



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
（2016）

香港中学教育七个学习
宗旨（2023）

5C核心素养：教育创新
指南针（2021）

核心素養：國內外教育改革&課程創新的共識

簡報者
簡報註解
国家教育部也在2016年出台了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北师大也提出了5C核心素养：教育创新指南针，香港也提出了中小学教育的7个粽子。不难看出，指向核心素养的教育改革和课程创新称为了国内外的共识。



核心素養：需要怎樣的教育品質管理？

？

簡報者
簡報註解
这些素养要求如何体现？怎样在实施中落实？是教育品质管理需要回答的问题。借助最方便最有共识也能体现公平的应试教育显然有失偏颇。中高考作为高厉害的考试中内地和香港一样都以标准化考试为主要手段，因为补习在应付标准化考试中作用明显，所以补习就大行其道，但这种方式的内卷效应十分强，内地用“双减政策”直接踩刹车。下面第二个图是高考评价体系，明确指出高考作为只看结果的选拔性的考试，其定位是服务选才，不是服务成长。而核心素养的培育必定需要过程性的质量管理。高考采用标准化考试的形式，也必定更加重视考察显性的知识技能的掌握情况，而不是隐性的需要动态跟踪的素养。8大能力评估体系是美国私立高中联盟发起的素养能力成绩单（简称MTC，中文介绍见http://www.jyjxcx.com/m/mnewsshow.asp?id=344），这是一个动态跟踪的评估系统，系统中的记录也是加州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等美国藤校的重要录取依据。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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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者
簡報註解
从言之有物到言之有理，从质性到量化，从看不见的核心素养到可培养的行为习惯，这和以数为据一样都是一种哲学理解。重点不一定是难点，难点一定是重点。重点是学科逻辑的主干道，是框架中的枢纽，不可或缺的，绕不开的，是学科本体性的，是相对客观的。难点会因人而异，对张三不是难点，对李四就可能是难点，是和学生现有水平相关的。确定重点需要我们围绕核心素养，去分析教材。确定难点需要我们分析学情，了解学生的具体情况，而我们对学生具体情况了解是来自我们采集到的样本，是你接触过的，留心过的，在作业订正、考试批阅、课堂问答中积累下来的，这些样本会让你心里有数。这个数是质性的也是量化的，是看得见的工作也是看不见的积累；因为这些样本可能时间跨度很大，個體之間能力高低悬殊，样本容量更是不可数，但这是教师教育教学中的成长之路，解决之道，是教无定法之法。这些教学设计看似经验，实则专业，更是专心致志。正所谓教育是职业是事业是志业也。我們常以為按計劃執行，和按步驟實施是一回事。其實，按計劃比按步驟要更高級，按計劃是經理，按步驟是員工。其中的目標意識，會指導反饋和調整，需要任務的承擔者有判斷、決策、反思、創造等能力。這也是我們老師職業能力的表現。在及時生成、靈活調整的實踐經驗中汲取營養，完善教學預設、調整規劃藍圖就成了教師專業發展的成長之路。這條路上有不少絆腳石，或大或小，時隱時現，有似當頭棒喝，有時如鯁在喉讓人不爽。但不要躲避，不可輕視，時常琢磨，不停敲打，把這個絆腳石經不得你軟磨硬泡，總有一些會被你打開研碎，為你所用。它就可以成為你的墊腳石。你可以拾級而上，走到另一個高度。用什麼樣的手段去軟磨研磨琢磨？



以多元評價方式實現素養評测

表现性评价

簡報者
簡報註解
我们用多元的评价方式获取相关数据，評量素养，改进教学。下面是我们的一些



02 數學教學之設計依据

時間：2011年3月
地點：浙江省回浦中學
內容：高考一模分析
角色：數學教研員 下一阶段的复习对策：

1.明确自身存在的问题——基础没有夯实。
2.数学学科对临界生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要集中火力仔细订正，反复训练。
3.强化主干知识的训练，切不可以追求解决高难度问题为“荣”。
4.摆脱“听的懂不会做，有思路没结果，一运算就出错，既耗时又丢分”的
尴尬局面。
5.对中档题要舍得花时间，讲练结合，“小步走密集做”，竖立学生的信
心。
6.有思路，不含糊，不能有时会做有时不会，要归纳类型、罗列方法形成规
范化的解题方案；
7.限时间，有速度，不能拖拖拉拉的做，要每题计时、明确细节（审题、规
划、表述、验算）形成高效精准的解题闭环；
8.有质量保证，注意订正，做到考后100分，力求在“懂、会、精、通”上
迭代。



02 數學教學之設計依据

時間：2023年10月
地點：趙聿修紀念中學
內容：Mathematics Worksheet 
角色：內地專家老師

作業對錯 考試分數

課堂问答
質性

量化

過程性

結果性
紙筆

表現性

簡報者
簡報註解
這些例子類型完備，梯度清晰，展現了從算術到方程的思維发展脈絡，從過程分析逐漸過度到等式結構，從引入未知數到單變數的複合表達。（我們可以看到后面的几类问题用算术已经是无能为力了）借用未知，引虛為實，把方程思想方法的來龍去脈，應用重點，關鍵環節，簡單扼要地呈現了出來。這麼好的設計看似來自經驗，卻關乎作業對錯、考試分數、課堂表現等質性的、量化的、紙筆測評的、表現性的、過程性的、結果性的數據資訊，有些是已經明確編碼的數量，有些是模糊對應的表現，但這就是教學的日常，日常的資訊需要老師們用育人的發展的眼光、資訊加工的思維和用語言或行為的表達呈現出來。這裏的設計就是一種創意的表達，裏面包含了眼光和思维。



學業品質反映核心素養要求，是對具體
表現特徵的整體刻畫。

學科“结果目标”和“過程目標”並重
学生“做到什么”和“做过什么”并行

02 數學教學之設計依据

簡報者
簡報註解
从言之有物到言之有理，从质性到量化，从看不见的核心素养到可培养的行为习惯，这和以数为据一样都是一种哲学理解。重点不一定是难点，难点一定是重点。重点是学科逻辑的主干道，是框架中的枢纽，不可或缺的，绕不开的，是学科本体性的，是相对客观的。难点会因人而异，对张三不是难点，对李四就可能是难点，是和学生现有水平相关的。确定重点需要我们围绕核心素养，去分析教材。确定难点需要我们分析学情，了解学生的具体情况，而我们对学生具体情况了解是来自我们采集到的样本，是你接触过的，留心过的，在作业订正、考试批阅、课堂问答中积累下来的，这些样本会让你心里有数。这个数是质性的也是量化的，是看得见的工作也是看不见的积累；因为这些样本可能时间跨度很大，個體之間能力高低悬殊，样本容量更是不可数，但这是教师教育教学中的成长之路，解决之道，是教无定法之法。这些教学设计看似经验，实则专业，更是专心致志。正所谓教育是职业是事业是志业也。我們常以為按計劃執行，和按步驟實施是一回事。其實，按計劃比按步驟要更高級，按計劃是經理，按步驟是員工。其中的目標意識，會指導反饋和調整，需要任務的承擔者有判斷、決策、反思、創造等能力。這也是我們老師職業能力的表現。在及時生成、靈活調整的實踐經驗中汲取營養，完善教學預設、調整規劃藍圖就成了教師專業發展的成長之路。這條路上有不少絆腳石，或大或小，時隱時現，有似當頭棒喝，有時如鯁在喉讓人不爽。但不要躲避，不可輕視，時常琢磨，不停敲打，把這個絆腳石經不得你軟磨硬泡，總有一些會被你打開研碎，為你所用。它就可以成為你的墊腳石。你可以拾級而上，走到另一個高度。用什麼樣的手段去軟磨研磨琢磨？



03 實驗操作之素養表现

時間：2019-2020年 地點：浙江省
內容：科学实验教学 角色：协作研究者

核心素养
2022版科学课标

知识观念
掌握初步的科学知识，形成基本的

科学观念

思维方法 掌握基本的思维方法，形成初步的

科学思维能力

探究实践
掌握基本的科学方法，具有初步的

探究实践能力

态度责任 树立基本的科学态度，具有正确的

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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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實驗操作之素養表现

簡報者
簡報註解
从言之有物到言之有理，从质性到量化，从看不见的核心素养到可培养的行为习惯，这和以数为据一样都是一种哲学理解。重点不一定是难点，难点一定是重点。重点是学科逻辑的主干道，是框架中的枢纽，不可或缺的，绕不开的，是学科本体性的，是相对客观的。难点会因人而异，对张三不是难点，对李四就可能是难点，是和学生现有水平相关的。确定重点需要我们围绕核心素养，去分析教材。确定难点需要我们分析学情，了解学生的具体情况，而我们对学生具体情况了解是来自我们采集到的样本，是你接触过的，留心过的，在作业订正、考试批阅、课堂问答中积累下来的，这些样本会让你心里有数。这个数是质性的也是量化的，是看得见的工作也是看不见的积累；因为这些样本可能时间跨度很大，個體之間能力高低悬殊，样本容量更是不可数，但这是教师教育教学中的成长之路，解决之道，是教无定法之法。这些教学设计看似经验，实则专业，更是专心致志。正所谓教育是职业是事业是志业也。我們常以為按計劃執行，和按步驟實施是一回事。其實，按計劃比按步驟要更高級，按計劃是經理，按步驟是員工。其中的目標意識，會指導反饋和調整，需要任務的承擔者有判斷、決策、反思、創造等能力。這也是我們老師職業能力的表現。在及時生成、靈活調整的實踐經驗中汲取營養，完善教學預設、調整規劃藍圖就成了教師專業發展的成長之路。這條路上有不少絆腳石，或大或小，時隱時現，有似當頭棒喝，有時如鯁在喉讓人不爽。但不要躲避，不可輕視，時常琢磨，不停敲打，把這個絆腳石經不得你軟磨硬泡，總有一些會被你打開研碎，為你所用。它就可以成為你的墊腳石。你可以拾級而上，走到另一個高度。用什麼樣的手段去軟磨研磨琢磨？



问题：
科学实验课堂需要放手，如何
做到放而不乱？

03 實驗操作之素養表现

设想：
1.用评价量表为学生学习提供
目标和及时的过程定位。
2.评价量表设计需要充分预设。

体会：
评价量表能减少教师对学生活动的干预，保证实验过程的自主性，

让活动“活而有序”。
尽管课堂提供的材料是有限的，但“完整的自主活动”后，我们欣

喜地发现学生的作品更具多样性。

簡報者
簡報註解
从言之有物到言之有理，从质性到量化，从看不见的核心素养到可培养的行为习惯，这和以数为据一样都是一种哲学理解。重点不一定是难点，难点一定是重点。重点是学科逻辑的主干道，是框架中的枢纽，不可或缺的，绕不开的，是学科本体性的，是相对客观的。难点会因人而异，对张三不是难点，对李四就可能是难点，是和学生现有水平相关的。确定重点需要我们围绕核心素养，去分析教材。确定难点需要我们分析学情，了解学生的具体情况，而我们对学生具体情况了解是来自我们采集到的样本，是你接触过的，留心过的，在作业订正、考试批阅、课堂问答中积累下来的，这些样本会让你心里有数。这个数是质性的也是量化的，是看得见的工作也是看不见的积累；因为这些样本可能时间跨度很大，個體之間能力高低悬殊，样本容量更是不可数，但这是教师教育教学中的成长之路，解决之道，是教无定法之法。这些教学设计看似经验，实则专业，更是专心致志。正所谓教育是职业是事业是志业也。我們常以為按計劃執行，和按步驟實施是一回事。其實，按計劃比按步驟要更高級，按計劃是經理，按步驟是員工。其中的目標意識，會指導反饋和調整，需要任務的承擔者有判斷、決策、反思、創造等能力。這也是我們老師職業能力的表現。在及時生成、靈活調整的實踐經驗中汲取營養，完善教學預設、調整規劃藍圖就成了教師專業發展的成長之路。這條路上有不少絆腳石，或大或小，時隱時現，有似當頭棒喝，有時如鯁在喉讓人不爽。但不要躲避，不可輕視，時常琢磨，不停敲打，把這個絆腳石經不得你軟磨硬泡，總有一些會被你打開研碎，為你所用。它就可以成為你的墊腳石。你可以拾級而上，走到另一個高度。用什麼樣的手段去軟磨研磨琢磨？



从高度不可调节的潜望镜
到高度可以调节的潜望镜
到角度可以调节的潜望镜
到……

簡報者
簡報註解
从言之有物到言之有理，从质性到量化，从看不见的核心素养到可培养的行为习惯，这和以数为据一样都是一种哲学理解。重点不一定是难点，难点一定是重点。重点是学科逻辑的主干道，是框架中的枢纽，不可或缺的，绕不开的，是学科本体性的，是相对客观的。难点会因人而异，对张三不是难点，对李四就可能是难点，是和学生现有水平相关的。确定重点需要我们围绕核心素养，去分析教材。确定难点需要我们分析学情，了解学生的具体情况，而我们对学生具体情况了解是来自我们采集到的样本，是你接触过的，留心过的，在作业订正、考试批阅、课堂问答中积累下来的，这些样本会让你心里有数。这个数是质性的也是量化的，是看得见的工作也是看不见的积累；因为这些样本可能时间跨度很大，個體之間能力高低悬殊，样本容量更是不可数，但这是教师教育教学中的成长之路，解决之道，是教无定法之法。这些教学设计看似经验，实则专业，更是专心致志。正所谓教育是职业是事业是志业也。我們常以為按計劃執行，和按步驟實施是一回事。其實，按計劃比按步驟要更高級，按計劃是經理，按步驟是員工。其中的目標意識，會指導反饋和調整，需要任務的承擔者有判斷、決策、反思、創造等能力。這也是我們老師職業能力的表現。在及時生成、靈活調整的實踐經驗中汲取營養，完善教學預設、調整規劃藍圖就成了教師專業發展的成長之路。這條路上有不少絆腳石，或大或小，時隱時現，有似當頭棒喝，有時如鯁在喉讓人不爽。但不要躲避，不可輕視，時常琢磨，不停敲打，把這個絆腳石經不得你軟磨硬泡，總有一些會被你打開研碎，為你所用。它就可以成為你的墊腳石。你可以拾級而上，走到另一個高度。用什麼樣的手段去軟磨研磨琢磨？



專案評價量表——逆向設計以評促教（學）

增加標題，明確評價對象

只提供評價標準，為學生創

造性解決問題提供空間

評價標準分級條目化，更易操作

我們不能總是領著孩子奔跑，要讓孩

子自由奔跑而不跑偏，評價量表定位跑

道。我們還要讓學生一起參與專案目標

的規劃，賦予學生設計跑道的能力，這

或許是學生適應未來的核心競爭力。

簡報者
簡報註解
从言之有物到言之有理，从质性到量化，从看不见的核心素养到可培养的行为习惯，这和以数为据一样都是一种哲学理解。重点不一定是难点，难点一定是重点。重点是学科逻辑的主干道，是框架中的枢纽，不可或缺的，绕不开的，是学科本体性的，是相对客观的。难点会因人而异，对张三不是难点，对李四就可能是难点，是和学生现有水平相关的。确定重点需要我们围绕核心素养，去分析教材。确定难点需要我们分析学情，了解学生的具体情况，而我们对学生具体情况了解是来自我们采集到的样本，是你接触过的，留心过的，在作业订正、考试批阅、课堂问答中积累下来的，这些样本会让你心里有数。这个数是质性的也是量化的，是看得见的工作也是看不见的积累；因为这些样本可能时间跨度很大，個體之間能力高低悬殊，样本容量更是不可数，但这是教师教育教学中的成长之路，解决之道，是教无定法之法。这些教学设计看似经验，实则专业，更是专心致志。正所谓教育是职业是事业是志业也。我們常以為按計劃執行，和按步驟實施是一回事。其實，按計劃比按步驟要更高級，按計劃是經理，按步驟是員工。其中的目標意識，會指導反饋和調整，需要任務的承擔者有判斷、決策、反思、創造等能力。這也是我們老師職業能力的表現。在及時生成、靈活調整的實踐經驗中汲取營養，完善教學預設、調整規劃藍圖就成了教師專業發展的成長之路。這條路上有不少絆腳石，或大或小，時隱時現，有似當頭棒喝，有時如鯁在喉讓人不爽。但不要躲避，不可輕視，時常琢磨，不停敲打，把這個絆腳石經不得你軟磨硬泡，總有一些會被你打開研碎，為你所用。它就可以成為你的墊腳石。你可以拾級而上，走到另一個高度。用什麼樣的手段去軟磨研磨琢磨？



基本做到了：既放手，又放心。

簡報者
簡報註解
从言之有物到言之有理，从质性到量化，从看不见的核心素养到可培养的行为习惯，这和以数为据一样都是一种哲学理解。重点不一定是难点，难点一定是重点。重点是学科逻辑的主干道，是框架中的枢纽，不可或缺的，绕不开的，是学科本体性的，是相对客观的。难点会因人而异，对张三不是难点，对李四就可能是难点，是和学生现有水平相关的。确定重点需要我们围绕核心素养，去分析教材。确定难点需要我们分析学情，了解学生的具体情况，而我们对学生具体情况了解是来自我们采集到的样本，是你接触过的，留心过的，在作业订正、考试批阅、课堂问答中积累下来的，这些样本会让你心里有数。这个数是质性的也是量化的，是看得见的工作也是看不见的积累；因为这些样本可能时间跨度很大，個體之間能力高低悬殊，样本容量更是不可数，但这是教师教育教学中的成长之路，解决之道，是教无定法之法。这些教学设计看似经验，实则专业，更是专心致志。正所谓教育是职业是事业是志业也。我們常以為按計劃執行，和按步驟實施是一回事。其實，按計劃比按步驟要更高級，按計劃是經理，按步驟是員工。其中的目標意識，會指導反饋和調整，需要任務的承擔者有判斷、決策、反思、創造等能力。這也是我們老師職業能力的表現。在及時生成、靈活調整的實踐經驗中汲取營養，完善教學預設、調整規劃藍圖就成了教師專業發展的成長之路。這條路上有不少絆腳石，或大或小，時隱時現，有似當頭棒喝，有時如鯁在喉讓人不爽。但不要躲避，不可輕視，時常琢磨，不停敲打，把這個絆腳石經不得你軟磨硬泡，總有一些會被你打開研碎，為你所用。它就可以成為你的墊腳石。你可以拾級而上，走到另一個高度。用什麼樣的手段去軟磨研磨琢磨？



围绕核心素养，
体现课程性质，
反映课程理念，
确立课程目标，
设计课程内容。

对应课程标准，对照项目量表

按照关键特
征，
依据成功标
准，
划分学业水
平，
指导教学实
践，
引领学生自
学。

依据不同水平学业成就表现的关键特征，将学业质
量划分为不同水平，并描述了不同水平的具体表现。

水平1 水平2 …

关键特征A 具体表现1 具体表现2 …

… … … …

学业质量的成功标准
从“对标”到“对表”

簡報者
簡報註解
从言之有物到言之有理，从质性到量化，从看不见的核心素养到可培养的行为习惯，这和以数为据一样都是一种哲学理解。重点不一定是难点，难点一定是重点。重点是学科逻辑的主干道，是框架中的枢纽，不可或缺的，绕不开的，是学科本体性的，是相对客观的。难点会因人而异，对张三不是难点，对李四就可能是难点，是和学生现有水平相关的。确定重点需要我们围绕核心素养，去分析教材。确定难点需要我们分析学情，了解学生的具体情况，而我们对学生具体情况了解是来自我们采集到的样本，是你接触过的，留心过的，在作业订正、考试批阅、课堂问答中积累下来的，这些样本会让你心里有数。这个数是质性的也是量化的，是看得见的工作也是看不见的积累；因为这些样本可能时间跨度很大，個體之間能力高低悬殊，样本容量更是不可数，但这是教师教育教学中的成长之路，解决之道，是教无定法之法。这些教学设计看似经验，实则专业，更是专心致志。正所谓教育是职业是事业是志业也。我們常以為按計劃執行，和按步驟實施是一回事。其實，按計劃比按步驟要更高級，按計劃是經理，按步驟是員工。其中的目標意識，會指導反饋和調整，需要任務的承擔者有判斷、決策、反思、創造等能力。這也是我們老師職業能力的表現。在及時生成、靈活調整的實踐經驗中汲取營養，完善教學預設、調整規劃藍圖就成了教師專業發展的成長之路。這條路上有不少絆腳石，或大或小，時隱時現，有似當頭棒喝，有時如鯁在喉讓人不爽。但不要躲避，不可輕視，時常琢磨，不停敲打，把這個絆腳石經不得你軟磨硬泡，總有一些會被你打開研碎，為你所用。它就可以成為你的墊腳石。你可以拾級而上，走到另一個高度。用什麼樣的手段去軟磨研磨琢磨？



04 美術素養之定量分析

時間：2019年—2023年
地點：杭州市拱墅區
內容：美術教學指導
角色：質量管理者

怎样让看不见的学科素养成为可培养
的行为习惯，需要学科教师有解构素
养的方法，让它“想得到、看得到、做
得到、测得到、用得到”。



溯 源 课 标 分 解 目 标1

Tips:

关键词>学生主体>扩展/叙写

能从色彩、造型、寓意等等角度，大
胆、自信、流畅的分享与交流自己的
作品；



依 据 教 材 写 给 自 己 的 教 材 梳 理2



课 标 x 教 材 分 享 目 标 的 解 构2

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

学科核心素养 学校育人目标

课标/教材 学 情

1.能使用不同的工具、材料和媒介，按照自己
的想法，以平面、立体或动态等表现形式表达
所见所闻、所感所想。
2.能分享与交流自己的作品...
3.能在教师的指导下养成安全使用...
4.在活动结束时，能收拾、整理工具和材料...

评价任务

五彩的烟花 窗花花

教学目标

核心能力

学校+学生的实际



使用不同形状、不同色彩的贴纸，利用剪、贴的方

法，运用对称、重复的形式原理，为医护人员放一朵烟

花，并向老师/同学表达自己的创作感受。完成创作后

整理工具、材料。

• 内容

与期望的学业目标相符合

• 清晰度

任务说明清晰、明确

• 可行性

足够的时间 资源充分 值得观察

• 可信度

测评主题 测评形式 测评内容 测评材料

学生在创作过程中的表现更自然，我们针对学生的表现

进行评价证据收集就更有效。

评价任务——为医生叔叔放一朵烟花
3



等级维度 1 2 3 4

造型维度

对于单个、多个贴纸进行造型

处理，出现波浪形、三角形、方

形等等3种以上的负形

图案富有对称、重复的美感

对于贴纸单个、多个进行造

型处理，出现波浪形、三角形、

方形等等1-3种的负形

图案富有对称、重复的美感

对于多个贴纸进行边缘造

型处理，出现波浪形、三

角形、方形等等1种的负形

图案富有对称、重复的美

感

没有对于单个贴纸进行造

型处理

图案富有对称、重复的美

感

评述维度

能用从色彩、造型、寓意等3

个角度，向老师和同学介绍自己

的作品

表达完整、清晰、流畅 ，自信、

大方

能用从色彩、造型、寓意等

2个角度，向老师和同学介绍

自己的作品

表达完整、比较流利

能用从色彩、造型、寓意

等等1个的角度，向老师和

同学介绍自己的作品

表达欠流利

不能向老师和同学介绍自

己的作品

习惯维度

所有贴纸能够平整的撕下来，

并平整的贴在纸上

能主动整理物品，并放回归原

位

没有将剪刀对着同学或自己等

玩闹现象；传递剪刀时手柄朝向

同学

大部分贴纸能够平整的撕下

来，并平整的贴在纸上

能在同学的影响下整理物品，

并放回归原位

没有将剪刀对着同学或自己

等玩闹现象；传递剪刀时手柄

朝向同学

大部分贴纸能够平整的撕

下来，但没有平整的贴在

纸上

能在老师的提醒下整理物

品物归原位

没有将剪刀对着同学或自

己等现象；传递剪刀时手

柄朝向同学

大部分贴纸无法平整的撕

下来，也没有平整的贴在

纸上

无法整理物品，无法物归

原位

有将剪刀对着同学等玩闹

现象；传递剪刀时手柄朝

向同学

造型,评
述

人数
143

(2,2) 5
(2,3) 4
(2,4) 1
(2,5) 1
(3,2) 7
(3,3) 13
(3,4) 8
(3,5) 6
(4,2) 5
(4,3) 11
(4,4) 10
(4,5) 14
(5,2) 4
(5,3) 9
(5,4) 19
(5,5) 26

10

6

19

11

14 26

13 9

57

8

5 4

1

4

1

y = 1.9886x0.4398

0

1

2

3

4

5

6

0 1 2 3 4 5 6 7

评
述

造型

造型，评述得分分布V2.0

相关系数>0.3 
存在显著正相关

r值体现维度之间的相关程度，
|r|=1表示两个维度存在完全线性

相关； r=0表示两个维度无线性关系；
若0<|r|<0.3，则可认为两个维度仅存
在弱相关；若0.3<=|r|<0.7，则可认
为两个维度显著相关；0.7<=|r|<1则
可认为两个维度高度相关；r>0表示
两个维度存在正相关；r<0表示两个
维度存在负相关。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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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美術素養之定量分析

這個數據好有意義。因为，這意味著要多為
孩子們創設交流機會，對作品進行評頭論足，
對話交流，會有利于學生造型能力的發展。這
為美術教育提供了培養低段學生造型能力的新
路徑。

——杭州市文津小學戴黛老师



05 素養測評的品質管理

教育的目的是：
透過提昇個人的素質，促進社會的發展。教育評
價的目的應是促進學生素質的提昇，日常的評量
應是促進教學，服務成長。

時間：新时代
地點：学校
內容：素养
角色：教师

簡報者
簡報註解
课程从“目标内容”到“实施评价”教师从“做过什么”到“做到什么”



评价方式 评价主体 类型 适用范围

1.纸笔测验 教师 总结性 阶段性定量

2.学生手稿 教师 形成性 课堂内/阶段性定性

3.图示呈现 教师 形成性 课堂定性

4.课堂观察 教师 形成性 课堂定性

5.作品集 师生共同 总结性 阶段性定性

6.访谈面试 师生共同 总结性 阶段性定性

7.成果展示 师生共同 总结性 阶段性定性

8.自我报告 学生形成性 阶段性定性

9.组内互评 学生同伴形成性 课堂/阶段性定性

10.反思日志 学生形成性 课外定性

以多元評價方式實現素養評测

表现性评价

簡報者
簡報註解
過渡的時代，有些是紙筆，有些是非紙筆，有些是顯性的知識技能，有些是隱性素養，有些在傳統方式的應用，有些是創新的探索。



围绕核心素养开展教学评

簡報者
簡報註解
从言之有物到言之有理，从质性到量化，从看不见的核心素养到可培养的行为习惯，这和以数为据一样都是一种哲学理解。重点不一定是难点，难点一定是重点。重点是学科逻辑的主干道，是框架中的枢纽，不可或缺的，绕不开的，是学科本体性的，是相对客观的。难点会因人而异，对张三不是难点，对李四就可能是难点，是和学生现有水平相关的。确定重点需要我们围绕核心素养，去分析教材。确定难点需要我们分析学情，了解学生的具体情况，而我们对学生具体情况了解是来自我们采集到的样本，是你接触过的，留心过的，在作业订正、考试批阅、课堂问答中积累下来的，这些样本会让你心里有数。这个数是质性的也是量化的，是看得见的工作也是看不见的积累；因为这些样本可能时间跨度很大，個體之間能力高低悬殊，样本容量更是不可数，但这是教师教育教学中的成长之路，解决之道，是教无定法之法。这些教学设计看似经验，实则专业，更是专心致志。正所谓教育是职业是事业是志业也。我們常以為按計劃執行，和按步驟實施是一回事。其實，按計劃比按步驟要更高級，按計劃是經理，按步驟是員工。其中的目標意識，會指導反饋和調整，需要任務的承擔者有判斷、決策、反思、創造等能力。這也是我們老師職業能力的表現。在及時生成、靈活調整的實踐經驗中汲取營養，完善教學預設、調整規劃藍圖就成了教師專業發展的成長之路。這條路上有不少絆腳石，或大或小，時隱時現，有似當頭棒喝，有時如鯁在喉讓人不爽。但不要躲避，不可輕視，時常琢磨，不停敲打，把這個絆腳石經不得你軟磨硬泡，總有一些會被你打開研碎，為你所用。它就可以成為你的墊腳石。你可以拾級而上，走到另一個高度。用什麼樣的手段去軟磨研磨琢磨？



用时长短
结果解析
……

表现性评价传统纸笔测评
情境真实性

评分主观性

反应开放性

内容复杂性

高

高

高

高

低

低

低

低

教育评价为学生成长服务

簡報者
簡報註解
从言之有物到言之有理，从质性到量化，从看不见的核心素养到可培养的行为习惯，这和以数为据一样都是一种哲学理解。重点不一定是难点，难点一定是重点。重点是学科逻辑的主干道，是框架中的枢纽，不可或缺的，绕不开的，是学科本体性的，是相对客观的。难点会因人而异，对张三不是难点，对李四就可能是难点，是和学生现有水平相关的。确定重点需要我们围绕核心素养，去分析教材。确定难点需要我们分析学情，了解学生的具体情况，而我们对学生具体情况了解是来自我们采集到的样本，是你接触过的，留心过的，在作业订正、考试批阅、课堂问答中积累下来的，这些样本会让你心里有数。这个数是质性的也是量化的，是看得见的工作也是看不见的积累；因为这些样本可能时间跨度很大，個體之間能力高低悬殊，样本容量更是不可数，但这是教师教育教学中的成长之路，解决之道，是教无定法之法。这些教学设计看似经验，实则专业，更是专心致志。正所谓教育是职业是事业是志业也。我們常以為按計劃執行，和按步驟實施是一回事。其實，按計劃比按步驟要更高級，按計劃是經理，按步驟是員工。其中的目標意識，會指導反饋和調整，需要任務的承擔者有判斷、決策、反思、創造等能力。這也是我們老師職業能力的表現。在及時生成、靈活調整的實踐經驗中汲取營養，完善教學預設、調整規劃藍圖就成了教師專業發展的成長之路。這條路上有不少絆腳石，或大或小，時隱時現，有似當頭棒喝，有時如鯁在喉讓人不爽。但不要躲避，不可輕視，時常琢磨，不停敲打，把這個絆腳石經不得你軟磨硬泡，總有一些會被你打開研碎，為你所用。它就可以成為你的墊腳石。你可以拾級而上，走到另一個高度。用什麼樣的手段去軟磨研磨琢磨？







iPRT模型介绍

•素养目标
•测评指标Indicator

•项目活动
•行为表现Project

•评价量规
•维度层次Rubrics

•项目管理
•数据分析Technology

项目活动
行为表现P 评价量规

维度层次R

素养目标
测评指标i

外技术T
项目管理
数据分析T

内技术i RP

评价，不是挑
容易评价的评，
而是抓真正重
要的评。

数据，不仅是数
字还要有根据，
才能是依据。



T
项目活动
行为表现P 评价量规

维度层次R

素养目标
测评指标i

外技术T
项目管理
数据分析T

内技术i RP

理得顺 说得清

i

P R
测的准



 核心素養是穩定的可遷移
的，不是一學就會的，而是
要刻意練習持久理解的，是
教育品質的關鍵目標。

 以素養為導向的教育教學，
需要我們改變教育品質管理
的理念，掌握素養測評的多
種方式。

 每一位老師都是教育品質監
測體系的構建者和管理者。



THANKS!
感谢聆听 请多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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