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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政策的指引

• 《深化新時代教育評價改革總體方案》
中共中央國務院

2020年10月

教育部等六部門

2021年3月
• 《義務教育品質評價指南》

• 《關於深化教育教學改革全面提高義務教育品質的意見》
中共中央國務院

2019年6月

評價改革是教育發展的指揮棒！

國家層面的重視凸顯了教育評價工作的重要性。



國家政策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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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課標的要求



01

02

03

要關注知識的完善，能力的提升

更要關注思維的發展、態度

的養成

指向學生綜合素養的全面發展

新
的
質
量
觀

新版課標的要求



新版課標的要求



1 2 3

課堂評價 作業評價 單元與期末評價

過程性評價



國家級義務教育質量監測

學業水平考試

省級義務教育質量監測

市級義務教育質量監測

區級義務教育質量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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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理念

“改進結果評價，關注學生在真實問

題情境中行為表現和思維參與”

1.結果性評價——學業水平考試



提取資訊；

綜合信息；

推理分析；

做出判斷；

......

1.結果性評價——學業水平考試



評價是導向。

學業水平考試為老師的日常教學指明了方向：

課堂教學要實實在在地去落實科學探究活動，

促進學生的深度思考，培養學生的科學思維，

重視學生的素養發展，重視學生解決問題的能

力，而不僅僅是記住某個知識點。

1.結果性評價——學業水平考試



2.過程性評價

課程理念

“強化過程性評價，探索素養導向的

教學評一致性”



2.過程性評價——課堂評價

學習方法評價

及時發現好的學習方

法和解決問題的方法。

學習過程評價

通過觀察學生在學習

活動中的表現，瞭解

學生的學習狀況，評

價教學的成效。

課堂評價



2.過程性評價——課堂評價

教師在真實或模擬的生活情境提出任務，

學生綜合運用所學知識、技能解決實際的問

題或創造某種物品，教師再根據學生在這個

過程中的行為表現、成果表現來考查，分析

學生知識與技能的掌握程度、問題解決、情

感態度價值觀、合作交流和批判性思維等多

種能力的發展狀況。

表現性評價



基於教學目標，將課堂上不易評價的任務轉化成顯性

的活動，以便教師通過活動隨時觀察學生的狀態，掌握他

們的學習情況。

表現性評價落實策略——逆向設計

2.過程性評價——課堂評價



趣味性差

積極性不高

缺乏情境

2.過程性評價——課堂評價



在地圖中標注出某個

物體的位置，學生用

校園地圖在學校尋找。

2.過程性評價——課堂評價



2.過程性評價——課堂評價

告知學生

校園尋寶

判斷寶物

運動靜止

用方位圖

模擬寶物位置

教室

尋找寶物

校園

實地尋寶





確定教學目標

設計活動

目標評估證據
表現性
任務

觀察點1

觀察點2

觀察點3

“逆向設計”的表現評價思路：

能否找到
“參照物”

能否借助工具
確認方向

能否找到
指定物體

2.過程性評價——課堂評價



作業觀

作業即課後練習 作業即課程

難度適宜

形式多樣

2.過程性評價——作業評價



1-2作業評價2.過程性評價——作業評價



2.過程性評價——作業評價

提前調研，
預設思維增長點

精準指導，
確保思維可持續

全過程評價，
促進思維主動性

多樣展示，
呈現科學思維

梳理作業實踐的關鍵問題，讓培養科學
思維的作用最大化。

以導學單為載體貫穿作業的始終，幫助
學生一步步化解作業難度。

通過全過程分類評價表，反映學生思維
的“量”和“質”。

給學生提供多種展示方式：設計圖、製
作樂器模型、演奏小短片等。



2.過程性評價——作業評價



2.過程性評價——單元與期末評價

單
元
與
期
末
評
價

評價問題的基礎性

理解了什麼

會做什麼

評價方式的實踐性

探究性

操作性

評價容量的适切性



如：三年级上册《天气》单元

——做秋冬天气日历;

——为老人做秋冬防护指南；

——为去三亚旅游准备行李。

如：四年级上册《食物》单元

——搭建自己的营养金字塔；

——设计家庭周末食谱；

——制作美食营养成分表等。

2.過程性評價——單元與期末評價



紙筆測試

以單元為單位設計“情景化探究專案題”綜合考查學生

2.過程性評價——單元與期末評價



2.過程性評價——單元與期末評價



分項等級

根據學生應達到的能力水平或在修習過程中

的具體行為表現劃定等級

A+

百分制退出教學舞臺

2.過程性評價——單元與期末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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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價改革的方向

• 仍是選拔性考試的主要方式

• 重建試題的屬性：創設真實任務

• 素養導向是評價改革的著力點

• 核心素養最匹配的評價方式是表現評價

紙筆

考試

表現

評價



命題要求

“考試命題應以情境為載體，依據學

生在真實情境下解決問題的過程和結

果評定其素養水平”

1.語文 學業水平考試



1.語文 學業水平考試

將字詞、古詩積累等“用”在具體的問題解決情境中，

體現“用語文”的新課標理念



1.語文 學業水平考試

抓住真實場景，

創設新穎情境，

設計多樣任務，

激發內在動機。



2.語文 過程性評價——課堂評價

表現性評價設計要遵循以下流程：

1.根據目標去思考達標的行為，瞭解學生相對于課程標

準要求所處的位置

2.逆向思考這些達標行為表現的載體是什麼，即學習任

務或活動設計

3.設計評價的標準，思考如何確定上述目標已經或正在

得到實現。



2.語文 過程性評價——課堂評價

表現性任務：

生活中什麼地方可以稱之為

“我的樂園”？它是什麼樣子的？

你最喜歡在那兒幹什麼？這個樂園

給你帶來了怎樣的快樂？把你的樂

園介紹給同學們吧，讓大家都來感

受你的快樂。

以四年級下冊第一單元中
《我的樂園》一課為例



2.語文 過程性評價——課堂評價

A B C D 自評

能達到“B”的
所有標準，且能
借助比喻、擬人
等修辭手法，具
體描寫樂園的美
好之處，描述
“我”的愉快體
驗；能借助環境
描寫，渲染氣氛，
烘托心情，表達
快樂的感受

能借助表格整理
思路，完成選材；
能選取“樂園”
代表性的景物進
行具體描寫，表
達快樂的感受；
能通過在“樂園”
中某一次活動的
具體描寫，表達
快樂的感受；語
言流暢，書寫認
真

能達到“B”的
2——3個標準

未能完成“B”
中2——3個標準

評價量規



2.語文 過程性評價——作業評價

基礎作業要瘦身——減負增效

探究作業要嵌入——助推學習

拓展作業要開放——學用結合

以五年級下冊第五單元中
《刷子李》一課為例



2.語文 過程性評價——階段性評價

分項等級評價表



————《素質教育觀念學習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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