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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摇 摇 言

凡是有组织的活动,都需要有评估环节,这样可以保证活动的高效有序运行。 就

目前来看,对课程教学的评估有两种主要方式:一是终结性评估,二是形成性评估。 终

结性评估是通过课程教学结束时的一张考卷来判定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就是平常

说的“一卷定乾坤冶;形成性评估是在教学过程中对学生实施的即时、动态、多次的

评估。
终结性评估是一种传统的评估方式,千百年来一直被广泛使用。 而形成性评估则

是一种新兴的评估方式,它于 1967 年由美国的评估学专家斯克里芬提出,后被美国的

教育学家布卢姆应用于教学领域。 终结性评估关注的是结果,面向的是“过去冶,而形

成性评估关注的是过程,面向的是“未来冶。 由于教学过程决定着教学结果,所以,注
重教学过程的形成性评估显示出明显的优势。 它能够有效帮助教师和学生调控学习

过程和学习表现,促进师生交流,获取准确而有价值的学习效果反馈信息,及时改进教

与学。 因此,形成性评估一经提出,就受到教育界人士的青睐,关于形成性评估的研究

和实践活动不断展开。
自 2010 年以来,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理学院积极发挥考核评估的导向作用,突出

学习过程考查和学生能力评价,结合学院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综合改革,在公共基础课

教学中全面引入形成性评估,引导学生自主学习,激发学习动力和创新活力。 结合自

身特点、授课对象、班级规模,我们制订了 40 余门课程评估方案。 方案包括总体设计、
评估项目、分数记载等环节,涵盖课程学习的平时作业、阶段总结、日常表现等内容,方
案既有统一要求,又特色鲜明。 比如,大学物理课程实施了“4+X冶的评估模式,“4冶是
规定项目,包括导学考试、课后作业、课堂互动和习题讨论课;“X冶是自选项目,从阶段

测试、大作业、小论文、笔记检查、预习抽查、学生自评互评等项目中结合实际选择 1 ~
2 项。

课程评估由教研室集中组织,教学组统一实施。 开课前,宣讲评估方案,做到学生

心中有数;课程结束前,公示评估成绩,做到公开、透明。 成绩评定方面,保证同一门课

程近 10 个教学班次的平均分相对一致,方差相对合理,确保评估成绩的公平、有效。
成绩记录方面,尽管没有统一记录模板,但广大教师记录非常细致,每张记录单都饱含

着教师的辛勤劳动。 部分理科课程采用“评语+等级冶的作业评估方式,加入优点激励

性评语和问题诊断性评语,推广学生互评作业。 有的课程引入无线表决器,自动计入

学生答题成绩,有效提高课堂互动效率,为分析学生学习行为、诊断学习效果提供便

利。 有的课程突破时间和空间限制,利用一体化平台、QQ 群、微信群等渠道,加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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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线上线下冶互动。
通过学生问卷调查表明:在形成性评估对课堂互动的促进作用方面,选择“非常

大冶和“比较大冶的占 61% ;在为提高成绩而积极参与课堂活动方面,选择“总是会积

极参与冶和“有时会积极参与冶的达到 89% 。 形成性评估贯彻了“以学生为中心冶的教

学理念,能够进一步鼓励师生互动、生生互动,促进学生“学习金字塔的翻转冶,有利于

分析、评价、创新等高级思维能力形成。 评估有助于消除学生应试教育的烙印,不仅能

够杜绝学生“平时不努力,期末搞突击冶的现象,更能在深层次上引导学生适应大学学

习方式,养成良好学习习惯。 评估为学生主动学习提供了个性化的路线图,使学生更

加明确学习目标,在学习过程中更加清晰确认自己的位置,从评估结果反馈中更加明

确自己的努力方向。
同时,我们也感到在评估推进过程中还存在一些矛盾和问题,主要有:学生人数较

多与教师精力有限的矛盾,评估方案多样性与规范性的矛盾,部分班次成绩分布方差

有些偏小的矛盾,评估档案不够规范、反馈机制不够健全等。 为此,学院设立了 35 项

研究课题,鼓励教师对形成性评估再次进行较为全面深入的研究,主要是围绕评估的

重要环节和重难点问题进行攻关。 比如,影响形成性评估的情感因素,预防第二学期

的“集体沉默冶,形成性评估的副作用,章节测试成绩动态评估,分组讨论的评估标准

研究,等等,尽管项目经费很少,但重在聚焦和引导。 研究的主持者和参与者都是长年

奋战在教学一线的教师,研究的内容覆盖形成性评估的基本理论、总体设计、重要作

用、主要环节及在具体课程中的恰当运用等诸多方面,其中最大的亮点是与课程本身

紧密结合的评估标准设计和形成性成绩评定办法。
本书就是大家经过认真研究完成的形成性评估研究成果的结晶。 阅读本书,可以

认识到形成性评估的重要功能,避免可能出现的负面影响,熟悉主要课程的形成性评

估方案,明白形成性评估的具体操作方法,实现与终结性评估的完美结合,改进教学方

法,激发学生兴趣,改善学生学习,促进学生发展,达到提高教学质量、培养优秀人才的

目的。
大学四年是学生人生当中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多彩的课堂,多样的教学,多维

的评价,需要教师与学生共同的耕耘与奉献。 叶圣陶先生说:“教育是农业,不是工

业。冶教育应该像农业一样精耕细作,形成性评估亦如此。 正如评估专家布鲁克哈特

(Brookhart)所言:形成性评估是教室里沉睡的巨人,是到了该唤醒他的时候了!

编者

2016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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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摇 总论

课程评估是决定学生实际发生变化、实际达到何种

程度的过程。
评估绝不是教学过程的附属物,而是教学过程的中

心,如果离开了评估,整个教学过程无法有效进行。

———泰勒





形成性评估的地位与作用

化长河

摘摇 要:本文从教育教学的功能出发,分析了教育教学评估与考试的关系,重点研

究了形成性评估的积极作用,提出了科学的评估应该是形成性评估与终结性评估相结

合,实现由结果向过程的重心转移的观点。
关键词:形成性评估;地位;作用

Abstract:Starting from the function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ducation and teaching evaluation and examination, focus on the for鄄
mation of the active role of evaluation, put forward the scientific evaluation should be forms
the appraisal and the terminating appraisal unifies, shift to the center of gravity of the
process from the point of view.

key words:Formative evaluation; Status; Function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 国运兴衰,系于教育。 中国未来的发展,中华民族的伟大复

兴,关键靠人才,基础在教育。 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基石,是提高国民素质、促
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途径,对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全局性、基础性和先导

性作用。 学校教育是国家教育体系的重中之重。 对于高等院校来说,课程教学是实施

教育的主要渠道,研究教育教学评估对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摇 教育教学评估与考试

凡是有组织的活动,都需要有评估环节,这样可以保证活动的高效有序运行。 教

育教学是一种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系统地传授知识和技术规范等的活动,必须有

相应的评估环节。 任何没有评估环节的教育教学都是盲目的,会使教育管理部门、学
校管理者、教师和学生等有关各方陷入茫然之中。

教育教学评估是人们按照一定社会的教育性质、教育方针和教育政策所确立的教

育教学目标,对所实施的各种教育教学活动的效果、学生学习质量及发展水平进行科

学的判定,其核心是对教育教学活动进行价值上的判定。
考试是教育教学评估的一种十分重要的方式。 我们可以从两个视角来看待考试。
从社会的视角来看,考试是社会上经常使用的选拔人才的手段和方式。 我国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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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科举制度就是通过考试选拔人才。 科举制度让无数文人学子实现了“朝为田舍郎,
暮登天子堂冶的梦想。 进入现代社会,这种选拔性质的考试还在被广泛使用,如中招、
高考和公务员招录考试等,主要通过对考生学业水平或知识、能力的检测,对一个特定

的群体进行分类,从中选拔出优胜者进入高一级的学校或直接进入某种工作岗位。 由

于这类考试关乎人才选拔,关乎个人前途,所以历来是我国社会各界、学校、教师、家长

和学生都非常关注的问题。
从学校的视角来看,考试是学校教育教学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是评估教育教学质

量最有效的手段,因而也是教育教学评估的一种重要方式。 教育教学是学生从不知到

知、从知之较少到知之较多、从能力较低到能力较高的过程,而考试则是检查学校教学

质量、学生学习结果的手段。 二者是教育教学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两个重要环节,有机

统一于一个教育教学过程中,既不存在没有教育教学的考试,也不存在没有考试的教

育教学。 考试和教育教学相互促进,共同协调发展。 从根本上讲,考试都是为提高教

育教学质量服务的。
评估并不等于考试,但考试可以作为评估的一种手段。 考试不是教育教学评估的

唯一方式,却是一种重要方式。 无论是学生还是教师,都非常重视考试,从“分分分,
学生命根冶“考考考,教师法宝冶的流行语中可见一斑。 但教育教学的目的不是考试,
而是传授知识、培养学生的能力和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特别是培养学生自我发展和

创新的能力。 应该改变对考试评估功能的传统看法,实现从过去过分强调“评估的甄

别和选拔功能冶到现在的“检验和改进学生的学习和教师的教学,从而有效地促进学

生的发展冶的转变。

2摇 课程考试的功能

在高等院校,每门课程都会进行不同形式的考试,以检验教学效果和学生对知识

的掌握情况。 常见的课程考试形式有三种:一是诊断性考试,也称“摸底考试冶,就是

在学生学习一门新课程前,为对学生的已有基础和准备程度加以了解和掌握而进行的

考试。 二是过程性考试,就是在课程教学过程中实施的单元测验、随堂考试等。 三是

终结性考试,就是通常在一门课程教学结束时实施的考试。
课程考试作为课程教学实施的一个重要环节,具有多方面的功能。
一是检测功能。 即检测学生学习效果的功能。 学生学习某一门课程的效果如何,

一般都要通过考试的方式来了解和评定。 课程学习终结时进行的考试,一般是以所学

课程的教学大纲为依据,按照课程内容的重要程度来设计考题,以检测学生对所学课

程内容的掌握程度。
二是引导功能。 考试的内容、方法、手段对学生的学习有很强的引导作用。 第一,

考试内容会影响学生对学习内容的选择。 从学生的角度看,考试是指挥棒,很多时候,
考试考什么,学生就会学什么。 第二,考试方式会影响学生的学习方式。 如果考试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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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卷形式为主,而且主要考知识题,学生多会死记硬背,机械地再现部分学习内容。 如

果考试方式灵活多样,而且以综合、分析题为主,学生就会去深入理解所学内容,着力

提高分析问题的能力。 大学课程学习一般要求学生掌握的内容有三个方面: 一是基

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二是综合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是创新意识和

创新能力。 考试能够引导学生在掌握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基础上,积极

培养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课程考试应该充分发挥其引导功能,在进行基本理论、基
本知识和基本技能检测的基础上,加强对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检测,并重视对

学生的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的评估。
三是诊断功能。 学生在某一门课程考试中的答题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反馈出

一些重要信息,比如教师的教学效果如何、教学质量高低,还存在哪些问题与不足,从
而为教师改进教学方法,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提供有益参考。 同样,考试也能诊断出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困难、知识和能力掌握中的不足。 现在不少高校都在采用试题库

的形式,实行“教考分离冶,较好地发挥了考试的诊断功能,提高了考试诊断的可信度。
游正伦先生在他的《教学论》一书中认为,考试“对学生来说,鼓舞学习,督促学

习;对教师来说,检查教学,了解效果,改进教学,总结经验;对学校及上级教育机关来

说,了解教师教学情况、教学工作问题,改进领导;对国家来说,是选拔人才,择优的手

段冶。 对课程考试的作用做出这样的总结是比较全面和中肯的。

3摇 形成性评估的作用

就目前来看,对课程教学的评估有两种主要方式:一种是终结性评估,另一种是形

成性评估。
终结性评估是一种传统的评估方式,通过课程教学结束时的一张考卷来判定学生

对知识的掌握程度,就是平常说的“一卷定乾坤冶。 它注重评测学生的学习结果,注重

学生的最终成绩,注重对学生学习的当前结果做出描述,用来对学生的学习做出结论

和判断。
形成性评估是一种新兴的评估方式,1967 年由美国的评估学专家斯克里芬提出,

后被美国的教育学家布卢姆应用于教学领域。 形成性评估是教学过程中即时、动态、
多次对学生实施的评估,具体内容一般包括课堂发言、小组讨论、 平时作业、单元测验

或者阶段性测验等。 它注重及时反馈,用以强化和改进学生的学习。
终结性评估和形成性评估有着明显的区别,有人做了一个比喻,非常形象:当一个

厨师品尝汤的时候,是在实施形成性评估;而当顾客品尝汤的时候,便是终结性评估

了。 厨师品尝汤后可以根据尝到的咸淡程度决定是否再放些盐,这样的动作可以重复

进行多次。 形成性评估方法中最重要的是评估者的反馈,可以根据反馈信息对自身的

不足进行改善,而且改进的过程不是封闭的,评估过程处于不断循环之中。 而顾客品

尝汤时,汤是否可口、是否鲜美,就一锤定音,不能再有变化了,他们对厨师的评估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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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了。
形成性评估能够有效帮助教师和学生调控学习过程和学习表现,促进师生交流,

获取准确而有价值的学习效果反馈信息,及时改进教与学。 正如教育学家斯塔弗尔比

姆所说:“评估最重要的意图不是为了证明,而是为了改进。冶形成性评估具有多方面

的重要作用,具体表现在以下四点:
第一,利于及时调整教学策略。 形成性评估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 教师在这个过

程中可以获得一些反馈信息,比如:学生课堂的表现情况、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情况、自
己的授课情况等。 通过对这些信息的分析,教师可以了解在教学过程中自己存在的优

势和劣势,了解自己的教学特色及这种特色是否对教学有利,总结课程、教材和教法等

各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分析、寻找造成这种结果的有利或不利因素,有利于教师及时调

整教学策略,改进教学方法,修正教学实施方案,提高正在进行中的教学活动的质量。
第二,利于提供学习改进措施。 形成性评估重在考察学生的学习过程,能够让教

师发现学生的优点和闪光点,以及在课堂学习和自主学习过程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
教师针对学生存在的问题,分析其产生的原因,诊断其症结所在,提出切实可行的改进

措施,给予及时的辅导和帮助,使他们自觉地纠正错误,发扬优点,提高学业成绩。 这

不仅有利于学生全面地完成当前的学习任务,而且有利于提高他们的创新思维和创新

能力。
第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俗话说:“兴趣是最好的教师。冶学习兴趣能够

激发学生强烈的求知欲,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学习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形成

性评估是对学生的学习过程进行的评估,不排名次,可以使学生抛开对结果过分担忧

的压力,让他们充分地重视过程,享受过程,在参与教学活动的过程中不再感到学习是

枯燥乏味的事情,反而真正感受到学习的乐趣,迸发出学习的热情。 形成性评估的目

的在于确认学生的潜力,关注学生的进步,为学生提供不断自我提高与完善的机会,给
予学生极大的发展空间,这无疑也会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

第四,利于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形成性评估不仅让教师了解学生,也让学

生更了解自己的学习,因为它可以在教学过程中的任何一阶段给学生提供反馈。 教师

评估的重点是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所做出的努力并对他们的努力程度和进步表现做详

尽的记录。 通过形成性评估信息,特别是教师的不断肯定和殷切期望,学生可以及时

体验到自己学习的每一点收获和进步,也认识到自己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反思自己的

学习态度、学习效果,积极探索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以取得更好的学习效果。 学生在

这样主动正确地了解自我、完善自我的过程中,磨炼学习意志,培养独立意识,增强获

取新知识新技能的能力,体验成功的喜悦,增强自信心,从而成为拥有较强自律、自我

管理能力的学习者。
终结性评估关注的是结果,面向的是“过去冶,而形成性评估关注的是过程,面向

的是“未来冶。 由于教学过程决定着教学结果,因此,形成性评估是教学评估中的基础

与关键,具有更为重要的地位。 形成性评估是改善学生学习、促进学生发展的重要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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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是改进教学方法与提高教学质量的有效途径,值得认真研究和广泛推广。
形成性评估虽然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但也不能完全替代终结性评估。 对终结性

评估不能一棍子打死,还应发挥其积极作用。 为保证评估的科学性、完整性,必须把形

成性评估与终结性评估结合起来,使它们互为补充、相得益彰,实现评估重心从结果到

过程的转移,使评估的结果更可靠、可信,这不但有利于教师的教,更有利于学生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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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性评估的总体设计

董摇 伟摇 何明生

摘摇 要:本文主要介绍国内外对形成性评估的定义,阐述形成性评估的特点,同时

探讨形成性评估的设计方法及在形成性评估总体设计中应该遵守的原则和注意的一

些问题。
关键词:形成性评估;定义;特点;原则;设计

Abstract: This paper first presents the definition of formative assessment and its main
features and then moves on to discuss the principles and methods of formative assessment
design as well as suggestions for practical application.

Key words:formative assessment; definition; features; principles; design

1摇 形成性评估的定义

形成性评估是指在教育活动中,即学生知识、技能及态度的形成过程中,评估者

(老师、同学、自己)对学习知识的情况,技能的掌握情况,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与他人合作交流情况,所取得的成绩及所反映出的情感、态度、动机、策略等方面的

发展做出的评估。 它是基于对学生学习全过程的持续观察、记录、反思而做出的发展

性评估,最终目的是通过及时的反馈来调整教和学,以提高学习的质量。 这种评估方

式将视野投向学生的整个学习历程,不但有助于教师了解、监控学生的学习进展情况,
为教师与学生提供反馈信息,以便不断调整教学,满足学生变化的需求,提高教学质

量,还可以激励学生学习,帮助学生有效地调控学习过程,使学生获得成就感,增强自

信心,培养合作精神。
形成性评估最早是由美国的评估学专家斯克里芬(M. Scriven)于 1967 年在他的

《教育方法论》(Methodology of Evaluation)一书中提出来的。 他认为形成性评估是通

过诊断教育活动与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为正在进行的教育活动提供信息,以提高活动

质量的评估。 随后,形成性评估被美国教育学家布卢姆(B. S. Bloom)引进教学领域。
布卢姆认为,形成性评估是在教学过程中,为了获得有关教学的反馈信息和改进教学,
从而使学生对所学知识达到掌握的程度所进行的系统性评估,是为了促进学生掌握尚

未掌握的知识所进行的评估。 形成性评估可以使教师明确下一步该如何教,使学生明

确下一步该如何学,从而发挥评估的调节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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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学者对形成性评估的定义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一些西方学者又把形成性

评估叫作“学习性评估冶(assessment for learning),即“为了学习而进行的评估冶。 他们

认为,教师对学生的学习及学生对自己的学习所进行的评估活动为教学活动的改进提

供信息,当评估确实被用来调整教学、满足教学要求时就成为“学习性评估冶。
国内的研究人员认为,形成性评估是在教学过程中,即学生知识、技能与态度“形

成冶的过程中,对学生的学习进展情况进行监控与评估,为教师与学生提供反馈,并将

评估中收集到的信息用于调整教学以满足学生需求及提高教学质量。 尽管不同的研

究者对形成性评估所给出的定义不完全一样,却表现出相同的含义和功能,即:形成性

评估能使教师及时向学生反馈信息,使他们能更好地学习或进行自我反思,评估的目

的是提高学习质量。
形成性评估关注学习过程,强调对教和学的过程进行多层次、多元化的分析和判

断,为教学双方提供及时、真实的诊断性信息,试图通过改进学习过程来改善学习结

果,促进教和学过程的完善和发展。 同时,形成性评估更注重从被评估者的需要出发

进行评估,使学生从被动接受评估转变成为评估的主体和积极参与者,重视学生在学

习过程中的体验,强调评估中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重视师生交流和学生之间的交流,
帮助学生主动、正确地了解自我、完善自我,提高自主学习能力。

形成性评估既是一种评估手段,也是一种学习方式。 它除了评估知识、技能等可

以量化的方面,更适合于评估兴趣、态度、策略、合作精神等不易量化的方面。 评估结

果多以等级加评语的形式来表达,它往往在一种开放的、宽松的、友好的、非正式的环

境中进行,是一种低焦虑和可持续性的评估方式。

2摇 形成性评估的特点

形成性评估是基于对学生的学习全过程的持续观察、记录和反思而做出的发展性

评估,它注重评估教与学过程中发生的与学习相关的一切因素(包括认知、情感、动机

和能力等)。 一方面,教师通过多种方式收集学生日常学习情况的反馈信息,了解学

生的学习进步状况和学习需求,确定学习任务被掌握的程度,随时调整教学内容和方

法,从而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另一方面,学生通过形成性评估提供的反馈信息也可以意

识到自己所取得的成绩与预期目标之间的差距,从而改进学习方法。 形成性评估不同

于传统的以纸笔考试形式进行的终结性评估,具有评估主体多元、评估内容全面、评估

方式多样和反馈作用好的特点。

2. 1摇 评估主体多元

在形成性评估中,教师作为学生学习的组织者、引导者和激励者,根据学生在智力

水平、学习态度、学习方法及前期学习背景等方面的个体差异进行分析,选择适当的教

育方式和评估方法,并根据不断取得的反馈信息进行反思,从而及时调整教学方法,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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