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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的领导者”，进而成为当下先进的教学评价理念之

一。作为参与式评价理念的实现形式，档案袋评价被笔

者应用于中职《体育与健康》教学评价改革中，在提升

课堂教学质量方面发挥出了较为明显的积极效用，为全

面深化中职学校教学评价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档案袋评价在中职体育教学中的应用路径

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背景下，学生评价的基本

方向在于从“知识评价”转向“素养评价”，而“素养

评价”更为关注“核心素养”。核心素养是个体在与复

杂现实情境的持续互动过程中，通过在实践中不断解决

问题和创造意义和不断塑造起来的。这必然要求教师能

够创设与学生学习紧密关联的拟真问题或任务情境，促

使学生参与情境，开展探究式、建构式的学习。笔者系

《体育与健康》课程的一线教师，受学生参与式评价理

念导引，在日常教学中注重聚焦体育与健康学科核心素

养，将档案袋评价应用到了课程教学评价之中。

（一）在评价的准备阶段

笔者对照《中等职业学校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将

学科核心素养具体化，结合不同学期的进阶式教学计划

安排，制作学生《体育与健康》课堂行为表现评价表。

档案袋评价的核心要义就是让学生对自己的学习负责，

让学生参与对于自己的评价并能够主动反思改进。档案

袋评价在评价伊始就得考虑所要制作的档案的限度。[4]基

于《体育与健康》课程的性质和任务，笔者根据基础模

块和拓展模块的结构分布，将运动能力、健康行为和体

育精神等核心素养培育作为具体的评价指标。

笔者通过增加课堂参与所占的成绩比例，征求并吸

纳学生对课程教学的意见，吸引学生参与到了评价体系

制定之中。秉持简单易操作的基本原则，笔者以《体育

与健康》课堂作为展开评价的载体，从基础体能、职业

体能、健康意识与知识、健康技能与水平等模块制作了

《〈体育与健康〉学生课堂行为表现评价表》。

《 评 价 表 》 包 含 评 价 项 目 、 评 价 指 标 （ 核 心 素

养）、评价内容、评价目标等四列。评价项目聚焦“学

生《体育与健康》课堂行为表现”；评价指标聚焦运动

能力（包含：体能状况、运动认知与技战术、体育展示

与竞赛）、健康行为（包含：体育锻炼主动性、健康技

能掌握及熟练程度、情绪与适应能力）、体育精神（拼

搏进取、体育诚信、团队合作）；评价内容为“学生课

堂主动参与的态度与综合行动表现”；评价目标为“提

高学生运动能力，养成健康的行为方式，身体健康、人

格健全，具有职业生涯发展所需素养”。评价等级分为

优秀、良好、较好、及格、不及格。评价主体由学生自

我 评 价 、 小 组 评 价 、 教 师 评 价 组 成 ， 自 我 评 价 可 加 入

“理解与反思”的文字表述，小组评价可以加入“意见

或建议”的文字表述，教师评价必须包含教师的欣赏型

评语。

（二）在评价的实施阶段

笔者从档案袋建设、评价机制的建立与运行、评价

的阶段性反馈等三个方面实施评价。

1、档案袋建设

在作为档案袋评价核心构件的《学生课堂行为表现

评价表》形成之后，教师要与学生共同行动，收集学生

基本信息、评价材料、总结思考，形成档案袋。这要求

学生要在教师指导下，有意识、有计划地收集材料，实

质是教师引导学生参与学习与评价的过程。

档 案 袋 建 设 要 以 学 生 为 主 体 ， 可 包 括 如 下 八 个 材

料：个人简介、中考体育成绩、《体育与健康》学生课

堂行为表现评价表、最擅长的体育运动项目、最不擅长

的体育运动项目、最喜欢的体育运动项目、最难忘的一次

体育活动，以及根据具体情况增加至档案袋的其他内容。

在档案袋建设过程中，教师要尽最大限度鼓励学生

发现并挖掘自己在体育运动方面的优势与特长， 让学生

有意识地从优势中学习而不是从缺陷中学习，[5]并把集中

反映学生体育方面进步的材料，如力量、速度、耐力、

柔韧性等数据放入档案袋。

2、评价机制的建立与运行

笔者把每6个学生分为一个小组， 组长每三周轮值，

这样保证了一个学期（18-20周）中每位同学都有一次

担任组长的机会。课堂授课时，笔者始终注意在师生之

间、学生相互之间形成互动机制，营造平等、自由和创

新思维的氛围；每次课堂教学活动结束前五分钟，以小

组为单位实施评价，先由学生本人自评，然后提交小组

评价，小组评价完成后由课代表收集交由老师评价后反

馈至班级，由学生本人装入档案袋。 

3、阶段性反馈

当课程模块授课任务结束后，笔者组织学生进行阶

段性总结，并向学生反馈描述性、诊断性、导向性的阶

段评价意见，促进学生反思改进，同时也改进教师本人

的授课方式。

（三）在评价的总结阶段

在 评 价 总 结 阶 段 ， 组 织 班 级 进 行 深 入 交 流 及 持 续

的反思与改进。在课程教学结束的学期末，笔者通过阅

读学生档案袋并结合日常教学中的观察了解，采用书面

评价、小组交流、个别谈心的方式与每一个学生进行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