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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同行评价

同行评价是学生对于同伴的工作进行评价并给出反

馈的活动。此时学生的身份与教师类似，如果学生要给

出公平的评价和有价值的反馈，他们需要领会什么可以

称为高质量的工作并应用评价标准。这一过程中学生能

充分调动高阶思维，更深层次地理解任务。学生能从同

行评价中受益颇多。一是评价技能的磨练和对标准的进

一步理解能反哺学生对自我学习的管理和评价。二是学

生能观察、比较并借鉴他人工作来提升自己的工作，从

社会构建主义学习理论来说，同行评价中的互动也有助

于学生实现自己内部的知识梳理、自我反思。三是学生

能从同伴给出的建议获得裨益，同伴经历的学习过程与

学生自己类似，他们给出的建议在学生看来可能更为实

用、更好理解。

在同行评价实施中，教师可以设计“三个闪光点和

一个建议”的活动，让学生指出对方工作中做得很好的

三点和一个认为还可以改进的地方。值得注意的是，考

虑到评价的准确和有效性，教师在应用这一策略前要安

排详尽的指导和反复的练习来提升学生的评价技能。另

外，同行评价中有可能会出现因亲疏或竞争关系等产生

的不公正问题，教师要格外注意，通过让学生陈述评价

理由而不仅是给分，或者设置评分审核制增加同行评价

的客观性和可靠性。

2、小组合作

小组合作对学生的学习启发和合作能力提升都大有

裨益。首先，这为学生提供了一个轻松的对话交流的机

会。对话在促进学生学习方面作用显著，通过对话学生

将语言变为思维的工具，发展批判性思维和评论。与此

同时，学生也能从多观点汇集碰撞中学到知识。其次，

合作中学生与他人建立联系，满足社交情感需求，学习

的自主性和兴趣度进而得以增强。再次，平常学生往往

只能看到他人学习的最终成果，小组合作则为学生提供

了一个观察他人学习过程的机会，同伴的学习方法、态

度、思维、价值观等在合作中得以展现。另外，学生能

在科学设计的小组合作中磨练时间管理、组织管理、分

工协作、沟通协商等技能。

在 教 学 实 践 中 安 排 小 组 合 作 ， 总 体 原 则 是 要 保 障

学生分工与协作均得到高效发挥，确保每个成员既在明

确的分工中完成了必要的任务、增长了知识，同时也在

真正的协作下磨练了合作技能。这一点主要是避免小组

合作中学生简单拆分任务，各自完成后又进行了简单合

并，这样的小组合作对学生提升技能的作用微乎其微。

确保学生真正为同一个目标而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小组

一起合作，而不是仅是在一个小组中工作非常重要。此

外 ， 教 师 不 仅 需 要 关 注 小 组 合 作 的 结 果 ， 更 要 了 解 过

程 ， 可 以 通 过 小 组 日 志 来 了 解 每 个 学 生 在 小 组 中 的 表

现，及时发现学生的问题从而进行干预和指导。

关于形成性评价的实践路径思索

尽管形成性评价在教学中实践已久，但一直存在着

教师们对形成性评价重视不足、理解不到位、实施不全

面等问题。形成性评价改革的成功绝非易事，破解当前

困境的前提是我们能充分认识到教育改革的全局性与复

杂性，从宏观层面而言要切实变革育人理念，在微观层

面上给予教师可持续的培训与支持。

一方面，从教育理念上而言，必须打破目前唯分数

的痼疾，转而真正注重人的发展。要有正确的评价观，

先要树立起正确的教育观和人才观。未来教育的核心目

标将会从“知识本位”转向“人本位”，关注学生各项

核心素养的全面发展，而不是单纯追求知识获取和成绩

提升。然而很多情形中教师的成就仍以“是否在考试中

增加了学生成绩”作为评价标准，学生是否取得学业成

功以“成绩高低”作为评价标准。学校是初级的社会，

评价中反映着“什么是精英”“精英文化”等理念，家

长和老师的关注点在于评价中什么是最被看重的，将此

作为成功标准而努力。在此评价文化和教育理念下，形

成性评价难以引起重视。因此，形成性评价的落实必须

以 扭 转 唯 分 数 的 教 育 理 念 为 前 提 ， 破 除 教 育 功 利 化 倾

向，切实以培养人为核心目标，稳步推进以综合评价为

趋势的考试改革。

另 一 方 面 ， 要 持 续 推 进 有 关 形 成 性 评 价 的 教 师 培

训。形成性评价的实施对于教师原先所持有的教学理念

与方法、教学任务量等都提出了较大挑战，教育管理部

门及学校管理者需要给予教师可持续的培训及支持。作

为形成性评价实践的核心力量，教师常对形成性评价的

复杂性理解不足，改变缓慢，典型的表现是教师往往对

于形成性评价的各项要素活动浅尝辄止，既缺乏单个活

动的高质量实施，活动间的连贯性也不强。形成性评价

的改革是系统性的，是教育理念到方法的深刻变革，教

师在实施形成性评价的过程中需要改变的不仅有评价方

式 ， 更 包 括 对 教 学 目 标 、 课 堂 组 织 管 理 、 教 育 教 学 方

法、自身角色定位的再认识和再调整。要实现这一点，

从经合组织（OECD）的深度调研报告来看，对教师的专

业培训和支持必不可少，而且至关重要。 [6]具体可以从

以下三步展开，一是形成性评价引入阶段，详细介绍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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