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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并认为形成性评价对自主学习能力培养大有作为。[5]

其次，形成性评价对学生多项核心素养的培养和多

元能力的测查有积极贡献。欧盟委员会教育文化总司指

出，当下随着劳动力市场要求的变化，人才核心竞争力

随之变化，相应的教育评价也必须相应做出调整。目前

人才的核心竞争力是知识、技能、思维、价值观的综合

体现，常以创造力、解决问题的能力、风险评估和决策

能力的形式展现，传统考试往往难以测量到这些方面。

这些传统考试信息捕获的空白则需要教师们在日常教学

中通过形成性评价来填补。美国在对考试至上的教育理

念反思后，认为高质量的学校和高学业标准应该重视培

养“完整的人”，将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批判性思维等

高阶能力纳入到评价体系中，由此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

ETS在“让学习稳步前行”项目积极推行形成性评价。

鉴于形成性评价在学生可持续学习和综合能力提升

方面的重要作用，多国将发展形成性评价作为提升教育

评价质量的抓手之一，纳入到教育评价改革举措中，并

在教师的职业培训中积极推行。

形成性评价的实施办法

形成性评价在实施时有五大步骤，帮助学生明确要

去哪儿、现在在哪儿及如何到达。教学实践中教师既要

厘清形成性评价实施的构成要素，理解每一个要素的合

理性；也要洞悉要素间的协作机制，掌握要素间紧密联

系、相互影响的关系。

（一）明确并共享学习目标及评价标准

对学习目标和评价标准的准确把握是高质量实施形

成性评价的前提和基础。形成性评价的核心在于让学生

意识到自己学习上的差距，这就要求学生对目前的学习

状态及最终的学习目标有深入了解。对目标和标准的清

楚认知是学生实现自我指导、自我管理、自我监测、自

我评估的必要条件，是学生发挥学习自主权、掌握学习

主动性的前提。体育生、音乐生在训练过程中非常清楚

自己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出色的运动和演奏是什么样

的状态，所以他们在训练中可以不断比对以寻找差距、

补齐短板、取得进步，这一过程的发生甚至不需要他人

指导。这一经验做法同样也可以迁移到学生对学术科目

的学习中，即注重强化学生对出色表现和评价标准的清

晰认知。

然而日常教学的情形是教师讲解了目标和标准，但

学生没有准确理解，“虽传未达”的困境频现。因此，

掌握高效阐释目标和标准的方法以期达到学生能产生共

识的效果就显得至关重要。教师们对标准的深刻理解来

源于不断参与制定标准、观察并反复进行评价练习和对

话的活动。要让学生对于标准实现深入理解也可借鉴这

一方法。一方面，学生和老师通过讨论的方式共同制定

标准，引导学生以“评价者”视角思考标准，并在讨论

中与教师达成理解上的共识，这也有助于培养学生制定

标准的能力。另一方面，教师可以通过展示和评价不同

质量水平的作品来说明标准具体是什么并如何应用，学

生能从具体的作品评鉴而非抽象简化的标准阅读中更深

入地领悟标准，也能获取到评价指标或量表中未提及的

一些隐含的法则。

（二）设计课堂讨论、问题和学习任务

提起评价，很多教师的思维局限于作业、考试等方

式，实际上评价可以在任何精心设计的活动里发生。形

成性评价强调评价形式的多元化和日常性，小到课堂里

的一场讨论、一个问题的抛出，大到一个学习任务、一

场考试的安排，都能披露学习情况，其背后的理念是评

价、改善、进步应无时无刻不断发生。

1、设计课堂讨论

课堂讨论是教学实践中应用最普遍的形成性评价方

式之一。一方面，课堂讨论的表达环节让学生通过多说

来展示自己的学习获得和空白，便于学生自身和教师掌

握情况；另一方面，互动性对话对促进学生学习意义重

大。学习往往先在人与人之间发源，然后才被学习者内

化吸收。交谈发生在学生的认知和文化领域，在学生与

他人交流这样外部的、社交的活动发生的同时，其内部

组织管理学习成果的活动以理由陈述的方式同步进行，

学习便自然而然发生。

课堂讨论亟需突破的困境是发言的数量少且质量不

高问题。当下学生在课堂上的发言较少，更倾向于被动

服从，难以通过课堂的口头对话建立起形成性评价。为

解决这一困境，教师需提高学生间、师生间的讨论频次

并优化讨论方式。提问可以多以开放性问题为主，引导

学生以思辨性方式回答，避免简单的“是或否”、单个

词或是句子的回答。

2、设计问题及学习任务

科学的问题和任务设计能让教师得出学生学习情况

的可靠结论，是形成性评价的关键环节。新时代教育评

价改革背景下问题及学习任务的设计应以测评和促进学

生综合能力和核心素养发展为目标。

首先，这要求问题和任务在内容设计上要体现能力

测评的广度和深度，注重真实性和开放性。真实情景下

的问题往往是开放型的，允许学生给出多种解决方案，

而非是判断题或者选择题那么简单。学生应对开放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