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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结束课程的最终标准。在教学策略上，成果导向教育

特别强调教学过程中学生的学习成果。在成果导向教育

的个性化教学当中，老师在准确摸清不同学生个体的学

习状况的前提下，实行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为不同学

生制定对应的教学方案，提供不同的学习方法。

三是阶段性测量。成果导向教育的教学评价聚焦在

学习成果上。采取多样性和梯度化的衡量尺度，成果导

向教育的教学评价强调学业成果的达成，专注于学生的

个体能力的纵向发展，而不在意学生间的横向比较。 针

对每位学习者的能力水平，给出从不熟练到优秀不同的

考核级别，实施针对性考核，通过对学生掌握状况的具

体了解，为教师指导课堂教学提供依据。

四是实际结果。成果导向教育以不同的学习目标把

学生的学习进程分割成不同阶段，在学习过程中，将以

每个阶段学习目标的完成来实现整个教育项目的推进，

最后达到预期结果。由于每个学生的学习能力不同，因

此不同学生将会花费不同的时间和精力、采取不同路径

和方法，以实现同一学习目标。

详细目标运用于项目之上便缺乏可操作性和可测量性，

这导致教师和学生难以明确学习的具体方向。 

（二）评估标准的不一致性

首先，成果导向教育理念在实施上需要建立统一的

评估体系，这体现出教育的公正性。然而，成果导向教

育未普及于各个地区，其评估体系在不同学校、不同地

区存在差别，缺乏统一和标准化的评估工具和方法。这

不仅会使得不同教师和学校在评估同一学习成果时出现

差异，还会影响成果导向教育的进一步推广。 

（三）资源分配不均

成果导向教育要求能联系不同学科，同时要求授课

应提供项目所要求的资源受到学校所在地区与学校的社

会情况的制约。首先，学校在有限的资源下，可能更倾

向于将资源集中在能够直接反映成果的科目上，忽视如

艺术和体育等重要的科目，这便对学生的全面素养提升

存在阻碍。其次，成果导向教育要求不同项目需要配备

不同设施设备，设备的购置会受到学校财政能力、地区

支持等的限制，这无疑存在教学资源分配不均的难题。

（四）教师专业发展不足

由于当前培训以教育学、心理学与专业知识为主，

教 师 培 训 较 少 涉 及 成 果 导 向 项 目 实 践 方 式 与 经 验 。 然

而，成果导向教学要求教师具备更高的专业技能和创新

能力，也需要有跨学科协作能力。因此，在任教师接受

的相关培训与支持明显不足，缺乏持续的专业发展机会

国外学者为成果导向教育教学过程绘制的模型

现有小学成果导向教学的问题探究

成果导向教育与我国当前的小学课堂教育模式异曲

同工，因此，成果导向教育与中国教育模式相结合具有

一定的契合性。然而，现有小学课堂运用成果导向教育

出现一定的问题，主要体现为目标设定、评估标准、资

源分配、教师专业发展四个方面。

（一）目标设定的模糊性

成果导向教学要求明确、具体的目标设定。但是由

于理论与实践产生脱节，需要对成果导向理论加之调整

以适应小学教育的实际情况，同时制定者在目标设定上

的能力受到过往课堂授课制的限制，在新的教学方法上

需要有更多的经验探索与交流。因此，小学阶段的教育

目标往往过于宽泛，若直接将成果导向教育理念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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