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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课程理念下学科素养评价研究》是国家“211”工程东北师范大学重点建设学科项目“当代基
础教育若干重大问题”的重要成果，也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基础教育质量评估机制与方
法研究”的重要成果。
《新课程理念下学科素养评价研究》是在课题组进行的一系列理论与实践研究基础上完成的。
本书体现如下特点：第一，鲜明的时代特征。
为了体现当代课程评价理论研究与实践的新成就，在设计框架、编写内容时，尽可能将最新成果收入
其中，将课程评价改革的新理念与新方法与教育实践的实际紧密结合。
第二，明确的实践指向。
本书定位在提高教师的课程评价能力上，书中以新课程评价改革的实践探索为主线，以不同评价方法
在语文、数学学科的实际应用为主要内容，力图帮助教师尽快适应课程改革的需要。
对目前教师在评价改革中遇到的实际问题进行深刻剖析，试图解决各种评价方法在语文、数学学科实
际应用中遇到的困难，积极探索推进课程评价改革的实施策略。
第三，综合使用多种研究方法。
研究者采用量化与质化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对学生的语文、数学学科素养的大规模抽样测验，对学生
学科素养作出基本判断。
研究者还采用质性方法研究了学生口语交际能力评价的方法与策略及表现性评价的设计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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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有经验的教师可以充分了解大量的关于他们的学生的知识掌握情况，在不同情境中的不同行为表
现，如学生们的学习态度、信息以及能力如何等等。
好教师常常充分利用形成性评价，在日常的教学中给予学生及时的评价反馈。
虽然这些评价结果可能不那么正式，也没有加以记录，但是，即使是好的教师也要依赖于考试的分数
确定学生的等级，强迫自己忽视那些很有价值的能真正反映一名学生学习的“全真”析像的信息。
通过我们认为具有统计意义的数据而得出的等级制，已在学校的每一个年级根深蒂固地执行着，你也
许会发现想要废除它将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
但是，如果我们换个角度来想，当你因为重视建立在考试基础上的分数而忽略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表
现以及他们的情感和态度时，对于学生、家长以及教师来说，都是不公平的。
事实上，在义务教育阶段使用百分制的弊端日益明显。
大家不得不承认，考试得100分和98分的学生，他们之间真的很难说有多少差别，甚至也不能判断
得100分的学生就一定比得98分的学生更优秀。
因此，只有采用多样化的评价方式，并且在对学生的学习状况进行评价时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
式，才能够使评价更公平、公正和合理。
我们将集中在随后的“评语”中讨论定性评价，在这里我们讨论一下定量评价。
定量评价必然涉及对每名学生赋予分数或等级，我们建议采用一种模糊的评价方法，即采用等级制的
方式。
当然，等级制又可分为标准参照（任务参照）、群体参照（常模参照）和自我参照（变化的多少）三
种。
应该说，无论哪种评价方式都有优点，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缺点。
由于不同的学生有着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因此，他们在思维方式、智力水平以及学习动机等方面必
然会存在差异。
实践证明，在班级里强调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对比将是弊大于利的做法。
因此，在实施等级制时我们更倾向于提倡标准参照和自我参照，尽量避免使用或少用群体参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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