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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思维结构的小学信息技术学生作品评价量表
设计及应用研究——以 WPS 演示作品为例

史文婷

宜兴市新建小学  江苏  无锡  214200

【摘要】思维结构对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至关重要，本文从思维培养角度来设计小学信息技术学生作品评价量表，

以WPS演示作品为例开展量表应用的实验研究，并设计和开发了思维结构建模系统，辅助教师进行日常的学生思维
能力分析。希望给广大一线教师以启示，在小学信息技术学科培养学生思维的研究方向打开一个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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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信息技术学科因其具有较强的操作性的特点，教学

评价一般是面向作品的评价，但目前的评价标准主要关

注学生作品的完成度、作品使用的技术等方面，对学生

在完成作品过程中各方面思维能力的应用并没有提出针

对性的有效评价规则。新课标指出要重视学生核心素养

的培养，评价要本着对发展学生个性和创造精神有利的

原则进行。近年来有更多教师开始关注学生思维方面的

培养，笔者经过长期研究，结合各类信息技术作品特点，

制定了基于思维结构的作品评价量表，并通过课堂实验

来验证此类量表对促进学生思维方面发展的有效性。

1 思维结构和评价量表 
“思维”是动态的过程性的，它以知识（知识结构）

为基础，知识是思维导致的结果。“思维结构”是主体

在对具体知识的思维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包含分析、判断、

推理在内的逻辑结构，它是认知结构的一部分，同时也

是认知结构形成和发展的前提，一定的思维结构赋予人

以一定的观察能力、记忆能力、理解和创造性解决问题

的能力。在长期教学实践中，我们发现“思维”或“思

维结构”都是很难测量和评估的，笔者研究和学习了众

多学习评价相关的理论，认为目前对思维结构水平有最

具体且有效划分的是 SOLO 分类理论。

SOLO 分类理论根据学生回答问题所需的认识程度

和对问题的理解层次进行层级排列，把人的思维划分为

五个结构水平，那么同理，根据学生完成任务所需花费

思维的复杂程度，我们可以衡量学生在某方面所具备的

思维水平。而根据多元智能理论，人类本身拥有不同的

智能组合，那么在不同智能要素上的思维发展水平也是

不一样的，因此笔者认为结合 SOLO 分类理论和多元智

能理论来设计评价量规和量表最具可行性和有效性。

2 评价量表的设计
“WPS 演示”为小学信息技术重点内容之一，本文

以此为作品研究对象，最终确定了四个评价指标：色彩

搭配、内容与主题、布局设计、技术应用。在“指标权

重”设定上，结合 SOLO 分类理论采用主观赋值的方式，

从前结构水平到拓展抽象结构水平，分别设置 1-5 分，

把评价标准按照 SOLO 分类理论各个结构层次的特性来

细化划分，划分的主要依据是达到该层次结构需要花费

的思维容量和复杂度。评价量表设计如下图：

图 1  WPS 演示作品评价量表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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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评价量表的应用
笔者开展课堂实验，并对应用量表得到的评价结果

进行 SPSS 数据分析，得到有关该评价量表在促进学生

思维结构发展和完善方面有效性的论证。

3.1 实验对象

“WPS 演示作品”的创作属于四年级下学期主题

活动“创作演示文稿”部分，四年级学生已经完成了

WPS 演示章节基础技能部分的学习。为方便安排课程并

监督实验对象的学习过程，笔者选取信息少年宫的学生

为实验对象。信息少年宫四年级学生共 30 名，笔者根

据对学生的了解程度，将 30 名学生分为整体水平差不

多的两组，A 组为实验组（15 人），B 组为对照组（15

人），前测评价数据分析后，对成绩悬殊较大者进行适

当调整。

3.2 实验过程和方法  

笔者选取周一、周四下午少年宫活动时间对两组学

生平行施教，设计了四个主题案例，每个案例两课时。

周一课程之后，学生可以把作品拷贝回去继续制作和完

善。

第一个案例主题为“美食”，在第二课时学生继续

完善作品（约 20 分钟）之后，使用 WPS 演示作品评价

量表对两组学生的作品进行“前测”评价，对 A 组进行

详细反馈（微信群），B 组不反馈；在第二（可爱的动

物）、第三个案例（抗击新冠病毒）制作过程中，A 组

学生在第二课时继续使用该评价量表进行作品评价和反

馈（微信群），B 组学生则采用传统的方式（生评和师评）

进行作品评价，不再涉及到评价量表；第四个案例主题

为“中国传统节日”，在第二课时的作品评价环节，使

用评价量表对两组学生的作品进行“后测”评价。

3.3 实验结果分析

实验组 (A) 和对照组 (B) 学生作品评价前、后测成

绩见表 2：

表 1 实验组和对照组前后测成绩比较

色彩搭配 内容与主题 布局设计 技术应用
A B A B A B A B

前
测

xx 3.33 3.40 2.93 2.87 2.87 2.93 2.87 2.93
S 0.49 0.51 0.59 0.52 0.63 0.70 0.52 0.59
Sig( 双侧） 0.716 0.745 0.788 0.745

后
测

4.07 3.67 4.13 3.27 3.87 3.4 4.06 3.27
S 0.47 0.48 0.64 0.46 0.64 0.50 0.70 0.46
Sig( 双侧） 0.028 0.000 0.035 0.001

前 - 后 Sig( 双侧） 0.001 0.164 0.000 0.054 0.000 0.063 0.000 0.019

x从两组前后测的  看，A 组和 B 组学生经过四次

主题作品创作之后，思维方面都有明显发展。A 组四个

指标的前 - 后 sig( 双侧 ) 值都小于 0.01（P<0.01），表

明 A 组前 - 后测样本结果差异为“极显著”，具有统

计学上的差异。B 组四个指标的前 - 后 sig( 双侧 ) 值，

前 三 个 sig( 双 侧 ) 值（P=0.164>0.05，P=0.054>0.05，

P=0.063>0.05）说明差异为“不显著”，而“技术应用”

维度（0.01<P<0.05）差异为“显著”，说明 B 在这一

指标上的思维发展虽然不及 A 组，但也有了较大提升。

xx两组前测的四个指标  ( 均值 ) 和 S( 标准差 ) 都

相差无几，从 P 值看 (P>0.05) 表明差异不显著，说明前

测时，A 组和 B 组学生的思维结构在各个指标上情况基

本一致；后测结果显示，A 组和 B 组差距拉大明显，后

测的四个指标，A 组均高于 B 组，总均分超过 B 组 2.52 分，

其中“内容与主题”以及“技术应用”(P<0.05) 是差异“极

显著”，“色彩搭配”和“布局设计”(P<0.01) 是差异“显

著”。说明 A 组学生在应用 WPS 演示作品评价量表开

展主题作品创作之后，思维方面的发展效果明显，在各

个方面的提升都比 B 组学生大。   

          

3.4 量表和辅助思维结构建模系统 

表格式样的评价量表对认识学生的思维结构来说不

够直观，笔者根据需求设计了辅助学生思维结构建模评

价系统。在量表的应用中，教师借助这个系统可以更直

观地掌握学生的思维结构情况，并可以和之前的情况做

对比，观察学生在思维方面的发展变化。

该系统主要设计了如下几个功能：自定义不同类型

作品的“评价指标”，使用“测试模板”导入，在下拉

列表中选取；在当前系统页面自由“新增”和“删除”

指标项目；输入“当前评价”列的数据，得到学生“当

前的思维结构”模型图；同时输入“之前评价”和“当

前评价”列的数据，得到学生“思维结构模型变化”对

比图。以某学生的作品评价为例（图 2），“红色线条”

为之前的思维模型，“蓝色线条”为当前的思维模型，

学生当前思维模型的四个评价指标对比之前都有了变

化，思维结构的广度和深度有了明显提升。其中“布局

设计”方向的思维指标最高，学生通过量表多次有意识

地评价和反馈，对该指标方向思维的复杂度提升最多，

也从侧面反映思维是可以通过有意识地训练和培养获得

针对性提升的，为广大一线教师的思维培养教学实践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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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可行性依据。

图 2  基于作品的学生思维结构建模评价系统

4 结束语   
学生思维结构的发展和完善对于培养学生的核心素

养、提升学生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有重要意义。实践

证明，基于 SOLO 分类理论和多元智能理论构建的作品

评价量表的应用对在信息技术学科中培养学生的思维是

有效的。思维作为不可触摸的东西也是有办法去衡量的，

但需要针对不同类型的作品去设计不同的评价量规和量

表，同时也需要更多一线教师投入到实践应用中去不断

改进和完善。通过本文的研究，希望给广大一线教师以

启示，在教学评价过程中更多关注学生思维方面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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