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532024 年第 6 卷第 06 期 教师专业发展与学校文化

建构《史记》多元评价机制，科学有效考量学生
——以探讨《史记》优秀传统文化之“仁”“信”为例

江　玮

（广州市铁一中学，广东 广州 510000）

摘要：新课标提出要重视学生学习的多元化评价机制，促进教学目标的有效实现，从而提升学生的核心素养。而 《史记》教学也是

高中教材与课外课程资源整合的热点，以传统文化学习任务群为纲目，编写《史记》校本课程，可以加深学生对传统文化的理解，教师在《史

记》教学中注重多元评价机制，也可以促进学生有效学习，实现核心素养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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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统编版高中语文教学中，为了更好地让学生通过阅读传统

文化经典的方式，提高研讨传统文化经典的能力，加深对传统文

化的理解与自信，笔者依据“中华传统文化经典研习”“中华传

统文化专题研讨”学习任务群，将《史记》选文将教材相结合，

让学生既能拓展阅读课外相关资源，也能理解教材里的传统文化

内核，从而完成学习目标，提升语文核心素养。而在教学中，为

了完成学习任务群，除了采取融合式教学、项目式教学、问题式

教学、情境式教学等多种教学策略之外，也采取了多种评价机制。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在语文教学的评价方面，提

出了五个方面的要求：着眼于核心素养的整体发展、全面把握学

习任务群的特点、倡导评价主体多元化、选用恰当的评价方式、

明确必修和选修课课程评价的重点和联系。无论是日常语文学习

的过程性评价，还是作为高中毕业考试的终结性评价，都是教学

过程的组成部分，都是为了引导学生明确学习目标、看到学习成果，

同时发现自己的不足，进一步明确改进的方向，以促进学生语文

学科核心素养的整体提升。所以在《史记》阅读教学中，笔者借

助多种评价机制，力求实现教学目标。

一、多元化评价主体

在常规教学中，学生的学习评价主要是由考试机构或测试命

题的专家、任课教师直接参与，这两种评价机制对学生来说是被

动的评价。而当教师把学生作为评价主体时，既能让学生针对自

我学习问题进行评价、反思，并且在教师的引导下，可以有目的、

有计划地解决自身学习的问题。相比其他两种方式，它让学生的

学习更具主动性，因此教师必须重视学生在评价主体中的重要地

位。在《史记》阅读教学中，笔者不仅通过作业等方式对学生进

行过程性评价，还让学生以多种形式成为评价主体。如在探讨《史

记》中的“仁”文化时，笔者提前设计了任务：学生收集“仁”

字形的发展演变，学生们分小组收集了多种字形，在小组的分享

中发现，在古文中“仁”字从“千”、从“心”，在《说文解字》

中从“人”“二”，所以学生们初步感知到传统文化中的“仁”，

反映的是人的内心道德，反映的是人与人的关系，教师在评价机

制中设定得出这一结论的小组可以获得加分。这一评价结果，不

仅激起了学生对汉字传统文化的兴趣，更重要的是感知到了传统

文化的内涵。在《史记》“感动中国人物·诚信篇”中，我让学

生收集关于“诚信”的名言警句的作业，每收集一条加一分，最

终各小组交换互评，点评各条名言，筛选那些不符合“信”的主

题，或者不符合时代价值的一些名言。而在小组代表的展示活动

中，互相分享“信”的内涵与价值，表现优异者可以再次获得加

分。学生在小组分享中，初步了解中华传统文化，为后期撰写“感

动中国人物”颁奖词做了知识储备。以上两个课例都是在教学设

计中分别有教师评价、学生评价，让学生在评价体系中更好地完

成了“中华传统文化经典研习”这一学习任务群。

二、多元化过程性评价方式

从学习过程维度来评价学生，包括每个任务群的学习过程中

阅读与鉴赏、表达与交流、梳理与探究，笔者在《史记》阅读教学中，

主要设计了以下具体的评价指标。

1. 学生阅读《史记》选读时，能否扫清文言障碍。所以笔者

在设计学案时，为了便于学生理解文本，部分增加了相关文言知

识注释，但是最主要部分还是让学生自行批注。并且在课前编制

测量试题，检验学生的文言文知识掌握情况。通过这种评价方式，

让学生打好文言文阅读基础。

2. 学生在阅读《史记》中人物时，是否读懂文言故事，从而

梳理出人物关系。所以教师设计了相关表格来评价学生是否掌握，

例如《史记》“感动中国人物·诚信篇”的教学中，学生需要完

成的表格是：找出和“诚信”相关的主人公、文言文原句，概括“诚

信”事迹、目的、意义……在完成表格后，小组上台展示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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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组员进行修正。在《史记》“仁义篇”中，学生首先要筛选出“弟

子问仁”“孟子”中关于“仁”的篇目和相关文本。同时还需要

筛选出《史记》中的鲍叔、黄帝、尧、舜关于仁义的故事和特征，

这一种评价方式有效帮助学生梳理了故事内容，并且为后期概括

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提供了文本基础。

3. 学生能否针对自己对传统文化内涵的理解，收集相关的有

效阅读资源作为支撑。在《史记》“铁肩担道义篇”教学中，改

变以往的教师规定选文的方式，改为让学生借助书籍、论文、网

络等多种手段，筛选选段。如学生们挑选了张骞出使西域、赵氏

孤儿、荆轲刺秦王等选文。最终教师在课堂上展示文段，学生进

一步探讨、比较，确定最能体现“责任担当”的篇目，作为学生

的学习文本。这种过程性评价方式有效诊断学生是否真正理解“责

任担当”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内涵，教师和学生在评价过程中能

够及时发现问题，并且有效解决问题。

4. 学生能否有在阅读教学过程中有良好的表达和交流能力，

能否在学习中参与课堂讨论，分享自己对于传统文化的看法。在《史

记》的“仁义篇”中，笔者设计了三个讨论活动，即堂上讨论“弟

子问仁”、《孟子》《史记》中“仁”的内涵和价值，并且小组

派代表作分享，学生在分享和交流中，可以汲取其他小组的思维

火花，丰富本小组的阶段性成果。

三、重视总结性评价

总结性评价是从结果的维度，强调学生核心知识和关键能力

的掌握情况。新课标中指出学生的关键能力是学生能否在阅读教

学中形成总结性评价，最终呈现出相对系统、完善的思维成果，

这决定了学习任务是否完成，教学目标是否实现。

在这一评价点中，《史记》“诚信篇”得到了很好的实施。

教师首先让学生收集“感动中国人物”颁奖词的相关资料，撰写

一份关于“好的颁奖词应该具备哪些要素”的学习札记，学生首

先收集大量的颁奖词，分析其特征，撰写出一些基本看法，如要

在句式、修辞、语体、表达方式方面的要求，但是学生的札记并

不完善，会遗漏要点或者仅停留在粗浅层面。不过，在没有教师

介入之前，学生们已经能大致感受到拟写颁奖词的写法。接着，

教师让学生尝试仿照颁奖词为《史记》中的人物拟写“感动中国

人物·诚信篇”颁奖词，学生选择自己喜欢的人物，详细了解诚

信故事，挖掘值得感动的闪光点，然后仿照某一篇颁奖词的特征，

来撰写一篇颁奖词。也有同学根据之前总结的大量颁奖词的写法，

根据自己的模版，挑战撰写一篇全新颁奖词。初稿完成之后，教

师首先要求学生能够针对学习札记的要点进行自评，给自己的颁

奖词量化评分。下一阶段，教师给了大量的时间，让小组成员之

间借助学习札记互相评价、互相提建议，并且帮助修改。这一轮

之后，学生的颁奖词初具模型，语言上渐渐出现亮点，学生也在

讨论中不断反思和丰富学习札记内容要点。第三轮就是教师评价

了，教师挑选作品范例进行展示，并且逐一点评，和学生一起制

定了颁奖词的评价量化表，整体评价标准包括事例典型、以情动人、

文辞典雅，而每一项又细化到多方面。学生根据这一评价量化表，

再次将颁奖词进行修改，并且不断丰富“拟写颁奖词”的学习札记。

这一过程之后，班级可以把优秀作品收录成文集或者班级专刊。

而学习札记的质量则成了他们在作业的最终评价，这样的学习札

记来源学生们在实践中的操作和领悟，是一次次的修改与完善，

那么学生自然就形成真正的关键能力和核心素养——审美鉴赏与

创造、语言建构与运用、文化的传承与理解、思维的发展与提升。

《中学教师专业标准》提出“教师的评价方法要多元化，从

不同视角、全面评价学生发展，合理使用评价语的诊断、反馈等，

不要片面强调评价的甄别和选拔。”在高考评价体系中，教师不

仅要注重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策略，也要重视多元评价机制，从

充分发挥评价的检查、诊断、反馈、激励的功能，有效激发学生

的主体性，以评价促进教学。《史记》作为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

的代表，其蕴含了丰富的文学、文化价值，更需要多元评价机制，

科学考量学生的学习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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