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30 Vol. 3 No. 12 2020Frontier of higher education

改革与实践

高中思想政治议题式教学的课堂评价“四维度”
翟姝荣

（渤海大学，辽宁 锦州 121000）

摘要：议题式教学的课堂评价是课堂教学环节十分重要的一

部分。通过关注评价结果，教师可以知道议题式课堂教学实施有

那些薄弱环节，找到问题与不足，进一步改进教学，更好地服务

于培育学生学科核心素养的课程目标。本文将从议题价值、情境

创设、活动设计、任务效果这四个维度分析高中思想政治课议题

式教学的课堂评价，给出建议。可以帮助教师记录相关的课堂情况，

为教师的专业发展和学生的综合素质发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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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题式教学具有四个要素：议题、情境、活动及任务。那么

在“教、学、评相一致”的教学思想和评价机制的指导方针下，

议题式教学的评价也应有四个维度：议题价值、情境创设、活动

设计、任务效果。为了使议题式课堂教学呈现更好的课堂效果，

促进课堂教学有效性的提高，议题式教学的课堂评价在评价内容

方面要做到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相结合，即把非量化的问题加以

量化。

从这四个维度设置评价指标，赋以权重系数制作议题式教学

课堂评价量表来评价课堂教学的质量，并以百分制赋分，更能清晰、

直观地看出教师对议题式课堂教学过程的熟悉情况、学生在课堂

上的表现和学生获得的能力发展。

通过对课堂教学全方位的科学评价，教师可以发现在议题式

教学过程中的不足，不断改进，不断完善，从而促进教师专业素

养和学生综合素质的发展，有利于培育学生的学科核心素养。

一、议题价值维度的评价

议题是课堂的统领者，贯穿于教学活动的始终。一个好议题

可以激发学生们的思考，引发其学习的兴趣与积极性，使学生在

活动的过程中完成学科任务，解决可议之题，完成教学目标。而

新课标中也提到：议题，既包括学科课程的具体内容，又展示价

值判断的基本观点；既具有开放性、引领性，又体现教学重点、

针对学习难点。因此，议题的选取是关键，在进行议题式教学的

课堂评价时，首先注重对“议题”的评价。

议题具有两方面价值，即学科价值和实践价值。

议题的学科价值是指议题体现了教学重点和教学难点，指向

教学目标。议题的引入不仅让教材知识更有条理，还让学科核心

知识更加突出；它帮助实现了理论与真实生活的相关联，使学生

在参与解决议题活动的过程中获取知识，让枯燥的教学变得生动、

具体，从而实现教学目标。

议题的实践价值是指议题是可议的，是学生通过一定的探究

活动可以解决的，具有开放性和引领性，体现着立德树人的根本

任务。议题源于社会需要，要有思维上的开放性，帮助学生实现

知识的迁移；又要以发展思想政治学科核心素养的目标为基准，

有着育人价值的引领性，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价值

观及世界观。

所以我们要把“议题价值”作为一个重要的评价维度，同时

注重评估它的“学科价值”和“实践价值”这两个方面的价值。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在议题价值维度设置“学科价值”

和“实践价值”这两个评价指标，权重分别占 50%。学科价值指

标设置以下评价标准：

（1）议题体现了教学目标和教学重难点；

（2）议题展示了价值判断的基本观点。

实践价值指标设置以下评价标准：

（1）议题具有可操作性；

（2）议题具有开放性，可从多角度分析；

（3）议题具有引领性，指向学科核心素养；

（4）议题面向社会，与时俱进，学生对此感兴趣。

最后进行教学反思与改进，并算出总分，依此判断议题是否

具有价值。

二、情境创设维度的评价

情境是议题与活动的载体。议题式教学中情境的创设既要关

联教材，具有结构性，又要贴近学生生活，契合学生的认知水平。

学生在真实的生活情境中，自主体验、探究进而建构自己的知识，

通过活动提升自己的能力，发展自己的核心素养。

核心素养是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应对各种生活情境中的问题时，

所具备的解决问题的能力、核心价值观和思想品德。它是不可直

接观测的，因此，针对情境创设有效性的评价是有难度的。但是

我们可以从预设的蕴含学科核心素养的教学目标入手，结合观察

学生在具体情境中行为表现、任务完成度等作为评价依据，推断

素养目标是否达成，并据此分析情境创设的评估标准，提高将抽

象的评价标准量化的可行性。

为了达成素养目标和知识目标，情境创设维度的评价可以关

注两个方面：情境的关联度和结构性。

一方面，教师要结合教学目标和学生实际选择真实生活情境，

只有这种符合学生生活，且与学生原有认知结构相关联的情境才

会引发学生对政治课的兴趣与亲近感，提高学生的参与度，这也

就是情境的关联度。除此之外，教师创设的情境也要与议题、活

动及教材相匹配，要切实让学生在情境中获得学科知识，提升解

决问题的能力。

另一方面，课堂教学中情境的创设要有一定层次性，由浅入深，

从简单的情境导入，循序渐进地过渡到较为复杂的情境，这也就

是情境的结构性。教师筛选出合适的情境后，也不是拿来直接用，

而是有针对性地建构，保留较为关键的部分，设计一定层次和梯度，

依此进行教学活动。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在情境创设的维度设置“关联度”

和“结构性”这两个评价指标，权重分别占 50%。关联度指标设

置以下评价标准：

（1）情境贴近学生实际生活；

（2）创设的情境与教材知识相关联；

（3）创设的情境与议题相匹配；



1312020 年第 3 卷第 12期 高等教育前沿

改革与实践

（4）情境的创设与学生的心智水平相契合。

在结构性指标设置以下评价标准：

（1）情境的结构由简单到复杂；

（2）情境具有逻辑性、生成性。

最后算出总分，依此判定情境创设是否合适，并进行教学反思。

三、活动设计维度的评价

议题式教学的核心环节是活动，它是解决议题的路径，带领

着学生从情境走向教材知识再到能力的提升。活动的有效展开不

仅影响着学生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的体验与知识的建构，影响着

学生学科核心素养的发展，还影响着议题设置的检验和情境创设

是否恰当的评估。因此，议题式教学的活动设计在课堂教学评价

中占有重要地位。

活动需要教师的精心设计。教师在课程标准的指导下，从活

动目标、活动内容及活动方式三个方面进行设计，通过序列化的

活动，实现“课程内容活动化、活动设计内容化”，以达到提升

素养的目的。

我们可以把活动设计的三个方面（活动目标、活动内容和活

动方式）作为评价议题式课堂教学活动的评价指标。

首先，就活动目标来说，目标的确立要合理清晰，学生通过

活动达成怎样的学习目标。并且教师要注意活动目标要指向学科

核心素养的发展。

其次，在活动内容层面上，活动内容要真实具体，并且围绕

议题与情境，脱离情境与议题的活动无法帮助学生获得知识，提

升能力，是无效的。同时，教师在活动过程中要适当组织，即学

生在课堂上的活动探究有限度。这样既可以防止浪费学生的时间，

又保证教学效率。

最后，活动方式要多种多样。目前，思想政治课的议题式课

堂教学的活动通常包括自主学习、角色扮演、课堂辩论、合作讨论、

成果展示、社会调查等。教师在选择每一种活动方式时，都要综

合考虑各方面因素，例如学科知识、学生的认知结构和生活经验等，

还要考虑它的可操作性。但是，一堂课的活动样式又不能太过花俏，

否则会造成学生们的疲劳，适得其反。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在活动设计维度设置“活动目标”“活

动内容”及“活动方式”三个评价指标，权重分别占 30%、40%

和 30%。活动目标指标设置以下评价标准：

（1）活动目标合理清晰；

（2）活动目标关联教材知识，指向学科核心素养的发展。

活动内容指标设置以下评价标准：

（1）活动内容围绕议题，具体真实；

（2）活动设计的逻辑符合学生认知发展规律；

（3）活动内容指向教材；

（4）活动问题具有层次性。

活动方式指标设置以下评价标准：

（1）选择的活动方式具有可操作性；

（2）活动方式具有建构性。

最后进行教学反思与改进，并算出总分，依此判断设计的活

动是否有效。

四、任务效果维度的评价 

议题式教学的任务效果就是指活动任务完成度。学生参与活

动，通过完成学科任务自主建构主干知识，并且提升自己在相似

情境中应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最后获得将所学知识迁移

到新情境去解决新问题的能力，促进自身发展。

议题式教学的课堂评价应强调学生建构知识的过程；课堂不

仅要评价学生的知识掌握情况，而且要评价学生在活动中的表现

和提升学科核心素养的情况。

综上，任务效果维度的评价包括三个方面：知识建构、知识

应用和知识迁移。

知识建构是学生通过完成活动任务理解学科知识重难点，掌

握主干知识体系的过程，是知识应用的前提。可以说，知识建构

是议题式教学的课堂评价最基础的评价指标。知识应用是在掌握

知识的基础上，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在具体情境和

活动探究中获得知识的巩固和能力的提升。这是议题式教学的主

要任务，也是议题式教学课堂评价的主要指标。

知识迁移是提升学生学科核心素养的体现，学生运用所学的

知识去解决陌生情境中的问题。知识迁移是议题式教学的高级目

标，也是议题式教学课堂评价的重要指标之一。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在任务效果维度设置“知识建构”“知

识应用”和“知识迁移”这三个评价指标，权重分别占 30%、

30% 和 40%。知识建构指标设置以下评价标准：

（1）学生能理解知识重难点；

（2）学生能够掌握主干知识体系。

知识应用指标设置以下评价标准：

（1）学生有理有据地解决问题；

（2）学生能在简单的相似情境中应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

（3）学生课堂学习效果的展示。

最后算出总分，依此推断任务完成情况是否良好，并进行教

学反思。

这四个评价维度之间不是孤立的，它们相互联系、相互影响。

议题价值引领着情境的创设、活动设计；情境创设的情况关联

着活动任务的达标；任务完成情况的好坏也能间接地反映议题

的设置、情境创设及活动设计是否成功。我们既可以从这四个

评价维度分设评价量表，又可以整合为统一的议题式教学课堂

评价量表。教师也可在教学实践过程中根据具体情况增减评价

标准。

总之，教师在探索议题式课堂教学实践的同时，也要注意对

议题式教学的课堂进行评价。以评价来引领课堂教学的完善与进

步，通过制定科学、全面的议题式教学课堂评价量表，可以为教

师提供清晰的教学思路和评价依据，促进议题式教学实践能力的

提升，推动议题式课堂教学的有效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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