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9

Educational Teaching,教育教学,(6)2024,2
ISSN:2705-0912(Print);2705-0866(Online)

探究多元评价背景下幼儿园成长档案的内容设计

朱靓婷

江苏省南通市如皋高新区实验幼儿园，中国·江苏　如皋　226500

【摘　要】多元评价要求以人为本，重视挖掘人的潜力，提倡尊重幼儿个性。以幼儿个性成长档案为载体，构建幼

儿、教师和家长的互动，多元化的特色教育评价体系，促进幼儿情感与行为能力的有效发展。在制作幼儿档案过程中，幼

儿能浏览自己的成长经历，感悟成长轨迹，从而更加有信心将事情做得更好。对此，本文首先阐述了幼儿成长的概念，并

阐述了幼儿成长档案的个性化要素及评价主体的多元性，并对在多元化背景下设计幼儿园成长档案的作用进行了论述，旨

在实现幼儿的健康成长，客观记录幼儿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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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幼儿成长档案指教师有目的搜集，积累幼儿作品集材

料的方法，可以全面评估幼儿发展水平，是一种真正帮助

老师和父母接近幼儿的成长媒介。它可以让每一个孩子都

有自己的特点，是一件非常特别的贵重礼物。因此,幼儿成

长档案评价受到了各个幼儿园的青睐,大家纷纷尝试。但我

们在其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例如如何按照要求定期测评？

个性化的幼儿成长档案构建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让幼儿成

为档案建构的主角,让家长、教师一起参与,伴着孩子同成

长。如何建构能够促进幼儿发展的测评体系，要站在多元

化评价的背景下，建立幼儿成长档案，记录幼儿每一步的

成长过程，记录幼儿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能促进幼儿健康成

长，为幼儿健康成长保价护航。

1 相关概念阐述

1.1幼儿成长档案

幼儿成长档案是通过档案的形式对幼儿成长过程中的

表现进行收集、比如照片、有意义的物品、幼儿的自评与

互评以及教师与家长们的评价等，这样就能在不同维度实

现对幼儿学习情况与成长情况的反映，进而呈现出幼儿的

进步或退步，并帮助幼儿了解到自身所存在的优点与缺点

四。通常来说，幼儿成长档案往往由若干部分组成，常常

会存在着多个子文件夹，在档案的呈现形式上也是多种多

样的。

1.2幼儿电子成长档案

美国学者巴莱特把“电子成长档案”定义为：利用电子

科技，对档案袋中的内容进行收集、整理，包括声音、影

像、图像、文字等。故幼儿电子成长档案则是运用现代化

技术手段来收集、记录幼儿真实成长过程的资料。由此我

们可以列出电子成长档案制作的框架和主要内容，电子成

长档案可以有作品、照片、评价、过程记录、课堂活动等

内容,，甚至还可以再扩展。

1.3交互式幼儿电子成长档案

作者认为，如果成年人（父母、老师或其它有关的人）

使用 PPT或其它的软件工具，对儿童的某一时期和某一方面

的信息进行收集、整理和展示，从而显示出他们这一时期

的努力、进步和成绩，家长和幼儿皆可以即时对这一文件

进行修改、增添内容或对某些内容进行评价说明，是一 种

幼儿、教师、家长在时间、空间上可以高度交互的一种成

长档案。这种电子成长档案强调交互性!

2 成长档案注入个性化元素

首先，在参加幼儿成长档案的过程中，教师的教育敏

感性和职业技能得到了提升，学会了以发展的视角来看待

幼儿，与幼儿在同一个层次上理解儿童的需求与发展，并

且能够针对幼儿的个体表现来对自身的教学行为进行反思

和修正，使每一个儿童都能够在最近发展区域内得到有效

的发展，成为幼儿的强有力的拥护者。其次，建立幼儿发

展档案，让幼儿园与家人、老师与父母、父母与孩子的交

流变得更多，彼此的思想碰撞与互动，形成了一种民主、

平等、对话与协商的协作关系，增强了父母的积极参与意

识，加强了家园之间的协作，实现了共同参与、共同教育

的目标。当然，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宝宝成长档案》的推

行，让老师和父母都更加重视自己的孩子，所有人都会自

觉、自觉地去关注自己的孩子，并用恰当的方式来帮助自

己的孩子取得进步与发展，让自己的人生境遇得到极大的

提升，得到更加独立的发展。

幼儿档案反应的是幼儿的成长足迹,体现的是幼儿逐步

发展的过程所以成长册是幼儿成长的见证。在当下幼儿成

长档案中，更多共性内容能够发现，却缺少个性化幼儿发

展信息。比如可以在对个体幼儿进行跟踪观察,就某个幼儿

的特有情况进行家幼共同的观察记录,家长与教师就观察到

的情况作出分析与思考并把具体的教育策略记录下来,放在

幼儿某阶段的发展状况,这样幼儿的成长册就更能体现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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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发展的足迹。我们也可以幼儿作品里做文章,比如在幼儿

作品中详细说明幼儿的绘画现有水平、绘画情况等信息,这

样更有助于家长清楚地了解孩子的绘画情况。

成长册的内容除了展示幼儿作品、教学信息、各类通

知、发展评估等内容以外,还可以运用其他的内容与形式丰

富成长册。比如,可以记录一些日常幼儿在园的童言稚语;

发生在幼儿身上的有趣的事情;幼儿新学会的本领;幼儿近

阶段取得的进步之处等等内容,这些内容冲入,需要教师在

日常加强对孩子的观察,需要教师做一名有心人,拥有一双

充满智慧的眼睛,及时发现,及时记录,提高记录的水平,这

样才能使幼儿成长册的内容更加丰满,更有可读性。

3 成长档案评价主体多元性

成长档案评价的主体是多元的,包幼儿、家长和教师，

尽管在多元评价中，他们发挥了不同作用，但是都成为不

可忽视的评价主体。

（1）幼儿--积极参与当家作主

教师首先应该让所有人知道什么是档案册,为什么要

设计档案册，鼓励幼儿选择喜欢封面，其次，在平时生活

中，教师可以鼓励幼儿经常回顾自己作品。回顾作品可以

让幼儿重新回忆起经历，帮助他们尽快成长。

（2）教师--慧眼捕捉全面记录

在此基础上，教师要从班级的实际出发，结合学生的个

性特点，为学生制定适合自己的发展计划。档案的创建不

仅仅是对幼儿作业的收集，更是对幼儿在幼儿园、在班生

活和学习过程中的各个方面的观察和记录。因此，需要老

师仔细地观察每一个孩子在一日活动中的表现，在教学活

动中，在自由活动中，要善于捕捉每一个孩子身上的优点

和缺点。

这样既可以让老师对每个孩子的发展做出一个完整的评

估，又可以帮助老师们对自己的教育教学行为进行分析和

反省，从而对自己的教育教学方式进行调整，提高教育的

针对性和实效性。

（3）家长--激发兴趣关注收集

在创建幼儿成长记录文件之初，我们就让家长意识到了

成长的价值。在创作过程中，我们鼓励家长在家里记录孩

子的有趣故事，并将他们带到幼儿园存档，以便老师更好

地了解孩子在家的情况。同时，加强与家长的交流，展示

给家长的成档材料，组织人员参观展览，邀请家长和孩子

一起看他们的作品，并利用家长门户开放日，邀请父母和

孩子一起创建成长档案，让父母和孩子共同分享成长和成

功的喜悦。

同时，教师应当利用机会与家长交流，比起家长更主

动。家校同步能帮助家长更加清楚了解孩子，深入了解幼

儿园活动，并引入合适的教育方法。创造和评估成长成果

的过程涉及学前幼儿和教师、利用一系列教育资源的家长

之间的联合活动。对成长结果的评估促进了教师与幼儿之

间的沟通以及教师与家长之间的合作与沟通。以兴趣为指

引，让家长参与到幼儿成长中，家和学校能够全面引导幼

儿成长，给予幼儿正确教育指导，激发幼儿兴趣。

4 多元评价背景下幼儿园成长档案作用

幼儿园的成长结果可以用来识别幼儿园教育中的问

题，并有针对性地进行调整，以改善幼儿园教育。目前，

对幼儿园成长数据的评估已经非常普遍，它可以记录幼儿

的表现，真正显示他们的成长状态。幼儿园成长成果的综

合评估对幼儿的成长和学习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可以

激励幼儿更积极地学习，改进幼儿园的教学方法，从而有

效地促进他们的成长。家长和老师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能够

唤醒幼儿的人际交往意识。有目的，有针对地发现幼儿成

长优势，最大限度地促进他们的发展，增强他们的自信心

和自尊。在日常教学活动中，教师应注意对幼儿内容和行

为的感知，并迅速加强和鼓励一系列创新行为和思维，尽

可能发掘他们的潜力，更广泛地促进他们的创造性思维。

例如，如果一些年幼的孩子对汽车非常感兴趣，老师可以

有意识地引导他们观察汽车，并为他们提供各种相关的图

像、视频和其他材料，让他们不断观察孩子的潜力，促进

每个孩子的个体发展。

5 结语

总之，现阶段已经分发了对幼儿生长数据的评估。然

而，评估过程仍然是盲目的。教师无法全面分析评估结

果。对幼儿园档案的评价不全面。通过对托儿所的成长记

录进行各种评估，我们可以从发展的角度来看待孩子的优

势和成长。档案直观、具体、实用的评价内容和方法，使

教师不仅能了解幼儿的感受。技能和社会的真正发展也将

其作为日常教育中的一个有针对性的工具，帮助家长能第

一时间发现幼儿成长状态，并给予指导教育，这对培养幼

儿健全人格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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