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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预式动态评价在高中英语写作教学中的应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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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有效的写作评价是促进学习者英语写作能力的一个重要环节，近年来，我国关于教学评价的研究逐步呈现

出多元化的发展态势。与以往的评价模式相较，动态评价以其倡导过程导向，评教整合，多元互动的评价理念而被广泛应

用于高中英语写作教学中。本文尝试通过对动态评价的具体教学步骤进行构建与探讨，包括写前阶段，评价阶段，学生修

改阶段，二次评价阶段和三次评价阶段，以期为广大英语教育工作者提供教学实践方面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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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虽然《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2年修订）

》对英语教学评价提出了核心要求，但大多数高中英语教

师由于工作量过重，仍主要采用传统的评价方法。受评价环

境的影响，英语写作教学采用考试的方式，如月考或期中期

末考试。而动态评价强调了教学和评价的不可分割性，换句

话说，教学和评价不是两项活动，而是作为一个整体结合在

一起，通过 促进学生的发展来评估学生的潜力。因此，有必

要将其引入高中英语写作教学。

2　动态评价

动态评价（Dynamic Assessment，DA）是一种关于学

生学习潜力的有效评估方法，通过评价者和学生之间的互

动来评估他们未来的能力。动态评价这一概念于1961年由

Luria首次提出，后由特殊教育教授费厄斯坦传播。然后，

不同形式的动态评价应运而生。目前，以下两种定义在教学

领域被广泛引用，一致认可：Davin（2013）提出，动态评

价是应对学生错误的框架，它考虑了学习者能够独立完成

的活动（即实际发展水平），以及在老师的帮助下可能完

成的活动（ZPD）；而Lidz（2010）又将动态评价称作学习

潜能评价，将其看做是评价者和被评价者之间互动，评价

者介入、探索、研究被评价者潜在发展能力的一系列评价

的统称。

综上所述，动态评价作为一种评价方法，通过评价者与

学生之间的互动以及评价与教学相结合的方式探索学生的潜

力。与传统的评价（静态评价）和形成性评价相比，其具

有启发性、互动性和发展性的特点。

3　干预式动态评价

动态评价的概念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在20世纪

60年代末和20世纪80年代展开了专门的研究，并于90年代

相关理论的研究达到高峰。不同学者建构了各具特点的动

态评价模式，如Lantolf和Poehner根据介入方法的不同，提

出动态评价可细分为干预式动态评价和互动式动态评价。

中介者在这两种模式下具有不同的自由度。其中，干预式

动态评价为不同评估对象提供相同中介。根据评价者提供

帮助方式的不同，干预式动态评价又可被分为“三明治

式”和“蛋糕式”。“三明治式”动态评价在前测设立基

准线，而后展开干预，再以后测验证其有效性。这种评价

方式因干预置于前测后测之间，仿佛三明治的构造，故因

此得名。“蛋糕式”动态评价中，干预体现在全部流程之

中，恰如在蛋糕上涂满了奶油。

4　干预式动态评价应用于高中英语写作教学的具体   

步骤

为探讨干预性动态评价对高中英语写作教 学的有效性，

实现干预式动态评价的有效应用，本文拟提出的教学步骤

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写前阶段。教师先为学生展示写作测试题，并辅以学生

主题相关背景知识的回顾。然后教师教授具体的写作知识

与策略，若条件允许的话还可以加以练习巩固所学。学生

规定  时间内运用课上所学作文的体裁知识与写作策略，完

成测试的初稿并准时上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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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阶段。该阶段教师根据据雅各布写作评分标准，

参考高考标准制订评价标准和评价方法，从内容、组织结

构、语言使用和语法4个方面进行写作评分。学生自评作

文提交后，开始同伴匿名互评。自评与互评完成后，由教

师对学生的作文进行评价。在教师评价时，应注意学生自

评与互评中的不足，在此基础上提供切实可行的的修改建

议。在一轮评价完成后，教师有必要总结概括学生在评价

中出现的问题，尤其是共性问题并进行分析讲解。

学生修改阶段。在学生修改前，教师先为学生提供2篇

以英语为母语作者的范文作参考资源，在引导学生一起研

究并运用评价量表对其进行评价后，教师再作重点点评，

补充学生忽略的部分，系统详细地剖析在该范文中写作知

识与策略的运用。后教师将作文修改任务布置为课后作

业，要求学生第二周再次提交修改后的作文。在前面2个

阶段提出的修改意见基础上，学生将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

能动性，认真修改作文。值得注意的是，将参考资源的呈

现放至作文修改阶段供学生阅读，区别于传统的成品教学

法课堂将范文分析放在学生写作活动开始之前，这样做更

能引起学生的“注意”，不会抹杀学生宝贵的创造性与想

象力。

二次评价阶段。学生第二周的修改稿 （第二稿）上交之

后，学生再实施生生互评。根据教师在课堂上强调的写作

修改策略，学生需将修改稿（第二稿）和初稿进行对比，

由此关注到作文的改进程度。在同伴互评完成后，教师根

据在学生初稿上的问题标记来检查改进效果。若学生的改

进效果显著，教师需及时给予赞扬和认可，激发学生的写

作和写作评价兴趣，开拓他们的写作潜能；若学生的改进

收效甚微，教师则应针对学生个人给予写作修改策略上的

个性化指导，如请学生一对一谈话，将写作评价中出现的

问题及相应的修改策略再为其进行细致的讲解，以保证该

生写作评价的有效性。在确保学生可以全部进行有效动态

评价后，教师督促学生在课下按照二次评价提出的建议，

继续改进其作文，并于次日上交第三稿。

三次评价阶段。教师批改学生提交的第三稿（终稿）

，根据雅各布评分量表进行批阅打分，指出各个学生在

三稿中存在的优点与不足。经过前面两轮评价与修改，

作文已经反复打磨，出现的问题逐渐走向细节化。对

于终稿的评价，除必要的写作规范和细节错误的指正，

更需引导学生在准确的基础上，体现更高的英语写作水

平，如增添修辞手法以增添文采等。最后，教师对学生

佳作进行筛选、修改和整理，并建立起范文库，供学生

自主交流欣赏与讨论。

5　结语

在动态评价应用于教学实践时，未免给教师带来较大的

工作负荷，建议在实际教学中，可以多位教师组成团队配合

进行干预式动态评价。且尽管受新时代教育背景下评价改革

在理论与实际方面的影响，教师在真正应用干预式动态评价

时仍不免受到传统评价方法（静态评价）的干扰，这就需

要教师在理论和实践中不断探索，勇于革新，以求更好地

将教学评相结合，激发学生的学习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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