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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评价是教学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科学准确的实施
教学评价能够不断促进学生发展，教师进步。不同的时期，有
着不同的教学评价内容和体系，不可否认，传统的以知识和能
力为评价核心的教学评价在其特定的历史时期发挥着积极作用，
但是其忽视学生主体地位、过分注重理论知识的掌握而忽视情
感、唯分数论等弊病显然已不适应新时代国家和社会对于人才培
养的要求。因此，以学生发展为根本目的的发展性教学评价登
上新世纪教学评价的舞台。

1　发展性教学评价的内涵及其基本追求
1.1发展性教学评价的内涵

“发展性教学评价是一种重过程、重评价对象主体性，以
促进评价对象发展为根本目的的评价”。它既能克服诊断性和总
结性教学评价忽视学习过程，过分关注考试成绩的弊端，又保
留了过程性评价和形成性评价注重知识的形成、技能的发展和问
题的解决等优势。值得注意的是，发展性教学评价与过去所说
的形成性评价之间的关系，原始意义的形成性评价旨在检验评价
对象是否有解决问题的能力，重点强调对问题的改进，与此不
同，发展性教学评价着重于关注评价对象现在、将来的发展，
目光较过去的形成性评价更为长远，涉及评价对性终身的发展。

2　发展性教学评价的主要内容
2.1发展性教师评价
发展性教师评价的根本目的在于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其主

要内容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教师的扎实学识，教师是
否具备心理学、教育学以及所教学科的专业知识；二是教师的
道德品质，即教师是否热爱自己岗位以及关心爱护自己的学生；
三是教师的教学反思和科研能力，教师的教学反思是提高课堂教
学质量的关键环节，科研能力则直接关乎教师的专业发展，这是
发展性教学评价面向未来，关注发展的重要体现。

2.2发展性学生评价
发展性学生评价将发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其根本目的在

于学生的发展，“促进学生在知识、能力、情感态度价值观上的和
谐发展，转变过去单方面强调教育为社会服务的观点”。其主要内
容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学生要有端正的学习态度，能够
制定相应学习计划；二是学生具有主动参与教学过程的意识，能
够自主学习；“三是学生能够进行有效学习，学习方式和方法合
适，学习成果显著”；四是学生能够独立思考，举一反三，具备独
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发展性学生评价的标准多样，不仅仅指向学
生成绩，能够切实做到学生全员发展和学生全面发展

2.3发展性课堂教学评价
发展性教学评价不是对课堂进行笼统的评价，而是分学科进

行，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评价标准，其目的在于尊重不同学科间
的差异。例如思想政治课堂的评价，需要关注思政学科的思想性
和德育性，突出思政学科的特点，评价应以其“育人”为出发点，
而不是过度关注理论的掌握。

3　发展性教学评价的衡量标准
3.1是否重视评价对象的全面发展
衡量某种评价是否是发展性评价，最基本的标准在于以下两

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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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教学评价在某种意义上体现着“指挥棒”作用，是推动素质教育改革实施的关键环节。基于新课程理念下“以人为本”
发展观的指导，发展性教学评价孕育而生。从发展性教学评价的内涵、类型、衡量标准，深化对于发展性教学的认识与思考，利于
其在各个学科中实施和运用，真正发挥评价促进发展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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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是否立足于个体的全面发展：这就决定了评价不能以成
绩为唯一的评判指标，否则就容易陷进传统教学评价的泥潭，而
是应该更加重视对评价对象综合素质的考查。

（2 ）是否面向未来。评价应该旨在提高评价对象辩证思
维、独立思维、学会反思等能力，培养评价对象独立解决问题的
意识与能力，这样有助于评价对象适应社会生活和良好的应对社
会中的各种问题，这种面向评价对象未来发展的评价才是发展性
教学评价。

3.2是否关注评价对象的个性差异
人作为独立的个体，是变化发展着的，呈现出高度复杂和主

观能动性的特征，这就决定评价不能千篇一律，而应具有针对性，
关注评价对象的个性差异。除此之外，评价还应帮助评价对象“扬
长避短”。虽然我们常常强调“扬长避短”，然而在日常的教学活
动中体现的却是“避长扬短”，评价者往往更多关注的的是评价对
象的弱势，期望评价对象弥补自身的不足，但却忽视了评价对象
的优势所在。因此，评价应该切实起到“扬长避短”的作用，凸
显个体的独特优势，培养更多专业型人才，这也衡量评价是否为
发展性教学评价的标准之一。

4　发展性教学评价新思考
4.1明确发展性教学评价与传统教学评价两者间的关系
社会步入信息时代，使得甄别选拔为主要功能的传统教学评

价受到了无数批判和面临极大挑战。顺应时代发展和教育的改
革，现代教育更加强调学生的终身发展，因此，以人的发展为
根本目的的发展性教学评价得到广泛支持与运用。发展性教学评
价作为时代的产物孕育而生这是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彰显出社
会的进步，但完全批判和摒弃传统教学评价的做法却犯了矫枉过
正的错误。我们应该明确传统教学评价与发展性教学评价之间不
是替代的关系，而是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发展性教学评价评价指
标和评价主体多元化、评价方法多样化都是对传统教学评价的补
充与深化。我们应该认识到传统教学评价仍然有好的方面，有其
存在的必要性，可以说，传统教学评价仍然与我国人口数量、教
育质量、社会需求等相适应。

4.2发展性教学评价应扎根于学校自身实践的土壤上
教学是学校教育的核心内容，教学活动应该基于学校自身的

地方和校园特色、办学宗旨、教学理念、管理制度和师资优势等
现实基础展开，教学评价作为教学活动的重要环节，其改革与发
展同样应该扎根于学校自身实践的土壤之上，一是因为“各个学
校没有必须遵循某种理论和样板的义务，他们具有参考和综合各
种理论和主张的权利”，学校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在教学实践过程
中改造和不断生成，创造性的开发和运用发展性教学评价。因此，
发展性教学评价的运用不能抛开学校的实际情况，照搬照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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