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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改进中学化学教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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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化学教育是初中教育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而化学教学评价又在化学教学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随着新课程改革

的实施，新的课程理念对陈旧的教育理论造成极大地冲击，与此同时，根深蒂固的传统教学模式被彻底打破，因为传统的

教学评价过于片面，不利于学生的成长，也不能促进教师的发展，而这显然不再适应教育的需要。因此，为了学生的长远发展，

为了教师能力的提升，在初中化学的教学中改进教学评价显得尤为重要，需要不断为之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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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学评价的作用

教学评价在教学过程中贯穿始终，是教学中极为关键

的一部分，合理的教学评价在促进学生发展的同时也在提升

教师的整体教学素质，还能积极作用于教学活动。第一，教

学评价在教学活动中起着“指挥棒”的作用，有着极强的指

挥定向功能；第二，通过教学评价可以判断教学目标的达成

情况，检验教师的教学水平，以此来找出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并采取相应的对策；第三，通过教学评价，可以获得被评价

对象的有关信息，对获得的信息进行整理、分析从而得出相

应的评价结果，并将这一结果反馈给被评价者，这样就可以

建立起教学的反馈系统，通过这一反馈系统实现教学过程的

自我调节和良性循环；第四，教学评价会对教师的教和学生

学的效果都作出考核和鉴定，师生可以从中获得许多有用信

息，从而反思自己的优点和不足，总结经验教训，明确努力

的方向，激励师生不断改进教学方式，促进教师自身能力的

提高和学生学习的不断发展。

二、目前教学评价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随着新课程改革理念的提出，相应的对教学评价也作

了新的要求，而教师要将这些理论的要求付诸实践必然是一

个艰难的过程。目前的中学化学教学评价就还存在一系列有

待改善的问题，比如在教学评价中依然是教师占主体地位，

导致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得不到充分发挥；另外在评价时还是

常以测试成绩为主要评价指标，忽略了学生动手操作能力和

创新能力的发展；还有一些老师的评价用语比较极端，尤其

是在评价一些行为表现不太好的学生的时候，言语刻薄等

等。这些评价不但不能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和教师教学技能

的提升，严重时还可能给心智不够成熟的中学生造成心理阴

影，对学习产生厌恶心理。

（一）评价用语不当

俗话说，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初中生

朝气蓬勃，风华正茂，但是心智还不够成熟，内心敏感，非

常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如果教师在对学生学习态度和结

果等进行评价时，不注意评价用语，言语过于极端，要么在

表扬学生时太过，容易让学生产生骄傲的心理，要么在批评

学生的时候出言不逊，对学生的心理造成伤害，使学生对学

科和老师都产生一种排斥心理；因此，不论是哪种情况，不

适当的评价用语都不利于学生的学习和成长，也不利于教师

教学工作的开展，违背了教学评价的初衷。

（二）评价过于形式化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对学生的评价过于形式化，就好像

是为了完成教学评价这一任务而进行的评价，比如在表扬和

鼓励学生的时候没有适当的眼神交流，经常用一些课堂中流

行的诸如“你真棒”“你真聪明”之类的评价用语，表面上看，

得到这类评价的学生似乎表现出了很高的积极性。实际上，

学生并不知道朝哪个方向去努力，该如何努力。使学生感觉

不到表扬带来的喜悦和温暖，教师的评价就不能对学生的学

习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这样就使评价流于形式。

（三）评价手段单一

    在各种评价方式中，纸笔测验在信度、效度方面一直

有着其他评价方式不可取代的优势，所以哪怕是在提倡新课

改的今天，依然有很大一部分老师把纸笔测验当做评价学生

的唯一手段。就化学这一学科来说，它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

的科学，考试成绩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掌

握程度，但却无法衡量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创新思维等科

学素养。因此，单一的评价手段是不能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

（四）评价主体单一

受传统教育思想的影响，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处于权威

的主体地位，在教学活动中学生的评价基本来自于老师，很

少有学生之间的相互评价、学生自评以及家长对子女的评

价。单一的教师评价导致对学生的评价面比较狭窄，停留在

对学生知识掌握程度的了解，学生不会自觉地进行反思，也

缺少学生之间的讨论和交流，以及父母子女之间对学习情况

的有效沟通。另一方面，教师观察学生的角度毕竟是局限的，

所以单一的评价主体无法做到公平客观。

三、改进教学评价的方法

（一）、评价用语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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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在教学评价过程中，所使用的教学用语要灵活多

样，根据具体情况运用得恰到好处，使得教学评价能够起到

激励引导的正面作用。比如，在表扬学生的时候，在对好的

方面进行肯定表扬之后，还应该及时提醒学生不能沉浸在已

取得的成绩里，还要再接再厉，不断学习。在批评学生时也

不能以为的指责，要深入了解学生，帮学生找到问题的根源，

引导鼓励学生去改正。另外，作为老师还需要从多方面去了

解学生本人的性格特征、家庭情况等等，以便在教学过程中

能更好更恰当的方法引导和教育学生。

（二）有针对性的进行评价

为了能够使教学评价发挥出它的作用，就需要教师在

教学评价中下足功夫。比如教师可以通过收集学生学习的准

确信息，对学生进行多方面的点评和引导，哪些方面值得发

扬，哪些方面还存在问题，针对存在的问题给出一些合理的

改进建议，使得这些所收集的信息能为学生的学习发展提供

充分的支持，使学生不盲目努力。另外，教师在表扬学生的

时候不能泛泛，学生本身很关心自己是否被关注和表扬，所

以在表扬学生的时候要说清楚范围、原由。还有一个关键点

就是教师的评价方法要和学生的学习目标匹配，学习目标是

多领域的，所以评价目标也是多领域的，适用于某些目标领

域的评价方法可能对检测另一领域目标的达成状况完全无

能为力。例如，在中学化学中无法用纸笔测验来检验学生的

口头表达能力和实验操作技能。因此教师要对学生的学习目

标和自己的评价方法有个精准的定位。

（三）评价方式多样化

传统的纸笔测验对考查学生知识与技能水平具有较好

的甄别作用，但却忽视了对学生学习中的的过程与方法、情

感态度与价值观等方面的考查评价。为此，新课程改革倡导

评价方式的多样化，尤其是在化学学习中，理论知识、操作

技能、探索精神都尤为重要，只有多种教学评价方式才能促

进学生在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等不

同维度方面的发展。除传统的评价方式——纸笔测验外，还

包括“学习档案袋评价”和“活动表现评价”。在“学习档

案评价”中学生既是整理者又使用者和评价者，学生从不同

的角度收集学习过程中参与学习、不断努力和取得进步等信

息并进行相关汇总，不仅方便学生对自己的学习进行评价，

也方便老师等其他评价者对学生进行评价。“活动表现评价”

是一种过程性的综合评价，用于初中生在化学实验探究、小

组合作学习、社会调查等活动方面的评价。

（四）评价主体多元化

针对传统教学中教学评价主体比较单一这一缺陷，新

课程改革理念提出教学评价要打破评价主体的单一化，实现

评价主体多元化转变，即打破由老师担任评价主体这一局

限，鼓励学生、同伴、家长和教师共同参与评价，实现评

价主体多元化，帮助学生在学生自我评价、同伴相互评价、

教师评价、家长评价中不断反思，不断进步。学生的自我评

价是对自身的性格特点、道德品质以及学习表现等方面的反

思，有利于帮助学生找到自己的闪光点和认清自己的劣势，

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制定一套适合自己的高效学习方法，提高

学生的自学能力和自控制意识。同伴之间的相互评价可以让

学生多去发现别人身上的闪光点，并互相学习、互相监督，

激励学生不断进取，使学生能够虚心听取他人意见，不仅让

学生学会相互合作还能让学生养成谦逊的学习态度。教师作

为教育者本身有着专业的知识，教师的言行在学生心目中很

有权威性和影响力。他们的认可、赞扬能使学生获得成就感，

增强学生学习的信心，并且教师可以在课上课下对学生进行

仔细观察，从而及时了解他们的学习状态和学习情况，并及

时进行积极的引导。父母的鼓励、赞赏等积极地评价同样能

够有助于学生认清自己的优缺点，制定合理的目标，并为之

不断努力，提高学习动机；而家长参与评价也有利于他们随

时了解关注子女的情况，积极引导子女，营造一种良好的家

庭氛围，让孩子健康成长。

四、结语

新课程改革理念能否有效实施关键点在于教师的课堂

教学，而合理有效的教学评价又是有效教学的关键，这就足

以说明教学评价在教学中的重要性。然而新课改背景下的教

学评价依然继承了传统教学评价的一些陈规陋习，在评价主

体、方法等方面还存在较多问题，这将不利于学生的发展和

进步，也不利于教师教学素质的提高和新课改的全面实施。

因此为了完善教学评价体系，广大学校和老师需要身体力

行，为之努力。用更宽更广的视野去看教学评价，不断进行

教学反思，不断完善自己，早日把教学理论合理运用到实践

中去，让学生受益，让自己受益。尤其是在中学生学习化学

的过程中，不仅要关注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更要注

重考查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科学态度、探究精神等，从而

做出合理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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