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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浅谈增值评价在教学中的应用及其思考 
◆谢树华 

（瑞安市塘下镇第一中学） 

 
摘要：科学的评价体系是促进学校发展的科学途径之一，增值性评价作

为一种新的发展性评价是未来学校评价管理的发展方向。本文从传统评

价方式的弊端入手，进而论述增值性评价的内涵、增值性评价的优势、
增值性评价的应用等，表达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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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项事业要取得持续性发展都离不开评价，教育更是如
此。我们不断尝试建立适合本校发展的教学评价模式，比如，我
们曾经构建起量化管理评价体系。试图将评价的诊断、甄别、指
导、激励等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但现实中的最大困惑仍然是如
何对大量数据进行处理和使用。不得不承认，在各种评价手段中，
数字是最有说服力的工具，但它又是一把双刃剑，需要小心使用。
因为需要小心，很多数据就成为了自生自灭的产物。 

在这样欲爱不能，欲罢不舍的困境中，我们欣喜地走入增值
评价的世界。在运用增值评价的过程中，我们深切地感受到它对
学校管理工作的积极推进作用。 

那么，何为增值评价？ 
增值评价是评价学生进步程度和学校努力程度的一款发展

性评价工具。通过关注学生一段时间内在原有基础上的进步程度
来衡量学校的努力程度，从而科学、公正的评价学校、教师的努
力程度，即教育效能的高低。 

为何引入增值评价？ 
长期以来，学校评价往往以升学率为标准?并以此作为衡量

学校教育质量和奖惩教师的唯一标准。评价中只重视目标达成度
的终结性评价，缺乏对投入与产出的效益比较；只考虑了学校“产
出”差距而不考虑学校在生源质量、教育经费、学校办学条件、
学校师资水平等方面的“投入”差距。这种评价导致学校走上以
片面追求升学率为目标、以抢夺优质生源为工作重点、以换取资
源倾斜投入为动力的非均衡发展道路。 

引入增值评价，就会产生以下几点效果：一是抛开历史看现
在，重新评价一个人。评价校长、教师或学生，都不看你的历史
如何，就看现在，看现在的进步度。二是增强成功动力，鼓励一
个人。这种评价，能够促进评价者努力的动机。不是从历史看人，
给人以历史的定位和评价。不管你过去如何，现在你只要付出努
力，都可以成为一个优秀者。 三是促进公平竞争，客观评价一
个人。这种评价，把评价者放到同一起跑线上，无论你过去的底
子多么不好，或多么强，评价时是与过去相比，评价你的动态进
步幅度。过去高，起点也高，过去可能不好，起点也是低。这样
评价就处于一种相对合理的层面上。 

如何实施增值评价？ 
在此笔者认为应注意以下几点：  
一、根据学校的生源质量、学生入学成绩、行为表现、生活

背景等得出一个输入值。在使用增值评价时，要注意只能在有相
同的标准之间进行比较，否则学生学业考试就不能准确衡量教师
的教学是否有效，是否取得了令人满意 的效果。  

二、经过一定时期的教学后，进行学业测试和多元评价，即
不仅关注学生的每个学科的考试成绩，还要关注学生某一学科的
不同方面如听、说、读、写、算、译等的成绩;不仅关注学科课
程和显性课程的评价，还要关注其它方面如思想道德、交往能力、
活动参与能 力等方面的评价，通过对教育结果进行整体评价，
得出一个输出值。  

三、使用统计方法得出输出值与输入值之间的差额，同时介
入直接观察法等以修正增值评价法。特别是要考虑课堂互动和师
生关系等因素。因为，有效教学可以生成对话和高度互动的氛围， 
能让全体学生参与课堂教学，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师生关系不
佳，学生对教师有抵触情绪抑或矛盾，则说明教师在发展学 生
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等方面存在问题，或说明了教师是通过题
海战术、角色霸权等达到相应教学质量的。只有课堂互动性强，

学生对教师充满尊重和爱戴，师生关系融洽，而且教学质量高，
学生知识技能、情感态度价值观都得到很好的发展，这样的教师
才会有真正的有效教学。  

四、通过选取由不同教师施教的学生个体成绩或 班级平均
成绩进行比较来评价教师教学的有效性，确定教师相对有效的教
学。去除班级和学校之间学生数量上的差距，更易于教师之间有
效教学在统计学意义上的比较。比如选取班级平均成绩为样本，
某校初一 A 班和初一 B 班的语文入学平均成绩(输入)分别为 
86.4 分和 87.2 分， 标准差分别为 5.1 和 5.5， 由教师甲和乙
各自同时对 A 班和 B 班教学一年后，A 班和 B 班语文期末考
试平均成绩 (输出) 分别为 93.2 分和 90.8 分，标准差分别为 
4.5 和 4.7。则 A 班的增值为 6.8 大于 B 班的增值 3.6，说明
教师甲的教学有效性高于教师乙，同时从标准差可以看出 B 班的
两极分化程度一直高于 A 班，B 班的教师乙必须反思自己的教
学，提升教学的有效性，并确保全体学生共同进步。  

五、我们不是仅基于学年末的考试成绩比较教师的教学质
量，而是应该连续性的定期或不定期的使用增值评价法，建立教
师成长档案袋，持续记录教学的增值效果，衡量教师的教学有效
性是否一直在发展。如果发展了，就要深入剖析他或她是通过哪
些措施、途径得以发展的，从而促使教师时刻认清自己的教学，
提高教学水平，实现不断持续精进的有效教学。 

综上所述，增值评价是一种以师生为主体的，关注师生的原
有基础水平以及阶段教学活动变化，同时兼顾知识、技能、能力
和态度的评价方式。这种评价方法一方面能很好地揭示学校教学
质量的本质特征，另一方面以学生的学业成长和进步来评判教师
的“教”，学生的每一点进步都是教师辛勤劳动的结果，能让教
师从中找到成就感、体会自我的价值。同时，注重学生的起始水
平，以取得的进步而不是标准化的分数来评判学生，这对于当前
学校管理来说无疑是一剂“强心针”，能激发他们更加积极地参
与教学活动，自主学习，为实现个体的更好发展而更加努力。现
行的教学评价相比，可以说，增值评价是一种更为科学的评价方
法，是学校优化教学质量评价、提升教学评价实效性的新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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