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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浅谈过程性评价在小学数学教学中的应用 
◆周伶俐 

（重庆市大渡口区育才小学） 

 
摘要：在小学数学学习课堂引入过程性评价，可以充分调动了学生的积

极性，改进和提高学生学习的方法与效率，学生的学习兴趣会有很大提

高,促使学习方法更加科学，学习效果提升明显，过程性评价可以更好地

促进学生数学学习素养的提高。为此，本文主要就过程性评价在小学数

学教学中的应用展开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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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过程性评价的特点 
（一）关注学习过程 
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会采取不同的学习方式，不同的学习方

式又会导致不同的学习结果，而现有的评价方法与评价工具，更
多地侧重于对表层式学习方式所产生的学习结果的评价与测量，
对于那些由深层式学习方式所导致的学习结果要么不予关注，要
么无法评量，从而形成一个评价的死角，这是导致学生采用表层
式或者成就式学习方式进行学习的一个重要因素，其结果是形成
一个“表层(成就)式学习方式--低层次学习结果--表层(成就)式
学习方式”的恶性循环。过程性评价却恰恰关注学生学习过程中
的学习方式，通过对学习方式的评价，将学生的学习方式引导到
深层式的方向上来，所以过程性评价很好地填补了上述的评价死
角。 

（二）重视非预期结果 
学生的学习过程是丰富多样的，不同的学生会有不同的学习

经历，从而产生不同的学习结果。传统的目标导向的学业评价，
将评价的目标框定在教育者认为重要的、十分有限的范围内，这
种做法使得很多有价值的教育目标被忽视，评价导向的积极作用
被削弱。过程性评价则将评价的视野投向学生的整个学习经验领
域，认为凡是有价值的学习结果都应当得到评价的肯定，而不管
这些学习结果是否在预定的目标范围内，其结果是，学生的学习
积极性大大提高，学习经验的丰富性大大增强，这正是现代教学
所期待的最终目标。应当指出的是，过程性评价也会对学习的结
果进行评价，与传统评价所不同的是，这里的结果是过程中的结
果，并且其评价标准不是预设的，而是目标游离和价值多元的，
比如，学生自己的一些非正式的学习活动，如与人谈话、浏览网
络、看电视或者阅读一些教师所列书单上没有的书籍等等，都可
能引发新的思考，这些新思考往往成为新思想、新发现的重要来
源。 

二、小学数学展开过程性评价需注意的问题 
对学生参与数学活动程度的评价，应从学生是否积极、主动

参与和有效参与等方面进行考察，考察时可采用活动纪录、探究
后的反思、感悟与总结等形式；对学生合作交流意识与能力的评
价，应从学生是否主动地与同学合作、是否认识到自己在集体中
的作用、是否愿意与同伴交流各自的想法；交流时表达是否清楚、

流畅、简洁；表达的思路是否清楚，条理是否分明，逻辑是否严
密；能否在小组间起到调节、组织的作用，维护小组成员之间的
相互信任，使全组同学进行有效的沟通； 

对学生数学思考与发展水平的评价主要是对数学思维过程
的评价，不仅要关注学生是否能积极主动地独立思考，更要关注
他们在学习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数学思维品质、思维能力、思维策
略和方法等。教师可以通过评价量表的观察记录、课堂提问、交
流讨论、作业分析、测验等方面了解学生思维的独立性、灵活性、
广阔性和创造性，以及思维的深刻性与批判性等思维品质，考察
学生是否有独立思考的习惯、提出问题的深度与解决问题中所表
现出来的抽象思维能力、形象思维能力、合情推理能力、演绎推
理能力与语言表达能力等各种思维能力水平。能否从不同的角度
观察、分析与提出问题，所提问题的深度如何；能否恰当应用各
种策略和方法解决问题或者自己独立探究出解决问题新的思路
与方法；能否用数学语言清楚地表达解决问题的过程，并尝试用
不同的方式（文字、符号、图表等）进行表达；能否对解决问题
的过程进行反思，对解决问题的方案进行质疑、调整和完善，获
得解决问题的经验；能否将问题及其结论作进一步的概括、推广
与发展； 

情感与态度作为非智力因素，直接诱导与决定着学生的学习
行为，所以对人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情感与态度的发展
以知识与技能为载体，而知识与技能的学习又必须以情感与态
度、数学思考、解决问题目标的实现为前提，所以，在教学中必
须关注学生数学学习中情感与态度的体验，可以通过实践活动或
解答具有真实情景的问题来考查，考查学生在解决问题时的自信
心、勤奋、刻苦、克服困难的毅力等良好的意志品质，以及对数
学的价值体验。 

对学生数学学习过程的评价，应注意多种评价形式相结合，
除了本文提到的采用课堂观察评价量表，课后访谈、作业分析、
操作、实践活动等多种形式应相结合。 

结语 
评价对于学生来说，意义是深远的，而对于老师来说，这样

的评价也是重要的。随着对学生评价改革的不断深入，我们对于
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越来越清晰，评价体系的改革任重道远，
对于我们一线的教师来说，我们应该成为评价制度改革的研究
者、主人翁，研究和开发课堂评价的有效模式，是我们每一位一
线教师应该担负的责任，做这样的一种探究者，这样的一种实践
者，是我们应尽的义务，我们期望，这样的示例研究能够为一线
数学教师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帮助，也能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实
证性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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