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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课堂教学略谈——当堂评测 
◆刘敬哲  胡  萍 

（济宁市微山县夏镇一中西校  山东省济宁市  277600） 

 
摘要：“当堂评测”是指在一定的时间内完成测评的任务，主要对一堂课

所涉及的内容学习情况的一种评价和反馈方式，科学高效的完成当堂评

测，得到真实的课堂反馈，能为下一步的教学提供良好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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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的过度和“学”的失位，一直是教学的痼疾。解决教

学关系的失当问题，建构“学为中心”的教学观，重塑“以学为
本”的课堂生态，让“还学于生”成为当下课堂的显要标志，涉
及到怎样学、怎样教的问题。我们微山县教体局教学研究室经过
多年的教学实践、思考凝练，提出了基于核心素养的县域中小学
“小组合作、当堂评测”教学研究与实践。该教学研究，让小组、
自主、合作的学习成为课堂主要形态，通过“当堂评测”，既关
注效度达成，又打造教与学的激励循环。“小组合作、当堂评测”
的课堂教学范式，要求创造性地把“小组合作学习、当堂达标检
测及评价”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构成课堂易于操作，学生能够愉
快接受并轻松完成学习任务的学习方式。 

微山县教体局教研室推行“小组合作、当堂评测”的课堂教
学范式以来，我们就一直尽力在课堂教学中把 “当堂评测”这
一环节利用好。结合着我县教研室提出的“三六一”的课堂教学
的新理念，使我们对“当堂评测”这一环节的认识又提升了一个
新的高度。静下心来之后，梳理一下对当堂评测这一环节的探索
之路，还有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还有待进一步做好做实。 

当堂评测，就是让学生在课堂上通过一定时间和一定数量的
训练，巩固所学知识，及时了解自己本节课对知识的掌握情况，
衡量自己是否达到了本节课的学习目标和课堂要求。它一方面能
促使学生将刚刚理解的知识加以应用，在应用中加深对新知识的
理解。另一方面，能暴露学生对新知识应用上的不足之处。教学
过程中，师生的共同活动，必能获得一定成效，这些成效若得到
及时反馈，就能成为进一步调整教与学的新信息。对学生来说，
及时了解学习的结果，可以很快的获得矫正性信息，进一步调整
自己的学习，而教师对学生的学习进行及时的、恰当的评价，是
一种很重要的反馈形式，是推动学习，提高学习效果的有利因素。 

“当堂”是一个时间的问题，“检测”和“反馈”必须在课
堂中完成。所以根据所设计的检测内容合理安排时间，不可让检
测草草收场。当然，也不能为了保证检测能落实到位而安排过长
的时间，一般设计为 3 到 7 分钟之间。“评测”既然是评测，所
以就要求学生独立完成。它就是一次短小的考试，学生不能参考
书本、资料，更不能和其他同学商量讨论。这样，评测的结果会
客观、公正，它更能反映和暴露教学中的缺陷与不足，为今后编
写预习学案提供了科学的方法和完善的依据。 

“评测”可以通过反馈的形式来呈现：首先是对学生评测成
绩的反馈。评测完成后，教师出示参考答案。可以采取灵活多样
的批改方式进行批改。先做完的同学可以示意老师来批阅。如小
组内可以由组长批改本小组成员的或成员间交换批改，也可以小
组与小组间交换批改等。总之要用分数反馈出每位同学的学习成
果，没有及时反馈出分数的评测是不完整的评测。评测成绩由小
组长记录在小组评测情况登记表上，以便能对小组成员评测情况
进行横向和纵向的对比。其次是对错误原因的反馈。当堂评测的
过程中教师可以根据同学们答题的情况做一个初步的了解。出示
参考答案后，要让做错的学生明白错在何处，并当堂纠正，不能
仅仅止步于分数，学生错得不明不白的评测也是不完整的评测。
当堂评测还有另外一个功能，对预习学案中的疏漏作出反馈。老
师要根据学生的得分情况和错题原因作出思考，反思这些错因源
于“学案导学”或“小组合作”环节中哪里有不到位的地方，为
预习学案的编写又提供了经验。总之，“反馈”既让学生得到教
训、启示、收益，也让老师了解学情、总结经验、调整方法，以
期让不同层次的学生都有所收获实现评测，不用学生再占用课下
时间而做到“堂堂清”的目的。  

由此看来，“当堂评测”的课堂环节包含“当堂”、“评测”、
“反馈”，这三者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同时，它们又有着
各自的含义，需要在今后的教学中不断体验、不断创新。 

初始使用阶段经常出现的问题及对策： 
1.课堂环节没有进行完成就下课了或课堂有时间但不充足，

导致当堂评测没有时间来完成，而使当堂评测形同虚设。针对此
类问题，需要教师在备课时充分考虑到课堂教学的容量。该舍弃
的问题或环节及时去掉，留足当堂评测的时间，或者是根据课堂
时间预留出专门用作评测的时间，没有完成的课堂环节可以推到
下一节课进行。 

2.多样的批阅方式。教师巡视或批阅先完成同学的练习可以
起到及时了解学情的作用，并起到一定的督促作用，激励其他同
学快速完成。组长批阅或本组互批和组间互批能够起到锻炼学生
发现问题的能力，使每位同学都可以成长为“小老师”，做学习
的主人。 

3.登记分数。一般当堂评测的测试题目不多，以选择填空为
主，所以单独设计为一百分，每题的分值过大。可以采取百分的
减分制来登记分数，具体是每错一个空扣掉两分（符合考试题目
的分值）。也可以用十分制或等级制来计分。组长根据每次的评
测成绩及时记在评测测试登记表上，使每个同学能了解自己的学
习情况。 

4.独立完成评测测试。开始时学生在进行评测练习时习惯于
借助资料、课本或相互讨论，教师要讲清楚并要求组长带头做好
并监督小组成员来像考试一样独立思考完成测试。强调几次后学
生就可以养成良好的习惯。 

5.评测练习讲解。批改完成后，学生可以清楚的知道错误的
地方，首先自己思考错误的原因，怎样改正，哪个知识点没有掌
握牢靠。如果较难的问题可以请做对的同学给予展示解题思路。
当然，这个过程可以根据课堂时间灵活的安排在课下进行。切不
可以做完为目的而不顾及纠正错误，那样也失去了当堂评测的意
义。 

当堂评测环节是巩固基础，形成能力的主阵地。是建立在教
师精心设计训练题的基础上，要求教师每节课必须有一套高质
量，有一定难度的训练题。要求学生限时按时完成，像考试一样
真正认真，这样可以使考试常态化，并要求学生平时训练中一定
做到有错必改，这样才能真正达到训练应有的效果。     

总之，只要把握好了当堂评测，可以有效的提高课堂教学效
率，达到提高全体学生素质，全面提高课堂教学质量的目的。高
效的课堂是全体学生都实现学习目标的课堂，学生之间有差异，
实现目标的速度与程序不同，通过落实“学——测——评”，从
而实现教与学的协调平衡。认真实施当堂评测，及时回收反馈信
息，找到目标差，及时进行补偿教学，确保当堂完成教学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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