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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劳动技能评价体系研究
程晓霞　任　威

辽宁省本溪市明山区东胜小学　辽宁本溪　117000

摘　要：探索学科育人评价方式的校本改革，包括建构“乐”课堂评价量表，对课堂教学进行导向，描绘理想课堂样态。开

展课堂观察实证研究，让课堂评价从感性走向理性，从定性走向定量。展开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改革，使学业质量评价游戏化，

使评价更具活力；德育评价生活化，使德育获得生活源泉；美育评价展示化，发掘美的育人力量；体育评价赛事化，让体育

动感起来；劳动教育评价情境化，促进学生劳动情感、技能和素养发展；评价结果数字化，使评价结果快速反馈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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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3 月 20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全
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强调要把劳动教育
纳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加快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
体系。2020 年 10 月 13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深化新
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针对当前教育评价“唯分数、
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提出了

“坚持科学有效，改进结果评价，强化过程评价，探索增值评
价，健全综合评价”的教育评价改革思路。

一、劳动技能评价现状与问题
（一）劳动评价“重技能、轻素养”。
很多时候，学校劳动教育评价内容注重劳动技能与知识

的积累，忽视劳动观念、情感等整体性关注。而劳动技能并
不能等同于劳动素养，学生是否形成正确的劳动价值观，是
否提升了劳动综合素养，并在劳动中形成健全人格与良好道
德品质，是新时代劳动教育的价值追求和劳动评价的重点
所在。

（二）劳动评价“重结果、轻过程”。
在劳动教育活动中，更多是关注静态的总结性评价，使

用劳动成果来评价劳动教育的成效，这种评价方式将劳动教
育评价过程和结果进行了割裂。使用结果来对劳动教育成效
进行评价，忽视了学生在劳动过程中的学习状况，不能全面
地考查学生在劳动教育中的真实成长，难以激发学生的劳动
热情。

二、劳动技能评价改革的实践路径
（一）改进功利主义的结果评价
传统的劳动教育评价以结果为导向，劳动教育在实施过

程中成为德育或政治运动的工具，陷入功利主义的“泥潭”。
劳动教育评价作为对劳动教育效能的价值判断，必须以相应
的“结果”为标准衡量。但是，过于强调结果导向，如强调
学生学到了多少劳动知识、学会了什么劳动技能，劳动教育
就不可避免地走向异端。改进结果评价不是对其全面否定，
而是一个“扬弃”的过程，取其精华，去其槽粕，在充分发
挥结果评价科学化、标准化、利于甄别和选拔优势的同时，
在评价思想、评价方式、评价内容等方面进行改进。在评价
思想上，要摒弃“一考定终身”的思想，树立多元评价、多
维度评价、全过程评价等现代评价观念。在评价方式上，借
助“互联网＋”背景下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运用数据分析
和定性描述等方法，如实记录学生在劳动过程中的表现，综
合运用各种评价方式关注学生劳动素养的培育和提升。在评
价内容上，既关注最终考核结果，也考察不同场景中的日常
劳动表现、劳动精神等内容，将志愿服务、第二课堂纳入考
核内容。在评价结果运用上，建立劳动教育通报奖惩制度，

推动将学段劳动教育综合评价结果作为学生评优奖先、升学
就业的重要参考，充分发挥评价结果的激励作用。

（二）强化诊断与改进的过程评价
侧重于甄别与选拔的结果取向的教育评价不可避免地忽

视人的劳动过程和亲身体验。作为对结果评价的补充，过程
评价强调以动态的视角关注被评价对象。强化过程性的劳动
教育评价，其一，在劳动教育过程中，特别是学校劳动教育
中，要加强劳动教育实施的过程监控，作为调整、诊断和改
进劳动教育效果的一种手段。其二，要建立多主体参与、关
注全周期的评价制度。重视学生在劳动过程中的表现，将学
生在劳动中体现出来的劳动精神、劳动价值观、劳动知识与
技能、团结合作精神等作为评价的内容和依据，选择有代表
性的写实记录，纳入学生综合素质档案、成长档案，作为学
生考核的重要参考。从而将过程评价与结果评价相结合，弥
补结果评价的不足和缺陷。

（三）探索基于劳动素养提升的增值评价
增值评价是当前教育评价领域新兴的研究热点和发展趋

势，所谓增值评价指教育评价要关注受评价者自身的发展及
各方面素质的历时性变化，淡化横向比较，不以学生考试成
绩为评价标准，而是对比学生通过教育自身素质的发展和进
步。“劳动教育是一种有计划、有目的地激发人的主体意识，
促使受教育者完成自我生成和自我实现的创造性实践活动。”
作为一种生成性和实践性的教育活动，劳动教育在引导学生
接触社会、认识世界的过程中，统整经验世界与理念世界、
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知识本位与能力本位，其核心价值应
是劳动素养的培育和提升。教育部颁布的《大中小学劳动教
育指导纲要（试行）》指出：“准确把握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
班人的劳动精神面貌、劳动价值取向和劳动技能水平的培养
要求，全面提高学生劳动素养。”劳动素养包括劳动观念、劳
动能力、劳动精神、劳动习惯和劳动品质等内容。建立基于
劳动素养提升的增值评价，其价值旨归在于淡化强调甄别选
择的横向比较，强调劳动者自身的纵向成长与发展。

三、结语
劳动技能评价是劳动教育的风向标和压舱石。破解劳动

教育评价困境，指向素养目标，优化评价内容，巧用评价方
式，全面构建发达地区小学生劳动素养的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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