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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今世界，要看一个国家的实力，不能不考察其教育；要看其教育，不能不从基础教育看起。因为基础教育之“基础”，是国民教

育的基础，是人才培养的基础，也是国家竞争力的基础。基础教育改革也如春风徐徐，吹绿大江南北，落根城市乡村。在课改实验中，大家

重视 多的是，基础教育课堂教学策略与方法的研究，主要即教法与学法的研究。对课堂教学评价有研究，但研究角度不同，研究数量也不

多。在平时的常态课与公开课中，据我个人有局限性的观察，教师对教学评价重视不够，或教学评价方法比较单一， 严重的问题表现在教

学评价成为教师教学认为应该完成的教学环节之一，而不是该课堂真实需要的教学评价，即教学评价缺乏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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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课题提出的背景 
人常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自古以来，我们对这句话理解 深

的恐怕是，种什么，收什么。你做了什么事，就得到什么样的结果。 自
己付出多少努力，就会收获多少成果。一般都把种瓜人与得瓜人，种豆

人与得豆人，看成以致的事物主体。那么，为什么，不可以是自己种瓜，

别人得瓜，自己种豆，别人得豆呢？也许，有人认为，这怎么可能，怎
么做到？我说，可以！课堂上，我们老师完全可以成为那个种瓜、种豆

人，学生完全可以成为那个得瓜得豆人。也就是说，教师评价学生的方

法得当，将塑造学生成“瓜”，教师评价学生的方法不当，将种学生之“瓜”
收之为豆。经营者实施激励 犯忌的，莫过于他评价或奖励的初衷与评

价或奖励的结果存在很大差距，甚至背道而驰。教学不也如此？ 

综上，针对基础教育改革中教师对教育教学评价重视不够，或评价
失之有效及当代学生心里脆弱等现实问题，我们提出“小学德育多元教

学评价方式研究”。 

2 研究意义： 
2.1 让老师和学生真正跳出“应试教育”的圈子，冲破考试的“围

城”，还学生一个广阔的学习空间。 

2.2 促进教师的专业化成长。通过开展教学评价的试验，教师既是
教学评价的实践者，又是教学评价的研究者。实验过程使教师研究和整

合教材的能力、收集和分析有关教学信息的能力、反思和改善教学行为

的能力得到发展，为打造出一支优秀的英语教师队伍提供有力的保障。 
2.3 评价改革 大的受益者是学生。在教学评价改革的大环境下，

学生的自尊心得到了尊重，学习的积极性得到了保护，通过参与评价学

会了反思自我、评价他人，不断改进自己的学习方式，促进了学生整体
素质的提升，对于学习基础薄弱的学生而言尤为重要，他们可以从中获

得成就感，从而增强学习的自信心。 

3 本课题的研究目标、研究内容    
3.1 研究目标：   
3.1.1 以德育《课程标准》为依据，立足学校、教师和学生实际细

化课标的三维教学目标以及测试评价目标；  
3.1.2 制定德育学科测试框架；  
3.1.3 学生综合学业评价的操作实践（知识技能、理解概念、运用

规则、解决问题）。 
3.2 研究内容 

为了更科学合理地对学生的德育课成绩进行评价，激发学生学习德

育课的积极性， 使德育课教学的实效性得以充分的体现，本课题组拟对
小学德育课多元化评价模式做以下几方面的研究与尝试。 

3.2.1 改变传统的评价方式，寻求拓宽评价方式的切入点，探索适

应学生综合素质发展的学科活动评价规律；本课题以班级为单位进行问
卷调查及讨论，了解学生乐于接受的评价方式，确定评价的模式。 

3.2.2 科学把握学生的具体情况，确定评价内容的范畴， 求对德育

课学生的评价内容趋于多元化，从诸多方面考查学生的综合能力。 
3.2.3 探索与课改理念相适应的多元评价方式； 

3.2.4 通过该课题的研究，探索扩大评价主体多元化的途径。多元

化的途径包括课堂活动、实践活动、校内、校外等。课堂上包括学生的

学习状态、作业、是否积极参与课堂活动等等。实践包括：学校组织的

活动、社会活动，家庭活动，校内校外的共建活动等。 
3.2.5 根据我校学生的现状，制定小学德育课教学评价的细则。根

据调查情况，制定德育课评价的细则，设计出评价表。根据评价表的量

化标准对学生进行评价。 
3.2.6 制定小学德育课教学评价的实施方法，结合德育课课改，探

索德育课评价模式， 增强德育课的实效性。建立监督机制，以小组为单

位，成立自评互评小组，每月进行评价，并互相监督。教师对学生的评
价从态度上、作业上进行评价。任课教师、其他非德育课教师反馈学生

的实践活动，并进行评价。校外共建活动由共建的另一方对学生进行评

价，学生与共建方相互监督。 
4 课题研究步骤 
4.1 2017 年 3 月—2017 年 5 月为课题的准备阶段 

认真学习新课程标准，了解国内外相关课题动态，客观分析小学德
育教学评价研究的得失，广泛征求意见，讨论并制订完善的课题方案，

做好课题开题准备工作，开展开题论证工作。 

4.2 2017 年 6 月－2019 年 9 月为课题的实验研究阶段 
制订阶段实施计划，组织教师有重点地进行行动研究，形成中期成

果资料积累。深入展开课题研究，探索有效的学习评价方法，课题组成

员不定期地反馈交流研究的进展情况。 
4.3 2019 年 10 月－2019 年 12 月为课题的总结阶段 

全面总结课题研究工作，撰写研究报告，完成结题鉴定，进行成果

展示。总结出三到小学德育学习评价方法，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评价策
略，探索较为简便可行的小学德育学习多元评价方案。 

5 创新之处 
课题将从教育实践的角度分析，面向全体学生，促进全体学生的发

展，其着力点在于面向每一个有差异的学生个体，也就是说，如果不针

对不同学生的差异进行教学，也就谈不上多元化的教学评价对促进学生

个体发展的有效作用。课题主要研究课堂教学教师各种评价手段的运用
频率，运用时段，运用策略，及其三者对教学效果和学生个体非智力因

素所产生的积极作用及消极作用。 

关于教学评价的手段，国内外已经研究有很多。但是国内大多研究
留与评价形式的研究，注重评价手段的显性效果。本课题将通过真实的

课堂观察和亲历，着重科学数据的实证采集与分析，对课堂评价的时效

性进行研究，重视赏识评价对教学效果的促进作用，注重课堂教学评价
带来的隐形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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