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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语文课堂教学发展性评价是顺应国家教育政策的导向和语文课程教学评价的趋势，对于学生掌握语文知

识、提高语文学习效率有重大意义，教师应在教学过程中及时引入教学评价系统，利用对该系统的综合

运用把控学生的课堂表现并提升语文学习效率。本文通过对当前语文课堂教学发展性评价的现状进行了

解研究，提出优化提升语文课堂教学评价有效性的发展策略，落实语文课堂有效性教学评价的具体作用，

利用对有效性评价的合理规范，全面提升语文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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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evaluation of Chinese classroom teaching is in line with the guidance of national 
education policy and the trend of Chinese curriculum teaching evaluation.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students to master Chinese knowledge and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Chinese learning. Teachers should 
introduce the teaching evaluation system in time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use the comprehensive use 
of the system to control the students’ classroom performance and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language 
learning. In this paper, through the understanding and research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devel-
opment of language classroom teaching evaluation,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optimizing and improv-
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language classroom teaching evaluation is put forward, the specific rol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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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uage classroom effective teaching evaluation is implemented, and the overall improvement of 
language teaching effect is achieved by using the reasonable norms of effective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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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语文课堂教学研究在教育领域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其重要性不仅体现在提升学生的语言能力

和文化素养上，更广泛地影响着社会的文明进步和文化传承。语文是学生学习其他学科的基础，课堂教

学研究通过优化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他们的创新思维和批判性思维能力，提升学生的

综合素养。通过教学反思和教学研究，教师可以不断改进自己的教学实践，提高教学效率，进而推动整

个教育行业的发展。语文教材中包含大量的文学作品和文化知识，通过课堂教学，学生不仅学习语言技

能，还能深入了解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培养文化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1]。语文课堂教学研究不仅关乎学

生个人的成长和未来，也对社会的文化传承、教育公平和文明进步具有深远的影响。课堂教学评价是以

教师的课堂教学行为为研究对象，依据一定的方法和标准对教学的过程和效果作出客观的衡量和价值判

断的过程[2]。语文课堂教学评价主要包括了教学的目标和内容、教学的过程与方法、教学效果、教学能

力等因素；可以看出语文课堂教学评价所包含的因素较多且复杂，所以语文课堂教学评价在长期以来，

一直被人们看作是语文教学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同时也是难题，很多语文工作者围绕此主题开展了长

期的研究探索，但由于评价主客体本身的复杂性，依然存在很多问题需要去继续研讨解决。 

2. 语文课堂教学发展性评价 

2.1. 语文课堂教学发展性评价的理论基础 

2.1.1. 多元智力理论 
长期以来，人们对于智力的理解仅限于智商理论和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这种传统的智力理论认

为智力是以语言能力和数理逻辑能力为核心的、以整合的方式存在的一种能力。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发展

心理学家加德纳(Howard Gardner)于20世纪90年代提出了多元智力理论(The Theory of Multiple Intelligences)。
加德纳认为人的智力由九种紧密关联但又相互独立的智力组成，它们是言语——语言智力、音乐——节奏

智力、逻辑——数理智力、视觉——空间智力、身体——动觉智力、自知——自省智力、交往——交流

智力等。这种智力理论显然比智商理论所认为的言语——语言智力和数理——逻辑智力更为广阔，更可

贵的是，加德纳给人们提供了一种多维地看待人的智力的视野和方法，加德纳认为随着研究的法定程序

可以增加和删减某些智力。多元智力理论的广阔性和开放性对于我们正确地、全面地认识学生具有很高

的借鉴价值。 

2.1.2. 建构主义的教育思想 
20 世纪后叶，建构主义的教学观盛行于西方。建构主义强调人的主体能动性，即要求学习者积极主

动地参与教学，在与客观教学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学习者自己积极地建构知识框架。著名教育家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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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认为，经验的中心应该是主体在有目的选择对象基础上的主观改造；皮亚杰的结构观和建构观也认为

人的知识是在知识范畴和感性材料结合的基础上建构的，“离开了主体的建构活动就不可能有知识的产

生”；维果茨基的“最近发展区”理论，其主旨在于学生的学习是在教师有效指导下逐步发展的过程；

美国教育家布鲁纳对其认识是，在旧知识结构之上建构新结构的理论基础之上力倡发现法学习。以上奠

基建构主义理论基石的先驱们给我们现时代教育教学有益的启示是：教学绝不是教师给学生灌输知识、

技能，而是学生通过驱动自己学习的动力机制积极主动地建构知识的过程，教师在语文教学中应该是引

导者、促进者和帮助者。 

2.1.3. 后现代主义思想 
后现代主义以其兼容并包的宽容态度和尊重个体主体性的宽广的胸怀给生活在这个世界中的每个人

开放了生命的空间。后现代主义注重过程的思想，目的与手段统一的观点均认为个体是在活动的过程中

得以不断的发展。后现代主义给我们课堂教学评价提供的新视野是：每个学习者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

教学不能以绝对统一的尺度去度量学生的学习水平和发展程度，要给学生的不同见解留有一定的空间。

因此，语文教学不仅要注重结果，更要注重过程。再从教学本体论的观点来看，活动是教学发生的基础。

基于师生共同活动之上的语文教学评价对学习者来说不仅是对现实状况的价值判断，其功能在于促进学

生充分发挥主体能动性，积极地参与教育教学活动的基础上，促进下一步教学活动的有效开展。 

2.2. 语文课堂教学发展性评价的概念界定 

语文课堂教学评价是对语文教学过程和成效进行全面、客观、科学的评估和判断，旨在提高语文课

堂教学的质量和效果[3]。首先，在语文课堂教学评价中，教师教学设计与组织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在评

价的过程中主要看教师在设计教案时主要想要达到的目标与效果是什么，最终的结果能否达到预期，对

于学习的主体学生来说，此教案的设计是否符合学生的实际以及需要；所设计的教学内容是否体现科学

性、系统性，能否在这个过程中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教学时长是否合理，是否充分利用了课

堂时间等。其次，评价还要关注学生的学习情况。这包括学生的听课态度、参与程度、学习动力等，以及

学生的学习成绩、学习进步等。通过观察和访谈等方式，评价人员可以了解学生的学习状态和学习效果，

从而对教学进行评估。最后，评价要对语文课堂教学的效果进行综合评估。综合评估就要从多个方面进

行，从教学效果和应试角度来看，主要关注学生学习成绩是否有所提高，从语文和学生关系出发，主要

看通过语文教师的独特设计，是否引发学生对语文科目的兴趣，从较大的方面来看，主要是学生的语文

素养是否有所提高等方面。 
发展性评价，顾名思义就是以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为目的的教学评价模式，评价主体呈现多元化趋

势，学生既是被评对象，也是评价参与者[4]；评价的标准不是千篇一律的，而是从学生实际出发，制定

符合学生情况的差异性标准；评价的方式除了量化评价，还有成长记录袋、行为观察等质性评价；评价

的内容不再局限于学生的学业成绩，还有学生的学习过程以及其他方面的发展。发展性评价是作为终结

性评价的对立面而提出来的一种新型评价方式，其根本理念就是通过评价来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和上进心，

帮助学生认识到自身的优点和长处，朝着自己擅长的领域方向发展；而不是一味地苛求学习成绩，打压

学生的兴趣和热情，让学生畸形发展。 

3. 语文教学实施发展性评价的开展现状 

语文教学实施发展性评价是针对于当前的教学评价现状而提出来的，有利于促进学生的语文学习发

展、教师的语文教学发展和语文课程的发展。首先，尽管新一轮课程改革实施以来，在教学评价方面提

出了全面、多元的评价方式，但总体而言还是拘泥于老旧的评价方式，并没有实质性地完成从以书本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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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到以学生为中心的转变。在教学古代诗词的时候，老师关注的主要是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情况，将

大量的时间用来帮助学生去识记语文文言文知识，并没有联系学生自身的生活经历和学习情况，引导学

生的语文思想、情感和审美，这就要求语文教师在进行学生的学习评价时，更多地考虑到学生这几个方

面的缺失，有效地促进学生的发展。其次，在信息技术时代的大背景下，语文教学理念和语文教学方式

是日益更新、层出不穷的，因此语文教师要学会用前瞻性的目光去进行教学评价，不断丰富自己的教学

经验，完善自己的教学方式。回忆性散文的教学，教师可以让学生说一下自己印象深刻的人，这样可以

使学生能更细致深入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在以后的写作中能淋漓尽致抒发自己的情思，建立作者与学

生之间的一种共鸣。这些都与发展性评价息息相关，可以说，只有在实施发展性评价的基础上，语文教

师才能更加全面地反思自己的教学，努力使初中语文教学真正帮助学生学有所得。最后，发展性评价

在初中语文教学中的应用有利于语文课程不断得到修正和完善。例如初中语文课程的教学应着重语言

和文学，在进行教学评价时，尽可能从语文的这一内涵出发，将发展性评价落到实处，以提升学生的综

合素养。 

4. 发展性评价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 

“要改进教育评价，要求全面落实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要求、更新教育评价观念、创新教育评价方

式”[5]是新课标提出的新要求。发展性评价就是语文教师要善于发现学生身上的潜在特质，帮助学生认

识自己、提高自己[6]。我们知道，教学评价是教学活动中的重要环节，所以将发展性评价和初中语文教

学结合起来，教学评价方式的改善不仅有助于学生自身的发展、语文教师的提升、语文课程的完善，而

且也推动了初中语文教学活动的进步。 
在语文教学中应用发展性评价，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首先是语文课堂教学，语文教师引导学

生在学习文本的过程中，创设一个寓教于乐的学习情境，使学生从自发走向自觉的语文学习，语文教师

要随时关注学生的学习过程。其次，语文教师要注意到学生的个体差异性。语文课程本身就包含育人功

能，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和不足的东西，要学会看到学生的闪光点，给予学生更客

观的评价。最后语文教师要多对学生激励性评价。教育艺术的本质在于呼唤、激励和鼓舞，初中语文课

堂教学评价应遵循激励性原则，对学生的随堂表现给予恰当和积极的评价，使学生获得成功的体验，激

发求学好问的热情。 
课后作业是对课堂教学的延伸，是学生掌握知识和能力的有效手段，所以作业批改是教学评价中必

不可少的步骤[7]。作业批改的主体和方式要力求多元化，内容和层次要全面，不仅要涉及学生对文本知

识的理解情况，还包括学生语文能力的发展、情感态度的熏陶和综合素质的培养[8]。教师在批改作业时

不能只注意学生写作的句式是否合理，更应该关注他们所写诗歌是否表达了真情实感，这样的作业才是

有效教学。 
考试其实也就是一般意义上的终结性评价，用来检查学生一段时间内的学业达到了什么程度，从而

来判断教学效果。初中语文教学中的考试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教师自己编制试题的非标准化测试，如

随堂检测、单元小测等；另一种是专家严格按照试卷编制要求编成的标准化测试，如期末考试、升学考

试等。不管是哪一种类型的考试，都只停留于分数的表层，并未发挥考试促进学生发展的功能。 
发展性评价在初中语文考试中的应用，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坚持通过评价促进教学的理念，

实现教学与评价的共同发展。考试评价的目的是更好地教学，那么在学习结束之后不能只看到学生的考

试成绩，对学习结果进行简单的评判，更应该指向语文教学的过程本身，将评价过程和学习过程相结合，

实现考试评价促进教学活动的目的。例如在编制试题时，要联系生活实际，设置一些让学生有感而发、

有话可写的题目，实现语文教学的实践性。二是为学生建立考试成长档案袋，进行动态性的评价。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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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生的语文考试，教师可以建立一个三年为期的成长记录，收集每一时段学生的考试成绩，通过时间

轴的比较，可以看出学生在初中三年语文学习的变化，也让学生对自身的发展有更加具体的了解。从课

堂教学、作业批改、考试评价这三个方面来把握有利于提高学生在语文学习中的兴趣，帮助学生形成良

好的人格品质和健康的心理状态，促进学生全面和谐发展。 

5. 语文课堂发展性教学评价的实践效果 

5.1. 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语文课堂发展性教学评价对学生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语文课堂教学评价有助于提高学生

的学习能力、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培养学生的情感态度和提升学生的社交能力[9]。语文课堂教学评价

从学生的课堂平时表现、学习成绩等方面来看他们的学习效果，从而直观地认识到自己的优缺点，并且

针对性地进行课后复习和提升，进而提高学习能力；学生在接受评价的过程中会不断思考和反思，提升

自己的思维能力，培养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这些评价方式，可以激发学生的情感共鸣，培

养学生的良好情感态度，如对文学、对美的追求、对社会问题的关注等；评价结果可以帮助学生了解自

己在合作中的优势和不足，并且促使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团队活动，提高自己的沟通、合作和领导能力。

可以看出，语文课堂教学评价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对学生的学习和成长意义深远。 

5.2. 有助于缓解学生的焦虑情绪 

语文课堂发展性教学评价对学生的情绪有重大的积极作用。由于学生个体存在的差异性是不可避免

的，在学习的过程中会有很多问题和挑战需要面对，例如思维理解的差异、学习效果的差距以及接受能

力的差距等。长期的学习过程中所遇到的这些问题会导致学生心态的变化，产生焦虑等负面情绪。而语

文课堂发展性教学评价的出现可以很好地缓解这一问题，专业教师在学习指导下会很好地理解学生在学

习过程中所遇到的困境，通过鼓励、激发方式去帮助学生减少焦虑，建立自信。老师对于学生积极的引

导是非常有必要的[8]，学生对老师也有其他人无可比拟的依赖和信任感，所以在发展性教学评价的指导

下，有利于教师帮助学生缓解焦虑情绪，在学习生活的过程中有一个平和稳定的心态，促进学生更好地

成长。 

5.3. 有利于搭建适宜的教学氛围 

语文课堂发展性教学评价对教师和学生来说是一个提供平等交流的机会，有利于搭建适宜的教学氛

围。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将注意力放在学生身上，关注学生的发展，将关注点放在学生身上之后会提升每

个学生的课堂参与感，使他们更积极主动地投入到学习当中，积极与老师进行互动，在这个过程中，教

师的教学会更加轻松愉快，学生的学习效率也会大大提升，老师和学生之间产生一种比较良性的互动，

建立起了较为理想的教学氛围，促进了教师教学效率的提高和学生学习效果的提升。 
语文课堂教学评价是一个综合性的过程，需要从多个角度对语文教学进行全面的评估。我们要在教

学过程中让发展性评价发挥它最大的功能，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学生、以发展的标准评价教学、以学生的

发展为目标，真正实现学生全面和谐发展的教育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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