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Education 教育进展, 2024, 14(11), 121-126 
Published Online November 2024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112030  

文章引用: 周啟胜. 测试发展视角下能力目标在英语评价中的作用[J]. 教育进展, 2024, 14(11): 121-126. 
DOI: 10.12677/ae.2024.14112030 

 
 

测试发展视角下能力目标在英语评价中的作用 

周啟胜 

重庆三峡学院外国语学院，重庆 
 
收稿日期：2024年9月30日；录用日期：2024年10月25日；发布日期：2024年11月1日 

 
 

 
摘  要 

评价的改革是英语课程改革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本文从语言测试的发展过程入手，主要探讨了国际测试

理论和语言学习理论对我国中学英语评价发展趋势的影响，特别是从关注语言知识转向评价语言能力的

转变，以及能力目标在这一过程中的重要性。结果表明，能力目标在英语评价中具有核心作用，并指出

从单纯的语言知识考查转向全面的语言能力评价是我国英语教学评价的重要趋势。这对于完善我国中学

英语课程评价标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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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form of evalu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English curriculum reform. This paper begins 
with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language testing, and mainly discusses the influence of interna-
tional testing theory and language learning theory on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Chinese middle 
school English assessment, especially the shift from focusing on language knowledge to evaluating 
language ability, and the importance of competence objectives in this proces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mpetence objective plays a central role in English assessment, and it is pointed out that it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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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mportant trend of English teaching assessment in China to shift from simple language knowledge 
examination to comprehensive language ability assessment.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perfect the 
evaluation standard system of Chinese middle school English curricu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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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8 年，教育部颁布了《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2017 年版)》，引发了新一轮关于英语教育和教学

领域的研究和改革热潮。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广大教师逐渐对新课程标准的含义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

新一轮英语新课改的目的、核心理念是否能够有效地实施，或教师有没有按照课标来进行教学，其关键在

于以标准为基础。本文将从语言测试的发展出发，探讨语言知识和语言能力之间的相互转化关系，在此基

础上，结合国内外英语教学评价的相关标准，探讨我国英语评价标准的研制重点解释评价的标准所在。 

2. 语言测试理论对我国英语测试的影响 

Brindley (1994)、Bachman & Palmer (1996)等人，在语言测试的演进历程可以追溯至早期的科学测试

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通过对语言技能进行量化和标准化的尝试。随后，随着技术的进步和教育需求的

增长，分析法测试开始崭露头角，它通过考察学生在特定任务中使用语言的能力来评估其语言运用水平

[1]。进入 20 世纪后，综合法测试逐渐成为主流，它将多种测试方法结合起来，以更全面地评价学习者的

语言能力。而交际法测试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它强调语言实际应用中的交流技巧和互动能力，模

拟真实的语言使用情境。这些不同的测试阶段不仅各自丰富了英语测试的内涵，而且相互影响、相互促

进，共同推动了英语教学评估体系的不断完善与发展[2]。 
(一) 前科学测试阶段 
Long & Norris (2000)认为，在前科学测试阶段，由于缺乏系统化的语言测试理论的指导，主要采用

历史语言学的分析方法。这种方法在英语教学和考试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因而呈现出浓厚的翻译性和

文学性特点[3]。语法翻译作为一种古老且最早传入中国的语言现象，对外语教学及测试产生了深远的影

响。尽管这一方式饱受争议，目前在全国的中考、高考试题中都很少见到纯粹的翻译题，但从语言对比

的角度来看，它的确有助于了解一门语言的结构特征，因此，语法翻译法的教学和测试方式在课堂教学

中，在阶段性成绩测试(achievement tests)中也得到了广泛的运用。 
(二) 分析法测试阶段 
陈丽(2021)认为，分析法测试阶段的起源可以追溯至二十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该

阶段的提出是基于对语言体系的深入分析和研究，其核心目的在于评估学生在语言知识与能力方面的掌

握水平。多项选择题模式作为英语教学及考试体系中的一个显著特征，它着重于语言测试方法的规范化

和客观性[4]。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即 70 年代后期，将多项选择题引入英语科目的试卷设计之中，不仅

极大地推动了考试形式的创新，而且对提升考试的标准化、公平性及有效性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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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综合法测试阶段 
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末期，转换生成语法(generative grammar)的研究开始显现其学术主导地位，并且伴

随着这一趋势，综合法测试的方法也逐渐成熟并被广泛采纳。这种方法通过将语法规则与数据分析相结

合，为理解语言结构提供了一个更为精确和系统的视角。该方法以评估语言的心理能力为基础，强调在

同一议题上对学习者语言知识与技能进行全面考察。例如，完形填空和听写等题目，旨在同时检测词汇、

语法、篇章理解及拼读能力。韩宝成(2003)认为，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我国初中阶段的英语考试经历了

从定性评估向定量评估的转变，从经验性评价转向结合科学性与规范性的综合评价体系。这一过程不仅

促进了考试方式和内容的规范化，而且也推动了其向统一标准的稳定发展[5]。 
(四) 交际法测试阶段 
在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期间，随着以功能主义为基础的语言学理论以及交际法的兴起，加之社

会语言学的最新进展，语言测试理论遭遇了显著的挑战。这些发展逐渐将交际语言能力的构建确立为了

许多第二语言学习及评估的标准。这一转变标志着语言能力研究领域向更加重视实际交际功能的方向发

展。与之相比，在交际理论中，语言的交际性(如是否能够理解语言行为，语境的具体情况等)较其本身的

正确性更为重要，它更注重测试任务是否符合学生的真实生活需求。尽管使用交际方法设计的试题也将

语言能力分为听、说、读、写等几个方面，但是，它最根本的特征就是以任务为中心，着重于话语(discourse)
这个层面，要求考生更多地关注上下文和语用特性。就拿英语科目来说，近十年来，它的题型也发生了

很大的变化，“考试的侧重点逐步从基本的语言知识向语言应用能力的转变，从词汇、单句层面的题目

逐步转向篇章层面的题目，越来越注重所给语言材料和被测任务的真实性，考查内容更加全面”。 

3. 从语言知识的考查到对语言能力的评价 

这些四个阶段的考试理论与实践的演进，不仅体现了学术界对语言的本质与功能的深入探讨和反思，

也映射出对语言教学成效的持续思考与辩论。同时，它们揭示了对外语课程目标的深刻剖析和前瞻思考。

改革开放后，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对国民的外语水平提出了更高的需求，这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学英语

教育的快速发展，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对教育评价方法的重视和反思。 
本文通过对多年来英语教学大纲、课程标准及其他课程文件对评估问题的表述与解读作了文字的剖

析，以下只举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课程资料，来证明英语教学评估的演变是一个不断深化的、不断调整的

过程。 
在 1986 年，我国颁布了《全日制中学英语教学大纲》，并在其“教学方法”部分中首次引入了“测

试方法”这一章节，从而促使英语测试领域的科学本质和研究得到了日益增加的关注。紧随其后，1992
年发布的《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英语教学大纲(试用版)》进一步将“考试、考查”纳入独立章节，

并分别在“教学目的”与“教学要求”章节中予以阐述。从所描述的内容分析可知，所谓“考试、考查”

已不仅限于“测试”，更涵盖了“讲评”，并且强调了其在学习诊断中的功能。进入 2000 年，《九年义

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英语教学大纲(试用修订版)》和《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英语教学大纲(试验修订版)》
将“考试、考查”转变为“教学评价”，在此基础上特别强调结合“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的原

则。这种由单纯的“考查”向“评价”学生综合语言能力的转变，标志着外语教学与教学理念上的一次重

大突破[6]。尤其是在 2001 年及 2003 年推出的《全日制义务教育普通高级中学英语课程标准(实验稿)》
以及《普通高级中学英语课程标准(实验)》等文件，更加注重以多元化和多样化的方式来培养学生的综合

语言应用能力。 
但是，通过大量的教学例子及试题分析，发现课程目标和评估意见并未充分反映。这主要是因为，

在文本分析的视角下，课程标准中缺少较为“具体、具体的语言行为目标”，在设计阶段性学业测验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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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时，不可避免地会受出题者的主观经历以及语言知识结构的制约，“通常并不是以大纲[课程标准]中对

各种语言能力的说明为基础”。在我国的教育体系中，考试对于教育目标的影响是显著的：若不能体现

课程标准的多样化与多元化评价理念，则无法在教学思想上取得实质性的进步。正如先前所述，“具体、

详细的语言行为目标”构成了评估学生整体语言应用能力的关键标准。因此，这些目标使得对学生整体

语言运用能力的评价得以落实，本文进一步将之概括为“能力目标”。 

4. 对能力目标的理解与应用 

(一) 能力目标的概念 
李琳(2021)在探讨能力目标概念的界定时，首先必须明晰知识、能力与运用能力之间的内在联系。经

过多年对英语教学的研究和实践，我们逐渐形成了一个共识：所谓的“知识”并非直接等同于“能力”

[7]。此外，学生们所表现出的运用知识的能力存在显著差异，这一点也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重要议题。这

是因为尽管语音、语法、词汇和句型等知识都是在教室里进行的，但是学生的能力需要通过(一般是在教

师的指导下进行的)实践活动才能实现，从而独立地掌握，并在适当的交流活动中得到体现。也只有学生

所展示的能力能够被衡量与分析。因此，当前问题的核心并不是关于如何对语言知识进行分析和分类，

而是由于大多数教师对于各年级所设定的知识目标都已具备充分的了解。关键问题出现在对学生应当展

现的应用能力进行深入分析与分类上。在缺乏具体的评估目标的情形下，标准化教育过程难以被实现；

唯有建立在标准化基础上，科学评估方可得以实施。这一点意味着教育工作者可能无法精确把握学生的

语言技能水平以及他们在教学进程中所处的具体成长阶段，导致他们丧失了制定恰当教学策略的基础。

因此，所谓的能力目标便涉及对学生应展现出的能力进行预先设定、深入分析以及分类处理，旨在让教

师清楚地理解“学生能够达到何种水平”，让学生明晰“自己能做什么”，并且使得出题者明白“考生可

以做什么”。以下是几个具体的能力目标的例子： 
1) 语言表达能力(Communicative Competence)。这项能力目标关注学生在真实情境中使用语言进行有

效沟通的能力。例如，学生需要能够在不同社交或专业情境下，得体地表达自己的意见、情感或要求。

比如，在一场讨论中，学生不仅需要使用正确的语法和词汇，还要能够根据对话的内容和语境灵活调整

语气、用词和表达方式，以确保信息的清晰传达和礼貌表达。 
2) 语言理解能力(Comprehension Competence)。这一目标涉及学生能够准确理解口语和书面语材料的

能力。例如，学生能够听懂复杂的演讲或阅读学术文章，并抓住其中的主要信息、细节和隐含意义。举

个例子，学生能够听取关于环境问题的新闻报道，并总结出其中的关键观点和论据，或在阅读一篇科学

文章时，能够区分出作者的观点与支持这些观点的证据。 
3) 语言批判性思维能力(Critical Thinking Competence)。语言批判性思维能力要求学生不仅能理解语

言信息，还要能够对所接收的信息进行分析、评估和批判性反思。例如，在阅读一篇议论文时，学生不

仅要理解作者的论点，还要能够判断论据的合理性，识别论证中的逻辑漏洞，甚至形成自己的见解并通

过论述进行回应。 
(二) 能力目标的特点 
刘庆思(2008)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我们在国际二语(双语)教学与评估方面投入了大量的时间进行

深入的研究与实践。《ILR 语言水平等级量表》《美国外语教学理事会语言水平指导》《欧洲语言教学与

评估共同参考框架》，美国《迎接 21 世纪外语学习标准》《加拿大语言测试等级标准 2000》，这些都是

二语学习的标准[8]。在二语教学规范与评估标准中，能力目标的释义与表述方式各有不同，比如 indicators, 
descriptors, progress indicators, performance descriptors 等，其翻译方式也各不相同，有“指标”“描述符”，

“进步指标”，“能力指标”等等，但它们的含义却是一样的：都是对学生的语言能力进行特定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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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将各项指标进行分析，得出了以下几个明显的特征。 
1) 经常运用“能……”等表述，凸显了在沟通中语言的实用性。例如：在讨论一些普遍问题时，能

够进行简单而清晰的讨论，确保每个人都能理解。 
2) 所使用的词汇多为肯定和肯定，如“能……”，而非“不能……”。这其实也对学生的心理产生

了正面的影响。评估的起点应放在对学生的理解上，并使学生明白自己学到了什么，而不是什么没学会。

以《美国外语教学理事会语言水平指导》来说，这本书对低段初级学生的阅读能力作了如下说明：有时

能够识别个别单词或短语，同时有足够的情景支持。虽然这段描述可能暗示学生的阅读技能还不够成熟，

但这种正面的评价实际上有助于他们对自己的学习成果有一个明确的理解。 
3) 通过综合运用听、说、读和写四项语言能力，我们能够更加有机地提升语言技能。这是世界上所

有语言评估的共识。语言能力是一种语言能力的表达方式，它必须通过听说读写等方式得到体现，才能

被科学地衡量与分析。 
4) 倾向于与已决定的主题领域或情景领域组合在一起。美国《迎接 21 世纪外语学习标准》将语言

交流分为三个不同的情景领域，即生活领域、学校领域和工作领域，并将其进一步细分为不同的领域。

这和我们国家的《英语大纲》大致相同，只是划分得比较细致，共分为 24 个主题领域，而每一个主题领

域又包含多个次主题。 
5) 努力对一种语言能力所应具备的行为特征进行综合概括描述，并在此基础上保留对其进行动态、

开放的描述，使之符合评估对象的特点。美国的《迎接 21 世纪外语学习标准》清楚地规定，它的标准应

该与各州及其地方的框架和准则相结合，以便为每个校区和学校的学生制定最佳的教学方法，并提出了

合理的要求，因此，美国大多数州都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了自己的外语教学规范。《欧洲语言教

学与评估共同参考框架》还清楚地表明，它的架构必须是全面的、透明的和一致的，而且是开放的、有

活力的和不拘泥于教条的；运用时不能机械地套用，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分析。 
通过深入分析这些特点，我们能够洞察到交际语言测试理论在其中扮演的关键角色。这不仅为我们

构建一个基于科学和有效性的英语教学评估体系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而且还启发了我们在教学实践中不

断追求更高标准。《英语课程标准》将听力、口语、阅读和写作四大能力划分为基本类别，并采用“能……”

等句型划分，这一点与前面所列举的各项标准类似。王丽(2022)在把课程标准转化为评价准则之后，对等

级的技术要求就有了更多的细化，即要将其提炼成符合特定主题领域的、能够反映语言交流特点的正面、

积极、动态开放的能力目标[9]。课程标准实际上为这种转化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例如，在《标准》的附

录中，包含了主题条目表、功能意念条目表、词汇表等，尽管受到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理论的交互影响，

但是它仍然为最后的主题领域的选择以及对语言评估的科学度量提供了一个较为方便的空间。接着，在

明确了能力目标后，我们必须进一步探究如何识别这些目标。换言之，关键在于确定何种标准或指标能

够用来评估学生是否达到了所设定的语言能力要求。 
(三) 能力目标的检测 
基于“任务表现”(Task performance)的研究，在过去十多年中，国内外在第二语言(外语)领域的研究

和实践中是最可能得出结论的。张华(2020)任务型测试(task-based assessment，简称“以任务为基础的语

言测试”)，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对交际测试理论的一种补充。尽管学术界和教育界对“任务”尤其是任

务设计的认识还存在诸多分歧，但它已逐渐成为一种发展的潮流，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在探讨基于任

务的语言评估方法时，学术界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是以“任务为中心”的视角(the task-centric per-
spective)，另一种则是以“能力为中心”的视角[10]。前者主张，如 Long & Norris (2000)所阐述的，任务

型测试的目的在于评价应试者完成任务的表现，并据此预测应试者未来完成现实世界中任务的能力。任

务型语言评估(Task-based Language Assessment)任务型语言评估是一种以实际任务为导向的测试方法，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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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过设置真实生活中的语言情境，检测学生运用语言进行交流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例如，教师可以要

求学生在模拟情境中进行一场面试，内容包括提出问题、回应以及表达自己的观点。在此过程中，评估

的重点不仅是学生的词汇和语法掌握情况，还包括其语言流利度、逻辑性、适应不同交际环境的能力等。

通过此类评估，能够有效检测学生在复杂情境下的综合语言运用能力，反映其应对真实语言任务的水平。 
相反，后者的代表人物包括 Brindley (1994)、Bachman & Palmer (1996)以及 Skehan (1998)，他们认为

任务型测试旨在推测应试者的潜在语言能力。韩宝成对此提出批评，认为这种观点虽然直接而清晰，却

显得过于极端；相比之下，后者由于拥有一个高度概括的语言能力模型及大量前期的研究，因而显得更

为可接受一些。此外，在对任务完成表现的解释方面，本研究也支持“以能力为中心”的概念框架。在评

价体系中，其核心目标在于检测学生是否达到了预定的能力标准，并以此为基础对学生的整体语言应用

能力进行全面评估。综合性语言技能评估(Integrated Skills Assessment)综合性语言技能评估将听、说、读、

写等语言技能有机结合，评估学生在处理综合语言任务中的能力。例如，教师可以设计一个阅读和写作

结合的任务，要求学生先阅读一篇关于环境保护的文章，然后撰写一篇分析性报告，阐述文章中的关键

观点，并结合自己的见解和背景知识进行深入探讨。在此评估过程中，学生不仅要展示对阅读材料的理

解能力，还需要展示如何在写作中有效组织语言，传达信息，并进行批判性思维和分析。这种评估方法

能够全面检测学生的语言理解与表达的整合能力。 

5. 结语 

文章列举了许多语言学习和评价准则的理论依据及实践，从中可以看出各个国家为改进英语教学所

作的努力。《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2017 年版)》提到，相对于以前的教学大纲，目前的英语课程标准在

能力方面的确有了较大的提升，所以，研究和改进评价标准，是新课程实验发展的当务之急，也是真正

达到课程标准所规定的课程目标的关键。然而，评价标准的建立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绝非单纯的

对教材内容进行研究和发展[11]。通过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笔者期望能够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寻找一些

新的突破点，以利于对能力目标和评估之间的相互联系，并在不断的探索、实践和反思中对其进行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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