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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课程视域下，项目式学习被认为是一种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以学生为主体的探究式学习方式。

传统的纸笔测试难以满足项目式学习的评价需求，表现性评价作为一种适合检测评判复杂学习过程与结

果的新型评价方式，为素养导向的项目式学习评价提供了可能的路径。本文以初中物理项目式学习“校

门口车辆测速方案设计”为例，按照学习兴趣、信息归档、物理建模、交流合作、反思展示五方面设计

评价维度，探讨项目学习中表现性评价的设计原则与实施路径，为今后的项目式学习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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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new curriculum, project-based learning is considered to be an inquiry-based learning 
method that is conducive to cultivating students’ core competencies and focuses on students a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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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 body. Traditional paper-and-pencil tests are difficult to meet the evaluation needs of project-
based learning. As a new evaluation method suitable for detecting and judging complex learning 
processes and outcomes, performance assessment provides a possible path for literacy-oriented 
project-based learning evaluation. This article takes the project-based learning of physics in junior 
high school as an example, and designs evaluation dimensions based on five aspects: learning inter-
est, information archiving, physical modeling,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and reflection and 
display. It explores the design principles and implementation paths of performance evaluation in 
project-based learning, providing a reference for future project-based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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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基础教育改革正在进入一个新阶段，新的教育教学理念和设计贯穿中小学的课程方案和课程标

准的修订。2022 年《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2022)年版》要求聚焦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探索大

单元教学，开展主题化、项目式学习等综合性教学活动[1]。《义务教育物理课程标准(2022 年版)》(以下

简称“课程标准”)明确要求选取与日常生活、工程实践及社会热点关联紧密的育人情境和系列问题，提

升课程教学的综合性和实践性[2]。在国家政策导向下，项目式学习作为推进核心素养导向的教学改革的

有效策略之一，被广泛应用于学校的教育教学实践中。 
项目式学习是以主动建构性为基础，将传统的学习任务项目化，学生在真实或近似真实的情境背景

下理解任务、提出问题，并以项目成果的生成为学习成果，运用相关的跨学科知识与信息进行整合，进

行探究、设计与实践操作的一种教学方式，能有效促进学生以课题任务构建真实学习情境，以现实问题

带动项目任务，在参与课题探索中发展核心素养，是新课程标准所倡导的教学方式之一。 
《义务教育课程方案(2022 年版)》(以下简称“课程方案”)在第五部分“课程实施”的“改进教育评

价”中明确提出“教–学–评”有机衔接[1]。项目式学习作为一种提升学科核心素养和综合能力的教学

方法，与表现性评价结合顺应了评价改革的趋势。在物理教学的实践需求和物理课程改革的政策推动下，

为增强物理学科的育人功能，在项目学习中针对物理核心素养的表现性评价具有一定的研究意义与实践

价值。 

2. 表现性评价在初中物理项目式学习中的设计原则 

表现性评价为学生提供了展示其学习成果的平台，同时也为教师提供了评价学生学习进程和结果的

工具。近几年表现性评价在物理项目式学习中的研究与实践引起了教育工作者的关注，越来越多的教师

和研究人员开始尝试把表现性评价嵌入到项目式学习中，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崔悦和杨晓荣(2024)在其

研究中提到，通过设计“自制响箭”项目，不仅能够促进学生建构知识，还能够增强学生模型建构和科

学推理能力，并通过项目成果展示与评价，有效提高物理教学质量[3]。此外，吴志山(2023)在其研究中探

讨了基于项目式学习的高中物理实验探究教学，强调了在真实问题中运用科学思维和方法进行探究的重

要性，并提出了项目式学习实验教学流程，其中包括项目选择、实施、评价与反思等环节，这些都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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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性评价可以发挥其作用的重要方面[4]。 
表现性评价发挥其作用的前提是将其运用于项目式教学实践中，所以如何设计表现性评价并将其嵌

入项目式学习是实施的关键因素。 

2.1. 学生中心——指向深度学习 

传统的纸笔测试不能反映学生在真实情境中完成任务的过程表现，给学生的学习成长带来一定的负

面影响。而表现性评价作为一种以学生为中心的评价方式，已被广泛认为能有效促进学生的深度学习。

这种评价模式通过设计真实情境下的任务，鼓励学生主动参与和自我反思，从而实现对知识深入理解和

应用的教学目标。在这个过程中，学生持续投入时间和精力展开合作，将所学知识与技能应用于项目的

完成中，进行主动建构和创造，指向的是深度理解和学习。研究表明，表现性评价能够全面评估学生的

理解程度和学习成果，尤其是在促进学生核心素养发展方面具有显著优势。 
在初中物理项目化学习中，表现性评价的设计与实施应聚焦于学生的深度参与和探究，通过任务驱

动和及时反馈，激发学生的内在动机，引导他们进行批判性思考和创新性问题解决，进而实现深度学习

的目标。首先，要引导学生认识项目的需求，让学生清楚需要完成什么样的项目。其次，创造条件确保

学生有机会做出选择，从何深度参与整个项目的完成过程，比如选择项目完成路径、选择工具、如何展

示项目成果。在表现性评价的引领下，学生主动地参与到项目任务中，通过评分规则获取有效反馈，明

晰后续改进方向，最终通过自我反思实现核心素养的形成。这一过程不仅要求教师具备高度的教学策略

和评价设计组织技能，还需要在评价任务的设计中融入跨学科的元素，以促进学生综合能力的提升，同

时还有关注不同学生的不同经历能力水平，为每一个学生的知识建构提供可行的路径。 

2.2. 目标、任务、评分规则相一致 

项目式学习中显现的能力是不能直接测评，需要对其在项目过程中所反映出来的综合表现进行评判。

评判前，需要明确项目式学习中关键的表现性目标与任务。表现性评价着眼于特定的“任务”主题，并

以项目评分规则为依据，对项目化学习中学生的表现进行评判与衡量。完整的表现性评价主要由三个核

心要素组成：一是目标，二是表现性任务，三是评分规则[5]。在初中物理项目化学习中，表现性评价的

设计与实施需围绕明确的学习目标、具体的表现性任务和公正的评分规则展开。 

2.2.1. 目标设计 
项目式学习的目标不是简单的识记，而是指向综合能力运用于培养的高阶认知目标。这些目标应该

与课程标准保持一致，所以教师首先要研读对应的课程标准内容，参考新课标要求与学业质量标准，形

成表现性评价整体视野与宏观图景，使之符合符合标准的内容与理念，与学生的发展水平相适配。因此，

评价任务的目标即课程标准中的核心目标，设计评价任务的过程与目标达成相辅相成，规避项目式学习

内容与目标偏离的问题。具体而言目标设定应与课程标准和学生核心素养紧密相连，确保评价指标具有

可操作性，并能为学生表现指明方向。 

2.2.2. 表现性任务 
表现性评价的任务兼具真实性、生成性和复杂性，项目式学习中表现性评价的形式和内容也是丰富，

不仅包括信息数据收集归档、项目计划的设计与管理以及项目报告等评价内容；还包括协作过程中的各

种评价内容和项目，并且任务类型也可以根据内容和目标选择合适的一种或多种。 
表现性任务的设计原则旨在确保教育评价真实反映学生综合运用知识、技能与态度的能力。这些原

则强调任务应与明确的学习目标相对应，情境应贴近现实以增强任务的真实性，同时鼓励学生开展自主

学习、反思学习、批判性学习，并鼓励开展多维度评价。此外，表现性任务的设计需明确评价标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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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性与开放性，确保包容性，促进合作学习，允许迭代改进，鼓励资源利用，强化时间管理，并在完成

后提供及时反馈。但需要注意的是表现性评价虽然关注的是学生表现，但不是所有的表现都能去进行表

现性评价。规范的表现性任务应该是能体现学生展示和运用他们的批判性思维、创造力等复杂的学习结

果，因此表现性任务应基于真实情境设计，具有和学生能力相匹配的挑战性，以促进学生的深层次学习

和实践能力的提升。 

2.2.3. 评分规则 
表现性任务其本身不具有唯一的客观答案，为避免评分主观性带来的负面影响，有必要引入合适的

评分工具对学生表现做出判断。常见的评分工具有登记量表、整体性评分规则、核查表、分析性评分规

则等。在实际操作中，教师可以根据具体任务的需要和学生的需求，选择合适的评分工具。例如，核查

表适用于评价简单的表现，分值系统量规则适用于需要量化评价的情况。分析性评分规则能够为学生提

供提高学习水平的机会，而整体性量规则将学生的表现视为一个整体，给予单一的得分。 
这些工具各有不同，但它们在设计和使用时拥有共同的准则，首先，评分规则应该与表现目标保持

一致性，这要求制定评分规则前，充分理解表现目标，并提前设计；其次，由于在项目式学习中学生表

现具有复杂性，单一维度无法充分描述学生表现。为了保证评分规则的全面性，需要从不同维度设计评

分规则。最后，学生的能力表现并不是一个静态的过程，所以表现性评价的旨归因立足于通过评价的反

馈信息提升学生素养水平。这种反馈应该是积极的，具体的，并能引领促进学生自我改善的学习。 

2.3. 逆向设计——嵌入项目式学习 

逆向设计是一种以学生预期学习结果为导向的教学设计方法，该方法强调以评定教，评价设计先于

教学过程设计，即在确定教学目标之后，首先确定如何评价目标的达成，即设计评价方式与标准，然后

基于教学评价来设计教学活动。这种设计模式要求教师以终为始，从预期的学习结果出发，逆向规划教

学过程，确保教学活动、学习任务和评价标准的高度一致性，以促进学生的深度学习和理解。 
逆向设计表现性评价通过构思具有真实性的任务，使学生能够基于实际情境解决问题，进而培育其

高阶思维能力。这一设计模式不仅帮助教师明确教学设计方向，还促使教师从预期的学习成果出发，思

考评价任务的确立、评估证据的收集，从而将评价有机地融入整个教学过程，有效提升评价质量。 

3. 表现性评价在初中物理项目式学习中的实践案例 

本文以初中物理项目式学习“校门口测速方案设计”为例，开展初中物理学科项目化学习，探索其

中的表现性评价设计与实施。 

3.1. 项目设计 

3.1.1. 项目背景 
在校园安全教育中，校门口的交通流量和速度控制是一个重要的环节，校门口的交通安全也是学校

和家长共同关注的问题。本项目充分利用学校周围资源，鼓励学生带着问题去审视生活中常见的物理现

象，试着寻找校门口车辆行驶过程中的物理问题，并且记录分析。通过“校门口的测速”项目，学生将学

习速度的概念、测量方法以及相关的物理原理。本项目旨在提升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数据分析能力和

安全意识。通过设计一个校门口测速方案，学生不仅能学习到物理中的运动学知识，还能提高他们对校

园安全的认识和实践操作能力。 

3.1.2. 项目目标 
学生怀着好奇心和求知欲去捕捉校门口车辆行驶的安全问题和物理现象，发现了车辆行驶中有关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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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轨迹、计时等富有意义的物理问题，引导学生进行数据的搜集、整理和分析，从而培养学生的数据

分析观念、问题解决能力和物理学科应用意识。因此，把初中物理项目式“校门口测速方案设计”的项

目目标制定为： 
目标一：通过多种方式，例如查阅资料、个别访谈、实地考察等，了解校门口交通状况(车流量、高

峰时间等)，并从物理的视角发现车辆行驶中有关位置、质点、测量、运动轨迹、速度等知识，深化对物

体的运动规律的进一步认知，初步了解速度的测量等知识。 
目标二：通过实地测量和参观，以及调查有关的资料等，尝试挖掘校门口车辆行驶的现状和相关规

定，培养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小组讨论、实践操作中，发展观察、建

模、探究、推理等思维能力。 
目标三：通过对车辆运动过程中有关物理量的测量和计算，选择一个时间并设计速度测量方案。通

过小组合作，分析测速数据，提出改善校门口交通状况的建议，提升学生动手能力，培养学生之间的合

作精神，与他人交流思维的能力，渗透交通安全意识，增强社会责任感，感悟物理之美。 

3.1.3. 项目表现性任务 
在落实表现性评价目标时，教师需要注意两点：一是设计真实的问题情境，以便他们能够将所学知

识和技能应用于具体问题，引导学生观察校门口的交通情况，通过观察、猜想、实验、验证等方式确定

车辆测速的物理模型，利用物理模型解决简单的实际问题；二是关注学生在项目式学习中的“学习表现”，

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意识。 
在初中物理项目式学习“校门口测速方案设计”中，项目学习任务设置如下： 
任务一：资料收集 
学生活动：对学校师生、周边群众进行访谈，了解他们对校门口交通现状的看法与建议；小组合作，

收集相关资料，了解法律法规对校门口交通的规定；以物理的视角，结合工程、科学等跨学科知识，进

一步了解车辆测试的相关知识 ； 
教师组织：引导学生关注问题，指导小组进行资料收集与整理；在涉及跨学科知识时，相关学科教

师要给予有效的指导和助力，对学生难以理解的相关知识进行解释；教师要及时与学生交流想法，促进

学生积极投入问题研究。 
设计意图：提升学生信息收集与合作学习能力；培养学生利用跨学科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

生站在物理的视角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意识与能力。 
任务二：方案设计 
学生活动：实地测量某一时间段(如上午入校期间、下午放学期间)校门口交通情况，在草图上记录测

试的区间，并且选定合适的测量起点与终点，在草图上按照比例画出长度；选择合适的比例尺，在校门

口卫星图片上按行车方向和距离绘制轨迹平面图。 
教师组织：及时肯定学生主动实践的表现，启发学生问题解决思路；引导学生及时总结解决问题的

成功策略；鼓励学生积极聚焦关键问题、分解难点问题、合作解决问题。 
设计意图：培养学生物理建模能力；提高学生提出、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任务三：项目实践 
学生活动：以小组为单位，在校门口分工合作按照计划方案实施车辆测速度；记录整理数据，并得

出研究结论；总结项目完成过程，交流分享研究成果。 
教师组织：鼓励学生分享项目成果，组织项目报告分享活动；引导学生总结项目实践中遇到的问题，

并鼓励他们优化后再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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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意图：培养学生综合实践能力与创新能力；提升学生修正、完善设计，发展反思、总结能力。 
在项目化学习的设计中，通常以“任务”为核心贯穿整个学习过程。学生通过逐步完成一系列任务，

实现项目学习的整体目标。这些任务与表现性评价紧密相连，可以为其设置相应的评估标准。在任务推

进的过程中，项目化学习的目标得以实现。 

3.2. 项目化学习中表现性评价设计与实施 

开发评分规则，也可视作制定评价量规。评价量规通常包括表现维度、表现等级及描述等部分。学

生在进行项目式学习时，借助评价规则表，能够清晰地了解自己的学习成效达到了哪一等级的目标[6]。
同时，评价规则中的目标设定有助于加深学生对目标的认识，激励他们为实现目标而努力。 

以《校门口测速方案设计》项目为例，在参考余明华的基于学生画像的项目式学习评价指标体系[7]
的基础上，设计了本项目的表现性评价。 

1) 学习兴趣维度 
学习兴趣维度包含积极参与形成观点两个指标，主要评价学生对项目主题是否充满热情，能否够深

入挖掘相关资源，主动拓展学习范围，形成自己的见解和观点。它评价的是学生参与项目学习的主动性，

以及后续学习的韧性。 
2) 信息归档维度 
信息归档包含收集信息和整理信息两个指标，是指学生是学生通过多种方式收集并整合与解决问题

相关的资源，主要评价学生是否能够高效地从多种渠道收集信息，并进行深入的筛选、整合和分析，形

成有条理的信息体系。 
3) 物理建模维度 
物理建模维度包含理解问题与迁移应用两个指标，是指学生准确理解问题，深入理解和综合运用物

理、工程等跨学科知识，能够创造性地解决实际问题，建立与之相符的物理模型，形成具有创新性、实

用性的成果。它主要评价的是学生迁移利用知识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4) 交流合作维度 
交流合作维度包含沟通协调，团队角色承担两个指标，使学生能够主动承担团队角色，有效协调团

队成员，推动项目进展，形成强大的团队合力。它主要评价的是学生在团队中的沟通协调、领导协作、

以及项目管理的表现，即他们能否主动承担团队角色，有效推动团队合作和项目进展，形成强大的团队

合力。 
5) 反思展示维度 
反思展示维度包括反思总结和分享展示两个指标，鼓励学生完成项目后使用形象的可视化呈现方式

呈现项目成果，分析总结项目过程，能够基于证据和逻辑得到研究结论，并且研究结论回答了所提出的

问题，学生在结论生成过程中反思其局限性，为下一步改进提供基础。它主要评价学生对项目式学习过

程进行总结的表现，能否修正项目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将项目成果进行应用推广，开展进一步研究。 

4. 对初中物理项目化学习中表现性评价设计的反思 

4.1. 评价目标的设定 

在初中物理项目化学习中，表现性评价的目标设定应与学生的核心素养发展紧密相连。本研究中，

评价目标涵盖了对速度概念的理解、测速工具的使用技能、数据分析和问题解决能力以及安全意识和社

会责任感的评价。反思这一过程，可以发现目标设定的全面性是评价设计成功的关键。然而，目标的设

定还需考虑学生的个体差异和不同层次的学习需求，以确保评价的包容性和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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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评价任务的实施 

表现性评价任务的实施是评价设计中的重要环节。在“校门口测速方案设计”项目中，学生通过实

地测速、数据分析和成果展示等活动，展示了他们的学习成果。反思实施过程，可以看出，虽然任务设

计紧贴实际情境，但在任务的复杂性和挑战性上仍有提升空间。未来设计时，应进一步考虑如何通过任

务设计激发学生的高阶思维和创新能力。 

4.3. 评分规则的合理性 

评分规则的合理性直接关系到评价的公正性和有效性。本研究采用了登记量表、整体性评分规则、

核查表和分析性评分规则等工具，以确保评价的多维度和全面性。反思这一环节，评分规则的设计需更

加注重学生自我评价和同伴评价的机制，以促进学生的自我反思和相互学习。 

4.4. 反思评价反馈的及时性 

评价反馈的及时性对于学生的学习改进至关重要。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教师应及时提供反馈，帮助

学生认识到自己的优势和不足。反思中发现，虽然评价反馈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学生的学习，但在反馈

的及时性和针对性上还有待加强。未来应探索更有效的反馈机制，如同伴反馈和自我反馈，以促进学生

的持续学习和进步。 

4.5. 评价与教学的整合 

表现性评价不仅是评价学生学习成果的手段，也是教学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思中认识到，评

价与教学的整合程度还有待提高。未来设计中，应进一步探索如何将评价更自然地融入教学过程，使之

成为促进学生学习和教师教学改进的有力工具。 

5. 总结与展望 

总体而言，表现性评价在初中物理项目化学习中的应用显示出促进学生核心素养发展的潜力。以初

中物理项目“校门口车辆测速方案设计”为例，从学习兴趣、信息归档、物理建模、交流合作、反思展示

五个维度设计评价指标，探讨了项目式学习中表现性评价的设计原则和实施路径，为未来的项目式学习

提供了参考和借鉴。然而，评价设计是一个持续的反思和改进过程。未来将结合实践情况进一步探索评

价目标的多元化、评价任务的创新性、评分规则的精细化以及评价反馈的有效性，同时关注学生合作能

力的评价以实现评价设计与学生学习需求更紧密的对接，以期促进学生的核心素养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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