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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课程改革的当下，跨学科学习是趋势，建立高效客观的跨学科学习评价体系是必要的。文章在探讨新

课标背景下的跨学科学习评价的必要性基础上，分析小学语文跨学科学习现存的困境，并提出以核心素

养为导向，构建跨学科学习评价体系，设计多元化评价，注重表现性评价，评价以鼓励为主，促进反思

与发展，注重学生的评价与反馈的策略，为新课标背景下小学语文跨学科学习的评价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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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the present time of the new curriculum reform, interdisciplinary learning is the trend,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efficient and objective interdisciplinary learning evaluation system is neces-
sary. The article discusses the necessity of interdisciplinary learning evalua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curriculum standard, analyzes the existing dilemma of interdisciplinary learning in ele-
mentary school language, and puts forward the strategy of core literacy-oriented, constructing in-
terdisciplinary learning evaluation system designing diversified evaluation, focusing on exp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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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ve evaluation, evaluating with encouragement, promoting reflection and development, and fo-
cusing on the evaluation and feedback of the students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evaluation of 
interdisciplinary learning in elementary school languag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curricu-
lum standard.  

 
Keywords 
New Curriculum Standard, Interdisciplinary Learning Evaluation, Evaluation Strategy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为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促进学生跨学科问题解决能力的提升，2022 年版《义务教育课程标准》首

次提出跨学科学习，以加强学科间相互关联，带动课程综合化实施，强化实践性要求[1]。《义务教育语

文课程标准》将跨学科学习单独列为一个学习任务群，可见在基础教育中跨学科学习的重要意义。与此

同时，开展跨学科学习无疑向学科教师提出更高要求：教师一方面要能设计高质量跨学科学习活动，另

一方面还要能高质量地实施和指导跨学科学习。跨学科学习过程和成果质量高低的衡量取决于评价，评

价具有重要的目标导向和引领作用，它是开展高质量教学活动的保障；因此，跨学科学习评价是开展跨

学科学习首先要攻克的课题。 

2. 跨学科学习评价的价值 

明确跨学科学习的价值与定位为跨学科学习的评价指明了方向，合理地开展跨学科学习评价是开展

高质量跨学科学习的前提。 
(一) 评价是落实跨学科学习目标的根本保障 
评价为跨学科学习质量监测提供可能，它是跨学科教学目标落实的重要保障。首先，跨学科学习活

动的开展需要评价作为目标指引。跨学科学习不能是无目标的、为了活动而活动的学习，判断跨学科学

习活动是否符合目标要求必须依赖评价。其次，评价是衡量跨学科学习目标达成度的重要抓手，它为评

估跨学科学习质量提供了可能。随着跨学科学习活动的开展，学生跨学科素养得到了多大程度的提升，

学生是离目标更近了还是更远了，都需要评价加以测量和评估。最后，跨学科学习评价标准是师生开展

跨学科学习的行动指南。基于评价标准的跨学科学习才是有准备的、有计划的、有目的的学习，师生的

教学决策也才能更合理和有根据。随着科技飞速发展和社会变迁的加速，科学教育的价值不在于传递给

学生确定性的知识，而在于把知识作为学生认知世界的方式，以应对不确定世界中的动态变化与复杂挑

战。这一理念要落实到跨学科学习实践中，需要构建相应的评价标准才能加以实现。 
(二) 评价是设计高质量教学活动的重要指引 
评价为高质量教学活动设计提供了方向，是指引教学设计的灯塔。逆向教学设计是威金斯等提出的

一种将学生评价前置的教学设计模式。传统的教学设计顺序是教学目标设定、教学过程设计、评价设计，

这种教学设计过程容易产生“为了活动而活动”或者“灌输式学习”两种教学误区。逆向教学设计的顺

序是确定预期结果(教学目标设计)、确定合适的评估证据(学生评价设计)、设计学习体验和教学(教学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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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通过将学生评价设计前置，让教师优先考虑学生需要达成的评价标准，进而让评价成为连接教学

目标和教学过程的重要桥梁，避免目标、教学、评价的不一致。评价具有将教学目标具体化、可检测化

的重要作用，对于教学过程设计的指引是不可或缺的。跨学科学习评价能为跨学科学习活动的设计和开

展提供更为明确的指引。没有评价的跨学科学习将成为没有目标和方向的学习，其最终结果只能是形式

化的、无效的、无意义的学习。借助评价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以终为始，能够更好地指引跨学科学习，

保障学习质量。 
(三) 评价是构成跨学科教学改进的关键回路 
评价能够为跨学科教学开展提供必要的反馈信息，是促进跨学科教学改进的重要抓手。实施跨学科

学习评价，能够反馈学生学习的状况以及跨学科素养发展的程度。跨学科学习评价不仅包括最后的终结

性评价，还包含过程性评价。其中，过程性评价可以反映学生在不同教学活动中的表现和发展情况，这

些反馈信息对于教师教学过程的优化具有重要作用。跨学科学习评价不仅对教师调整教学步调、优化教

学过程具有重要的作用，还能作为外部的指标反馈学生的学习情况，让学生看到自己的表现水平，明确

努力的方向；因此，它也为促进学生反思、发展元认知、调整学习策略、优化学习过程提供了可能。 

3. 小学语文跨学科学习评价的现实困境 

(一) 评价内容的拼盘化 
跨学科学习具有综合性、复杂性的特征，一个跨学科学习活动通常包含两个或以上的学科内容，部

分教师在设置跨学科学习目标时，简单地将这些学科的单科目标叠加在一起，教学评价是基于教学目标

来制定，因此，对跨学科学习的评价相当于对单科评价的叠加。这样的评价内容是割裂且无效的，无法

真正地将各个学科结合起来，进行综合评价，也就达不到跨学科学习的最终目的，产生学科间相互关联

度不够，课程综合化实施不到位，实践性要求不达标等问题。跨学科学习的教学要求深度整合式教学，

强调情境式主题、真实问题解决、跨学科项目学习。跨学科主题教学方案设计不同于某一学科的课时教

学设计。实际教学中，由于没有教学参考书，教师跨学科主题教学方案设计主要依靠从网络搜集内容性

资料进行加工整理。这个设计过程很容易把各门学科的课程标准抛之脑后，在教学目标的设计上很难结

合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在教学评价方面也难以设计出可操作的评价方式。此外，跨学科主题教学方案

的设计过程中，虽然会成立方案设计小组，但小组成员之间往往以分工完成不同板块的任务为主，不同

学科的教师合作设计的成分很少。因此，在评价内容上，《新课标》强调围绕学生核心素养的提升和发

展水平来展开。一是对学生参与实践过程中的核心素养进行评价。例如，自然科学和人文社科跨学科主

题学习既要求对学生表现出来的各学科共通性素养进行评价，如科学观念、科学思维、唯物史观、家国

情怀等；也要求对运用多学科知识能力、批判性思维、提出和解决问题能力、收集和处理信息能力、团

队合作能力，以及情感价值观和态度等跨学科素养进行评价[2]。 
(二) 评价主体的单一性 
在小学的跨学科活动中，教学评价的主体单一化问题是不容忽视的。往往在活动当中，评价的主体

大部分为教师，有时会有学生的自评和互评加入，及时评价的主体有教师和学生，但是对于跨学科活动

来说，显然是不够的。主体单一化的评价会削弱学生的综合素质发展。跨学科教学旨在培养学生的跨学

科思维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新能力等综合素质。然而，如果评价仅仅侧重于学科成绩，那么学生

可能会过度关注学科知识的掌握，而忽视了其他方面的发展。这将影响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限制他们

发展多元化的能力和兴趣。其次，评价主体的单一化容易导致学校教育的僵化和同质化。当教师和学生

都被过分追求学科成绩时，就会形成以考试为中心的教育模式。教师可能会过度强调应试技巧和知识灌

输，而缺乏对学生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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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评价过程的机械化 
由于生理和心理上的不成熟，小学生具有极大不确定性，为了避免麻烦，小学教师便“不约而同”

地实施了统一化、机械化的课堂评价。教师首先根据预设进行课堂提问，当学生对问题进行回答之后，

教师仅用简单评语打发学生，忽视对学生的全面评价，从而直接开始接下来的教学。这是一种由教师为

主导、学生机械应答的课堂评价过程。这样的小学语文课堂评价是一种固定性的、毫无生气可言的机械

操作，无法体现语文课堂应该具备的思想碰撞与活跃氛围。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指出，个体在 11 岁以

后便具备和成人相近的思维能力和水平。尽管小学阶段的学生还存在一定的思维局限性，但是课堂评价

的过程不应仅仅是作为表面的形式，而应该表现其本质内涵——为小学生服务，激发小学生的潜力，在

真实的课堂评价中促进其思维的生长[3]。 

4. 开展小学语文跨学科学习评价的策略 

科学的评价作为教育中的“指挥棒”，是检验学习目标是否达成，引领教师和学生反思、进步的重

要手段。跨学科主题学习的测评应根据其自身特性，坚持以核心素养为导向，构建系统化、综合化的跨

学科学习评价框架，注重评价的精准性与发展性。 
1) 核心素养为导向，构建跨学科学习评价体系 
在社会资源爆炸式更新、传播形式日新月异的今天，仍固守语文学科本位思想是难以跟随时代的脚

步随之改变和进步的，面对语文教学的革新困难，有必要大胆打破学科壁垒，在小学语文核心素养培养

的基础上，构建跨学科学习评价体系。这不仅对新课程改革的关键阶段起着重要的作用，还对高效整合

各学科课程资源，提高学生在真实情景中的语文运用能力具有重要意义[4]。构建基于小学语文核心素养

的跨学科评价体系，需要明确两个学科或多个学科间所关联的核心点在哪里，发现某一课程中小学语文

和其他学科跨学科学习的内在逻辑和探究主题。这意味着仅具有单一的学科知识、观点或者思维是无法

完成这一教学目标的，需要各学科教师基于小学语文核心素养的培养目标进行思维整合，精心选择和设

计课程主题和内容，从而呈现自然和利于学生吸收的课程。其次，跨学科评价体系需要形成统一的评价

标准，而学科与学科间本身具有的性质差异和发展差异都需要得到合理的弱化，提炼出小学语文和其他

各学科之间的课程共性和趋同点，并运用科学的方法构建出公平合理的评价体系。第三，这一跨学科评

价体系的关键在于完善小学语文培养目标中的核心素养，提高跨学科的综合学科素养。在这一基础上，

如何发现和形成具有驱动性，但同时不会知识板块复杂、重合度过高的学习任务是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

题。 
2) 设计多元化评价，注重表现性评价 
在跨学科主题学习活动中，多元评价可以更好地了解学生的学习现状，为学生的成长和发展提供依

据。多元化评价包括评价主体、内容、工具多元。在评价主体方面，除教师和学生外，还可以设置让家

长、专家以及社会群体等参与评价。教师作为评价主体，通过观察、记录及分析学生的学习过程，可以

从专业角度评价学生表现。学生作为评价主体则体现了学生中心的教学设计理念，包括学生自评和互评，

能够激发学生的主体性和潜能，使评价更加全面。家长、专家及社会群体作为评价主体，能够从不同的

角度进行评价，让教师和家长全面了解学生。在评价内容和工具方面，要将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有

机结合，并将表现性评价贯穿其中，全面考察学生的学习情况。过程性评价主要针对学生的过程性表现

及阶段性成果，能够弥补跨学科主题学习的复杂性和不易兼容性。教师一方面可以设计与表现性任务相

对应的量表或者量规，采取评价前置的设计思路，明晰评价指标、相应的等级水平以及具体表现，增强

评价的科学性和整体性；另一方面可以依据学生在活动中的表现，以及完成的海报、调研报告、跨学科

学习作业等学习成果进行评价。还可以运用档案袋、概念图评价等方式记录学生的成长。终结性评价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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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面向学生的最终学习成果，教师可以设计终期表现性任务或者终期成果测评，促进学生的总结与反思。 
3) 评价以鼓励为主，促进反思与发展 
语文课程标准在跨学科学习任务群中强调评价以鼓励为主，要充分肯定学生的发现和创造，同时引

导学生自我反思与提升，提高跨学科学习的质量。学生在跨学科主题学习活动中所面临的学习任务比单

一学科的学习任务要更为复杂，需要综合运用多学科知识来思考、解决[5]。为此在对学生进行评价时要

更加关注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意识、态度与能力，通过评价鼓励学生，增强学生自信。同时，教师可以

设计多样化的评价活动，给学生提供交流反思的机会，引导学生回顾自己在整个语文跨学科主题学习活

动中的表现，充分肯定自身优势，反思不足，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自己，明确改进方向。教师还可以鼓

励学生学习他人在跨学科主题活动中的学习方式和思维方式，向榜样学习，以评价促发展，为今后的跨

学科学习蓄力。 
4) 注重学生的评价与反馈 
学习评价体系的对象是学生，因此在构建基于小学语文核心素养的跨学科学习评价体系时应秉承

“从学生中来，到学生中去”的基本理念，积极参考学生对于完整的评价体系的反馈和意见。可以通过

微信、调查问卷、师生座谈等多种方式收集学生的想法，以更好地完善评价体系，补充不足之处。小学

语文作为重要的基础教育学科，其培养的核心素养对学生终身可持续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社会

信息快速交融的今天，建立小学语文与其他学科的跨学科课程培养体系，完善基于小学语文核心素养的

跨学科评价体系是非常必要的。而寻求更加高效、科学的方式进行跨学科学习评价，构建更加完善、公

正的跨学科学习评价体系，能拓展学生语文知识的运用领域，掌握在真实情景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

能力，帮助学生全方位、多角度健康发展。 
总之，教学评价作为课堂教学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要树立以学生发展为目标的评价，如此

跨学科学习活动才能真正彰显教学意义。因此，教师在教学活动中，一定要以学生为本，更加高效、科

学的方式进行跨学科学习评价，构建更加完善、公正的跨学科学习评价体系，能拓展学生语文知识的运

用领域，掌握在真实情景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帮助学生全方位、多角度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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