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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新课标提出核心素养以来，奠定了我国人才培养的要求，即不仅注重知识与技能，还要注重学生的必

备品格与关键能力。教学评一体化能在教学中帮助教师更好地落实培养具有核心素养的人才。本文将以

英语学科为例，简述核心素养背景下教学评一体化在教学设计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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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core competencies in the updated national curriculum standards was introduced, China’s tal-
ent development framework has been fundamentally reshaped to emphasize not only knowledge 
acquisition and skill mastery, but also the cultivation of essential character attributes and critical 
competencies. The integration of teaching, learning and assessment serves as a strategic mecha-
nism that empowers educators to effectively cultivate these core competencies through systematic 
pedagogical practices. Taking the English language discipline as a case study, this paper provide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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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ise analysis of how this tripartite integration can be operationally implemented in instruc-
tional design within the core competency-oriented educational paradi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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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研究背景 

《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2017 年版 2022 年修订)》[1]基本理念中明确指出，英语课程应着力构建以

学生为本位、旨在推动学生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同时兼顾个性化培养的课程评价体系。这一重要论述充

分彰显了教学评价在英语学科课程体系中的核心地位。过去的教学往往以终结性评价为主，重视的是学生

的课后习题的完成度或是测评、考试的成绩，对于课堂中的形成性评价以及动态评价并没有投入一定的关

注，这样的结果往往造成教师一味地讲解输出，而学生仅仅是被动输入，并没有形成一个有机循环的良性

课堂，英语课堂仿佛成了教师的一言堂，学生仅仅是掌握了部分语言知识以应付考试。而新课标的落实则

是对教育形式的一次大变革，警示英语教师在英语教学中要关注语言知识，英语不仅是交流的工具，也是

文化的桥梁。基于此，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更加重视评价的促学作用，教学评一体化作为一个崭新

的名词出现在各大学术期刊及教育领域的会议中，英语的课堂教学也应当遵循教学评一体化。因此，教师

需要改变传统的评价方式，使师生都能成为评价的主体，实现以评促学、以评促教。 
写作教学是单元教学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也是学生语言能力的重要一部分，是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的

一个要素。写作是学生重要的输出活动，是检测学生语言能力、文化意识和思维品质的手段。写作也是

各大型考试中必不可少的试题类型，在试卷总分中占据不小的分值比例。然而，学生对写作往往缺乏兴

趣，甚至会产生畏难情绪。教学评一体化模式能够有效实现以评促写的教学目标。在英语写作教学中，

教师通过贯彻及时反馈、动态互动、多元激励、形式创新的评价准则，充分发挥评价机制对激发学生创

作内驱力的积极作用，引导其拓展思维路径。通过构建师生、生生多维互动的英语写作评价体系，不仅

强化了写作过程的多维对话，更在实践层面彰显了学生主体性发展的教育理念，为学生营造轻松、愉悦

的写作氛围，优化学生的学习体验[2]。 

1.2. 研究目的 

纵观近年来的优质课、公开课以及各类名师课堂，不难发现教学评一体化逐渐成为一个理论指导出

现在教学设计稿或说课文件中。但在仍以考试为目标的常态课中，教师是否有意识地将教学评一体化融

入教学设计中，在实际的课堂中又是否体现出教学评一体化是文章关注的重点。 

1.3. 研究意义 

1.3.1. 理论意义 
关于教学评一体化的研究正在逐年增多，但对于英语学科特别是写作教学方面的研究却并不多。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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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评一体化以学生为主体，使学生成为课堂的主动参与者，有利于转变当前课堂教学的静默现象。本研

究将教学评一体化与英语写作教学相结合，拓展教学评一体化的研究范畴，并提供相关的建议，为之后

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1.3.2. 实践意义 
教学评一体化的落实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发挥以评促学、以评促教的价值，不仅可以给学

生反馈他们的学习信息，使学生了解自己的学习情况，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教师也可以通过教

学评一体化在课堂教学中的设计与实施，丰富自己的教学策略，帮助教师改进自己的教学。本研究为高

中英语写作课堂实施教学评一体化提供改进意见，加强教师的课后反思。 

2. 文献综述 

2.1. 国内外研究现状 

2.1.1. 国内研究现状 
2001 年，我国教育主管部门颁布《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3]，在该文件的改革蓝图中，特

别将课程评价的功能转型列为关键突破方向，着力扭转过往评价体系过度侧重筛选分层与择优选拔的实

践倾向，已经初步体现了教学评一体化思想，强调评价的促学和促教功能，评价不再是独立于教学活动

的一步。早在 2006 年，就有相关人员针对教学评一体化进行了行动研究，魏忠凤指出揭示教学与评价的

共生关系，这种新型关系范式体现为教学过程中自然嵌入评价，而评价实践中同步生成教学反馈[4]。 
韦斯林、贾远娥[5]学者基于美国教育研究热点“学习进程”率先提出促进课程、教学与评价的一

致性，指出课堂、教学与评价是相互联系的，三者是一个有机、联动、结构化的体系。随后，崔允漷、

夏雪梅[6]学者对教学评一体化的含义与意义进行了界定，强调在教育范式中，评价不应该被简单定位

成教或学之后的结束环节，也不是独立于师生教学之外的环节，评价与教学相互制约、相互影响，同时

提出教学评一体化的前提与灵魂是清晰的目标，即以目标为导向进行教学设计。吴晓亮[7]则是对教学

评一体化的关键作出了解释，即在落实课堂教学的教学评一体化时，关键在于保证学习目标贯穿整个

课堂、课堂评价也要持续进行、教学活动需要有效展开。唐云波[8]认为教学评一体化教学模式应基于

“过程”与“发展”相结合的价值取向来构建框架。崔允漷、雷浩[9]从学–教一致性、教–评一致性、

评–学一致性三个因素入手在理论上说明教学评三者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并进一步对教学评一致性理

论模型进行实际课堂检验，发现教–学–评一致性可以归纳出三个关键要素，并且这一结构的模型合

理，数据可靠。 
随后，国家教育部出台了《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1]，教学评一体化正式

进入大众的视野，成为研究的热门。政策文件明确要求教育工作者需协调平衡教学要素间的动态关系，

系统推进教、学、评三位一体的有机整合。课堂评估需全过程融入教学各环节，通过实时监测预设目标

的实现程度，精准识别学习进程中的认知障碍，同步实施针对性指导与过程性反馈，通过构建“监测–

诊断–改进”的闭环机制，最终实现学习效能的全面提升。丁丽云[10]针对教学评一体化实施进程中，一

线教师因评价素养与评价能力存在欠缺而衍生的各类问题，提出了与之对应的解决对策。李亮则以项目

式教学为例，通过案例呈现的形式探讨了教学评一体化在高中英语教学中的应用与实施，肯定了教学评

一体化在教学中的优势，建议教师不断学习，继续在实践中探索教学评一体化。熊梅，邓勇[11]等学者则

以单元学习评价作为有力杠杆，推动教学评一体化的改革实践。从整合目标、聚焦学习中心以及实施以

评促改这三个关键维度，深入探究基于教学评一体化理念的单元学习评价模式，以此切实推动学生核心

素养的培育与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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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国外研究现状 
教学评一体化这一教学理念是由国内学者率先提出并进行系统研究，但国外学者也就相关领域进行

了类似的研究。现代课程之父泰勒[12]在《课程与教学基本原理》中提出了目标评价模式，评价在教学中

扮演着重要角色，整个评价过程围绕着目标进行，依据教学目标的完成程度，作为评价学生学习成效的

重要标尺，并强调评价方法的多样性，为教学评一体化理论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随后，布鲁姆[13]在
泰勒的基础上提出了教育目标分类学，对教育评价进行进一步的拓展和细化，对教育评价的三种方式：

诊断性评价、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在教学中的应用进行了说明，并同样强调了目标的重要性。 
最早提出教学一致性(Instructional Alignment)这一概念的是美国的教育心理学家科恩[14]，该学者提

出构建教学要素的协同关联框架，强调应重构教学设计预设、实施路径与产出效果之间的对应关系。实

证研究证实，教学预期目标与评估工具的协同性水平越高，不同类型学习者的知识建构效果均呈现明显

增益趋势。需特别关注的是，科恩虽在理论建构上具有开创性，但该框架在操作化定义与实施规范层面

仍存在关键性理论空缺。随后，美国学者韦伯[15]对“一致性(consistency)”这一概念作进一步的深入分

析，韦伯指出：“两种或更多事物之间的吻合程度，即事物各个部分或要素融合成一个和谐的整体，并

指向对同一概念的理解”，教、学、评三位一体的协同机制，其目标在于通过系统性的目标校准，既为教

学实践提供精准导向，又为学习过程确立清晰路径，最终实现师生双主体的共生发展。在 20 世纪 90 年

代，日本学者水越敏行[16]提出了“教学评一体化”这一教学评价原则，该学者强调，完整的教育系统整

合需建立“教学设计–效果评估–策略优化”的动态循环机制。这种模式通过即时性的学习引导、教学

干预与效果诊断三个维度的同步推进，形成具有自我完善功能的持续改进回路。安德森[17]等人则是通过

强调“目标–教学–评价一致性教学原则”为教学评一体化提供了启示，要求教师思考“为什么教”“教

什么”“怎样教”“教到什么程度”。威廉和布莱克[18]在其著作中提出了“促进学习的评价”理念，强

调评价促进学习的功能，评价应该贯穿教学全过程，同时指导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 

2.2. 现有文献评述 

综上所述，教学评一体化在美国、日本等国有了较为深入的理论探讨，国外学者认为教学评一体化

注重教、学、评三方面之间不可分割、相互贯通的关系，是一个不断循环的过程，评价是促进教师的教

和学生的学不可或缺的一环，评价的目的也是为了更好的教学与学习，而不是仅仅为了检测学生的学习

结果。而国内对教学评一体化的研究更多地聚焦于其内涵与意义，如核心概念的界定等，并且与学生的

核心素养相联系。学界基于教学理论与评估研究的交叉融合，逐步构建起具有实践指导价值的教学设计

框架与理论范式开发体系，为教师优化课堂教学策略提供了可操作的指导方案。教育研究者在核心问题

上达成共识：普遍认同评估机制对学习效能的提升效应，以及教学目标、实施过程与评估体系三维协同

的必要性。总之，教、学、评一体化在教学中扮演着极其关键的角色，基于教、学、评一体化的教学设计

可以为师生提供及时有效的反馈信息，并能够推动教学质量的提高，改善学生学习态度、兴趣和学习能

力等。但是，关于教学评一体化的实证行动研究较为缺乏，也无法在实践中证实教学评一体化在真实课

堂中的应用情况，而英语学科在其中的研究更为少见。因此，文章尝试开展有关教学评一体化在英语写

作教学的探索研究，探讨基于教学评一体化的初中英语写作的教学设计。 

2.3. 核心概念界定 

新课程标准对教学评一体化进行了系统阐释，强调完整的教育实施过程应包含教学引导、学习实践

与评估反馈三个核心环节。具体而言：在教师层面，要求教育者准确把握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导向，通

过科学设计课内外教学活动，有效落实育人目标；就学习者维度而言，学生主体需在教师指导下，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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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参与多样化语言实践，逐步将学科知识转化为核心素养的内化发展；评估维度则要求教师基于既定

教学目标制定评价体系，通过设计实施目标导向的评估任务，全程跟踪学习进展，及时诊断教学成效，

最终达成评估驱动教学改进与学习优化的双重效能[1]。王蔷教授[19]对此做出阐释，教学活动的规划始

终围绕既定目标展开，其核心在于培育学科关键能力与必备品格；学习过程聚焦于关键能力的习得与内

化，与教学目标形成协同联动；评估机制则通过持续监测与反馈调整，形成对教学过程的优化驱动。这

一体系表明，教、学、评三者构成有机联动的教育闭环，最终共同服务于学生核心素养的全面提升。卢

臻[20]认为，教学评一体化的教学是站在学生的立场上思考教学，首先要思考教学目标与课标的一致性，

其次要实现教学与目标的匹配性，最后则是评价与目标、教学的整合。李亮[21]延申了教学评一体化的涵

义，将其概括为过程完整、手段多样、主体多元。 

3. 教学评一体化在高中英语教学中的设计 

教学评一体化以目标为导向，目标是在学生学习的过程中达成的，因此，要以评价为突破口，遵循

逆向设计思路，即在制定教学评一体化单元学习评价方案首先要明确单元学习任务与评价标准[11]。在确

定好目标与评价标准后，再制定具体的学习活动与评价计划。本文将以北师大版高中英语必修二 unit4 中

的 The Internet Harms Friendships 为例，进行部分教学活动的教学设计。 

3.1. 分析语篇，明确教学目标和评价标准 

本单元的主题语境为人与社会，涉及“科学与技术”以及“社会服务与人际沟通”这一子主题，语

境内容是良好的人际关系与社会交往，即人与人之间的友谊。在 what 层面，该文章选自一段博客，主要

讲述网络对友谊所产生的不良影响，从网络交流方式、内容以及对人的影响等方面论证了网络对于友情

的危害；在 why 层面，作者希望学生通过学习这篇文章，了解网络对友情的影响，更积极地思考并深刻

理解人与科技地关系以及人如何有效的利用科技，并在科技发展的过程中扬长避短，尽量消除科技所带

来的不良影响；在 how 层面，本文的类型是议论文，结构为总分总，并且在表述时，采用了引用专家论

点、举例等手法来支撑论点。同时，文章使用了大量的关联词，如 First，Second，Thirdly，Finally 等等。 
本课的教学目标，即在本堂读写课结束后，学生能够： 
(1) 理解文章的主要观点，梳理议论文的文本结构，包括关联词的使用、主题句与论据的关联等等； 
(2) 初步掌握议论文的基本特征和常见的阅读方法，能够独立在课外完成相关英语材料的阅读； 
(3) 联系自身实际，辩证地思考网络与友谊之间的关系，树立正确的友谊观，发展自己的批判思维、

逻辑思维和创新思维； 
(4) 了解国外作者对于科技与交往的关系，与国内的观点进行比较分析。 
以上教学目标以学生为中心，涵盖了语言能力、文化意识、思维品质和学习能力等英语学科核心素

养，为评价学生的学习提供了标准，即学生是否达成上述教学目标，也为教师进行逆向教学设计教学活

动提供了依据，课堂上的学习活动，小组合作，评价环节都围绕既定的教学目标展开。王蔷等学者指出

教学目标是教学评一体化的指南针，是核心素养目标在单元教学中的细化、实化和具体化的呈现，要可

操作、可检测、可观测[21]。 

3.2. 设计学习活动，进行评价互动 

活动 1：教师组织学生进行头脑风暴，探讨过去与现在和朋友交流的方式都有哪些？ 
Q: What means do you know to communicate with your friends? 
教师通过引导学生头脑风暴进行自由讨论，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并使其产生阅读期待，能够唤醒学

生对相关方面信息的提取，为接下来的阅读活动打下基础。教师通过观察学生对不同交流方式的偏好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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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进行问题链式的追问，例如问学生为什么这种方式更好，引导学生进行作答，并引出今天的主题。 
活动 2：教师呈现相关思维导图的框架，让学生浏览文章找出文章的论点以及支撑论点的论据，完善

思维导图。 
教师引导学生完成思维导图，据此判断学生对于文章内容与细节的把握以及能否做到信息的获取梳

理，能否以导图的形式进行整合，学生通过思维导图来梳理文章的结构，也可逆向使用思维导图确定自

己写作的大意，完成文章的攥写，并为接下来的写作活动打好基础。教师观察学生能否准确找到论据来

判断学生对此活动的完成程度，适当提供相应的支架帮助给予相应的提示。 
活动 3：教师引导学生思考网络对于友谊的影响，将学生分为几个小组组内进行讨论并选出代表进

行观点的表达。 
在阅读结束后，教师引导学生进行辩证思考，在自己的实际生活中，网络对友谊带来的是正面影响

较多还是负面影响较多，该问题具有开放性，学生在进行小组讨论时，可以与小组成员进行观点的碰撞

与交流。在观点表达的过程中，教师可以与学生进行对话沟通，在对话中抓住学生想要表达的重点，引

导学生进行思考。有学者曾提出，课堂对话的过程，是学生的知识、技能与情感展现与提升的过程，课

堂对话可以使这三者有机融为一体，符合了学生核心素养的内在要求[22]。 
活动 4：在完成对文章的学习后，教师引导学生在课后独立完成一篇议论文的写作。 
该活写作动是一项主要的输出活动，教师给出类似的题目：网络对学习的影响。由学生自主选择观

点完成写作任务，教师可以为学生提供互评自评表，明确评价的标准，让学生成为评价的主体(见表 1)。
在下节课前，教师也可以选择若干范文进行点评。通过师生共同运用评价标准，可以促进师生聚焦学习

表现，教中有学，学中有评，评价与学习同构，可以实现教学评一体化的自然融通[23]。 
 
Table 1. Grading criteria for students’ argumentative essay writing 
表 1. 学生议论文写作评价表 

评分项目 评分标准(A.B.C.D) 

论点鲜明  

论据充分  

关联词的使用  

语言使用  

4. 结语 

核心素养是促进个人自身发展的必备品格与关键能力，能使个人更好地适应时代的需要与发展，相

应地，具有核心素养的人才能够推动社会的进步。教学评一体化的实施能够更好地促进学生核心素养的

培育，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因此，不管是一线教师或是教研员都非常注重核心素养以及教学评一体化在

学科教学中的呈现。不难发现，在各类优质课与名师课中，核心素养与教学评一体化都是被频频提及的

存在，这也从实践中证明了二者的重要性。然而在仍以选拔性考试为重的常态课中，教师是否贯彻落实

了这两点，也是一个值得商榷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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