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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教育评价改革的不断深化，形成性评价逐渐受到重视。然而我国高中英语的形成性评价在实践操作

方面缺乏一定的动态评价方式。为深度把握形成性评价的实施路径与满足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的评价改革，

本文结合形成性评价，深入探讨了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在评价量规、学习契约和成长型档案等英语写

作评价方式中的实际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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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epening of educational evaluation reform, formative evaluation has gradually been 
emphasized. However, the formative evaluation of English in high school in China lacks a cert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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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mic evaluation method in terms of practical operation. In order to deeply grasp the imple-
mentation path of formative assessment and the assessment reform that meets the core literacy of 
the English subject, this paper combines formative assessment with an in-depth discussion of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the Chinese English proficiency scale in English writing assessment me-
thods such as evaluation scale, learning contract and growth-oriented pro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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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英语写作作为检测学生语言运用能力的重要部分，一直受到教师的重视。在“听说读写”四大语言

技能中，写作处于最后压轴位置，也属于语言技能中的顶端技能，其有效联结与检测其他三个技能的学

习效果。同时，随着高中英语写作题型增加，难度提高，高中英语高阶写作技能的培养再次掀起热潮。

写作题型中的读后续写考验学生的语篇阅读能力、综合语言语用能力以及创新思维能力，应用文写作考

查学生在实际语言环境中传递与沟通信息，表达观点的综合组织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二者对学生写作

能力的要求逐渐具化，这要求写作评价方式也要与时俱进。同时，教学评一体化的现行教学理念也呼吁

英语写作评价方式的革新。 
2017 版《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明确指出：基于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的教学评价应以形成性评价为

主，终结性评价为辅[1]。但在实际运用过程中，由于师生缺少可参照的统一的语言能力评价标准，形成

性评价实施的有效性有待商榷。而 2018 年颁布的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China’s Standards of English 
Language Ability, CSE) (以下简称 CSE)为英语写作教学提供了统一的、可量化的评价标准，这为形成性评

价在英语写作教学中提供了明确的参考标准与有效的实施路径。因此本文通过梳理形成性评价的概念以

及研究现状，在概述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和 CSE 写作量表概念的基础上，着重介绍 CSE 写作量表在形

成性评价中的实际应用，致力于为高中英语写作的评价方式提供新的视角，促进高中学生综合语言能力

的提升，推进写作教学中教学评一体化目标的实现。 

2. 形成性评价 

2.1. 形成性评价的概念界定 

形成性评价，又称过程性评价，是一种对学生学习全过程的持续观察、记录、反馈，改进的发展性

评价过程。Black & William 对形成性评价内涵的精准概括受到较多认同，其认为形成性评价是在教学过

程中根据一定标准持续监控和评价学生的学习情况，并细致深入地解读和分析评价结果，以期为教师教

学和学生学习提供及时、丰富、有针对性的反馈信息，最终“促进学习的评价”[2]。由此可以看出形成

性评价是一种从识别、反馈、到改正的循环动态评价过程。 
形成性评价作为动态评价方式，在具体实施时需要借助多样化的、可视化的评价工具来对学生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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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过程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客观评价，例如评价量规、学业档案袋、学习日记、自评或同伴互评等。

但是，客观的评价工具只能呈现学习情况，如何改变与提升学习效果还需要教师及时有效的反馈。形成

性评价中反馈的价值主要体现于教师和学生可充分利用反馈信息不断反思，不断改进学习行为以达到好

的教与学的效果。由此，形成性评价中的反馈成为调整后续教与学的重要参考依据，致力于促成教学评

一体化的实现。 

2.2. 形成性评价的研究现状 

形成性评价(formative assessment)最早由美国的评价学专家斯克里芬(M. Scriven)提出，后被美国的教

学家布卢姆(B. S. Bloom)应用于教学领域[3]。国外有关形成性评价的研究主要以 1998 年为节点分为两个

阶段，1998 年之前形成性评价研究主要集中在形成性评价的功能目的、实施方法及实施效果等理论研究

方面[4]；1998 年之后研究重心主要聚焦到形成性评价的实施方法和评价工具的实践研究上。与此同时，

随着 2017 年高中英语课程标准的颁布，国内相关学者开始关注这一话题，并开始探究形成性评价在英语

写作教学中的应用，例如袁树厚，束定芳在 2017 年探讨不同视角下外语教学中形成性评价的成果与问题

[5]。随着 2018 年 CSE 的问世，CSE 与形成性评价的结合成为该评价领域中亟待解决的新问题。其中，

潘鸣威，吴雪峰[6]，杨满珍，刘建达[7]等学者对形成性评价和 CSE 量表在英语写作中的实际应用进行了

详细深度的探讨，有了较多理论成果。 

3. 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CSE) 

3.1. CSE 的概念界定 

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是教育部考试中心根据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加

强“外语能力测评体系建设”的要求研制的，其对学习者的英语运用能力进行了详细划分，明确了不同

等级的学习者在不同阶段的听说读写技能应该达到的具体行为目标。CSE 是以 Bachman & Palmer 提出的

交际语言能力模型为基础，结合语言能力描述的实际需要与我国外语学习和教育的实际情况，构建的适

合中国英语学习者进行学习、教学、评测的语言能力理论框架。 

3.2. CSE 的研究现状 

英语能力等级量表最早源于 1955 年美国为了考核海外军事人员的口语水平而制定的 FSI 量表。随后

欧洲地区出现了最具有代表性的语言能力量表——《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即 CEFR 量表，整个欧

洲的语言档案袋也依据此量表为评价标准而建立[8]。我国 2018 年颁布的英语能力等级量表正是基于

CEFR 量表的研究基础上，立足与我国国情与外语教学现状提出的适合我国英语学习者的科学的全国统

一的语言能力测评标准。国内对于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的理论探索始于 2007 年，杨惠中与桂诗春提出

“制定亚洲统一的英语语言能力等级量表”。随后，2014 年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

意见》(国发〔2014〕35 号)指出要加强国家教育考试机构、国家题库和外语能力测评体系建设，由此正

式开启了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的实践探索。直至 2018 年，由教育部与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发布的

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正式实施。 
本文综合国内外形成性评价和英语能力等级量表的有关研究发现：从研究对象上来看，CSE 在基础

教育阶段教学的相关研究相对不足，缺少探讨 CSE 应用于高中阶段英语写作教学形成性评价的研究。从

研究内容上来看，部分学者探讨了 CSE 应用于形成性评价中的范式，但其所提出的在写作中的应用范式

与实证研究仍有待完善，缺乏相关实施手段与工具。所以，本研究创新探索了 CSE 在高中英语写作教学

形成性评价中的应用研究，提出具体可行的实施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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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CSE 的等级划分 

CSE 明确了英语学习者在不同阶段应达到的听说读写技能水平等级，涵盖了英语学习者的所有学习

阶段，具体见下表 1。 
 
Table 1. CSE level division and corresponding learning stage alignment 
表 1. CSE 等级划分与对应学习阶段对标 

能力发展阶段 能力等级 对应学习阶段的学习者 

熟练阶段 
(高级学习者) 

9 级 
英语高端人才 

8 级 

7 级 英语专业三、四年级学生 

提高阶段 
(中级学习者) 

6 级 大三、大四；英专二年级 

5 级 高职；大一、大二；英专一年级 

4 级 高中生；中职 

基础阶段 
(初级学习者) 

3 级 初中生(7~9 年级) 

2 级 小学生(3~6 年级) 

1 级 小学生(1~3 年级) 

4. CSE 写作量表在形成性评价中的应用 

4.1. CSE 写作量表的构成 

CSE 写作量表，它由能力总表、自我评价量表、分项能力表、写作策略量表四个组成，具体如图 1
所示。第一，能力总表指从整体上描述了英语学习者应该具备的写作能力，设定了英语写作的总目标。

第二，自我评价量表是用于学习者对自身英语写作能力水平的判断或诊断，强调以学生为中心，引导学

生意识到自身写作能力所要达到的要求与实施自身能力之间的弹性空间。第三，分项能力表是在英语书

面表达的各类不同写作任务中描述学习者在完成描述、叙述、论述等 6 类语言活动时应该具备的可观测、

可测量的行为目标。第四，写作策略量表，即基本的写作步骤，明确了如何进行逻辑性写作。 
 

 
Figure 1. Components of the CSE Writing Scale [9] 
图 1. CSE 写作量表的构成[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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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CSE 写作量表在高中英语写作形成性评价的应用 

1) 评价量规 
CSE 写作量表中的自主评价量表有助于学生进行自我评价与同伴评价，及时获得学习反馈结果，

不断提高自身写作能力。但要教师在写作教学前，要对量表进行研读，选择学生能理解的描述语，结

合高中写作评价标准来设计评价量规，并说明表格的使用方法。同伴评价与自我评价量表把以教师为

中心转变成了以学生为中心，真正凸显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极大程度地调动了高中学生

的自我诊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评价量规的指导下，学习者能够根据相应等级的英语写作水平要求，

合理制定学习目标，选择恰当的学习资料，采用正确的学习方法，适时评估自身英语学习效果，并就

反馈结果及时调整学习目标，不断提高自主学习能力、创新思维能力等，实现以评促学。具体评价量

表如下表 2 所示。 
 
Table 2. Example of evaluation scale design 
表 2. 评价量表设计示例 

Example 1 

KWL Chart 

K 
(What I know) 

W 
(What I want to know) 

L 
(What I learned) 

   

Example 2 

评价标准 分值(25) 自评 他评 师评 

我(她/他)能用正确的格式写倡议书/邀请函/宣传海报。     

我(她/他)能用思维导图制作写作提纲。     

我(她/他)能用切实丰富的示例阐述写作观点。     

我(她/他)能用正确的逻辑连接词串联写作文本。     

我(她/他)能用正确使用语法进行英语写作。     

 
Table 3. Example of a learning contract 
表 3. 学习契约示例 

写作学习契约 

学习契约承诺人：XXX，执行日期：XXXX 年 XX 月 XX 日 

承诺项目：写好议论文，合作伙伴：英语老师与小组同学 

整体目标：掌握议论文的写作框架，提高语言表达的准确性、客观性与逻辑性 

具体学习条件： 
1) 每周结合具体社会热点写一到两篇议论文，说明议论的话题，明确自己的持方，寻找事实证据阐述优劣势，表

达自己的观点。 
2) 每周阅读课外读物分享热点新闻，摘录好词好句，并尝试运用这些词句造句； 
3) 每月与学习小组同伴讨论，适当开展辩论赛、班会活动、自由分享会等课堂活动； 
…… 

每月小结和自我评价(契约履行情况)： 

教师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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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学习契约 
学习契约是一种协调学习要求与学生需求、兴趣的形成性评价工具，是经学习共同体协商确立后的

一段时间内的学习目标。学习契约的设计是为了解决学习责任的归属问题。要求学生在以“任务驱动”

和“问题解决”作为学习和研究活动的主线，强调学生在评价过程中的参与度和决策中的话语权。高中

学习阶段的形成性评价可采用学习契约方式，以此构筑高中生的契约精神与合作学习的能力，在合作学

习中增强学生的学习动机，提高主动学习能力。以高中英语教学中的议论文写作为例，CSE 4 中对于高

中生的写作的分项能力描述语提出了 3 方面能力要求：1) 能就如何解决生活或学习中的问题提出自己的

建议。2) 能比较清晰地阐述某种行为的利弊。3) 能规劝他人接受自己的观点[10]。参照描述语的书面叙

述能力要求设定契约的约束条件，建立如表 3 所示的学习契约。 
3) 学习档案袋评价 
学习档案袋评价是“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质性教育评价，是评价主体多元开放的发展性评价，是应

试教育下的创新评价方式，其注重学生的动态发展过程。在具体实践中，教师根据书面表达能力各个表

中描述语来确定档案袋的评价目标、评价标准、评价形式，然后学生和教师对档案袋的内容共同进行整

理和评价。其中档案袋的内容可以包括学生在写作课堂上的自评与互评表格，课外拓展阅读材料，英语

写作素材，写作的大纲、初稿、范文以及写作中出现的语言问题等内容。这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进步

情况和成绩变化以直观化、可视化的方式呈现，有利于提高学生英语写作兴趣以及明确下一阶段写作目

标，还能帮助教师整体了解学生的能力发展情况，便于制定下一阶段教学计划。 
档案袋评价方式需要师生合作完成。首先师生要共建一个存储档案的空间，可以是纸质档案袋，可

以是电子档案室，让同学们成为自身学习的监督者。其次，共同拟定实施方式与规则，定时上交文件，

合理规划时间。最后，教师可以依据学习目标布置具体写作任务。第一，教师要提供具有一定开放性的

写作任务，给学生留有选择余地。每人的作文题目不同，但不同体裁的文章数量基本相当。第二，确定

评价统一标准。确定文章评价标准，是写作学习档案袋的难点与重点。文章评价标准的制定要根据维果

斯基的“最近发展区”理论，立足于学生现有的写作状况，再确定学生经过努力和帮助之后能够完成的

任务，引导学生向着潜在的、更高的水平发展。第三，评价写作成果。教师先根据评价标准做示范性评

价，然后组织学生进行互评和自评。互评时，让不同写作水平的学生组成 4 人小组，每篇文章由 3 人评

价，水平高一点的学生会对同伴提供更大帮助。互评侧重文章内容、逻辑关系和篇章结构。第四，公布

最佳作品。根据课堂教学需要，教师可抽取优秀作品放映在大屏幕上，引导学生朗读与欣赏好词、好句、

好段。除此之外，为了激发学生的英语写作热情，教师可定期选择优秀作文，形成最佳作品集，打印成

册，人手一份；也可以班集体为单位建立电子写作专区，鼓励学生分享优秀的文章，大家一起借鉴学习。 

4.3. CSE 写作量表在高中英语写作形成性评价的应用局限 

1) 实际困境 
在实际教学过程中，高中英语学习整体任务重，其中写作教学课时较少，一般被设置为课后作业，

所以实践条件有限。其次，高中英语写作题型的转变与难度的提升，加大了教师设计与实施写作评价方

式的难度。同时，评价实施的有效性有待考查，学生进行自我评价与同伴评价时，是否做到公正客观，

认真负责；最后，写作评价量表使用形成性评价方式，资料收集与保存较复杂，反馈内容较多也不及时，

容易造成教学负担。总的来说，写作教学评一体化的实现需要教师的精心设置，学生的积极配合以及学

校教学团队的合作交流，所以，理论在进入实践阶段时要注重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的有效统一。 
2) 解决措施 
CSE 写作量表在高中英语写作形成性评价的应用起点与终点都是促进学生写作能力与学科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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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高，所以，我们要拉动学校与教师的合作，共同促进学生发展，具体措施如下：第一，加强教师培

训，更新教学理念与知识。校内的不同年级开展交流学习，不同学校之间开展写作教学竞赛或学术讲座

等活动，让教师在相互学习与竞争中不断提高自身写作教学专业知识与能力。第二，分层设计评价手段，

增大不同层次学生的接受度。以学生的最大发展区为依据，为同学们设计不同层次的写作任务，课堂内

可设置小组合作写作任务，课后可设置单个人的片段写作任务，尽可能加大学生的语言输出机会。第三，

教研组共同筛选学习资源和材料，合理设计高中写作教学与评价专题。设立教学小组，共同筛选写作材

料，制定评价标准，减轻教师个人教学压力。同时，学校可设置资料储存室，电子档案等方式，为师生

提供充足的教学资源与条件。最后，高中生内在学习动机与自律性较强，此时，合理安排学习小组或者

成立监督小组，可以最大化利用学生的学习动机与主观能动性，培养学生的合作能力。 

5. 结语 

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作为统一的英语能力测评标准对于英语教学和测评发挥着重大的作用。可观

测、可衡量的行为目标能力标准能够使教师监督学生动态的写作过程，明确学生写作难点与痛点，客观

制定改进策略后，有效提升学生书面表达能力。本文结合具体的英语等级量表详细阐述了如何使高中英

语写作的评价更多样，更有效，更可观，设计了多种写作教学评价方式，但因实践条件有限，未能进行

应用实践，略显不足，后期合理安排与设计教师、学生与教学资源等方面内容后，可适当进行教学实践，

得出更有效的结论。最后，作为教师，我们要积极面对与应用教学新型工具，自觉加强自身的教学数学

素养，助力教育优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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