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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汇报研讨是培养学生开展创新研究必不可少的实践活动，为了培养学生创新思维，提升自主学习、汇报

演讲等实践能力，提出引入评价量表对汇报研讨式课堂效果进行评价。设计了面向汇报研讨式课堂教学

的评价量表构建方法，以文献阅读汇报研讨为主要形式，探索实践了利用量表评价开展汇报研讨式课堂

教学效果的评价。实践结果表明，评价量表能更具体客观全面地反馈学生汇报研讨的效果，既能为学生

提供形成性评价成绩，又能帮助学生认知并改进不足，还能为老师提供及时的教学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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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porting seminar is an indispensable practical activity to train students to conduct innovative 
research. To develop students’ creative thinking and enhance practical abilities of independent 
learning and reporting, we introduced the rubric approach to evalu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report-
ing seminar classroom. A rubric approach for reporting seminar classroom teaching was designed, 
and the evaluation of its effectiveness was explored and practiced in the form of reporting seminar 
on literature reading. The pract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rubric approach can provide more com-
prehensive feedback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students’ reporting seminar, which can not only prov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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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ative evaluation results for students, but also help them to recognize and improve their defi-
ciencies, and provide teaching feedback for teachers tim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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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在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和翻转课堂模式[1] [2]的推动下，以学生为中心的汇报研讨式课堂逐渐

成为培养创新思维与实践能力的重要载体。此类课堂通过知识内化、协作探究和元认知训练[2]，契合高

阶思维能力培养目标。然而，现有针对这些课堂教学的评价多依赖教师主观经验，缺乏系统性理论框架

支持，难以实现 CIPP 评估模型[3]中强调的“过程–结果”联动反馈。同时，近年国家对研究生/本科生

的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的培养要求也在不断提高[4]，为了响应这一变化要求，我校开设了以阅读文献并

进行汇报研讨的专题课堂。但是，如何评价汇报研讨的效果，更高效地帮助学生提升创新和实践能力，

是极具价值的教学研究问题。 
当前，以汇报研讨来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已成为高校课堂教学的重要形式之一，但是现有

的以教师自身主观感受给出的反馈评分，存在着随意性、片面性和不可追溯性等问题。目前，我校研究

生及本科生的课程考核主要采用的是形成性考核和终结性考核相结合的方式。其中，终结性考核以考试

和论文为主要形式，而形成性考核则大多以课后作业、课堂实验、课外实践为主要形式，这些考核方式

往往侧重于知识的记忆、理解和应用，缺乏对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的有效评价。现阶段，不少课程将汇

报研讨引入课堂，以培养学生创新思维，提升学生自主学习、汇报演讲等实践能力。汇报研讨式课堂形

式上翻转了教师与学生的关系，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体，需要有效展示自身对知识的理解、思考、感受，

而教师则主要承担组织和评价责任。现有对这种汇报研讨式课堂效果的评价，主要由教师凭借自身主观

感受给出的反馈评分，很多时候会存在随意性、片面性和不可追溯性等问题。为了提升现有汇报研讨式

课堂教学对学生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的培养效果，亟待一种更加系统、规范的科学量化评价方法或工具，

以帮助老师有效评价学生、帮助学生更好地进步成长。 
量表评价作为一种融合量化分析与质性反馈综合性的评价工具[5]，其理论基础可追溯至 Bloom 教育

目标分类学和 Scriven 形成性评价理论[6] [7]。量表评价通过设计多维度、多层次的指标，能够更细致地

捕捉学生的差异和特长[8] [9]，被广泛应用于英语[10]、护理[11]、美术[12]、体育[13] [14]等课程教学评

价中，通过全面的评价维度、具体的评价指标和正向的反馈机制，促进学生的学习投入和教师的教学改

进[15] [16]。作为一种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评价方法，它能够通过一系列具体的指标对学生的表现进行更

全面、客观的评估[10]-[16]。 
为了更有针对性地评估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引入量表评价方法，从汇报内容、创新思维和

汇报形象等不同的维度，设计了相对全面、客观的评价指标和评分等级。通过量表评价，达成了更全面

地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更有效地指导学生的学习发展，实现教学质量的有效提升。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5.13428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王家宝 等 
 

 

DOI: 10.12677/ces.2025.134280 545 创新教育研究 
 

2. 评价量表构建方法 

2.1. 评价量表构建原则及方法步骤 

评价量表构建应遵循目标导向、系统性、可操作性、发展性等关键原则以确保其有效性、可靠性和

实用性[5]。首先，汇报研讨式课堂主要用于学生展示自身对汇报内容的理解和创新思考，培养学生的创

新思维和实践能力，应重点围绕这一课程教学目标展开，让每项评价指标都与教学目标直接相关，从而

有效衡量学生的能力达成度；其次，应涵盖评价汇报研讨式课堂的各个环节和方面，包括汇报内容、汇

报方式和创新思维，形成一个完整的评价体系；接着，应设计具体、明确评价指标，便于观察、记录和评

分，同时提供清晰的评分标准或示例，以减少评价过程中的主观性和模糊性；最后，应关注评价对象的

学习和发展需求，评价意见应具有建设性和引导性，能够真实反映学生的学习体验和收获，鼓励评价对

象自我反思和进步，促进其全面发展。 
基于以上原则，采用图 1 所示的“五步法”，构建了面向汇报研讨式课堂教学的评价量表。 
 

 
Figure 1. Flowchart of evaluation rubric construction methodology 
图 1. 评价量表构建方法步骤图 

 
图 1 中，明确评价目标就是根据人才培养方案、课程教学目标，确定评价的目标，确保设计的评价

量表能实现对教学目标达成度的评价和促进，包括对学生自主学习、创新思维、汇报演讲能力的评价和

提升；确定评价维度就是依据评价目标，确定评价的主要维度，如内容理解、创新思考、汇报表现、团队

合作等；更进一步地，针对每个评价维度，进一步细化评价指标，明确每个指标的具体内容和评分点；

其次，制定评价标准就是针对每个评价维度和评价指标，制定详细的评价标准，包括评分等级、分值分

配和评分依据等，评价标准应具体明确、可度量，便于评价者进行判断和打分；最后，征求反馈与修订

就是在评价量表试用实施一段时间后，征求专家、学生和其他老师的反馈意见，并根据评价目标达成效

果，评价维度、指标、标准的合理性进行修订和完善，确保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17]。 

2.2. 评价维度与等级标准设计 

为了有效评价学生汇报研讨的效果，需要对评价的维度和等级进行有效设计，具体划分为汇报内容、

创新思维和汇报形象三个维度，并细化评价内容，形成具体的评价指标。以文献阅读汇报研讨课堂评价

为例，评价内容包括： 
 汇报内容。考察学生是否能阐述文献工作的动机和贡献、能否讲清文献方法内容，是否对文献工

作有深入的认知和理解，以及能否回答老师和同学的提问及质疑。其中，要以文献动机和贡献为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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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主要方法、实验结果；汇报时应在理解内容的基础上，理清内容的前后逻辑关系、因果关系，用自

己的话通俗表达，而非生硬地直译内容；要求对老师和同学的一般疑问能给出解答，特别是文献内容的

理解方面。 
 创新思维。考察学生是否能总结文献优缺点，提出改进创新的思路与方法。具体地，可以围绕文

献动机和贡献，提出新的观点；或者对所提方法的不足或缺点进行分析，提出改进思路和方法；或者以

当前方法的优势，提出其在新领域应用的可能性和挑战。 
 汇报形象。考察学生汇报的基本素养，是否具备良好的汇报姿态和举止，是否能清晰流畅地吐字

表达，以及是否正确高效地使用手势和交互，汇报 PPT 是否美观大方、无错误等。其中，姿态、动作等

要合规；表述中特别是语速一定要适中，过快或过慢都会导致听者无法有效捕获信息，重要的地方应有

停顿。 
表 1 展示了以文献阅读汇报研讨课堂评价为例构建的评价量表。 
 

Table 1. Evaluation rubric 
表 1. 评价量表 

评分项 评分内容 评分等级 

汇报内容 
(50 分) 

1) 能清晰阐明文献工作的动机和贡献(10 分) 
2) 能用自己的语言讲清文献方法内容(25 分) 

3) 能有效回答老师和其他同学的提问/质疑(15 分) 

需改进  及格  良好  优秀 
需改进  及格  良好  优秀 
需改进  及格  良好  优秀 

创新思维 
(30 分) 

1) 能总结文献优缺点，提出改进建议(10 分) 
2) 能提出清晰的技术点改进创新思路，或初步的创新方

案(20 分) 

需改进  及格  良好  优秀 
 

需改进  及格  良好  优秀 

汇报形象 
(20 分) 

1) 正视听众、举止适当、姿态良好(5 分) 
2) 吐字清晰、语速音调适中(5 分) 

3) 有效运用停顿、手势、交互(5 分) 
4) PPT 制作美观大方、无错误(5 分) 

需改进  及格  良好  优秀 
需改进  及格  良好  优秀 
需改进  及格  良好  优秀 
需改进  及格  良好  优秀 

 
表 1 中，针对每个维度及每项指标给出了具体的量化分值，以便于参与评价的教师或同学理解各评

价项的重要性，同时给出了“需改进”、“及格”、“良好”、“优秀”四个不同评分等级，评价人员仅

需简单勾选对应的评分等级选项，即可实现评价并可自动推算评分结果区间。此外，还可以在量表中增

加主观性评价，以帮助学生意识到可以提升进步的具体内容、方式方法。 
针对量表中的评价分值及评分等级，其不同好坏程度的表现，制定了如表 2 所示的“优、良、中、

差”四个评分等级标准，对应于表 1 中的“优秀”、“良好”、“及格”、“需改进”四个等级。 
 

Table 2. Rating scale standard 
表 2. 评分等级标准 

 优 良 中 差 

汇报内容

(50 分) 

清晰阐明文献工作动机和

贡献；清晰讲解文献方法

内容，有自己的认知和总

结；能有效回答老师和同

学提问、质疑。 
(45~50 分) 

文献工作动机和贡献

阐述基本正确；讲解

文献方法内容正确，

但缺乏理解深度；能

基本正确回答老师和

同学提问、质疑。 
(40~44 分) 

文献工作动机和贡献

阐述不完整；讲解文

献方法内容存在直译

内容，生硬、难懂；

能部分回答老师和同

学提问、质疑。 
(30~39 分) 

未阐述文献优缺

点，未提到改进建

议和想法；未讲述

技术点改进创新，

无创造性思考。 
(18 分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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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创新思维

(30 分) 

有效总结文献优缺点，并

提出可行改进建议；能提

出清晰的技术点改进创新

思路，或初步创新方法，

展示出强的创造性思考。 
(27~30 分) 

能总结文献优缺点，

并提出改进建议和想

法；能提出技术点改

进创新思路，或初步

创新方法，展示出一

定的创造性思考。 
(24~26 分) 

阐述了文献优缺点，

并提到了改进建议和

想法；提到了技术点

改进创新，未描述初

步创新方法，创造性

思考很少。 
(18~23 分) 

未阐述文献优缺

点，未提到改进建

议和想法；未讲述

技术点改进创新，

无创造性思考。 
(18 分以下) 

汇报形象

(20 分) 

汇报正视听众、举止优

雅、姿态良好；吐字清

晰，语速音调适中；能有

效运用停顿、手势和交

互；PPT 美观大方、无错

误。 
(18~20 分) 

汇报关注听众、举止

得体、姿态较好；吐

字清楚，语速音调正

常；能部分运用停

顿、手势和交互；PPT
美观简洁、无错误。 

(16~17 分) 

汇报很少关注听众、

举止姿态良好；语言

基本流畅，讲解语速

音调存在过快或过

慢；很少使用停顿、

手势和交互；PPT 一

般、个别错误。 
(12~15 分) 

汇报不关注听众、

存在不好的举止姿

态；语言不流畅，

讲解语速音调整体

过快或过慢；未使

用停顿、手势和交

互；PPT 很差、多处

以上错误。 
(12 分以下) 

 
通过以上具体评价维度和等级标准的设计和实施，我们能够更全面、客观地评估学生在汇报研讨课

堂中的表现和效果，并提供有针对性的反馈意见，以帮助学生进一步提升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 

3. 评价量表实施及效果分析 

3.1. 实施步骤 

评价量表的作用发挥离不开课堂教学的落地实施，并根据实施效果进行反馈调整改进。针对文献阅

读汇报研讨课堂教学具体实施可分为以下三个步骤： 
步骤一：课前明确评价标准和要求。教学开始前，教师应向学生介绍评价量表的使用方法和评价标

准，确保学生对评价过程有清晰的认知。根据实践经验，可进行两次明确，第一次是布置文献阅读任务

时，对文献阅读中应关注的动机贡献、内容方法、结果结论等进行重点关注，对改进创新的思路方法等

进行突出强调，引导学生更有重点地进行文献阅读和思考；第二次是汇报前，对汇报学生和参与打分的

人员进行标准的明确。 
步骤二：课中观察记录学生表现。教学过程中，参与评价的教师或同学根据评价量表的内容指标对

汇报学生的表现进行观察和记录。特别的一点，要实事求是地评价，特别是评分表中的优点和建议，要

给出真实的肯定及有效的改进回馈，以助人成长进步。此外，学生在汇报回答问题时，可以邀请同组同

学进行回答，对无法当堂回答的问题，需要在课后的文献报告中以文字形式进行回答。 
步骤三：课后及时总结反馈。教学结束后，教师根据自己和学生对汇报同学的表现进行综合评价，

并将结果反馈给学生，帮助他们认识自己的优势和不足。反馈时应注意隐私，对比较敏感的、不够友好

的反馈，可一对一反馈，或者转述为更加友好的建议反馈。 

3.2. 实施效果及分析 

基于设计构建的文献阅读汇报研讨评价量表，我们于 2024 年春季学期对研究生《模式识别》《智能

检索技术》课程各 1 个教学班共 30 名学生开展相关评价。图 2 为模式识别课程中汇报研讨过程及评价量

表打分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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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Example of the reporting and discussion process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evaluation rubric 
图 2. 汇报研讨过程及评价量表实施示例 

 
通过在实际教学中应用评价量表，并根据教师和学生反馈，可以发现评价量表具有多个方面的积极

作用。 
一是提升了评价的准确性和公正性。通过设定明确的评价指标和评分标准，量表评价能够减少教师

主观随意性、片面性，确保对学生的评价更加全面、准确和公正。同时，明确的评价标准能够激发学生

的学习动力，使他们更加积极地参与课堂活动。 
二是增强了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量表评价不仅关注学生的知识掌握情况，还注重对学生实

践能力和创新思维的评价。这有助于引导学生将理论知识应用于实际问题中，激发和培养他们的创新精

神和实践能力。 
三是提供了有针对性的教学反馈和改进。通过量表评价，教师能够及时了解学生的学习效果、能力

水平及存在问题，能长期追溯教学效果，并对教学过程进行迭代改进优化，为学生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教

学反馈和指导。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在使用评价量表时，随着教学内容和学生特点的变化，教师应及时对评价指

标进行调整，确保评价量表的时效性和针对性。同时，每个学生都有着其独特的学习风格和特点，教师

在使用评价量表时应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提供个性化的教学反馈。 

4. 结论 

针对汇报研讨式课堂教学缺乏有效评价手段的问题，引入量表评价，对汇报研讨式课堂教学效果进

行了定量评估。实践结果表明，量表评价能够帮助教师对汇报研讨式课堂效果开展评价，并不断优化教

学过程；能指导和帮助学生提升其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并获得积极的反馈。在未来的工作中，我们将

继续探索在不同课程教学中实施评价量表，不断优化改进评价内容和方式方法，以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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