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什么样的课堂评价能促进深度学习 
 

由于中小学生心智的未成熟，他们的深度学习往往需要一定的支持条件才可能真正发生。

其中，课堂评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促进因素。课堂评价是师生处理学习信息的重要工具，如

果使用不当，可能会抑制学习或者使学习变得糟糕。根据目的与功能区分，主要有三种不同

取向的课堂评价类型，分别是对学习的评价 (assessment oflearning)、为了学习的评价

(assessment forlearning)以及作为学习的评价(assessment aslearning)。为了促进深度学习的

“三高”表现，课堂评价应达到两类评价所主张的三方面要求，即具备三个要素。 

（一）评价合乎伦理，实现手段与目的融合 

评价应该是合乎伦理的，这是从事评价工作的底线。美国教育评估标准联合委员会发布

的《学生评价标准》就明确指出：“学生评价应该是合乎道德、公平、有用、可行和准确的。”

并强调七个方面的评价正当性：“服务于学生的教育需求，评价政策和程序一致、公正和公

平，获取与使用评价信息应保护学生隐私权，尊重学生，保护学生权利和利益，平衡学生的

优缺点评价，公开而真诚地处理学生的兴趣冲突。”对于深度学习来说，合乎伦理的评价是

一条生命线。如果学生在评价中受到伤害，他们进一步学习的愿意、动力和投入就会减弱甚

至丧失，深度学习也就不可能发生。从促使学生表现出学习高投入的角度来看，需要遵守三

个方面的基本规范，做到评价合伦理。 

评价合乎伦理的目的是实现学习高投入，为深度学习提供根本性的条件保障，达至评价

为善的初衷。看来，合伦理的评价无形中融人了促进深度学习的评价目的，以善的手段达到

善的目的，使目的的正当性和手段对于目的的适切性保持一致。 

（二）评价主体多元，实现自我与他者统一 

要使深度学习在评价过程中发生，学生学习的知情人就应该参与进来，因为他们不仅可

以收集各自熟知的学习信息，确保信息的真实与全面，而且借助熟人关系通过相互间的交流

与协商，使产生的评价信息容易被学习者接受与消化。了解学生学习情况的主要有两类人员，

一是学生自己，二是辅助学生学习的教师、同伴与家长。这两类人员在“为了学习”和“作

为学习”评价类型中均有提及，他们作为主体，并不是各自为政，任性而为，而是围绕学生

在学习过程中产生的各类信息与结果展开对话，提供有助于学生深度学习的综合信息。也就

是说这些主体对学习评价各司其职，相互平等，不存在谁掌控谁的问题，只是针对学习内容

的评价发起人和主动权有所不同，如教师往往是澄清和分享学习目标与成功标准的发起人，

掌握着设计课堂讨论活动和任务的主动权，而学生同伴在激发学习者作为彼此的教学资源方

面拥有主动权，学习者则是管理和调节自己学习进程的主人。不管怎样，“每个利益相关群

体都要认真面对和思虑来自其他群体的信息输入，认真对待那些不同的甚至相互冲突的观

点，对他们自己原有的建构进行有效的修改以调节差距”，才有可能对学生的学习产生合力，

使输出的信息变成学生发生深度学习的助推器。这意味着，评价主体要在自我和他者的评价

中寻求统一。一方面，教师、同伴与家长在评价学习的过程中，应利用学习者的反馈信息反

思自己的评价行为，使自我与他者在评价目标上实现一致；另一方面，学生依据学习目标在

自评与他评之间找到平衡点，运用过滤后的评价信息管理自己的学习，明晰已达到的学习程

度以及可能的改进方向，规划并实施后续学习。综合起来，评价主体多元的目的是通过自我

与他者的学习信息分享、处理与再建构，促进学习者发生深度学习。 

（三）评价融入教与学之中，实现信息转换 

无论是为了学习的评价，还是作为学习的评价，都将评价纳入教学和学习过程中，使评

价、教学、学习构成一个循环圈。在这个圈里，评价是教学和学习的脚手架和“催化剂”，

促使教学信息转变为学习信息以及学习信息的内部转换。具体如图 1 所示。 



 

教师在发送教学信息的过程中，需要借助情境性的评价任务或活动，以及同伴评价，促使学

生最大限度地接受教学信息，加工成为临时性的学习信息。之后，教师通过设置具有检测功

能的评价任务，如课后纸笔练习、探究性项目等，引导学生在学习中开展自我评价，不断反

思与应用那些临时性的学习信息，进而内化为可以随时调用的知识，最终将其纳入已有的知

识结构或建构新的知识图谱。当学生达不到深度学习要求，就会反作用于评价，迫使师生审

思、修正、调节直至优化教与学行为。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做出的为了学习的评价是明线，

而学生及其同伴的作为学习的评价是暗线，相辅相成，共同服务于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使

教学变得理性和具有德性。从这个意义上说，评价不仅实现了教学与学习信息之间的转换，

而且解放了教与学。教师运用课堂评价从过度教学中解脱出来，使教学变得有序、有效、有

道德意义，学生借助课堂评价和教学从被动学习和为考而学中解放出来，使学习变得更加主

动和充满生活意义。这些正是激发深度学习的“三高”（高投入、高认知、高产出）所需要

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