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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习成果的概念

学习成果：学生通过一段时间积累形成的学习成就。

 绩效表现：

话剧表演、歌唱比赛、辩论、演讲

 物化产出：

研究报告、错题集、论文、汇报PPT、海报等



0 1 学生学习成果是不断积累的，不是一蹴而就的

0 2 学生学习成果是多元化的，不同学科学习成果也不同

学习成果的收集需要动态、过程，不能只考虑结果0 4

0 3 学生学习成果不一定是成功的成果，失败的成果一样重要

一、学习成果的概念

观念转变



过程性的学习成果是非常有价值的

一、学习成果的概念

学生：

整理学习收获，掌握学习薄弱点； 

教师

掌握学生学习动态，了解薄弱点，制定干预策略。



请思考



二、学习成果的收集方式——档案袋

档案袋想法来源于艺术领域，如画家、音乐家、
摄影师等通常会有意识地保存个人作品

档案袋评价是一种通过收集学生的作品、学业
成就的证据，向他人展示学生的成长记录袋，
来达到对学生进步情况评价目的的评价方式。



二、学习成果的收集方式——档案袋

可以明示每一个学习者的内在的脉络和学习的轨迹,是学习者自身
的东西,构成自我评价与相互评价的资料。学习者

培育学习者的目标以及教学过程中所用的教材、素材,班级学生的
资料与摘录,自我评价的资料。教师

记载有关每一个学习者的老师、同学伙伴、社区人士、家长等的
思考与愿望。通过相关人员共同制作的共同档案将成为激励学习
的场所,信息交换的场所,也就成为维护和推进学习网络的媒介。师生



l丰富学习记录证据的形式，真实全面展示学生的学习过程与学习成果

l提高学习记录和证据存储、检索与整合的效率

l让家长、同伴等相关人员参与评价过程

l为全面客观地开展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提供证据支持

l使评价成为学习过程的一部分

二、学习成果的收集方式——档案袋



如何设计档案袋？

封面 说明 内容 评语

学
习
目
标

成
果
目
录

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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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



二、如何设计档案袋？

1. 学习目标

简要向学生说明成果收集所对应的学习目标，

目的是让学生明白成果收集的目的和意义。

2. 材料提交目录

简要介绍学生需要提交的各种材料，允许学生

逐一核对材料提交。

3. 评分规则概述

简要向学生说明各项材料的评价标准，旨在让

学生了解什么是好的学习成果。



学生档案袋案例

纸质档案袋 电子档案袋



在云盘的班级群相册中，建立每一位小朋友

的文件夹，让家长筛选自己孩子的照片，并

以“姓名+日期+事件”的方式命名。

     信息技术支持下的档案袋评价案例



内容

收集、整理、呈现的相关技
术工具

自评

互评

师评

家长
评

评价主体与机制

初中写作教学中电子档案袋评价（上海市南汇四中 熊欣）

     信息技术支持下的档案袋评价案例

建立
流程

明确目标
建立档案 

及时收集
分类整理 

总结反思
评价及时 



请思考



技术支持—石墨共享文档

石墨文档，可以支持学生与教师在线协作完成作业任务；

学生可以在自己的文件夹中上传自己的文件。

教师可以添加学生到群组中；



技术支持—如何使用石墨文档



02 如何评价学生的
学习成果



• 作为评委，请你为这位选手的演讲打分。

小组活动



学习成果的评价

当没有量规时，如何评价学生的表现或作品？

1.主题立意

2.逻辑组织

3.内容陈述

4.动作表情

5.语言表达

评价项目 1-20

主题立意

逻辑组织

内容陈述

动作表情

语言表达



学习成果的评价

对学生成果进行评价时你需要一种结构化的评价工具——评价量规（Rubric）



学习成果的评价--量规（Rubric）

一种结构性的等级量化评价工具。

祝智庭

一个评分工具，它为一个作品或其他成果表现(如文章的观点、组织、细节、

表达、布局等)列出标准，且从优到差明确描述每个标准的水平。

海蒂·古德瑞齐

即可以评价绩效表现类成果，也可以评价物化产出类成果



绩效表现成果的评价量规-音乐教学评价量规

引自：谈音乐教学的“评价量规”,左梅，中国音乐教育

评价内容 评价重点
评价等级

A B C D

情感表达

表情 表情自信、大方 表情比较自信、大方 表 情 不 明 显 、 不
突出 表情极不自然

速度
速度稳定且符合歌曲情
感表达
 

速度较稳定,基本符合歌
曲情感表达

速 度 不 够 稳 定 ，
对 歌 曲 情 感 表 达
有一定影响

速度忽快忽慢影响
情感表达

力度 整体力度符合情感需要,
有明显力度变化

力度基本符合情感需要，
但无明显力度变化

力 度 较 弱 且 无 变
化

力度太弱,几乎听不
到声音

演唱技能

音准 音准基本正确 个别音控制不够好,但不
影响歌曲整体表现

有 个 别 音 明 显 唱
错 整体都不准确

节奏 节奏基本正确 节奏有个别错误,不影响
歌曲风格

节奏有错误,对歌
曲风格稍有影响 节奏错误太多

呼吸

口腔打开较好，起唱有
明显的呼吸准备，长音
保持足够的时值,按照
乐句换气

口腔基本打开，起唱有
呼吸准备，长音时值基
本保持,按照乐句换气

口 腔 打 开 较 小 ，
起唱准备不充分,
长音时值不够,个
别处换气较随意

口腔打开太小，起
唱没有呼吸准备，
长音时值不够,换气
随便

咬字 咬字整体较圆润、清晰 咬字较清晰但不够圆润 咬 字 较 随 意 ， 不
太清晰 咬字很不清晰

流畅 演唱完整、熟练、流畅 演唱基本完整、流畅 演 唱 不 够 熟 练 ，
有个别停顿

演唱极不流畅，有
多处停顿



评价项目 优 良 中 差 分值
木偶操作 操作人总在操作木偶，

以便让观众能看到木偶。
操作人通常在操作木偶，
以便让观众能看到木偶。

操作人有时在操作木偶，
以便让观众能看到木偶。

操作人很少在操作木偶，
观众看不到木偶。

20

木偶制作 木偶是原创的、有创造
性的，做得非常好。在
表演中没有一点脱落。

木偶是原创的，做得非常
好。在表演中没有一点脱
落。

木偶做得还算好。在表演
中没有一点脱落。

木偶做得不好。在表演
中有脱落。

20

剧本创作 剧本有创造性，并能真
正吸引观众。

剧本有创造性，通常能吸
引观众。

剧本有创造的因素，但常
常不能吸引观众。

剧本需要更多的创造因
素。

20

布景 布景有创造性，增强了
剧本的趣味，不妨碍木
偶表演。

布景有创造性，不妨碍木
偶表演。

布景不妨碍木偶表演。 布景妨碍木偶表演，或
者干扰了观众。

10

声音传播 操作人的声音足够大，
后排的人也总能听到。

操作人的声音比较大，后
排的人通常也能听到。

操作人的声音有时大，有
时小，后排的人有时能听
到。

操作人的声音小，后排
的人几乎听不到。

10

故事表达
的正确性

故事中的所有重要内容
都被包括进去，且正确。

几乎故事中的所有重要内
容都被包括进去，且正确。

故事中相当多的重要内容
都被包括进去，且正确。

故事中的很多内容被漏
掉，或者不正确。

10

表情 操作人的声音表现出很
多表情和感情。 

操作人的声音表现出一些
表情和感情。

操作人的声音表现出一点
表情和感情。

操作人的声音音调不具
有感情表达力。

5

投入 操作人在整个演出中沉
浸在角色之中。

操作人在大部分演出中沉
浸在角色之中。

操作人在演出中一些时候
沉浸在角色之中。

操作人演得很笨拙或者
有炫耀之嫌。

5

绩效表现成果的评价量规—木偶表演的评价量规



物化产出成果评价量规-学生创客作品的量规



项目 问题产生 信息收集 信息分类 信息分析 最终作品展示
优 学生围绕一个

主题，自己产

生问题。

从多种电子和非电

子的渠道收集信息，

并正确地标明了出

处。

学生为给信息分类，

自己开发基于计算

机的结构。如：数

据库 。

学生分析了信息，

并得出他们自己的

结论。

学生有效地使用综

合媒体以多种方式

展示了自己的发现，

并发布到网上。 

良 给出主题后，

学生自己产生

问题。

从多种电子和非电

子的渠道收集信息。

师生为基于计算机

的分类结构共同想

办法，学生自己创

建了这个分类结构。 

学生分析了信息，

并在教师的指导下

得出了他们自己的

结论。

学生有效地使用综

合媒体以多种方式

展示了自己的发现。 

中 学生在教师的

帮助下产生问

题。

从有限的电子和非

电子渠道收集信息。

师生共同开发了基

于计算机的结构。 

学生在教师的指导

下分析了信息，并

得出了结论。

学生使用综合媒体

展示了自己的发现。

差 问题是教师直

接给出的。

只是从非电子渠道

收集信息。

学生使用教师开发

的基于计算机的分

类结构。 

学生简单罗列和复

述了所收集的信息。

学生使用有限媒体

展示了自己的发现，

如：书面报告。 

权重 15 15 25 30 15

指标

等
级
描
述

等
级

权重

评价量规的要素 指标，等级，等级描述，权重



评价量规的要素

评价量规的要素：指标，等级，等级描述，权重

指标：内容与教学目标相对应，重点、难点突出，关注学习过程

等级：等级划分清晰，至少3个等级划分

等级描述：操作性好、准确性高，不同等级标准有明显差别，最好
基于证据去设定标准，等级描述清晰准确，能够对学生的学习有启
发与指导

权重：重难点突出，赋值合理



评价量规的内涵

• 内涵不是全新的
– 评价非客观性试题或任务时已有应用：评作业，期末综合考评……

• 但是：教师使用量规的自觉性与规范性还远远不够！

– 混乱的讨论；

– 随意的绩效评价（电子作品）



评价量规要回答

n 通过什么标准对学习（作品）进行判断？

n 好的作品和较差的作品的差异在哪里？

n 我们怎样确保我们的评价（或计分）是有效和可信赖的？

n 我们通过怎样的评价来支持学生获得成功？



评价量规要回答

n 它们帮助学生和教师定义“什么是高质量的学习”。应用量规可以有效地

降低评价的主观随意性。

n 当学生有规则地通过量规来评判他们的作业时，他们将开始对学习的结果

充满责任心，减少了“我还要做什么”的问题。

n 量规减少了教师为学生作业的评分时间，并且使教师更容易向学生解释，

为什么他们得到这个等级和他们做什么可以获得提高。

n 使用量规评分的好处之一是使标准公开化



确定指标 确定等级 撰写等级
描述

设计指标
权重

试评并
修改

如何设计评价量规



STEP1：确定学生成果类型

• 了解学生成果可以表征哪些信息

STEP2：确定评价重点

• 基于教学目标确定评价重点

STEP3：确定目标维度

• 基于评价重点设计目标维度
• 维度之间不存在概念交叉

如何设计评价量规

确定评价指标



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并结合学习成果的实际情况，设定评价等级：

1. 一般评价等级分为3~5个，如优秀、合格、不合格；或4，3，2，1

评价指标 优 良 中 需努力 评价指标 4 3 2 1

如何设计评价量规

确定等级



对每个等级，用具体、可操作性的语言来清楚地描述各个等级的标准：

1. 不同等级描述之间要有明显差别；

2. 每个等级要有明确的打分点或者证据点；

p 中：收集了大量的信息，都与主题有关

p 良：能从网络电子，书本杂志等各方面去查找信息，并进行较为清晰的归纳整理。

p 优：浏览了3个以上的网站，查阅了4本以上的书籍，并将收集到的信息进

行了归纳汇总，形成了word文档，并正确地标明了出处。

如何设计评价量规

撰写指标的等级描述



如何设计评价量规

强调1：设计适当的权重

如：对数字化作品的评价

对内容进行评价

• 包含特定内容的评价指标

对载体进行评价

• 包含关于设计和布局的信息

这二者的重要性相同吗



如何设计评价量规

强调1：设计适当的权重



如何设计评价量规

强调1：设计适当的权重

这里给出了每个
指标的权重值。
从这里学生可以
看出来哪些是更
重要的内容。



如何设计评价量规

强调2：用明晰的术语表达你的要求

n 如果你告诉男朋友，你的生日礼物要香水，你也许能得到所想要的东西。

n 如果你告诉男朋友，你的生日礼物要Chanel（香奈尔）香水，能得到想要的东

西的机会就增大了。

n 如果你给男朋友看香水瓶子和香水名称，能得到所想要的东西的机会就大大地

增加。

你把质量要求说得越具体，学生就越容易自己判断所达到的质量。



如何设计评价量规

强调2：用明晰的术语表达你的要求 案例2_“科学论文”的写作评价量规

满分的标准明
确吗？哪些要
求构成10分？



评价量规资源库

1. 英特尔未来教育的量规资源库：

http://educate.intel.com/cn/AssessingProjects/AssessmentStrate

gies/index.htm

2. 教师技术之家提供的量规生成器：

http://teachers.teach-nology.com/web_tools/rubrics/

3. 量规之星（Rubistar）的量规生成器：

http://rubistar.4teachers.org/



ü 为自评和互评设计良好的氛围

ü 与其他评价工具配合使用

ü 不断提醒学生注意量规要求

ü 在学习进行前提供量规

ü 可以使量规表现更温馨

ü 让学生参与量规的设计

ü 考虑评价实施的环境条件

评价量规的应用方法及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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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量规的应用方法及注意事项

评价量规的应用的简单结构评价量规的应用的基本原则



电子学档

量规

豆
芽
发
芽
观
察

概念图

量规
植
物
的
探
究

学习契约

量规
暑
假
阅
读
与
写
作
任
务

评价量规的应用方法及注意事项

与其他评价工具配合使用



1 优 良 中 差

2 优秀 良好 中等 需努力

3 天才 很好 不错 加油

4

组织

内容

书面

格式

个人叙事写作准则

评价量规的应用方法及注意事项

可以使量规表现更温馨



03 成果数据
如何分析？



数据分析方法

数据分析方法

文本可视化

统计法

描述性统计

关联分析

差异分析



1.文本可视化分析工具



微词云： https://www.weiciyun.com/

微思词云：https://wis-ai.com/wordcloud

图悦词云：http://www.picdata.cn/picdata/index.php

1.文本可视化分析工具



• 微思词云——在线词云生成工具

• https://wis-ai.com/wordcloud

1.文本可视化分析工具

展现文本信息，对出现频率较高的“关键词”予以视觉上的突出，
适合在大量文本中提取关键词。



1.文本可视化分析工具

• 微词云制作词云图步骤： https://www.weiciyun.com/

点击 导入单词 → 选择 对应模板，上传excel文件 → 点击 生成并使用



1.文本可视化分析工具

• 微词云制作词云图步骤

点击 加载词云 → 生成 词云图



1.文本可视化分析工具



2.数据的关联性分析

在探究性学习活动开展中，李老师持续对本班六个小组合作学习行为进行观察

记录，她发现合作学习行为表现分值较高的小组，探究性学习报告的质量也较

高，她认为过程表现好的小组是否最终学习成果分数就高？你是否认同？如何

验证？

情境1



2.数据的关联性分析

相关系数
是研究变量之间线性相关程度的量。

计算公式：

• 0.8-1.0 极强相关

• 0.6-0.8 强相关

• 0.4-0.6 中等程度相关

•  0.2-0.4 弱相关

• 0.0-0.2 极弱相关或无相关

CORREL函数：

EXCEL中检验相关性的函数



数据的差异性分析



一款方便简单的数据分析工具



数据的差异性分析

依据科学的
数据决策

依据经验
教学

关注学习的
具体维度

关注学习
的整体表

现

从多维度发现
问题

从单一维度
分析问题

深入探究问题
产生的原因

简单地发
现问题



反思

ü 5—找出本次培训中自己有收获5个方面。

ü 3-从上面的5个方面，找出3项对自己实际教学工作有帮助的内容。

ü 1—从上面3个方面，找出1项马上开始行动的内容，制定明确的行动计划。

5-3-1行动反思



谢谢聆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