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注学生的学习 
那些在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课堂中成功的教师常常会发现，在偏重以学生为中心的活动中放权很困难，以学

生为中心的活动的预期性和组织性都是较弱的。“所有情况都良好，为什么我还要变化？”他们想知道理由。就

像那些不喜欢没有明确正确答案的活动的学生一样，教师偶尔也会在应付学生对其自身学习有控制权的课堂的

复杂性时出现困难。 

然而，为了让学生们能够学会21世纪的技能，比如说更高层次的思维、团队合作以及解决问题等方面的技能

，他们就必须参与各学科组织的、类似其真实生活或工作环境的复杂项目。他们还必须不断地了解有关自身学

习进展的情况。研究显然表明，这类评价对学生的学习是有积极影响效果的(Black, et al., 1998)。 

尽管有很好的理由相信，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以及表现性评价具有发动学生参与自身学习动机的力量，但自我

导向之路并非易路。“那些长大的学生常被视为观察员抑或是‘睡意朦胧的旁观者’可能完全不愿更努力的学习，

尤其是在这种被动学习方式是其它学科的典范的情况下更是如此。”布莱克项目中的一名教师因为没有正确地

工作而受到了控告，原因就在于她没有给学生们他们考试时背记可能需要的笔记。 

教师们也许也发现了，放弃传统的教学方法是困难的。表现性评价不再强调等级，转而强调的是学习。学生们

被要求去确定目标，还要监控他们自己的进度。他们受到鼓励要具有创造性，要冒险，要提问问题。简而言之

，他们所被期望的是关心他们自己的学习。对于一些学生和教师而言，这是一个巨大的鸿沟。 

传统的课堂关注的是外在的奖励，学生以学习者的身份思考其自身的机会很少，他们只是作为学生在思考。  

在课堂氛围关注于奖励、金星、等级或者是班级排名的时候，学生追求的便是如何获得最好的分数而不是如何

提高自己的学习。有份报告结果就是，有任何的机会学生都会逃避困难的任务。他们还会花时间和精力在寻找

“正确答案”上。确实，很多人因为害怕失败而变得不愿问问题了(Guskey, 2005)。  

等级不会从所有的教室消失，但是教师可以将其重要性最小化，将重点放在任务和自我评价的内在价值上，而

不是完成那些轻易就数得清、证明得清的任务上。  

学生们想要控制他们自己的学习的话，就需要在诸如合作、问题解决、批判性反思等能力方面得到具体指导。

就像布莱克研究中的那些教师一样，能够有效运用形成性评价的教师们必须扩展他们思考学生学习的方式。教

学必须减少对学科知识的传授，增加围绕真实性任务而展开的教学，这些任务使学生能够以各种方式来实践新

的学习内容，这些方式不仅挑战他们的思维，而且帮助他们形成21世纪所需的自我导向的技能与合作的技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