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评价项目: 评价策略  
改变评价策略 

 
 
变化中的评价实践 
每年，佩里(Perry) 女士都让自己的学生积极参与过去一年（课堂场景 1）罗密欧与朱丽叶（Romeo and 
Juliet）的这个项目的学习，那时她采用传统的评价方式来评价学生的工作。今年（课堂场景 2），她重新修

订了单元，增加了一些新的评价方法。   
 
阅读以下两个课堂场景，关注佩里女士在评价实践方面的转变。考虑这些转变对学生的整个学习和项目绩效的

可能带来的影响。  
 
罗密欧与朱丽叶—课堂场景 1 
佩里女士是一所高中的英语老师，她要指导自己的学生学习《罗密欧和朱丽叶》这个教学单元。她着重强调与

人物分析和文学技巧相关的阅读标准，以及口头和写作交流的标准。  
 
佩里女士以向学生解释他们要了解莎士比亚和他的著名剧作《罗密欧和朱丽叶》开始为期四周的单元教学。她

先提出了单元的基本问题：文学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自己吗？让学生讨论。她告诉学生在单元结束时要完

成整个项目，期间需要将他们学到的有关戏剧的各种主题应用到当前的问题中去，并提出解决方案。  
 
学生们花了几周时间阅读《罗密欧和朱丽叶》，并根据它的场景扮演角色。佩里女士给学生分配角色，他们开

始大声地阅读，并分析场景。也有一部分剧本阅读作为家庭作业布置给学生。每一幕结束之后，佩里女士进行

一个小测验来检查学生的学习情况。  
 
他们在课堂上花费大量的时间讨论比较难的场景，以及与戏剧相关的文学术语。比方说，学生发现和讨论罗密

欧独白中与朱丽叶相关的比喻。佩里女士问了这类问题：  

• 比喻是怎样帮助体现人物的感情和思考的？  
• 直喻或比喻的使用怎样影响我们对场景的反应？  

在第四周结束这个戏剧单元之前，佩里女士让学生界定命运是什么，并根据自己是不是相信它来确定一个立场

。全班同学一起讨论在莎士比亚的时代关于命运人们是如何理解的。在学完这个剧作之后，他们参加一个由多

项选择和匹配题组成的测验，完成这些与戏剧情节、人物、主题和文学技巧相关的试题。  
 
佩里女士为学生小组布置了最后写一个方案的作业，要求学生把这个剧作的主题应用到当代生活中，为当时的

问题去找一种解决办法——
一个古老的问题肯定对他们的社会是有所影响的。学生们被要求去向受众展示他们的发现和解决方法，并制作

合适的作品来补充信息（多媒体演示文稿、小册子、简报、传单、网站等）。   
 
全班同学一起讨论示范的主题，比方说父母与十几岁孩子的交流，同伴压力，学校中的暴力等。他们审视一份

同学制作的、有关冲突的解决方式的小册子。佩里女士拿出将来要评价最后方案的评价量规，并和学生讨论期

望是什么，包括问题解决和小组工作。学生们也拿到自我评价问题列表来帮助他们在头脑风暴、计划和实施项

目的过程中不脱离项目的轨道。 
 
罗密欧与朱丽叶—课堂场景 2 
佩里女士在上次教过《罗密欧和朱丽叶》之后，参加了一个学习班，做了一些在线研究，并阅读了有关评价的

一些书籍。她决定尝试一些她以前从未使用过的策略，并设计了一个方案，以融入其它一些评价方法到单元中

。  
 
为了给学生更多的机会来思考与莎士比亚的相关性，佩里女士建立了一个电子伙伴（e-
pal ）栏目，通过它学生可以与同伴交流对莎士比亚时代和当今时代的不同看法。为了使学生的邮件交流是有

组织的，佩里女士为学生准备了包括大量具体问题的阅读日志，提示他们在阅读剧作的每一幕时分析人物和文



学元素。学生需要回答阅读日志中的问题，并通过电子伙伴栏目中交流对问题的回答。在整个教学单元中，学

生们将定期利用电子邮件上交阅读日志。  
 
和以前一样，学生们将阅读剧作，探索《罗密欧和朱丽叶》表达的主题，讨论这些主题为何可以应用到当前的

生活和人际关系中。佩里女士以基本问题：“文学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自己吗？”来开始这个单元，接下来

让学生讨论他们对莎士比亚和《罗密欧和朱丽叶》本来知道什么。佩里女士很惊奇地发现学生们对莎士比亚知

之甚少。她决定向学生介绍一种因特网搜索清道夫，它是一种结构化的搜索方式，可以帮助搜索有关莎士比亚

生活和时代的基本事实。在活动结束后，学生需要完成一份新闻稿，表达他们现在知道什么，还想知道莎士比

亚和他所处的时代的什么内容。  
 
在过去的几年里，学生们在接下来的几周阅读剧作，扮演罗密欧和朱丽叶，讨论感到困难的场景和文学术语，

如比喻等。然而，今年，佩里女士利用观察表格来记录每个学生的情况，观察如下的一些内容：参与讨论和分

析观点。她利用这些笔记和学生进行一对一的探讨，这种探讨的意图在于保证学生始终不偏离项目，不管是就

一个主题、人物性格写一篇短文，还是利用从剧作中发现的与他们生活相关的文学技巧写一篇短文。学生的短

文通过电子伙伴上传这些短文，让同伴提供一些反馈，然后再上交。  
 
佩里女士向学生介绍最后的方案应该是什么样的，他们讨论作为示例的主题，重新查看学生的例子。他们还一

起研究用于评估最后方案的评价量规。为了帮助学生形成对自己工作分级原则的责任感，佩里女士让学生使用

评价量规来给作为示例的学生方案分等级。学生们一起讨论评价量规，对量规的语言做一些修改。学生还拿到

自我评价问题列表，以指导他们在项目所有阶段的工作。  
 
在完成项目的过程中，学生利用他们在阅读日志撰写的信息提供证据，以支持他们为自己方案所选择的主题的

解决办法，这个主题是与当代生活相关的。利用这些论据，学生制作演示文稿来讨论这个主题，它与《罗密欧

和朱丽叶》之间的关系，以及解决办法。  
 
然后学生参加最后的测验，测验内容包括戏剧的情节发展、文学技巧和人物。随后，他们在自己的英语课档案

袋中完成自我评价，并反思基本问题，着重考虑该问题与自己的学习有什么关系。   
 
改变，以实现以学生为中心的评价 
正如场景 2 
佩里女士所做的那样，做出改变去实现以学生为中心的课堂并不意味着放弃传统的课堂评价实践，而是在整个

教学环节中整合多种以学生为中心的策略。这些策略常常融合于教和学的过程之中，并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在一个以学生为中心的课堂：   

• 考试和测验仍旧存在，但并不是评价学生学习的唯一方法。    
• 多元评价方法，每一种都针对不同的评价目的，在单元学习的过程中的多个检测点实施。例如：  

o 在开展项目之前，教师确定学生的理解力和激活学生原有的知识。  
o 在教师和学生之间、学生与同伴之间进行协商的时候，彼此提供反馈。  
o 自我评价问题列表和量规帮助学生理解项目的期望和掌控学习过程。  
o 学生进行自我评价和反思，以鼓励元认知和对自己学习负责的态度。   
o 评价量规将表明作品的质量，并为学生自己、同伴和教师的评价提供准则。     
o 持续的观察提供调整教学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