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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初级中学语文教学以评价促进教育质量提升的
几点做法

周　波

（白城市洮北区岭下镇中学，吉林 白城 137000）

 摘要：2019 年 6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中指出：义务教育质量事关亿万

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事关国家发展，事关民族未来。为了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势在必行。

作为一名工作在教学一线的教师，更应该关注教育质量，为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做好自己的教育教学工作。教育教学中通过评价来促

进教育质量提升的研究较少，也少有与现实教学相结合的做法，尤其关于农村中学的评价研究更少，所以我在工作中做了一点这方面的

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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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提升教育质量，先要树立正确的教育质量观。教育质量

观是指对教育工作及学生质量的基本看法，主要着眼于对学生的

评价，其实质是看学生全面发展、教学任务全面完成和全体学生

全面提高的状况。现代教育强调“以人为本”，教育的本体是人，

教育质量的本质是人的成长。学生的发展和成长可以通过评价来

激励，教师的教学也可以通过学生评价来改进，因此，在教学中

用评价可以促进教学质量的提升。

1. 在教学中，我们可以采用诊断性评价、形成性评价和总结

性评价，通过评价来诊断教学问题、提供反馈信息、检验教学效果，

积极促进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对教学有导向作用。教师根据评

价所获得的信息，及时地调整自己的教学工作，了解自己的教学

方法和教学过程组织中的某些不足，诊断出学生在学习上存在的

问题与困难，教师就了解了教学目标的实现程度，了解教学活动

中所采取的形式和方法是否有利于促进教学目标的实现，从而改

进自己的语文教学。学生获得了评价的信息，能加深对自己当前

学习状况的了解，确定适合自己的学习目标，从而调整自己的学

习。评价还能起到激发学生学习动机的作用。记录对学生的评价，

可以有效地激发并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推动课堂学习。

2. 在以往的教育教学工作中，我们经常会用到的评价方式有：

课堂提问、知识小考、单元测验、期中或期末的测试等，这是教

学评价的一部分，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还不能完全评价学生

的状况，因此我在教学开始前对学生所掌握的语文知识及学生的

能力进行测评，也就是通过询问及问卷的形式，让学生说出他们

没弄明白的问题，目的是在了解学生的基础上帮助学生，使学生

在原有基础和可能的范围内获得最大的进步，并根据评价结果确

定教学内容的起点和进度，设计教学目标和教学活动。比如，在

学习课文《春》之前，我了解到大部分学生有字词注音的问题，

有的学生语法修辞分辨不清楚、课文中所写景物不能领悟明白……

针对学生提出的问题，在教学设计上，我注重关于拼音知识的讲解，

让学生在课文后读读写写的字词上都注上拼音，并且强调了注音

时拼音字母的写法和格式，注意写声调时应按所占格来书写，并

正确标清声调。《春》一课中的修辞方法较多，为了学生能掌握

其中一种修辞，在教学设计时重点讲了比喻，并教给学生按本体、

喻体、比喻词来分辨，同时说明比喻修辞的作用，这样学生对于

比喻这种修辞就有了全面的了解，为以后的学习打下基础。为了

学生能更好地领悟文章，达到身临其境的效果，在阅读文章时，

我让学生添加了“你看”“你听”“你闻”等一些带入感较强的词，

引导学生进入情境之中，感受自然的生机与魅力。掌握了学生评

价的诊断结果，使我的教学设计更符合学生的实际情况，也更有

利于学生对课文的学习。

3. 在课堂教学中，我还让学生进行了学习成果的表述性评价，

构建了评价学生语文学习成果的表述模式，基本模式是：行为条

件 + 行为主体 + 表现程度 + 核心内容。可以表述为通过什么学习（方

式、方法、策略），“我”（学生），学会（能做）了什么，感受 （体

会）、提高了什么。这个表述还可以依据所学内容进行微调，要

与教学内容相吻合，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例如：有同学这样表

述他的学习：“通过老师下发的‘对点读书法’，我学会了要求

读书的六项学习任务：分辨文体、字词积累、知人论世、语言特色、

写作手法等学习目标，有不懂的还可以和同学们讨论。我体会到，

这样既提高了我的学习能力，也能在分享学习成果的时候，提高

我们说话的能力。”还有同学这样说：“我特别喜欢老师的自读课，

通过下发的自读任务单，我们靠自学就完成了课文的学习，就不

用每天老师带着我们学习这篇文章了。我们也知道了每篇文章应

该从哪些方面入手。而且我最喜欢的是和同学们分享，让我改变

了以前不敢在多人面前说话，一说话就紧张的毛病。现在我可以

好好组织语言，来说出我的看法了。”通过学生们的表述，我感

受到他们学习的收获，这是很令人高兴的。对于类似的表述，我

都用大屏幕展示给全班学生看，学生们受到了激励和鼓舞，积极

性更高了，每有谈收获的机会，大多数学生都能积极踊跃地表达，

学生在语文学习中获得成的就感，更能激发起学习的兴趣。

为了使评价更多样，更有说服力，我还增加了语文学习质量

评价表的情感部分评价。如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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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初中一年级学生语文学习质量评价表（情感部分）

姓名：             白城市洮北区岭下镇中学      年      班

 评价项目

上学期期中 上学期期末

方式 方式

自评 同学评 师评 自评 同学评 师评

 1. 认识到生活处处

有语文

2. 愿意学语文

3. 专心听课，克服

学习中的困难

4. 积极发言，主动

参与

5. 在合作学习中愿

意与同伴交流

6. 按时独立完成作

业并自我检查

7. 运用所学知识解

决生活中的问题

说明：“+”表示能；“√”表示基本能；“0”不能。

在期中考试结束后，我让学生填写了这一表格，从中了解

到学生的状况：按照上表中 1——7 的顺序学生自评的结果是：

40%，70%，40%，60%，30%，63%，20%，而同学评的结果是：

60%，71%，30%，62%，28%，55%，17%， 但 师 评 的 结 果 是：

30%，50%，33%，50%，40%，48%，10%。评价结果的数据显示，

师生都认为做得较好的是愿意学语文，积极发言、主动参与，按

时完成作业。做得一般的是对语文的认识，专心听课、克服学习

中的困难，与同伴交流合作，做得较差的是运用所学知识解决生

活中的问题。可见在教学中应该在情感教育方面加强引导，想更

多的办法，提高学生对语文学习的兴趣，能主动学习。还要注意

引导所学课文与现实生活的联系，如学习《诫子书》时，要与自

身的思想认识联系在一起，让学生在学习与修身方面借鉴和思考，

想想自己想做什么样的人？关于情感部分的评价，使我了解了应

该从哪方面入手，与语文教学相联系，引领学生的正确的世界观、

价值观、人生观。面向全体学生的评价，有助于提高学习的积极

性和学习效果，着眼点是教师的教学改进和能力提高及学生的学

习进步和动态发展，它能鼓励师生、促进教学，也就能促进教育

教学质量的提升。

另外，我还做了“学生成绩评价报告单”，内容如下表 2。

表 2　学生成绩评价报告单

姓名：          白城市洮北区岭下镇中学     年     班

评价指标
评价等级

评语
A B C D

平时表现（占 30%）
课堂表现

活动表现

期中考试（占 30%）

期末考试（占 40%）

说明：A. 优秀（108 分及以上）；B. 良好（96-107 分）；C. 合格（72-95 分）；D. 不合格 72 分以下

成绩评价便于教师及时了解语文教学中成绩状况和存在的问

题，对后阶段学习还具有预测、评估的作用，能确定学生在后续

课程中的学习起点，调整或改进语文教学工作，使教学在不断测评、

反馈、调整的过程中趋于完善，更好地完成教学任务。

通过对学生评价的实践研究，我更加了解学生的学习状况，

在阅读、写作、口语交际、综合性学习等教学活动中设计的诊断

性评价、形成性评价、总结性评价，最终形成语文学习质量的评价。

多元评价每一个学生，就是在鼓励他们继续努力学习语文，促进

其自身不断成长，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打下基础。同时，

对于语文教学评价的研究也对教师的专业成长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教师通过获得的评价反馈信息，及时地调整自己的教学工作。这

就促使教师改进自己的教学，改善教学设计，完善教学过程，更

好地为学生的发展服务。

4. 素质教育理念下的评价观是把教学评价体系作为一个统一

的整体来加以运用，重视“诊断性评价”和“形成性评价”。注

重学生个体过去和现在的比较，也就是通过学习在哪些方面有进

步，着重于学生成绩和素质的增值，也就是提高了什么，而且要

把自评和互评结合起来，从而激励学生的学习热情、求知欲望、

促进学生快速全面的发展。评价目的是促进课堂教学的改进、促

进学生的进步，诊断教学和学生学习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的

措施。像我们这样的农村初级中学，能让学生在某些方面有点进

步和提高，评价就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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