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习评价变革文摘 

 
 基于 CiteSpace 的国内学习评价研究可视化分析 

陈道彬，广州开放大学学报，2024 年第 2 期 51-58，期刊 

关键词：学习评价；评价体系；在线学习；可视化分析； 

学习评价改革创新是推动以评促教培养新时代创新性人才的重要环

节。为深入了解国内学习评价领域的前沿动态，研究以文献计量法开展学

习评价研究的可视化分析。研究数据来源于 2000—2022 年中国知网收录的

CSSCI 期刊论文，经过筛选最终得到有效样本 1224 篇。使用 CiteSpace 软件

从期刊发文状况、关键词共现、聚类、突现以及聚类时区线图 5 个维度，

分析国内学习评价研究前沿热点与趋势。结果表明互联网、现代教育技术

赋能不同时期下的学习评价改革创新，近年来在线学习、人工智能、深度

学习、核心素养业已成为国内学习评价研究热点与前沿。 

 

  



 基于理想过程模型的探究学习评价 

——探究学习评价的新思路 

杨开城、窦玲玉，远程教育杂志，2024 年第 2 期 38-44，期刊 

关键词：探究学习；理想过程建模；理想过程模型；探究学习评价； 

教育情境下，探究学习被定义为旨在达到特定高阶能力目标的学习过

程。因此，其评价应侧重于过程取向，而非结果取向。为刻画理想的探究

学习过程并保留情境信息，特别是学习目标信息，需对特定的探究学习设

计进行理想过程建模，所生成的理想过程模型可作为评价实际发生的探究

学习的标尺。探究学习的理想过程建模包括五个步骤,对实际发生的探究

学习也应进行这些操作，并在完成预处理后，生成探究学习的真实过程模

型。通过比较真实过程模型与理想过程模型，找出差异点，依此可以评估

实际发生的探究学习。这种评价方法不仅有助于了解探究学习的质量，还

能为探究学习设计的改进提供反馈，更为重要的是，它可以使探究学习成

为日常教学的一部分。 

 

  



 任务驱动式学业测评促进学习评价变革 

肖春梅、黄莺，今日教育，2024 年第 1 期 54-57，期刊 

关键词：任务驱动式；学科核心素养；教师评价；学业测评；整体水平； 

测评内容；学习评价；无纸化； 

什么是“任务驱动式”学业测评？顾名思义，就是以“任务”为核心，

将测评内容、测评情境、测评目标等整合为“任务”，通过“任务”驱动学

生完成测评过程，测评教师通过观察学生完成“任务”时的语言、行为、

态度等表现，依据学业质量标准进行等级评价，实现“任务驱动—情境参

与—过程表现—教师评价”四个环节，以考查学生学科核心素养的整体水

平。 

 

 基于 SOLO 分类理论的小学古诗深度学习评价策略研究 

苏妙玲，教师，2024 年第 19 期 27-29，期刊 

关键词：深度学习；SOLO 分类理论；小学古诗；教学评价； 

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传统的教学模式已经无法满足学生的学习

需求。在这样的背景下，深度学习作为一种能够帮助学生理解知识、运用

知识的学习方式，越来越受到教育工作者的关注。古诗作为我国优秀传统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小学教育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因此，文章基于

SOLO 分类理论，阐述了小学古诗教学发展历程，分析了 SOLO 分类理论与

小学古诗深度学习评价之间的关系，并提出基于 SOLO 分类理论的小学古

诗深度学习评价策略，以期提高教学质量。 

  



 指向几何直观素养的小学数学学习评价 

王飞、于蓉，课程教学研究，2024 年第 3 期 86-91，期刊 

关键词：小学数学；几何直观；学习评价；核心素养； 

几何直观素养是小学数学核心素养的一个重要指标,是学生的一项基

本素养,对学生的终身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教师对学生几何直观素养的评

价,直接影响学生几何直观素养的提升。当前课程改革注重发展学生的核

心素养,指向几何直观素养的小学数学学习评价就显得尤为重要。教师可

以经历抽象、学会表征、寻找关系来培养学生的几何直观素养。 

 

 

 

 小学数学单元学习评价可视化的实践研究 

王锐利，教学与管理，2024 年第 23 期 67-71，期刊 

关键词：小学数学；单元学习评价；可视化； 

学习评价可视化是单元学习评价的有效方式，它遵循目标整体性原则、

情境真实性原则、学习过程发展性原则和行为表现高阶性原则。将学习目

标和评价标准分享给学生，可以使学生明确单元学习预期效果，在目标的

引领下，以多元评价工具收集并反馈信息，自我监控学习过程，借助单元

学习卡、单元概念地图和雷达图等工具将现实水平与预期目标的差距可视

化，以评促学，监督学生维持学习行为，为达成预期目标而努力。 

  



 核心素养导向下的小学数学学习评价策略研究 

董照，教师，2024 年第 13 期 57-59，期刊 

关键词：小学数学；核心素养；学习评价； 

明确关键问题是开展英语项目化写作的必要环节，能否落实好关键问

题决定英语写作项目的成败。本文在确立英语项目化写作中关键问题性质

的基础上，将关键问题外化为开放性问题、驱动性问题和复杂性问题，并

结合课例，讨论如何将关键问题逐次转化为开放性问题、驱动性问题、层

级性问题和复杂性问题，嵌入到项目化写作的入项、明确写作目标、规划

写作流程、调试写作成果环节，以实现写作目标高位设定、写作动机增强、

写作流程顺畅的教学成效。 

 

 小学劳动教育课堂学习评价的实践与探索 

许萍萍，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学与研究，2024 年第 4 期 98-100，期刊 

关键词：小学劳动教育；课堂学习评价；实践与探索； 

劳动课程是小学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与我国实际相适应的，

以及系统化、科学化的劳动课程评价体系既是实现劳动教育目标的关键，

也是促进劳动教育改革发展的保障。探寻劳动教育课堂学习评价策略，构

建劳动教育课堂学习评价体系，有助于使评价结果真实反映学生在劳动观

念、劳动能力、劳动习惯和品质、劳动精神等方面的提升，培养学生艰苦

奋斗、热爱劳动、甘于奉献的正向精神。对此，文章先分析构建小学劳动

教育课堂学习评价体系的意义，接着探讨构建小学劳动教育课堂学习评价

体系策略，以期提高劳动教育效率。  



 初中美术教学作业设计与学习评价 

黄荣信，天津教育，2024 年第 11 期 131-133，期刊 

关键词：核心素养；学习科目；初中美术教学；美术作业；美术学习； 

作业设计；学习评价；学业压力； 

初中阶段，学生基本进入了青春期，与小学阶段相比，学习科目增加，

学业压力也陡然加重。由于美术不是中考科目，家长和学生对美术学习的

重视程度不够，为美术教学带来了很多困难和不确定性。基于此，本文首

先探讨了在当前教育减负背景下，初中美术教学面临的挑战；其次，针对

美术作业的设计与评价总结经验，重点讨论了如何通过作业设计和评价促

进学生的艺术学习，实现教学评的一致性；最后，强调创造轻松快乐的学

习氛围的重要性，以及对课程目标和核心素养内涵方面的关注。 

 

 中小学体育教学中学习评价改革的探讨 

刘亚洲，科普童话，2024 年第 10 期 94-96，期刊 

关键词：体育教学；学习评价改革；中小学教育； 

新课改要求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而体育教学是德智体美劳中“体”

的重要负责学科，同时也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除了人们平时认知的体育

学，它还包括心理学、教育学和社会学。体育科目虽然在中小学教育中常

常被人忽视，但是它是保障学生身心双重健康发展的重要科目，因此中小

学体育教学中的学习评价还是非常重要的。但目前中小学体育教育中的学

习评价还有部分不足，应该做出改革。本文将对如何进行学习评价改革和

为什么要进行学习评价改革做出探讨。  



 “负能”还是“赋能”：体育课堂学习评价的理论认识、现

实羁绊与实践路径 

吴进、杨宇航、李利强，教育测量与评价，2024 年第 3 期 68-78，期刊 

关键词：学校体育；体育课堂；学习评价；核心素养； 

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背景下，实施和贯彻体育课堂学习评价是当

前学校体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任务。理论上，面对学生体育学习多元化、

综合化的评价要求，体育课堂学习评价应当在促进学生学习、提高学业质

量、引领学生发展等方面发挥“赋能”功效。然而，在实际运用中，由于

认知偏颇和现实羁绊，体育课堂学习评价的功能价值难以得到充分释放，

甚至出现“负能”作用。为弥合理论与现实的差距，应当合理运用教师期

望效应，确保学生在评价中均等获益；以能力提高为核心，构建“区县—

学校—教师”三位一体的教师评价素养提升系统；以核心素养为引领，综

合使用“多元+个性”的评价方法；以人文关怀为导向，建立数字化的评价

保障与支持体系的“赋能”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