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考研教育学考点总结——教学评价的改革
教学评价指依据教学目标，对教学过程中的各种因素及其综合结果做出科学判

定，或给以价值判断，旨在为进一步改进教学工作提供可靠依据，使教学按照一

定的方向和水平有序地达到既定的目标。在 2001 年 6 月教育部颁布的《基础教

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中，明确提出把“改变课程评价”作为新一轮基础教

育课程改革的目标之一，具体到教学评价方面，无论是对学生学业成绩的评价，

还是对教师教学质量的评价，都尝试进行了一些改革。下面文都教育就为大家对

教学评价的改革做详细介绍，希望能为考生的 2018 考研教育学备考复习带来帮

助。

教学评价的改革大致分为如下几点：

1. 加强教学评价的理论研究

教学评价理论是教学评价实践的指导，评价理论能鉴别出最重要的评价因

素，为系统地、相互联系地开展评价工作提供基本的准则，并通过将有关的评价

观点、经验性信息整合为一整套的思维框架，使人们认识更深刻，依云更博大，

应用范围更加广阔。

2. 教学评价要立足于学生的发展

教学评价是促进学生发展的有效手段，评价不是为了揭示学生在群体中的位

置，而是为了让学生展示个性、追求卓越、谋求发展。评价的实质是“创造适合

于儿童的教育”。

3. 扩充教学评价的对象，评价指标多元化



从今年来国外课程与教学评价的发展情况来看，在评价对象的确定上，都主

张开放性和多元性，以达到比较全面地评价课程与教学的目的。把课程与教学评

价对象扩大为包括课程开发过程的评价、教师组织实施的评价、学生才能的评价、

学业成绩的评价、课程决策与管理成效的评价等等方面。即使学生学业成绩的评

价，也不是只重知识和对知识的机械背诵，或只重视分数，而是全面关注学生的

态度、能力、创新意识，关注学习的过程。

4. 重视量化评价方法和质性评价方法的结合

量化评价方法学科而客观，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现代化课程评价体系的

建立，但不能测量许多难以量化的内容，比如创造力、鉴赏力等。质性评价方法

较好地弥补了量化评价方法的不足，是对量化评价方法的一种反思、批判和革新。

质性评价与量化评价的结合有助于更为全面地反映教育现实。

5. 教学评价功能的转变

从重视鉴定质量、区别优劣、选拔淘汰转向重视诊断、反馈、激励和改进，

即强调教学评价的教育性功能，强调通过评价促进学生主动、全面、可持续发展。

大家要想更透彻地掌握教育学的相关内容，了解更多考研教育学的重点和难

点，可以登录文都网校，参考教育学考研的相关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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