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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现 性 评 价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作 为

“为测量学习者运用先前所获得的知识解决新异问

题或完成特定任务能力的一系列尝试”［１］，以强调

被评价者的主体性、注重评价过程、重视评价任务

的真实性以及着眼发展等特点，引起了一系列有关

课堂教学观念、理论的变化，是目前一种方兴未艾

的重要评价思想，已经并正在被基础教育界广泛关

注 并 实 际 使 用。 与 此 同 时， 发 展 性 评 价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真 实 性 评 价

（ａｕｔｈｅｎｔｉｃ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形 成 性 评 价 （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以 及 档 案 袋 评 价 （ｐｏｒｔｆｏｌｉｏ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等诸 多 非 传 统 性 评 价 概 念 纷 纷 涌 现。

界定前述各评价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厘清表现性评

价与其他相关概念的区别与联系，对于推动教育评

价改革有着积极的意义。

１．表现性评价的内涵

表现性评价的历史源远流长。表现性评价的主

要思想和基本形态曾在中国古代和中世纪的欧洲被

广泛应用于多种考评和人才选拔中。进入２０世纪

后，教育测验步入高速发展的阶段，表现性评价的

发展和应用遭遇寒流并进入低潮期。２０世纪８０年

代以后，表现性评价重新受到教育研究者的重视，

相关学者、管理者从不同角度对表现性评价的内涵

进行了阐释，特别是对表现性评价的目的、内容、

场域和方式等进行了许多有意义的解析。这些阐释

和解析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１．１　评价目的

表现性评价把调整和促进教与学作为评价的最

终目的。Ｃｏｈｅｎ和Ｓｐｅｎｃｉｎｅｒ认 为，表 现 性 评 价 有

三个突出的目的，一是确定儿童适合参与特定的课

程和学习经验；二是基于他／她在课堂情境中的表

现制订具体的课程和教学目标；三是评价儿童在整

个课程中 的 进 步［２］。针 对 具 体 的 学 科，Ｄｒａｋｅ认

为，“表现性评价通过学生历史读写能力三个方面

的表现改善教学：首先，在表现性评价活动中证实

他们关于历史史实、主题和思想的知识；第二，在

表现性评价活动中证实他们的推理能力，即分析、

评价综合历史；第三，在表现性评价活动中证实他

们 与 他 人 交 流 历 史 知 识 和 推 理 的 能 力”［３］。

Ｍａｒｚａｎｏ等人也认为表现性评价特别鼓励学生自我

评定和自 我 改 正［４］。也 就 是 说，这 些 学 者 都 偏 向

强调表现性评价的目的，他们普遍认为表现性评价

为教师和学生提供了有效的改进信息，帮助改善课

程和教学，促进学生的学习和发展。

有研究 也 表 明，表 现 性 评 价 对 于 改 善 教 师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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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和儿童的 “学”具有重要意义。Ｐｈｉｌｌｉｐｓ等人

发现，表现性评价的恰当使用可以帮助教师修正和

调整他们的教学，以满足课堂中学生的个体需求，
因此对于提升教师教学能力具有重要促进作用［５］。

Ｄｅｎｏ等人的研究发现，不进行 表 现 性 评 价 的 儿 童

在阅读方面每周只能学０．５个单词，而当教师对儿

童进行表现性评价时，儿童每周可以学习１．３９个

单词。干预研究的结果还表明，表现性评价可以帮

助有学习障碍的儿童基本达到他们班里没有学习障

碍的同学的单词增长率［６］。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
对于教师来说，可以根据发展取向设计评价的内容

和节奏，根据所收集的评价信息了解儿童的个性和

特长，发现儿童的努力和进步，明确儿童有待解决

的问题，并在持续的大量的反馈信息基础上，反思

自己的课程和教学，调整原有教学计划，满足儿童

发展需 求，促 进 儿 童 的 学 习 与 发 展；对 于 儿 童 来

说，可以在完成表现性任务的过程中，不断通过多

种形式和多个节点上的表现进行自我反思、自我监

控、自我决策和自我调整，为以后的学习节奏、学

习方式等提供源于内在动机的支持性的信息。

１．２　评价内容

表现性评价把学生的实际操作和表达表现作为

评价的主要内容。表现性评价不仅要求测量儿童知

道什么，而 且 要 求 测 量 儿 童 能 够 做 什 么 或 应 用 什

么。表现性评价提供给儿童一种真实的问题情境，
这种真实情境包括对日常生活情景的模拟，或者真

实情境中 的 实 际 操 作［７］。在 这 样 的 情 境 中，儿 童

需要综合所学的知识和技能，运用高层次思维对这

些比较复杂的问题进行分析和解决，所展现出来的

能力也更能代表儿童的真实能力。
国 际 教 育 成 就 评 价 协 会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简 称ＩＥＡ）把 表 现 性 评 价 定 义 为

“利用综合的实践作业评价学生的内容知识和程序

知识，以及学生运用这些知识进行论证或解决问题

的能 力”［８］。美 国 国 会 技 术 评 价 处 （Ｔｈｅ　Ｕ．Ｓ．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将

表现性评价界定为 “通过学生自己给出问题答案和

展示 作 品 来 判 断 学 生 所 获 得 的 知 识 和 技 能”［９］。

Ｓａｘ和Ｎｅｗｔｏｎ认为表现性评价是要求被试执行一

项任务而不是回答问题的测验［１０］。Ｈａｒｔ认为，表

现性评价是基于学生的表现或表现样本及既定的标

准而进行 的 直 接、系 统 的 观 察 和 评 价［１１］。我 国 学

者黄光扬指出，表现性评价是通过客观测验以外的

一类 以 行 动、作 品、表 演、口 头 回 答、操 作、写

作、科学研究、制作等更真实的行为表现，来测量

与评价学生在真实情景或模拟真实情景下的所知与

所能的一种 表 现 评 价 方 法［１２］。这 些 机 构 和 研 究 者

在描述和定义表现性评价时都突出其评价的内容，
即评价学生在完成任务过程中的实际操作和行为表

现，看学生如何展示和运用自己的知识和能力，特

别是运用知识与能力解决现实情景中的实际问题。

１．３　评价场域

表现性评价把贴近真实、活动的教育教学情境

作为评价 的 现 实 场 域。Ｗｏｒｔｈａｍ认 为 表 现 性 评 价

是指根据儿童在真实或有意义的任务或活动情景中

的实际表现来评价他们对周围事物或关系的认识与

理解［１３］。Ｐａｔｒｉｃ和 Ｍｏｒｒｉｓｏｎ等 主 张 表 现 性 评 价 是

通过学生完成一个活动或者制作一个作品以证明其

知识与技能，以评量让学生在真实情景去表现其所

知、所能［１４］。Ｍａｒｚａｎｏ等 人 认 为 “表 现 性 评 价 指

在不同的任务和情景下，给学生机会去证明自己的

理解并全面地应用知识、技能和思维习惯”［１５］。我

国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师范教育司将其定义为 “教
师让学生在真实或模拟的生活情境中运用先前所获

得的知识解决某个问题或创造某种东西，以考查学

生知识与技能掌握的程度，以及实践、问题解决、
交流合作和 批 判 性 思 考 等 多 种 复 杂 能 力 的 发 展 状

况”［１６］。这些学者和机构在定义表现性评价时有一

个共同点，即强调评价的情境，提倡在真实的、活

动的情境或者接近真实的情境中去进行评价。
表现性 评 价 相 对 于 高 风 险 测 验 （ｈｉｇｈ－ｓｔａｋｅｓ

ｔｅｓｔｉｎｇ）的概念提出，谴责以往的评价情境，不建

议将测验作为儿童学习的唯一指标，提出教师应该

承担一个生成或转化的角色，通过与学习者互动的

过程，让学习者使用他或她自己的技能学习新的技

能［１７］。正如Ｄａｒｌｉｎｇ－Ｈａｍｍｏｎｄ所说，教学要求教

师为所有儿童提供有意义的学习方式，并保证每个

儿童都能获得较好的学习表现，这必然要求教师对

儿童本身和儿童的学习情况有充分了解。通过表现

性评价，教师可以根据儿童在课堂中的信息来评价

儿童是如何学习的，学到了什么以及在现实情境中

能做什么［１８］。表 现 性 评 价 被 嵌 入 到 课 堂 中，与 课

堂活动同时进行，评价同时也是一项积极的学习活

动，评价的过程也是学生主动学习的过程。

１．４　评价方式

表现性评价把不设限地对学生实际操作和表现

进行观察和分析作为主要方式。美国著名评价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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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ｉｇｇｉｎｓ认为， “表现性评价的形式主要包括建 构

式反应题、书面 报 告、作 文、演 说、操 作、实 验、
资料收集和作品展示”［１９］。Ｂｒａｄｅｎ把表现性评价定

义为 “使用综合性的任务，要求学生充分理解并准

确应用他们的知识和技能去发现解决问题的办法，
并能交流他们的问题解决过程和方法”［２０］。台湾学

者大多将其译作 “实 作 评 量”，并 指 出 “实 作 评 量

就是由教师设计相关的情境，由此情境，针对学生

所应达到的学习成果，设计一些问题，让学生在情

境中或实际参与实验操作或观察之后，以分组活动

或个别思考的形式，进行问题的解决，同时针对学

生在过程中的表现，以客观的标准加以评分的一种

评量方式”［２１］。大陆学者肖远军认为，表现性评价

主要是指教师在教育活动中，通过设计一定的问题

情境，分析学生在完成实际任务时的表现来评价学

生的成绩和 进 步［２２］。这 些 学 者 在 定 义 表 现 性 评 价

时侧重于评价方式，评价虽然具有一定的标准和规

则，但对学生的表达形式却没有限制，评价就是基

于对学生实际表现和过程的观察和分析。
表 现 性 评 价 是 对 传 统 的 一 次 考 试 定 终 身 的 挑

战，是与持续发展和终身教育等教育理想的接轨，
对于激发学生的内在学习动力并奠基学生后继学习

和终身发展的基础具有积极意义。表现性评价是一

种能体现持续性、过程性和综合性特点的评价理念

和方式［２３］，它 强 调 对 儿 童 学 习 全 貌 的 关 注，记 录

儿童的学习和成长过程，从不同视角对儿童学习的

不同方面和不同层次进行描述和评价，贯穿于儿童

学习和发展过程的始终。教师在活动情境中运用多

种手段收集儿童的表现情况，作为评价儿童的重要

信息来 源，如 教 师 观 察、教 师 访 谈、儿 童 轶 事 记

录、儿童独立的作品集以及小组合作的作品等［２４］。
持续、多元的评价方式可以帮助教师获得关于儿童

各领域发展和成就的信息，提供一个儿童发展变化

的纵向记录，减少一次测验所带来的误差。

２．表现性评价与相关概念辨析

除了表现性评价，非传统性评价还包括发展性

评价、真实性评价、形成性评价及档案袋评价等。
教育评价现场的人们时常混淆上述概念———或简单

地将它们理解为相同概念并划上等号，或粗略地将

它们理解为包含与被包含关系且不做详细解释。

２．１　发展性评价与表现性评价

发 展 性 评 价 是 相 对 于 传 统 的 鉴 别 性 评 价 而 言

的。从本 质 上 来 讲，发 展 性 评 价 并 非 一 个 新 兴 概

念，它是随着教育评价自身发展要求和评价者理念

和思想的逐渐变化，作为鉴别性评价的对立面而产

生的一个相对于传统评价的概念。国内研究者也曾

指出，发展性评价体现了当前课程评价发展的最新

思想，同时又是针对我国现行评价工作中存在的问

题而提 出 的［２５］。我 国 教 育 部 将 “坚 持 促 进 发 展”
作为推进评价改革的基本原则之一，提出要 “更加

注重发挥评价的引导、诊断、改进、激励 等 功 能，
改变过于强调甄别和简单分等定级的做法”［２６］。鉴

别性评价主要以 “选择适合教育的学生”为根本目

的，通过评价进行甄别、鉴定、选拔和淘汰。而产

生于世纪之 交 基 础 教 育 课 程 改 革 实 践 的 发 展 性 评

价，其根本目的是注重诊断、激励和发展。有研究

者认为，发展性评价并不能代替现有的评价方式，
它可以作为形成性评价、终结性评价的补充，在项

目的不同阶段采用。它的终极目标是朝向结果的发

展，它既在过程中收集和解释数据，同时也生成结

果性数据［２７］。
可见，发展性评价是从评价目的与功能的角度

来界定的。从这一点来看，它与表现性评价的价值

取向基本一致，它们都强调搜集和保存能反映学生

实际发展状况的关键资料，通过对这些资料的分析

形成对学生发展变化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针对学

生的优势和不足给予其激励或具体的、有针对性的

调整建议，改进教学和促进发展。但不同的是，发

展性评价更多的只是一种理念和目标，并没有如何

促进 “发展”的措施，不涉及评价任务的设计、评

价步骤的实施，等等。而表现性评价对在评价中如

何体现发展的目的和功能有进一步阐释，它具体说

明了如何根 据 目 标 设 计 接 近 真 实 情 境 的 表 现 性 任

务，对学生完成表现性任务的情况进行评价。

２．２　真实性评价与表现性评价

真实性评价是相对于传统教育测验中的纸笔测

验和虚拟任务的非真实性评价提出来的。真实性评

价被定义为 “一种要求学生运用他们需要在职业生

活的标准情景中应用的同样的能力，或知识、技能

和态度的组合的评价”［２８］。从这个意义上说，评价

的工作任务可实际应用于真实世界中，强调评与用

之间的一致性和相等关系。真实性评价是儿童在真

实再现日常生活可能遇到的问题和情景中，展示自

己的技能和 能 力 的 评 价［２９］。真 实 性 评 价 强 调 评 价

任务来自教室之外的真实世界，评价情境符合真实

世界的生活情况。
可见，真实性评价是从评价内容的属性上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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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真实性评价特别强调评价任务的真实属性［３０］，
而表现性评价在评价内容上只是强调使用尽可能贴

近真实生活实际的、与儿童生活经验密切相关的任

务。正如 Ｗｉｇｇｉｎｓ指出，并非所有的表现性任务都

是真实的，不 真 实 的 任 务 也 可 能 是 以 表 现 为 基 础

的。不能仅 仅 因 为 一 项 设 计 是 一 个 表 现 性 任 务 型

的，不能仅仅因为一项设计涉及动手的操作，也不

能仅仅因为一项设计是一个建构反应任务，就说它

是真实的。真实的任务是所有表现性任务的一个子

集［３１］。在真实 性 评 价 中，儿 童 并 不 一 定 遵 循 评 价

者的期望去表现，而是在真实场景中的自然行为，
而在表现性评价中，儿童的行为与评价实施者希望

测量到的 要 求 是 一 致 的［３２］。因 此，从 这 个 意 义 上

来说，强调评价内容和任务完全真实的真实性评价

只是表现性评价的一个类型，表现性评价应该包含

真实性评价。只有当表现性评价在完全真实的生活

情境中发生时，才是真实性评价。

２．３　形成性评价与表现性评价

形成性评价是在对终结性评价进行批判的基础

上提出的。美国西密西根大学的Ｓｃｒｉｖｅｎ教授最早

区分 了 形 成 性 评 价 与 终 结 性 评 价 （Ｓｕｍｍａｔｉｖ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认为 “形成性评价是指通过诊断教

育活动与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为正在进行的教育活

动提供信息，以提高教育活动质量的评价”［３３］。之

后，美 国 著 名 教 育 心 理 学 家Ｂｌｏｏｍ进 一 步 将 这 一

区分扩展到课堂教育教学评价中，认为 “形成性评

价就是在课程编制、教师教和学生学的过程中使用

系统性评价，以便对这三个过程中的任何一个过程

加以改进”［３４］。研 究 形 成 性 课 堂 评 价 的 专 家Ｂｌａｃｋ
等人认为：“如果评价提供反馈信息使教师和学生

评价自己和相互评价以及调整他们所从事的教学活

动，那么评价就有利于学习。当反馈信息真正用来

使教学活动满足学生的学习需要时，这样的评价就

是形成性评 价。”［３５］从 这 些 说 法 中 可 以 看 出，形 成

性评价是在教育教学活动过程中对活动过程和效果

进行的评价，以便及时调控教育教学活动，并提高

教与学的质量，以达到教育目标。
可见，形成 性 评 价 是 从 评 价 实 施 过 程 上 定 义

的。就这一点来说，表现性评价与形成性评价有相

似之处，它们都认为，评价不能脱离学生的学习情

境，评价应该在课程和教学的过程中进行。但二者

也有一些差别，形成性评价虽然关注学习过程，但

总的来说仍然属于目标取向，评价学生的学习结果

是否达到了教育目标，而表现性评价不单是对学习

目标或阶段性学习目标达成的评价，同时更强调学

习过程的价值，认为学习过程中的感知、探究及其

多元表现对于儿童学习品质的养成具有重要意义。
除此之外，二者在评价内容和方式上还存在明显差

异。就评价内容来说，由于形成性评价的理论基础

主要是行为主义和新行为主义学习理论，因而它主

要是评价智能领域和动作技能领域具体的知识和技

能，而对于课堂学习的认知与情感这个 “黑箱”的

关注并不很 多［３６］，而 表 现 性 评 价 的 理 论 基 础 主 要

是建构主义理论、多元智力理论等，因而它主张对

学生已掌握的知识、技能和情感等进行综合评价；
就评价方式来说，形成性评价倾向于使用量化的评

价工具，强调客观性试题和标准化测验，而表现性

评价虽倾向于使用质性评价工具，但它在本质上并

不排斥量化评价，而且在实际应用中也常常是重视

质性评价与量化的有机结合。

２．４　档案袋评价与表现性评价

档案袋评价的兴起，源自许多教育学者对于标

准化测验这种静态评价方式特别是其中评价结果报

告方式的批判。传统评价中使用成绩报告单的等第

评分方式是为了将儿童与他人进行比较，而现代评

价观念强调尊重儿童的差异性成长步调和多元化成

长方式，主张将每一儿童发展的现在与其过去进行

纵向比较，而不是就某一或某些特定方面将每一儿

童与其他儿童进行比较，档案袋评价即是这种动态

评价观念下 的 产 物［３７］。就 档 案 袋 评 价 在 教 育 教 学

实际中的应用状况来看，很难给它下一个全面确切

的 定 义，正 如 美 国 课 程 评 价 专 家Ｊｏｈｎｓｏｎ所 说：
“如果要求５个 不 同 的 教 师 给 档 案 袋 评 价 下 定 义，
你很可能会收到５个不同的答案———其中每一个都

没有错。”［３８］但 档 案 袋 评 价 更 通 常 的 含 义 是 “通 过

档案袋方式进行的评价”［３９］，即将档案袋作为一种

记录和评价 与 工 作 相 关 表 现 的 工 具［４０］，通 过 它 汇

集关于个人实践表现和相关反馈证据，监控和评估

每一个体的表现和发展。有学者认为，档案袋对于

发展和理解个体成就来讲是非常有价值的工具，其

最大的益处可能是它可以洞察表现以及追踪学习进

步的路 径［４１］。它 重 在 “档 案 袋”内 容 物 的 收 集，
通过系统选择和搜集用来展示和表现学生能力和进

步的作品，评价学生在知识、能力、情感、态度等

诸多方面的发展。
可见，档案袋评价主要是从评价方式特别是记

录方式的角度提出的。从这个角度看，档案袋评价

与表现性评价的信息收集方式是相似的。由于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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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评价重视评价的过程性，要求评价者在评价过程

中收集能反 映 儿 童 学 习 过 程 和 成 长 进 步 的 相 关 资

料，因此常常采用档案袋评价这种形式。从这个意

义上可以说，档案袋评价只是表现性评价的一种手

段或方法，档案袋是实施表现性评价的载体形式，
教师事先依据该年龄段儿童的教育目标设计收入档

案的内容及标准，明确这份档案要用来展现儿童哪

方面的学习和进步的状况，然后通过评价标准的制

定和评价的实施，将评价的过程和结果收集到儿童

的档案 袋 中，完 成 表 现 性 评 价。正 如 有 的 学 者 认

为，表现性评价通过档案袋的使用得以应用［４２］。
表现性评价作为教育评价中的一个重要概念，

具有丰富内涵和广泛外延的同时，具有稳定的本质

特征。本文围绕表现性评价的核心要素，对其评价

目标、内容、场域和方法等内涵进行了解读，并对

表现性评价与其他非传统性评价的相关概念进行了

辨析。在教育评价走出鉴定导向的传统纸笔测验，
走进发展导向多元评价的历史时期，对以上评价方

法的分析与比较，有助于我们理解当前教育评价的

改革理念，支持教育质量的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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