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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基于表现性评价的教师研修

周文叶

摘要 当前教师研修中的许多问题是由于教师研修表现的评价缺失造成的。对教师研修表
现的评价缺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只有笼统的目的，没有表现性目标;只有听中学，没有
实践任务;只有凭借行政手段的管理，没有能够引领教师专业学习的评价。而教师专业的性
质、专业发展和课改的要求明确了教师研修的目标是一种实践、能力的提升，属于表现性目
标，需要运用表现性评价。在教师研修中运用表现性评价，需要将表现性评价镶嵌在研修活
动的整个过程中，在着手设计研修活动之前，就要明确表现性目标，随之设计作为研修活动任
务的表现任务，还要充分利用评分规则促进教师自我引导的专业学习，从而促进教师研修质
量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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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课改的推进，“教师即课程”、“教师是课程的设计者”、“教师是课程

研究者”等更具专业内涵的教师角色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同。教师研修作为促进

教师专业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也越来越受到重视。然而，从当前来看，教师研修

的质量似乎难以尽如人意，存在不少问题，其中有些问题就是评价缺失或不当造

成的。评价在教师研修质量的提升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如果评价不适当，

那么不仅不能有效提升教师研修的质量，反而可能使教师研修走入歧途。本文

认为教师研修质量的评价必须是一种表现性评价，试图借用表现性评价的视角

来审视当前教师研修存在的问题，探讨为什么对教师研修的评价是表现性评价，

以及如何通过表现性评价来提升教师研修质量。

一、教师研修中表现性评价的缺失及其后果

当前教师研修中存在不少问题，严重地制约着教师研修质量的提升。其中

相当一部分问题都可以归咎于表现性评价的缺位。
( 一) 只有笼统的目的，没有表现性目标

大多数的教师研修活动都罗列了目标，但通常都是一些比较宽泛、笼统的目

标，如把研修活动定位为: 提高教师的专业成长，提高教师素质，提高教育教学研

究能力和水平，转变教师的教育教学思想观念等等。这些目标并没有错，但问题

是，怎样才算目标的达成，这些目标却无法检测，研修质量也就无法衡量，只能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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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参与教师的自陈来确定。但参与教师可能给了研修项目很高的评价，可原来

在实践中不会的研修后依然不会，实践活动在经历了研修之后依然没有发生变

化。如果教师始终不清楚“到底要往哪里去”、“自己现在在哪里”、“离目标的距

离还有多远”，整个研修活动都是被安排，被管理。如果每次研修都有关于应知

和能做的表现性目标，那么情况就会不同。
( 二) 只有听中学，没有实践任务

由于没有明确的目标，做什么和怎么做也就没有了具体的规定性，研修机构

能安排什么就安排什么，怎么好安排就怎么安排，随意性非常大。尤其是不强调

指向教师实践能力提升的目标，研修组织者往往采取最容易实施且成本最低的

集中讲座。这种集中讲座的内容主要以专家能讲的“理论”为主，很少关注教师

的需求。“培训内容过于抽象、概括，与他们日常教学工作针对性不强，实效性

较差。”［1］集中讲座的方式也决定了教师学习的方式———听中学，有的是几百

人，甚至上千人，坐在一起听一位专家的报告。在教师研修的教室里，不断重演

的却是: 给老师们上课的专家坐在教室前，一页页翻着 PPT，语重心长地告诉老

师们要以学生为中心，要为学生创设多样的学习方式，要……，而他自己的行动

诠释的却是一个又一个典型的反例。
( 三) 只有凭借行政手段的管理，没有能够引领教师专业学习的评价

我们会经常看到，在研修活动开始前，有人拿着一张名单在一个一个地点

名，或是在教室门口一个一个地签字; 我们也会经常听到，“培训就是交‘钱’换

‘证’”，而这个证就是上级部门规定的教师在职教育的学分要求。教师参加研

修更多的是完成行政任务，研修组织者也主要靠行政的手段，来管理教师的研修

参与度，如出勤率，只要出勤率考核合格，就能拿到相应的学分。在整个研修活

动中，很少有专业的评价设计与实践，包括对教师研修过程的评价和结果的评

价。教师参与这次研修到底有没有收获，具体的收获是什么，是否对今后的实践

有改善作用等等，研修组织者回答不了这些问题，也不可能知道答案。因为，从

研修一开始，他就没有收集回答这些问题的证据。更不用说，在研修的过程中能

够运用评价来引领教师的专业学习。

二、教师研修需要表现性评价

评价理念与评价目标决定着评价方式。只有与评价目标匹配的评价方式才

是有效的。在教师研修评价中，对教师专业本质的不同理解，教师专业发展政策

和课程政策所指向的教师专业发展目标的不同类型，都决定着对教师研修表现

评价方式的不同选择。
( 一) 教师研修的目标主要是表现性目标

1．对教师专业本质的理解
长期以来，我们把教师比喻成“一桶水”的“知识灌输者”形象与“工程师”、

“园丁”的“技术熟练者”形象。这些比喻是把教师的专业属性置于专业领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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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知识与技术的成熟度上。［2］掌握本领域的知识越多，将知识传授给学生的

技术越娴熟，知识传授的效率越高，说明这位老师的水平越高。近十几年，尤其

是新课改以来，把教师的专业界定为技术性实践的观点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反对

与批判。批判者主张舍恩在几十年前就提出的“反思性实践”的概念，认为反思

性实践才是教师专业的本质。这一理解强调教师的“‘专业能力’不是停留在所

规定的科学技术、理论知识、合理技能上，而是融合在这些知识对问题情境所展

开的‘反思’以及适应这种问题情境的判断基础———实践性学识。”［3］这样的知

识大多是“缄默的、身体化的、情境依赖的、分布在人际互动和人际关系之中，只

有在真实的问题情境中才能被激活、被意会和被重构”。［4］因此，教师研修的评

价也只有在真实情境中的真实问题解决的过程中进行，才能评价到它所要评价

的东西，才能具有效度。
2． 教师教育标准对教师及其专业发展的规定
近几年，教育部出台了《中小学教师专业标准( 试行) 》、《教师教育课程标准

( 试行) 》等一系列教师专业及其发展标准，为教师研修提供了制度框架。这些

标准都突出教师的实践能力，强调教师教育的实践取向。专业标准中提出的一

个重要理念就是“能力为重”，即要求教师把学科知识、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有

机结合，突出教书育人的实践能力。教师教育课程标准把“实践取向”作为一条

核心理念，强调“教师是反思性实践者，在研究自身经验和改进教育教学行为的

过程中实现专业发展。”从标准规定的课程目标来看，充分强调了教师应知与应

会的教育教学行为和能力。课程目标分别由“教育信念与责任”、“教育知识与

技能”、“教育实践与体验”三大目标领域、九条目标以及相应的基本要求组

成，［5］这些内容共同勾勒出教师教育的核心范畴，凸显了教师教育的关键专业

特征。三大领域下九条目标最终都落实在具有相应观念与知识前提下的教学行

为和教学能力，同时还特别强调在教育实践中经历与体验这些行为与能力。对

行为与能力的评价，是传统的客观纸笔测验或论文所无法检测的。这就需要我

们选择与目标匹配的评价———表现性评价。
3．新课改给教师带来的挑战
老师们最直接感受到的新课改带来的变化，首先是各学科有了课程标准，有

了基于标准的新教材。其次，是课程结构发生了变化，从小学到高中都设置了综

合实践活动并作为必修课程; 倡导校本课程的开发与实施等。再次，新课程大力

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等等。新课程的这些变化给老师带来了新的挑

战。比如，如何基于标准设计教学方案，如何开发校本课程，如何实施综合实践

活动，如何对学生的研究性学习进行指导，如何创设自主、合作、探究的课堂……
“新世纪中国课改中的教师职业，是 21 世纪中国社会上最具变化的职业。”［6］而

这种变化，需要教师去完成一个个新的任务，需要教师在工作中去解决一个个真

实情境中的教育教学问题。教师所需进行的教学方案的设计、校本课程的开发、
课堂教学问题的解决等都是情境性极强的实践性任务，不是多听几场报告，记住

一些所谓新的理论知识就能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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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性实践”模式中的教师专业本质，教师教育标准对教师及其专业发展

的规定，新课改给教师带来的挑战，这些要素及其特点一致地回答了教师研修的

核心取向: 发展实践性学识，提高解决真实情境中教育教学问题的能力。而发展

实践性学习，提高问题解决能力，所指向的都是需要进行知识建构和能力展示的

表现性目标。
( 二) 表现性评价的主要特征

表现性评价( Performance Assessment) 是与纸笔测验相对的一种评价方式，

它适用于对完成任务的表现、能力的展示等表现性目标的检测。表现性评价要

求学习者在真实的情境中执行任务和解决问题，通过对学习者在执行任务或解

决问题过程中的表现的观察，或产生的创造性成果进行评价。这与许多学者经

常使用的真实性评价、替代性评价、基于表现的评价等术语所指代的意义相同。
表现性评价的核心要素由表现性目标、表现任务和评分规则组成。概括起来，表

现性评价具有如下特征:

( 1) 评价任务的真实性。真实情境中的任务能引发学习者的真实表现。这

个任务对于教师的专业活动而言应是有意义的，在具备这一条件的情况下，也可

使用模拟的真实性任务。
( 2) 基于评分规则的判断。表现性评价没有标准答案，需要开发基于目标

的评分规则，评价者根据评分规则作出判断。
( 3) 评价主体的多元化。表现性评价特别注重学习者自评、互评的价值。

学习者根据评分规则进行自评、互评的过程同时是一个个人反思和合作反思的

过程。以学习者个人反思为核心，外部评价者与同伴的建议构成更广泛的反思

资源，帮助提升个人反思的品质，对学习者个人实践性知识的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
( 4) 与学习活动的一体化。学习者完成评价任务的过程同时也是学习的过

程，并且根据评分规则作出判断的描述性信息为下一步的学习提供了有用的反

馈。因此，表现性评价既是对学习的评价，也是为了学习、促进学习的评价。可

见，表现性评价是一种适合于教师研修表现评价的评价方式。它既能有效地检

测教师研修的目标———表现性目标，又能较好地与研修活动统整起来，发挥教师

在研修过程中的主体性，促使教师在评价中反思，在反思中促进专业的发展。

三、运用表现性评价提升教师研修质量

表现性评价适合于教师研修表现的评价，并具有促进教师研修质量的潜能。
但这并不意味着，表现性评价必然能有效地提升教师研修的质量，要发挥表现性

评价的潜在功能，我们在设计和应用表现性评价时需要在以下几方面作出努力。
( 一) 为研修活动设定明确的表现性目标

表现性评价必须以研修活动的表现性目标为焦点。评价目标也就是研修目

标。设计研修活动的第一步就是要设定明确的表现性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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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目标的依据。教师研修目标确立的首要依据是教师在平时的课堂教学

实践中最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个信息从哪里获取? 教师肯定是一个主要的信息

源，但不完全是。因为有些教师可能知道自己需要提高，但并不清楚阻碍自己课

堂有效性的关键问题在哪里，限制自己专业发展的主要困难是什么。这就需要

了解教师的人，了解教师专业发展、课堂教学改进的人，坐在一起，协商教师最需

要解决的问题。在中国的情境中，这些人可能是，教师、教研员、教学管理者、教
师教育研究专家、课程教学研究专家等等。明确教师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参照教

师教育标准的相关规定，结合当前课改的要求，确定教师研修的目标。
目标的有限性和清晰性。教师是一个需要终身不断学习的专业，是一个需

要多方面综合发展的专业。我们会发现，研修需要实现的目标很多。因此，我们

必须要考虑目标的有限性。仅凭一两个研修项目或活动是完成不了多个或所有

的研修任务的。一个研修项目或一次研修活动要解决什么问题，期望达到什么

目标，应该是特定的，是有限的，是易于实现的。我们可以根据特定教师的特定

需求，给目标排排序，首先解决那些处于专业能力核心的目标。当然，这个特定

的、有限的目标同时必须是很明确的、很清晰的，并且在研修活动之后是能够评

价和测量的。
( 二) 精心设计表现任务并统整在研修活动中

评价不是外加于研修过程的一个部分，更不只是在研修结束时举行一次测

试或是提交一篇论文。评价任务要镶嵌在研修活动中，贯穿活动始终，评价任务

就是研修活动任务，两者统整在一起。这样的任务，需要具备以下特征。
表现任务要与目标匹配。所设计的表现任务要能够让教师在完成任务的过

程或结果中展示目标中界定的要求。比如，研修的目标是“掌握设计基于课程

标准的教案的策略与方法，能独立设计一份基于课程标准的教案”。那么，所设

计的表现任务就要能让教师有机会展现这些策略与方法，并呈现任务的结果。
如，“分解课标并确立适合于本班学生的课时目标”、“设计与目标匹配的课堂评

价任务”、“将评价任务和学习活动统整，安排合宜的教学环节”、“按基于课程标

准的教案的内容要素和格式要求呈现一份完整的教案”等，教师完成这些任务

的过程，也就是展现目标的要求的过程。
表现任务要包含教师对知识的建构。表现性评价的初衷是要求学习者综合

应用已知知识来解决问题，从而展现出某种实作或表现能力。这就要求表现任

务能为学习者获取、建构新知识提供一种学习机会。研修组织者和设计者需要

在整个研修活动中系统地来考虑课程内容的设置。围绕表现任务，为教师选择

和安排有针对性的专题知识的学习。比如，就完成上面那些表现任务而言，需要

安排课标分解的策略与方法、课堂评价任务的设计、学生学习活动的设计、基于

标准的教学设计等专题。这些专题的学习，有的可能需要在教师开始执行任务

之前，有的可能需要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专题的学习与表现任务的完成穿插

进行，一方面，专题的内容为教师提供完成任务所需的相关知识基础，另一方面

在完成任务实践的过程中运用知识、建构知识。在这个过程中，形成“大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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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任何领域的专家都拥有大量该领域的知识，但能围绕相对而言数量少得多

的一些“大观念”，将该领域内的知识组织起来，是专家与新手的重要区别。［7］

“大观念”的形成，使得教师今后在解决问题的过程能够用该领域的基本原理而

非表面特征去解释问题，从而提高解决问题的效率。
表现任务要真实或尽量真实。任务的真实性程度越高，学习者的学习动机

也就越高，随之学习效果也会越好。［8］因此，设计的表现任务最好就是平时教师

在工作中需要完成的教学任务。比如，课堂目标的确立、课堂评价任务的设计、
作业的设计、学生学习方式的选择等等。一方面，这些任务都是教师熟悉的，教

师有丰富的经验基础，不会陌生，不会排斥。另一方面，完成这些任务的成果，就

可以直接运用到实践中去，提高教师的积极性。当然，设计者要基于教师的现有

水平，根据教师的最近发展区，设计对教师来说具有一定难度的任务。因为，设

计良好的任务除了情境上的要求之外，还需要具有一定的挑战性。
( 三) 充分利用评分规则促进自我引导的专业学习

评分规则是对任务表现的具体期望的描述，也即对目标的具体化。在任务

实施之前就要让教师理解评分规则，让评分规则引领教师开展自主的学习，并在

完成任务的过程中进行自评和互评，形成学习共同体。
与教师一起制定评分规则。评分规则把任务表现分解成各个要素，并提供

每个要素上详细的不同层次表现的描述，这种描述清晰地指明了什么样的表现

是卓越的，什么样的表现是合格的，什么样的表现还需要努力。因此，我们要让

参与研修的教师在开始做之前就要清楚评分规则，清楚什么样的好才是足够好。
最理想的做法是让教师参与评分规则的制订，研修组织者、专家和参与研修的教

师一起讨论，形成评分规则。如果由于时间等条件的限制，不能让教师参与评分

规则的制订，那么也要通过多种途径，让教师尽可能地理解评分规则。比如，在

专题学习中安排相关的内容; 在开始任务之前，组织者对评分规则进行解释; 给

教师提供评分规则中各个水平的范例，等等。只有教师清楚自己将要往哪里去，

知道做得怎样好是足够好，才有可能施行自律的研修活动，才有可能不断地监控

自己的研修表现。
利用评分规则监测并改进任务质量。教师理解了评分规则，就可以利用评

分规则来引导自己更好地完成任务。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他们可以利用评分

规则中清晰界定的各表现水平的要求来了解自己的进程，评判自己的成果，监控

任务的质量，也即清楚自己现在在哪里，下一步的目标是什么……，逐步内化评

分规则，逐渐明晰自己的弱点和长处，并充分利用自己的已有经验和所学的知识

进行反思，并改善自己的表现。这个过程，也就是自我评价、自我反思、自我改进

的过程，教师学习的主体性得到充分体现。
开展基于评分规则的交流与反馈。有了可以共享的评分规则，参与研修的

教师就很容易开展互评。每位教师的已有经验不同，基于评分规则的交流也会

产生思想的碰撞，在碰撞的过程中丰富对任务质量的理解。互评的过程，是合作

反思的过程，同时也是向同伴学习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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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共同体。其次，专家要基于评分规则对教师的任务表现作出及时的反馈。专

家的反馈可以让教师更加客观地了解自己的表现，帮助教师更加准确地发现自

己的问题，提出针对性的改进建议。有些专家以忙为借口，只做报告( 准备一个

报告可以反复讲很多遍) ，不为学员精心设计有针对性的学习任务，更不能为学

员的任务表现进行指导和反馈，其本身提供的就是一个典型的反例。只有基于

学员的任务表现，才能给出有针对性的反馈，也才有证据表明这次研修目标的实

现程度，以及还有哪些地方需要继续努力。
教学专业的反思性实践本质，以及实践性知识的经验加反思的形成机制表

明，教师在研修活动中必须是要深度参与的。精心设计教师教学情境中的真实

任务，组织教师参与评分规则的制订，创造条件让教师进行自评、互评，形成学习

共同体……，每一个环节，都在强调教师在研修活动中的主体作用。将任务贯穿

于研修活动的整个过程，在开始任务之前让教师理解评分规则的内涵，意在使教

师的反思贯穿于研修的全过程。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进行多主体、形成性的评

价，旨在为教师提供过程性、诊断性和反馈性的信息，更好地完成表现，提高教师

反思的品质，促进专业的持续发展。
基于上述探讨，将表现性评价镶嵌在研修活动之中能为研修活动提供多样

的证据来判断研修的质量，［9］同时也促进教师研修质量的提升。基于表现性评

价的教师研修也正符合国际教师教育学倡导的教师学习的三大定律———越是扎

根教师的内在需求越是有效; 越是扎根教师的鲜活经验越是有效; 越是扎根教师

的实践反思越是有效。［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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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ing Teacher Training Based on Performance
Assessment

ZHOU Wenye
( Institute of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200062，China)

Abstract: Many problems existing in current teacher training are caused by lacking of assessment of
teacher training's performance． Lack of assessment of teacher training's performance mainly shows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there are only general goals，while without performance objectives; there is
only“learn by listening”，while without practical tasks; there is only administration by administra-
tive means，while without assessment leading teachers’professional learning． However，the nature
of teachers’profession，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d the requirement of curriculum reform clear
that the aim of teacher training is the improvement of practice and competences which belongs to
performance objectives and needs to use performance assessment． Using performance assessment
during the teacher training needs us to embed performance assessment in the whole process of teach-
er training． Before designing the activities of teacher training，the performance objectives should be
cleared up． And then it goes to the design of performance tasks of teacher training activities’tasks．
Meanwhile，it needs to make full use of rubrics to promote teachers’self － directed professional
learning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eacher training．
Key words: teacher training; performance assessment

( 责任校对:王玲玲)

—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