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市小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方案（试行）
2014 年 9 月

为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市委十一届四次全会精

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国家和北京市中长期教育

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坚持育人为本，提高小学生综合素质，

根据教育部《关于推进中小学教育质量综合评价改革的意

见》（教基〔2013〕2 号），结合我市小学教育实际情况，

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小学生综合素质评价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落实立德

树人的根本任务，遵循小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和教育教学规

律，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实施全员、全方位、全过程评价，

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地发展，为学生终身发展奠定坚实基

础。

二、评价目的

（一）引导帮助小学生逐步学会自我认识和自我教育，

明确发展方向，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不断促进自身全面健

康发展。

（二）引导促进教师树立科学的教育质量观、育人观和

评价观，坚持育人为本的理念，采用科学、多样的方法对学

生进行评价，引导和帮助学生自主发展。

（三）促进家庭和社会逐步形成正确的人才观、教育观，

营造有利于素质教育实施的良好社会环境，为学生健康发展

提供支持和帮助。

三、基本原则

（一）发展性原则



实施小学生综合素质评价要以学生发展为核心，关注每

一个学生的发展现状及趋势，引导学生不断调整自己的发展

目标，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

（二）过程性原则

实施小学生综合素质评价要遵循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和

教育教学规律，将评价贯穿于日常的教育教学活动中，及时

搜集学生综合素质发展的信息，记录学生的成长过程，运用

评价反馈引导学生持续发展。

（三）激励性原则

实施小学生综合素质评价要以全面发展为导向，充分发

挥评价的激励功能，面向全体学生，发现和发展学生潜能，

帮助学生建立自信，促进学生在原有水平上不断发展。

（四）主体多元原则

实施小学生综合素质评价要坚持评价主体多元，学生本

人、同学、教师、家长以及社会相关人员等都应参与学生综

合素质评价，在多主体互动评价过程中，促进学生在德智体

美等方面主动发展。

四、评价指标

小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指标由思想道德、学业成就、身心

健康、审美素养、个性发展等五个一级指标构成。其中，前

四项一级指标是小学生都能够达到的基础性目标，个性发展

指标体现了学生的兴趣爱好和特长。



北京市小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关键指标

一、思想道德

1．道德品质

学生在爱国情感、孝敬父母、尊敬师长、文明礼貌、自

尊自信、自律自强、热爱劳动、勤俭节约等方面的认知

和行为表现。

2．公民素养

学生在遵纪守法、诚实守信、关心集体、团结友善、维

护公德、环境保护、珍爱生命、社会责任感等方面的认

知和行为表现。

二、学业成就

3．知识技能
学生掌握各学科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水平，在相关学科

和实际生活中表现出的应用水平。

4．学习能力
学生综合应用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实践能力、合

作学习能力、信息素养等方面发展水平。

5．学业情感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学习态度、学习兴趣、学

习习惯、创新意识等方面的认知和行为表现。

三、身心健康

6．体育锻炼与

卫生保健

学生掌握体育锻炼方法和技能、卫生知识和保健方法，

养成良好的体育锻炼习惯和卫生保健习惯的情况。

7．体质健康
学生的身体形态、身体机能、身体素质等达到《国家学

生体质健康标准》的情况。

8．自我认识与

调控

学生认识自我，熟悉自己的情绪，调控自己行为的能力；

关心、尊重他人，学会与教师、同学和家长沟通与交往

情况。

9．适应环境的

能力

学生应对和克服学习、生活困难，适应学习环境、社会

环境的能力。

四、审美素养

10．感受美 学生感知、识别生活、自然、艺术中美的能力。

11．欣赏美 学生的审美情趣和赏析美的能力。

12．表现美 学生在生活中展示美、表达美的能力。

五、个性发展

13．兴趣爱好
学生在学习生活中对某些事物或者事情专注和喜好的

表现。

14．特长
学生在学科素质以及科学、艺术、体育技能等方面的突

出表现。

小学生综合素质评价要坚持绝对评价、相对评价和个体

内差异评价相结合，重视运用个体内差异评价，更加关注学

生的努力程度和进步幅度，更加关注学生的发展潜质。



五、评价方式

（一）小学生综合素质评价要坚持科学多元，学生本人、

教师、家长、同学、社会相关部门人员等都参与评价，各评

价主体根据学生发展评价要素提供客观、真实的评价依据和

证据，以保证评价结果的有效性。

（二）小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方法要运用测试考查、测量、

情境测验、日常观察记录、作品分析等多种手段，依据评价

指标搜集评价信息，进行科学、全面判断。

六、评价结果的呈现与应用

（一）评价结果的呈现

1.小学生综合素质形成性评价结果记录在《小学生综合

素质评价手册》中，北京市将适时开发电子平台，并在部分

学校先行试验，逐步推广。

小学低、中年级主要采用纸质文本呈现评价结果，有条

件的学校可以适当采用电子文本呈现部分评价结果。小学高

年级以纸质文本的方式为主，鼓励学校使用电子文本呈现评

价结果，有条件的学校可开发小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电子平

台，丰富学生评价结果呈现方式，探索建立学生评价数据库。

2.小学毕业生综合素质评价结果以《小学毕业生综合素

质评价报告单》的方式呈现，主要包括学生自评、家长评语、

班主任评语、学生个性特长，以及学生的学业水平成绩、体

质健康数据等内容。

（二）评价结果的应用

1.小学生综合素质形成性评价结果主要是使学生本人、

家长以及教师及时、全面地了解学生综合素质的发展水平；



为学生和家长确定学生综合素质的发展目标提供参考；为教

师有针对性地诊断、改进教育教学，指导、帮助学生提高综

合素质提供信息；为开展教育教学效果评价、学校办学水平

和办学效益评价以及区域教育质量的监控与评价提供依据。

2.小学毕业生综合素质评价结果的主要用途是为学生

正确认识和评价自己的发展水平提供参考依据；为学生在高

一级学校更好地学习、持续地发展提供参考。

七、评价的组织与实施

（一）成立机构，统筹协调

各区县要成立由教育行政、督导、科研以及教研等部门

组成的领导小组，统筹协调本区县小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工

作，明确责任，各负其责，形成合力。

教育行政部门负责评价的组织领导，要把学生综合素质

评价纳入区县常规工作中，整体设计、协调推进；教育督导

部门要将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工作纳入对学校的督评工作中，

加强督导评估；教育科研部门要建立评价工作的跟踪反馈机

制，开展相关的指导、培训，跟进反馈评价实施状况，及时

总结并宣传、推广典型经验；教研部门要结合学科教研，指

导任课教师在学科教学过程中开展学生综合素质评价。

（二）结合实际，科学评价

学校要结合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学生评价，将评价工作作

为学校重要常规工作。结合学校办学目标和不同年级小学生

身心发展特点,细化关键指标内容，引导教师、学生、家长

以及社会相关人员等认识综合素质评价对学生发展的重要

意义，充分发挥并调动各评价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特别是注重发挥班主任、学科教师对学生评价的关键作

用，把研究、教育、服务与评价学生作为评价教师专业素质

的重要指标，切实提高学生评价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共同促

进学生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

本方案自 2014 年 9 月 1 日起试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