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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课外活动课进行柱本评价的思夸与探索

0吴藕法

过去被称为学校教学
“

第二课堂
”

的课外活动

课
,

在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今大
,

对于促进不同层次

学生向不同力
一

向的发展越来越显得重要了 在即将

全面推开的二期课改前夕
,

让课外活动课在课程理

论的引领下尽快走向校本课程已成必然趋势 由课

外活动课走向校本课程的关键在于在课程意识的支

撑下
,

运用课程管理的基本原理和技术
,

以校为本
,

对学校自主开设的课外活动课进行比较科学
、

合理
、

客观的评价 这是因为
:
教育评价无非是一种管理手

段
。

对课外活动课实施校本评价
,

就是通过运用评价

这种管理手段
,

促进学校领导和师生教育理念的更

新
,

对课外活动课的管理更加规范
,

质量进一步提

高
,

以有效地开发学生的潜能
,

形成个性特长
,

提高

教师的专业水平 也使学校在自主发展中逐步形成

办学特色— 这是我校从 卜个世纪 80 年代初开展课

外活动课教学至今形成的一致认识

如何对课外活动课进行有效的评价呢 ?

首先
,

应遵循以下原则
:
( 一 ) 目的性原则

_

评价

的所有工作都应紧紧围绕评价的 目的进行
,

避免随

意性 ( 二 )事实性原则
。

在评价工作中
,

必须尊重客

观
,

实事求是
,

不可主观臆断或掺杂个人感情 特别

要注意信息资料的真实性
,

强调评价的公正性
,

让被

评价者心悦诚服
。

( 三 )可行性原则
。

在不违背国家

教育方针的前提下
,

从学校的客观实际出发
,

根据学

校白己的力
、

学理念制定评价方案实施校本评价
。

若

评价要求过高
,

则难以被师生接受 ; 反之
,

则失去了

评价的意义 ( 四 )激励性原则 管理的核心是人
,

对

课外活动课实施校本评价作为管理的一种手段 白然

主要针对从事课外活动课教与学的师生 为此
,

应当

通过校本评价激励师生自主发展的积极性 ( 五 )群

众性原则
。

消除师生容易产生的
“

评价是学校对师生

`

管
、

卡
、

压
’

手段
”

的疑虑和误解
,

让师生成为评价

的主体
,

积极参与评价工作的全过程 这样不仅有利

于校本评价工作建立在群众基础上顺利进行 ; 而且
,

师生在参与评价的过程中群策群力
,

甚至通过师生

的自我反思
、

自我感悟
、

对价值进行 自我判断
,

进一

步促进师生 自主发展
。

( 六 )发展性原则 对学校课

外活动课的校本评价随着教育的发展而发展
,

这就

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学习
,

提高认识
,

不断改进并

逐步完善校本评价工作
一

另外
,

诸如一致性原则
、

定

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原则
、

评价与指导相结

合的原则等
,

也是我们应当遵循的 总之
,

遵循上述

评价原则
,

是要统一学校领导和 师生对课外活动课

评价工作的思想和行动

其次
,

要明确校本评价的范围
、

内容与标准

(一 )对教师申报的活动课方案的评价 包括
:
基本

理念
、

教学 日标
、

教学计划
、

教学内容
、

教材
、

对学生

学习质量的评价办法等 ( 二 )对教师教学质量的评

价
_

包括
:

学期教学 目标
、

教学内容与进度
、

教案与教

学的实施情况等 (三 )对学生学习情况的评价 包

括
:
出席情况

、

学习品质表现
、

感悟与默会程度等
。

( 四 ) 对评价工作的再评价 阶段性评价工作结束

后
,

通过反思
,

改过评价工作
_

校本评价的标准是评

价方案中的市要部分
,

是衡量课外活动课质量和师

生 自主发展水平以及评价工作运行质量的具体规

定
。

因此
,

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评价标准的制定 校本

评价的标准应从本校实际出发
,

充分体现方向性
,

先

进性
、

激励性和可操作性
。

要鼓励并组织师生积极参

与评价标准的制定
,

集思广益
,

尤其在学校领导难以

如
“

万宝全书
”

那样对学校 白主开设的课外活动课

门门精通的情况下
,

更需要师生共同参与标准的制

定 同时
,

也提高 了师生对评价的认同感
,

增强 了评

镖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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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的群众基础 另外
,

评价标准小是固定不变的
,

要

根据教育发展和学校推进素质教育的需要以及师生

的实际情况
,

与时俱进地对评价标准作必要的调整
。

日前为止
,

我校已拟定了《教师课外活动教学质量评

价标准 》
、

《学生课外活动学习情况评价标准 》等
二

再次
,

选用校本评价的方法 主要有
: ( 一 ) 自评

与他评相结合—
J

爹期结束
,

学牛白评一学期课外

活动课学习情况 ( :

片对学
`
十评价结果的40 % ) ; 任教

老师他评 ( 占对学牛评价结果的 6 0% ) 对教师一学

期课外活动课的教学质量也先让教师自评 ( 占评价

结果的 5 0% )
,

然后进行他评 先山学生评教 ( 占评

价结果的 10 % )
,

再由校评价小组他评 ( 结果占对教

师评价总结果的 4 0% )
「_

(二 ) 相对评价与绝对评价

相结合— 对有的课外活动课教学质量根据教学 目

标制定客观标准去衡量教与学的质量 ; 但有的活动

课的教学质量很难用一个绝对的客观标准去衡量
,

如花样踢毽子等
,

只能在被评价对象的集合中根据

教学 目标选取某个对象为基准
,

然后把其他被评价

对象与之作比较
,

排出优劣顺序 ( 三 )定量 与定性

相结合— 对可以通过测量得出数量结果的
,

则用

定量评价的方法
,

如学生跑的速度等 ;有的内容难以

用数量的形式直接表达评价结果
,

如围棋
、

健美等则

采用评定法
、

分析评价法等 ( 四 )综合评价法—
凭视觉或听觉的直观印象对学生的作品或表演直接

作出评价
二

究竟选用何种评价方法
,

教师可根据实际

情况选用
、

还有
,

应制作并用好评价工具 例如
: 1

.

运用 《课

外活动课教学情况即时评价表 》 对被评价对象在课

外活动课教与学的行动有 目的地进行观察后
,

作好

观察记录并凭直觉印象作出即时评价 ; 2
.

根据需要

设计问卷进行 书面调查或通过座谈会
、

个别访谈等

形式进行调查 ; 3
.

设计 《自评表 》让师生作自我评价 ;

.4 运用 《课外活动课方案诊断
、

测评表 》对教师申报

的课外活动课方案进行评价 ;运用 《学生课外活动课

学习情况测评表 》 对学生课外活动课的学习情况作

他评 ;运用 《学生评教表 》对教师执教课外活动课的

质量作他评 ;运用 《教师课外活动课教学情况综合评

价表》对教师作综合性他评等

另外
,

要规范评价的操作步骤 例如
,

对学生的

评价步骤为
:

学期结束
,

学生 白我小结
,

作自我评价 ;

学生展示作品或表演等学习成果 ; 汇集资料作综合

性他评

对评价的结果我们是这样处理的
:
对教师申报

的课外活动课方案
,

由校课改领导小组评价认 LI J
一

后

将其申报的课外活动课列人学校
“

菜单
”

供学牛选

择学习 ; 对学牛的评价结果采用学分制
,

载人学生

《素质评价手册 》
,

作为推优
、

评优和能否初 中毕业

的依据之一 ; 把对教师的评价结果纳人对教师的学

期综合考评
,

作为教师专业技术职务晋升
、

骨十教师

遴选
、

评优
、

奖励的依据之 一

需要注意的问题是
:
(一 ) 要重视多元评价和过

程性评价 课外活动课由于没有升学考试的直接压

力
,

因此可以放开手脚大力促进学牛情意的发展
、

创

新实践能力的培养
、

学习潜能的开发等
_

那么对这一

类课的评价不应当只局限于对学生学习结果的评价

层面上
,

应当注重学生的学习经历
、

态度
、

情感等多

元评价
,

以真正促进学生的素质内涵的提高 要重视

结果的形成过程
,

因为
,

这正是育人的过程
。

( 二 )要

关注评价心理
,

适时进行调控
。

因为
,

评价心理对于

评价的公正性
、

结果的可靠性密 切相关
〔

评价心理反

映在评价 匕作的全过程
。

例如 在设计评价标准时
,

由于角色心理不同
,

所反应的行为方式也不同
。

有的

教师不希望提出较高
、

较严的评价标准
,

以免影响个

人利益 ;在评价过程中
,

自评者容易产生疑惧心理而

采取过低 自评或过高 自评
,

或模糊自评
,

甚至采取消

极被动
、

应付评价的态度和行为 ;而他评者也容易出

于心理定势
,

戴着
“

有色眼镜
”

评价他人
,

或带着亲

疏心理
、 “

老好人
”

心理等参 与评价 这些不良的心

理都会影响评价结果的公平
、

公正 ; 当被评者知道评

价结果后也会产生诸如过于敏感
、

无所谓或逆反
、

辩

解
、

否定评价方案等不良心理 这些
,

对今后改进课

外活动课教学会产生消极影响 因此
,

必须通过加强

宣传
、

学习以提高师生认识
,

端正态度
,

注意吸取师

生的合理建议
,

增加评价工作透明度
,

提高信息资料

的可信度
,

严格规范操作管理
,

加强思想工作
,

提高

评价人员的自身素质等
,

防止不良评价心理的产生

并适时进行调控

对课外活动课进行校本评价是一项新的系统性

很强的工作
,

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思考和探索
,

从

而为学生的自主发展提供一个丰富多彩并充满诱力

和生机的成长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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