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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研究】

基于学业质量标准的具身德育
评价系统设计

吉海荣

　 　 【摘　 要】基于学业质量标准的具身德育评价围绕“实践”这一核心,以知行合一赋予具身德育基本的达

成标准,强调课堂观察与学习评价从“多元化”走向关注学生自我生长的“增值性”,作业设计与评价从“随意

性”走向指引师生方向与目标的“教—学—做—评”一体化,学段综合性评价从“模糊性”走向关注学生情感态

度、知识技能、实践创新等综合表现的“质量化”,以关注行为实践质性表现的档案袋评价引领学生在“累积表

现”中建构“自我品德”。 将学业质量标准贯穿道德与法治学习全过程和教学各环节,切实以评促教促学,促进

素养导向的教学转型。
　 　 【关键词】道德与法治;学业质量;具身德育;评价体系建构

　 　 一、课堂观察与学习评价:从“多元化”走向“增
值性”

立足道德与法治学业质量要求,具身德育课堂

评价追求形成学生自我生长的成长链,从多元化评

价走向增值性评价。

1.课堂观察评价:注重“教—学—评”与“目标”匹配

课堂观察评价设计体现“教—学—评”一致性,
关注课堂的评、教师的教、学生的学三者在同一目标

下相互匹配,针对师生的活动水平与教学目标达成

要求作出表现水平评述(见表 1)。
　 　 表 1 具身德育课堂观察评价量表

评价维度 评价项目 评价目标要求(定量、定性)
表现水平评述

A B C

活动目标

素养培育目标 达成什么素养培育要求,效果如何

行为表现目标 开展什么行为实践,效果如何

道德认知与情感思维 达成什么道德认知和情感思维

教师主导

情境与任务 创设什么情境? 布置任务针对目标达成度如何?

讲解与媒体使用 讲解时间与效度怎样? 媒体使用效果如何?

自主学习指导 怎样指导学生自主学习? 效果怎样?

合作探究指导 怎样指导学生合作探究? 效果怎样?

处理课堂生成情况 如何处理学生 / 情境的生成 / 突发事件,结果怎样?

学生主体

自主学习情况 自主学习时间、参加人数、效果

参与活动主动性 参与任务回答(提问)时间、人数、参加人数、效果

参与合作效度 参与小组讨论的人数、时间、效果

活动目标达成度 有哪些互动 / 合作行为? 哪些行为体现目标达成?

互动合作习惯 互动 / 合作习惯怎么样? 出现怎样的情感行为?

注:表现水平评述用☆星级表示,获 12-9 颗星为优,8-5 颗星为良,4-0 颗星为合格。 最后由教师自评和

观察者进行综合评价等级转换。
综合

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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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活动目标指向素养培育,从道德认知与

情感思维出发,落脚点在道德践行上,体现道德素

养“知情意行”的全面达成。 从教师角度,课堂教

学就是呈现评价任务—组织交流展示—收集与分

析评价信息—教学调整与补救的循环过程。[1] 量表

以教师主导作用出发,从教学情境与任务创设、课
堂讲解与媒体使用、自主学习指导、合作学习指导、
处理课堂生成情况五个方面,指向活动目标的达成

度。 这不仅有利于课堂观察者用以指导教师开展

具体的教学研讨,对于执教者开展课堂教学反思也

是非常有力的抓手,从而实现“以评促教”的作用。
从学生角度,课堂学习就是理解评价任务—完成评

价任务—展示与评价的循环过程。 评价从学生自

主学习情况、参与活动态度、参与合作效度、活动目

标达成度、互动合作习惯五方面来观察,每一个维

度都指向教学目标的达成。[2]它不仅从教与学的本

质给予质性评价,还从参与的时间、数量、人数等方

面给予量化,力求提供科学的指导性评价,从而实

现“以评促学”。
课堂观察针对每一个采用星级式等级转换作出

综合评价,为师生评价、修正、纠偏提供指导与改进

依据,从而真正服务于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品德养成,
达到“以评育人”的目的。

2. 学生活动评价:关注“自我” 与“过程” 持续

增值

基于学业质量标准的评价须体现在教学设计之

中,镶嵌于具体的教学活动之中。 因此,活动评价主

要从“课堂表现” “对话交流” “小组合作” “汇报展

示”四个维度细化评价指标(见表 2),着眼学生的道

德情感、品行态度、实践创新等学习表现,通过自评、
互评、师评对每一个评价指标的表现水平作出描述,
并以星级式等级评价作出综合评价。

基于表 2 评价维度,针对分组讨论制定了以下

评价要点: (1 ) 准备充分,汇报完整,形式多样。
(2)认真倾听,主动参与,积极研讨。 (3)了解了改

革开放让中国由贫穷到富有到强盛的过程。 (4)感
受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好,产生热爱党的情感。 (5)树
立热爱祖国的家国情怀和以中华民族复兴为己任的

责任意识。
本课评价主要关注学习目标的达成度、学生的

情感态度和参与度。 前两个评价关注情感态度和

参与度,后三个评价则是对学习目标尤其是素养发

展目标的考查。 通过自评、互评和师评,以星级式

等级评价出示结果,分为合格(一星)、良好(两星)
和优秀(三星)。 这样的课堂活动评价量表体现了

教学目标的、教学设计、教学过程的“教—学—评一

体化”,让老师、学生心中有目标、有方向,实现教—
学—评增值。

表 2 课堂学生活动评价表

评价维度 评价指标

课堂表现

1. 课前完成预学单,做好学习准备,学习态度

积极。

2. 遵守课堂纪律及学德活动规则。

3. 乐于参加各种德法学习与实践活动。

对话交流

1. 认真倾听师生观点,主动参与。

2. 及时质疑、补充和点评。

3. 充分发表见解,有自己的观点。

小组合作

1. 分工明确。 协调能力强,善于发现问题。

2. 团结协作。 能与成员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小组

布置的任务,记录及时、真实、完整。

3. 合作中充分发表个人观点,思考并提出解决

问题的办法,及时总结。

汇报展示

1. 汇报准备充分,口头说明详尽生动,举止大方

自信,语言有感染力。

2. 小组汇报和展示方式多样化和多元化,观点

与展示互相印证。

3. 汇报中有个体和团体的观点和感受,有成效,

有创意,有评价。

注:表现水平评述用☆星级来表示,获 12-10 颗星为优,9-7

颗星为良,6-4 颗星为合格,0-3 颗星为待提高。 最后由教

师作综合评价等级转换。

　 　 二、作业设计与评价:从“随意性”走向“教—
学—做—评”一体化

道德与法治作业设计与评价既要关注结果更

要关注过程,须综合运用质性分析和量化分析。 我

们在作业设计中注重明确分工与要求、活动展示方

式和评价方法,为师生指引方向和目标。 于教师而

言,作业设计要落实“教—学—导—评”一体化,对
学生而言,作业完成要体现 “教—学—做—评”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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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化。
以“让生活多一些绿色” (四上第四单元)一课

为例,根据学业质量描述“具有能够理解‘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道理,自觉保护自然环境”的责任

意识,我们将其大概念确定为“生态环保文明”。 在

教学“变废为宝有妙招”一课时,指导学生围绕真实

情境“连云港市海州区垃圾分类实施情况调查与实

践探索”,开展系列垃圾分类实践作业。 课堂上,教
师带领学生制定活动方案,课后布置实践性作业,如
垃圾分类资料收集、调查问卷、采访、实地考察、垃圾

分类知识宣传、一日垃圾站体验活动、一日环卫工人

体验等活动。
针对活动中需要采访和调查的活动,教师还指

导学生设计采访单、实地考察表和调查问卷表,确保

学生的实践活动落在实处。
具身德育课堂作业设计与评价以学业质量为

“准”,使学生的实践活动有了抓手和落脚点。 通过

课前作业、课中作业、课后作业,将其设计实施落到

实处,师生知道“为什么做” “如何做”以及“做到什

么样”,以高质量的作业过程助力素养养成。
三、学段综合性评价:从 “模糊性” 走向 “质

量化”
具身德育学段综合性评价根据课标的内容要求

和教学方式建议,制定评价内容与标准,以道德与法

治知识、情境模拟表演实践、典型案例分析和综合性

学习展示为主要的评价项目,并采用现场问答、表
演、实践、展示等方式进行评价。 其旨在引领评价从

“模糊性”走向“质量化”,基于学业质量要求,关注

学生情感态度、知识技能、实践创新等表现,建立综

合评价意识。
表 3 是我们对第一学段的综合性评价设计。 具

体评价可参考课堂学习评价标准,进行现场测试,成
绩用优秀、良好、合格、须努力四个等级作出结果

评定。
　 　 表 3 第一学段综合性评价设计

评价项目 评价方式 评价内容与标准

道德与

法治知识

现场问

答操作

内容:①能说出国旗国徽含义,会唱国歌,认识中国版图,识别交通信号和标志的含义,会讲革命英雄故

事。 ②能说出文明用语、节约小妙招、调节情绪小妙招、预防危险小妙招、学校纪律。

标准:能准确说出①,并说出②各 3 条获☆☆☆☆;能说出①,并说出②各 2 条获☆☆☆;能说出①,并说

出②各 1 条获☆☆;能认识①但不会讲革命英雄故事,不能说出②获☆。

情境模拟

表演实践

现场表

演实践

内容:①能准确画出国旗,会唱队歌,会戴红领巾;根据情境参与劳动实践,模拟“小交警”。 ②会用礼貌

用语完成情境任务;快速整理书包和文具,实践“六步法”洗手等任务。

标准:能准确实践①,并践行②各 3 条获☆☆☆☆;能实践①,并践行②各 2 条获☆☆☆;能实践①,并践

行②各 1 条获☆☆;能完成①,不能践行②获☆。

典型案

例分析

现场实

践问答

内容:①能够针对“升旗仪式”“小拖拉”“小马虎”“不诚实”。 ②“自满或自卑”“友爱互助”“安全”“餐

饮之礼”等案例开展深入分析,提出翔实的解决方法。

标准:能准确分析并提出解决方案①,并践行②各 3 条获☆☆☆☆;能分析并提出解决方案①,并践行②

各 2 条获☆☆☆;能分析并提出解决方案①,并践行②各 1 条获☆☆;不能完成①,不能践行②获☆。

综合性

学习
现场展示

内容:①能够用照片、朗诵、画画、儿歌、图片、表格等多种形式展示自己的学德实践活动成果。 ②如观看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展览的照片、画画和感想;“告别拖拉”计划表和实施过程照片;参观游览中

爱护大自然、爱护动植物的照片、儿歌等活动展示。

标准:能准确实践①,并践行②各 3 条获☆☆☆☆;能实践①,并践行②各 2 条获☆☆☆;能实践①,并践

行②各 1 条获☆☆;能完成①,不能践行②获☆。

综合评价
注:以互评、师评对照评价观察点逐条进行等级评价,☆☆☆表示优秀,☆☆表示良好,☆表示合格,汇总

形成等第转换标准如下:优秀 12☆;良好 7-11☆;合格 4-6☆;需努力 3☆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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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性评价综合考查道德与法治核心素养的五

个方面。 例如,道德知识问答部分涉及政治认同、法
治观念、道德修养、责任意识、健全人格等,综合考查

学生素养达成度。 情境表演操作评价注重从道德情

感和道德践行展开考量;案例分析着重考查道德思

辨能力,而综合性学习展示则是课内外相结合的综

合能力的集中体现。 这样的评价强调有情境有任

务,让师生明确“学什么” “怎么学” “学到怎样” “就
考什么样”,真正落实“教—学—评”一体化。

评价采用互评、师评多元主体星级评价方式,在
等级评价的同时注重质性评价和量化评价相结合,
通过“能说出各 3 条” “不能说出”等阶梯型量化评

价,使得德育评价操作性强。 其尊重差异,注重起

点,关注过程,强调发展,不仅关注学生的学业进步,
更关注其人格成长,促进素养导向的教学转型。 在

上述评价基础上,我们将相关评价引入期末测评之

中,设计了情境模拟题。 以二年级期末试题样题

为例:
妈妈带东东去吃自助餐,东东认为吃多少都要

花一样的钱,所以取了很多的食物,吃不完就用残渣

掩埋起来。 你觉得东东的做法对吗? 吃自助餐时要

注意什么礼仪呢? 可以和身边的小伙伴模拟表演一

下哦。
这是一道综合性道德模拟实践题目,考查的是

学生的餐饮之礼,勤俭节约美德,以及公共场所排

队、文明声音等道德素养发展情况。 在学生模拟表

演时,教师注重观察其行为实践能力。 首先,要对浪

费食物的现象给予批评与否定,并能够从以下方面

分析和实践自助餐礼仪:(1)人多取餐的时候要排

队、不要乱挤、乱抢、插队。 (2)取餐的时候要用公用

的餐具,不论什么样的食物,都不可以直接下手或者

用自己的餐具。 (3)取餐要适量,一次不要拿太多,
以免吃不下或不习惯吃而浪费,可以采用“多次少

取”的办法。 (4)要尊重餐厅里的服务人员。 (5)饭
后,无论是未取用的食物,还是自己桌上所剩的食物

都不可带出餐厅。
根据学生的模拟实践达成情况,“做得好”获四

星为优秀,“比较好”获三星为良好,“做得可以”获

二星为合格,“做得不够好”获一星为待努力。 总体

上,期末测评注重考查学生真实行为实践的努力程

度,用具身“践礼”来“养德”,进一步促进学生素养

发展。
四、档案袋评价:在“累积表现”中建构“自我

品德”
档案袋评价是关注学生自我表现性评价的最好

方式。 在学生开展综合性学习时可以采用档案袋评

价,档案袋评价注重学生行为实践的质性表现,注重

关注学生平时的积累努力程度。
以第一学段“告别拖拉”综合性学习档案袋评价

为例,我们建议教师可设计学生上课前“小拖拉”的
调查情况表,让学生展开调查反思并通过课堂小组

讨论调查结果,共同学习“告别小拖拉”的经验,制订

“告别拖拉”的计划表,在老师和父母协助下完成“告
别小拖拉”的任务。 学生每周点滴进步的照片,在实

施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心理日记,在改变“小拖拉”
过程中的做事时间递减表,总结的“告别小拖拉”小
妙招等心得体会、收获与感悟,以及大家对其“告别

小拖拉”实践的评价语等照片、图片、视频、文字材料

等,都可放入学生档案袋。
档案袋评价指向过程性材料的丰富性、学生行

为的真实性、实践性和努力程度,见证了学生不断战

胜自我,化蝶蜕变的过程,也是其实现由“累积表现”
获得“自我品德”建构的过程,更是以学生为主体,家
长、学校和老师为辅助,校家社协同育人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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