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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研究】

《认识三角形和四边形》单元评价
量规的设计与使用

程小凤　 　 叶盛斓

　 　 【摘　 要】评价量规的制定,可以将抽象的核心素养可视化、可操作. 文章以北师大版四年级下册《认识三角

形和四边形》单元为例,聚焦“几何直观”的培养. 文章尝试划分评价维度,设计单元评价量规,在此基础上跟进表

现性任务与具体评价量规的设计,并依据测评结果进行归因分析,改进教学实践,实现教—学—评的一致性.
　 　 【关键词】评价量规;评价量规设计;表现性任务;教学实践

　 　 《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22 年版)》(以下简

称“新课标”)主要变化之一是“研制了学业质量标

准”,明确指出“要注重实现教—学—评一致性” “要
发挥评价的育人导向作用,坚持以评促学、以评促

教”. 评价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由此可见,其根本目的

在于促进学生的发展. 评价量规作为有效的评价工

具,有助于帮助教师更好地 “教” 和学生更好地

“学”. 那么,该如何设计并使用评价量规来诊断、分
析并改进教学呢? 本文以北师大版四年级下册《认
识三角形和四边形》单元为例,聚焦新课标中的核心

素养之“几何直观”培养,开展评价量规的实践探索.
一、研读内容,设计单元评价量规

评价量规被定义为“由标记表现性任务成功水

平的标准尺度,以及描述与各水平尺度相对应的学

生表现的具体特征———描述语所构成的评价量规

表”. 刘加霞教授认为:评价量规的设计,要明确目标

和评价内容,在评价指标和评价维度制定的基础上

进行水平等级划分.
1. 分析内容,厘清单元学习目标

北师大版《认识三角形和四边形》单元属于“图
形与几何”领域的“图形的认识与测量”板块,编排

了 5 课时的新知内容,分别为图形分类、三角形分

类、三角形内角和、三角形三边关系、认识平行四边

形和梯形. 第一学段,学生已经积累了从整体上认识

图形的经验,第二学段从图形的元素、图形特征等方

面再一次认识平面图形. 新课标中关于这一知识的

内容要求是“认识三角形和四边形,会根据图形特征

对三角形和四边形进行分类”. 学业要求是“会根据

角的特征对三角形进行分类;能根据边的相等关系

认识图形;能说出图形的特征、图形之间的共性与区

别”,以培养学生的几何直观. 结合新课标要求和单

元内容,可确定本单元的学习目标为:
(1)经历量、摆、拼、画等直观操作活动,认识三

角形、平行四边形、梯形的特征,理解图形要素之间、
图形之间的联系.

(2)经历尺规作图的过程,探索三角形的三边关

系及其中的道理;经历推理的过程,探索三角形内

角和.
(3)能根据语言描述画出相应图形,并分析图形

性质.
(4)经历分类的过程,体会不同分类标准在图形

分类中的意义,感受不同操作活动在探索图形性质

中的作用.
(5)在独立思考、互动交流的过程中,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和求知欲.
2. 依据目标,设计单元评价量规

由内容、目标可知,这些要求与核心素养之几何

直观的内涵相吻合. 因此,这一单元评价量规的设计,
可以基于对几何直观内涵的解读与分析,划分出评价

维度,并结合具体内容进行单元评价量规的设计.
(1)基于课标和内容,划分评价维度.
新课标明确指出:几何直观内涵有四个维度,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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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三角形和四边形》这一单元相关的主要是“能
够感知各种几何图形及其组成元素,依据图形的特

征进行分类;根据语言描述画出相应的图形,分析图

形的性质”. 可以理解为“基于直观经验的图形特征

感知与关系描述”,将之作为评价的一级维度指标,
并细分为要素感知、性质建立、关系描述三个二级维

度及更具体的三级维度.
(2)基于评价维度,设计评价量规.
一份完整的评价量规,由四部分组成:表现维

度、表现等级、描述符和表现样例. 从单元视角,可以

设计综合型评价量规,不呈现具体的表现样例. 结合

单元学习目标、学习内容和几何直观的评价维度,可
以设计如下的单元评价量规(见表 1).

二、依据量规,跟进核心表现性任务

教师根据评价量规评判学生的能力水平,就需

要好的表现性任务作支撑,才能有效落地. 依据教

材分析可知,教材编排逻辑没问题,那么该如何增

强任务的探究性、思考性、综合性,引导学生既能真

实呈现他们的思维,又能通过评价量规来诊断学生

的认知水平? 基于这样的思考,依据教学目标和评

价量规,设计出本单元每个课时的核心表现性

任务.
　 　 表 1 《认识三角形和四边形》单元评价量规

评价指标 评价要素 水平等级 表现性行为描述

要素感知

对图形

要素的感知

水平 1 能认识三角形、平行四边形和梯形边、角的单一特征

水平 2 能认识变式三类图形的边、角的特征

水平 3 能找到三类图形要素的共性

依据要素

对图形进行分类

水平 1 能根据单一标准对三类图形进行分类

水平 2 能根据不同标准对三类图形进行分类

水平 3 能根据不同标准进行分类,并根据分类结果选择分类标准

图形内要素

关联的感知

水平 1 能感知三类图形要素之间有关联

水平 2 能感知三类图形的要素变化会对图形产生影响

水平 3 能建立图形要素与整个图形之间的联系

性质建立

形成图形

概念

水平 1 能根据特征认识三类图形的一般形状

水平 2 能根据特征认识三类图形的变式形状

水平 3 能建立三类图形的概念

推断图形

性质

水平 1 能根据图形表象推断图形的单一性质

水平 2 能推断图形内角和、对边关系等多个性质

水平 3 能根据图形间的联系理解图形性质

运用性质

解决问题

水平 1 能直接运用性质解决简单问题

水平 2 能运用性质解决变式问题

水平 3 能运用性质解决复杂的实际问题

关系描述
理解图形

之间的关系

水平 1 能从单一维度理解三类图形的关系

水平 2 能从多维度理解三类图形的关系

水平 3 能理解三类图形的本质相同点,建立联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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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任务五为例,将教材中的问题串进行了调

整,形成具有结构性的表现性任务. 精心选取了具

有典型特征的图形,并增加方格作为学生思考和表

达的支架. 这些图形可以分为两个层级:一是常规

具有辨识度的①②③号图形,二是聚焦本质特征的

④⑤⑥号图形. 任务的问题设计具有开放性和过程

性,引导学生经历思考的过程,不同学生都能完成,
也能反映出不同的思维水平. 该任务以《学习单》
的方式发给每一位学生,可以课前作为《前测单》
使用,也可以课堂中作为《学习单》使用.

理清核心表现性任务和应达成的水平等级,有
助于教师从单元整体教学视角进一步理解目标定

位. 其他三个任务,可参照任务一和任务五的设计

方式和思路,其中任务四“探索三角形性质之三边

关系”的设计,虽然使用的是老教材,但新课标中已

新增了“尺规作图”,教师在教学时,可以适度渗

透,帮助学生破解“两边之和等于第三边,是否能围

成三角形”的思维困惑点.
三、使用量规,调整教与学的路径

评价量规是为了实现对学生表现进行质性和

量性的双向评价的量表,从而让学生思维得以“可

观察、可测量”,能进行教学评价、诊断、反思与改

进. 有了表现性任务及与之匹配的评价量规,可以

展开实际测评并作具体分析,以调整教学路径.
1. 使用量规,诊断学生学情

以任务五为例,我们分别选取城区小学、乡镇

中心小学、完小各 1 个班的学生进行了实际测评,

并划分出具体的水平等级. 测评结果和水平样例

如下:

等级水平 水平 1 水平 2 水平 3

“性质建立”占比 51. 3% 31. 6% 7. 1%

“关系描述”占比 25. 8% 12. 4% 61. 8%

　 　 基于教学目标和内容的评价量规与表现性任务

的设计有效,能呈现学生真实的思维水平. 从测评结

果和水平样例可以得知,关于“图形性质建立”,有 82.
9%的学生处于水平 1 与水平 2,说明学生对图形性质

有一定程度的理解,但未能准确清晰表述图形性质.
关于“图形关系描述”,61. 8%的学生不能准确认识长

方形、正方形与平行四边形的关系或是无法用语言表

述三者间的关系,说明对图形性质理解有一定程度的

缺失,无法从本质特征去认识和理解图形,也缺少对

图形之间关系的沟通联结.
2. 基于学情,改进学习路径

由测评结果可知,处于水平 1 和水平 2 的学生

占比高,其中②号图形是全班学生一致认可的. 因
此,《认识平行四边形和梯形》一课的教学,我们可以

选择从②号图形入手,典型作品逐一反馈的方式,设
计一组关键问题:

问题 1:②号图形,大家都认为是平行四边形. 为
什么?

问题 2:请根据平行四边形特征判断⑤号图形是

平行四边形吗?
问题 3:④⑥号呢? 既然都是平行四边形,为什么

图 1　 任务一———图形分类

图 2　 任务五———认识平行四边形和梯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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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还有自己的名字?
问题 4:其他三个图形,分别是什么形? 这几类

图形有什么相同和不同点? 可以怎样变化得到其他

图形?
4 个关键问题的设计,思维逐层递进. 第 1 问,引

导学生关注图形要素:平行四边形边的特征;第 2
问,通过辨析,引导学生聚焦图形性质,排除无关因

素;第 3 问,引导学生在感悟共性特征的同时,关注

个性特征,感悟理解长、正方形和平行四边形的关

系;第 4 问,聚焦一般四边形、平行四边形和梯形的

异同,进一步理解图形的要素、性质,并建立图形之

间的关联. 在整个交流反馈过程中,一直围绕图形性

质建立和关系描述的维度,引发学生思维冲突,进行

辨析、思考与交流,从而达成目标的同时,培养学生

的几何直观.
其他课时,可以参照《认识平行四边形和梯形》

的教学结构,围绕核心表现性任务进行指向特定任

务的评价量规设计展开具体测评,并依据测评结果

选择合适的学习路径.
评价量规的制定,可以将抽象的核心素养可

视化、可操作 . 本文以北师大版教材中具体单元

为例,基于对几何直观内涵的解读与分析,尝试

划分评价维度,并结合具体内容和教学目标设计

单元评价量规,在此基础上跟进表现性任务与具

体评价量规的设计,依据测评结果进行归因分

析,改进我们的教学实践 . 教学目标的确定、学习

任务的设计和评价量规的制定,三者达成一致,
使几何直观核心素养的培养得以落地,从而实现

教—学—评的一致性 .

　 　 【作者简介】程小凤,浙江省衢州市开化县教育

局教研室;叶盛斓,开化县天地小学.
　 　 【原文出处】摘自《小学教学设计》:数学(太原),
2024. 3. 13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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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尊重预习成果,引导“验证”结果,发展思维的

条理性

新知的建构都是建立在原有经验的基础上,学
生的预习成果是客观存在的,也是学习本节课内容

的基础,教师不能视而不见,可以在尊重学生自主探

究的基础上设置一些验证任务,让学生加深理解的

同时获得成功的体验. 例如,“我是讲解员”任务,引
导学生从不同角度对预习结果作出解释说明,学生

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可进一步明晰道理,知其然更

知其所以然.
2. 对比分析整理,把握内容本质,发展思维的深

刻性

本节课的学习内容是小学阶段加减法的最后一

部分. 在学生运用不同方法验证结果后,教师组织学

生对化小数、通分等验证方法进行对比分析,发现小

数、分数、整数加减法都是相同计数单位相加减,通分

其实是为了得到相同的计数单位. 从而打通分数、小
数与整数加减法的联系,感悟加减法运算的一致性,
也使算法上的“先通分再加减”抽象为“相同计数单位

相加减”,实现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
3. 对比分析,合理迁移、创造,发展思维的创新性

苏霍姆林斯基指出:“无论如何,不要让学生感

到一切都轻而易举,不知道什么叫困难. ”对于已经

预习过的内容,学生往往兴趣不高,此时更需要设计

有一定挑战性的任务,激发他们的探索热情. 本节课

“我是数学家”任务,引导学生站在“相同计数单位可

以相加减”这一大概念上自由发挥,创造其他的非常

规算法,在求变、求新中发展创新思维,感受数学创

造的乐趣.
4. 课前了解学情,科学设计学程,避免思考低位

徘徊

当学生带着预习收获上课时,要将其思维引向

深处,课前学情调查必不可少. 教师可通过问卷、访
谈等方式了解学生提前预习了什么、预习到什么程

度、还有哪些困惑等. 基于学生的已有认知设计挑战

性任务、加深学习体验,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免学生因

已经预习过而“不愿意深入探究” “配合老师走过

场”等课堂低效现象的发生.

　 　 【作者简介】颜春娅,山东省威海市荣成市实验

小学.
　 　 【原文出处】 《 小 学 数 学 教 师》 ( 沪), 2024. 3.
24 ~ 26
　 　 原标题:预习之“过”? 可解! ———基于预习基

础的课堂教学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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