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教育报刊总社 主管主办

2018 年7月13日 星期五
第3603号《教师周刊》第565期

国内统一刊号：CN33-0017

邮发代号：31-27

WWW.ZJJYB.CN

做有诗心·匠心的教师

敬请关注浙派教师公众号

校长QQ群：478372533

新闻热线：0571-87778079

□绍兴市中等专业学校
邵国成

作为教育评价的一个重要方

面，教师评价对于促进学校发展和

教师成长具有重要意义。对于中

职学校而言，与强调结果的传统教

师评价相比，发展性视角下教师评

价的评价关系从对立走向理解，教

师和学校能围绕共同发展目标形

成的一种伙伴或合作关系；评价目

标从割裂走向融合，学校的整体发

展目标指向有利于教师的成长和

发展，使教师有获得感；评价标准

从静态走向生成，评价主客体都参

与其中，通过不断的交流达成共

识，并随着学校和教师的发展做出

相应的调整和改变。

基于上述思考，学校构建并实

施了发展性视角下的教师评价体

系，它是由四个各自独立、互为依存

的子系统构成。

一、目标系统
目标系统主要由学校发展目

标和教师个人发展目标两部分

组成。

如笔者学校以“百年名校”为长

期发展目标，通过五年发展规划设

计学校阶段性发展蓝图，突出重点

发展目标，提出年度发展性目标并

进行层层分解。这些大大小小的目

标以规划、计划、任务点的方式予以

呈现，便于教师的知会和理解。学

校还通过各种形式的学习、讨论活

动引导教师进行职业生涯思考和规

划，印制了教师专业发展手册，让教

师在新学年之初就结合学校发展性

目标和自身实际情况来明确自己的

发展性目标。

二、评价系统
评价系统包括了评价制度及操

作流程。评价制度中的评价标准设

定是重点和难点。

1.分系列。依据学校人力资源

现状将评价对象分成专任教师系

列、中层管理干部系列、行政岗位系

列，分别制定评价标准，体现出评价

的差异化。

2.分维度。每个系列的评价指

标都设计了多个维度。如专任教师

系列发展性评价指标设计了“工作

规范”“教学管理”“教学质量”“学生

管理”“教育科研”“公众影响”等6

个维度，基本涵盖了专任教师的工

作范畴，体现出评价的立体化。

3.分层次。每个维度下设若干

评价指标，评价指标呈现由易至难

的递进层次，涉及学校发展重点体

现质优责重的工作则在评价中予以

倾斜，这有利于不同职业发展阶段

的教师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发展目

标，实现人人都有进步，人人都能出

彩，体现出评价的人本化。

4.分等级。每个维度按照业绩

表现从高到低划分为A（优良）、P

（合格）、E（待合格）、D（不合格）四

个等级，规定了达到相应等级所要

求的条目数，并设计了直接获得A

等或D等的条目内容。

学校在评价标准的生成和运用

上体现出“民主办学”“依法治校”理

念，充分尊重民意，操作流程规范并

形成制度性文件。评价文本历经起

草、讨论修改、征求意见、再讨论修

改等过程，最终由全校教职工代表

大会审议表决通过。学校成立有评

价工作组织机构，督导评价室是负

责评价工作的职能部门，各业务职

能部门对所属评价范围内的评价项

目负责过程性材料收集及教师自评

的审核，学术委员会负责对全校教

师评价结果进行认定。

三、支撑系统
支撑系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

教师专业发展的支撑平台；二是开

展评价工作的技术支撑平台。

发展性视角下的教师评价一方

面有横向比较，即告诉教师“你现在

在哪里”，让教师明白他在某个系列

中的坐标位置，带有诊断性功能，体

现绩效管理；另一方面更注重教师

的纵向比较，即引导教师思考“你可

以到哪里去”，让教师根据自己的过

去、现在思考其“最近发展区”，带有

导向性。那么至于如何让教师到达

他的最近发展区，除了评价本身的激

励功能之外，学校还建立了教师专业

发展的支撑平台。学校教师发展处

是负责教师专业发展的职能部门，教

师可以根据自己的发展现状向该部

门提出培训进修等需求，教师发展处

也针对教师专业发展的不同需求、不

同阶段、不同特点制订教师发展支持

计划和措施，提供“菜单式”服务，方

便教师的选择，为教师发展助力。

四、反馈系统
反馈系统包括评价结果的公

布、召开教师座谈会及个别谈话交

流。评价结果分为卓越区、优秀区、

成熟区、成长区、潜力区、倦怠区。

学校评价小组根据每位教师的工作

业绩和个性差异在上述“六区”形成

定性建议，定期向教师当面反馈，达

成一致共识。评价过程材料均与教

师本人见面，经过公示后教师本人

签名确认，确保了评价工作的公开、

公正。召开各类教师座谈会，搜集

教师对学校评价工作意见，并按照

规范化流程对评价标准进行修订。

对于评价结果中表现异常的教师不

妄下结论，而是在通过对话交流了

解教师心理状态的基础上给出要求

建议或者忠告规劝，以期帮助和激

励教师发展。

五、实施成效
通过3年来的实践，其主要成

效表现为：

1.教师生涯规划得到加强。发

展性视角下的教师评价体系让教

师能够对自己的职业“定向、定点、

定位、定心”，从而实现“理智地发现

自己、筹划未来的自我、控制今后

的行为”。

2.教师职业行为得到改善。评

价结果与教师职称评定、评优评先、

绩效奖励挂钩，体现了“多劳多得、

优质优酬、重责重酬”的公平性，确

保了教师工作的积极性；设置合理

的期望目标和期望价值，提高了教

师行为能力，评价体系中的支撑和

反馈系统也能够帮助教师改善其职

业行为。

3. 教师队伍专业发展整体提

高。处于不同专业发展阶段的教师

都朝着追求卓越的目标进发，呈现

出“百花齐放”之态：名师引领作用

显著，骨干教师发展势头强劲，青年

教师成长势态良好，教师团队建设

成效显著，学校教师队伍建设正朝

着良性循环可持续方向发展。

4.学校核心价值观引领作用得

到凸显。发展性视角下的教师评价

体系对教师专业发展产生了诊断、

导向和激励作用，成为学校核心价

值观的重要载体，引领着学校和教

师的可持续发展。

发展性视角下教师评价的校本研究与实践

□杭州市嘉绿苑中学 赵凌晓

近年来，我校初三学生在两个

行政班的基础上进行 AB 分层教

学。本人连续两年担任初三班主任

和学科教师。在B层（基础较弱）的

学生中，个别学生的学习热情逐步

下降，上学迟到，到校后睡觉……剖

析事例发现B层的有些学生社会责

任感比较薄弱，表现为集体观念淡

薄、奉献精神不足等。

初中生社会责任感是初中生对

自己、他人、家庭、社会所应承担的责

任自觉意识和积极态度。初中生社

会责任意识强弱与他们的家庭教育

分不开。

一、存在的问题
1.家庭教育对初中生社会责任

感的培养意识淡薄。长期以来，家

庭教育更多地注重对孩子智力和能

力的培养，“学习至上、成绩至上”令

部分家长对孩子过分骄纵，导致一

些初中生对父母的付出习以为常甚

至漠然视之，较少甚至从不考虑别

人的感受，对家庭的责任感减弱甚

至缺失，这直接影响到初中生社会

责任感的养成。

2.家庭教育在初中生社会责任

感培养的榜样作用缺失。随着市场

经济的建立，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

部分人变得只追求物质利益，也使得

部分家长、学生产生“读书无用论”的

想法，导致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遇到挫

折就退缩，没有肩负起自己应该承

担的责任。同时，部分家长言而无

信或言行不一致的行为对初中生社

会责任感的培养造成了负面影响。

3.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缺乏沟通。

在日常生活中，父母往往因忙于工

作而无暇顾及教育孩子，与孩子交

流的时间很少，即便交流主要内容

都是在谈学习或生活琐事，对关于

孩子性格养成和人格塑造相关内容

的话题很少谈及，忽略了孩子在成

长过程中道德方面的教育。有些家

长觉得教育是学校的事情，对孩子

的思想变化和言行的不当漠不关

心，家庭中“和谐万岁”跟学校教育

的不和谐现象，增加了学校培养学

生社会责任感的难度。

二、培养的对策
1.家长自身提升与完善。

首先，家长要有意识地培养和

提升自己的社会责任感。不断提升

自身的文化素质；不断提升自身的教

育能力；不断完善自身的心理素质。

其次，家长要认识到培养初中

生社会责任感的重要性。初中生处

于成长中的特殊阶段，社会责任感

的养成是他们健康成长的有力保

障。家长作为家庭教育的主要引导

者，一定要认识到初中生在家庭教

育中受到的关于社会责任感的培养

和影响是至关重要的。

2.改善家长与孩子的相处方式。

初中生普遍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可和

尊重，希望别人尤其是家长以对待

成年人的方式对待自己，即希望被

尊重和享有平等的人际关系。家长

应该摆正自己为人母为人父的角

色，创造各种条件，让初中生在心灵

和人格上逐渐强大起来，加快初中

生的社会化进度，使初中生更易于

融入社会。

首先，家长要注重沟通的方式

促进和谐的亲子关系。营造良好家

庭氛围、建立和谐的亲子关系是培

养初中生社会责任感的一种重要的

教育方式。家长应注重沟通的原则

和方法，以尊重初中生的人格为前

提，以平等的身份进行交流，这有助

于加强家庭教育中对初中生社会责

任感的培养、理解。例如与孩子沟通

时要态度真诚，要做孩子最忠实的倾

听者；沟通时积极与孩子交换想法与

感受，消除不必要的误会与隔阂。

其次，家长要在实践中落实初

中生社会责任感的养成。无论是生

活中的小细节、小问题，还是处理一

些矛盾尖锐的大问题，家长都要以

身作则，本着遵守社会公德，对他

人、对自己负责任的态度去解决。

另外，家长应该时常安排一些实践

活动，让孩子一起参与。如植树，让

他们感受到保护环境的社会责任

感；在节假日看望孤寡老人、聋哑儿

童，激起他们内心对他人的责任感；

在生活中和家人共同承担家务，使

他们体会到自身对家庭的责任感。

而当初中生犯了错误，家长不能一

味地袒护或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

要让孩子认识到自己所犯的错误并

主动承担相应的责任，以后才不会

轻易犯同样的错误。

再次，家长要引导初中生进行

自我教育。初中生要学会客观、辩

证地看待社会与他人及自己，关注

自己的优缺点，主动分析自己，并进

行反省和改正，使自己更加优秀，让

自己成为一个有修养、有担当的

人。家长应引导他们对自己的思想

和行为进行深入地认识和反省；引

导他们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和行

为，以理性的态度去思考和处理问

题，学会激励自己，认识和改正自己

的不良习惯，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

在遇到挫折和困难时尽量依靠自身

的力量解决和克服，对于在承担范

围内的责任，应鼓励其勇敢地承担，

从而成为一个有担当和具有社会责

任感的人。

3.处理好家校关系。培养初中

生责任感是一个长期而系统的工

程，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各方面努

力和配合。家庭教育应该成为学

校教育工作的延伸和继续。

首先，家长要了解学校对初中生

的要求。家长要树立对学校教育的

责任感，要尽力配合、大力支持学校

的工作。从孩子入学那天起，父母首

先应该了解学校有关学习、生活的

规章制度，了解学校的教学要求，主

动积极、按时保质地配合学校完成

各项教育计划。

其次，家长要主动与学校取得

联系。教育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双

向活动的过程。家长可以通过个别

交流、QQ群、微信群、家长会和来校

面谈等各种方式主动与学校、教师

联系，建立起双向沟通渠道，关心孩

子在校期间的学习、生活和思想状

况，及时反馈他们在家庭中的表

现。学校在做好初中生社会责任感

培养的同时，积极创造条件与家庭

保持长期有效的联系，提高家庭对

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的认识，把培

养初中生社会责任感的任务内化为

每一个家庭、每一位家长的自觉行

动，最终达到培养初中生社会责任

感的目的。

如何在家庭教育中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宁海县梅林初级中学 高曼玲

在新课标教学理念下，学生核心素养培

养已成为教学的核心。众多历史与社会教

师积极改变以往教材内容为主旨的教学模

式，注重学科对学生的教育意义，围绕学生

历史与社会核心素养培养展开教学。初中

时期，学生思维活跃，记忆力好，是学习历史

和社会的黄金期，也是学生历史和社会学科

素养塑造的关键期。任课教师应在教学方

式方法上展开探索，积极引导学生，激发学

生探究热情，使学生能用公正的眼光去审视

历史、借鉴历史，并汲取社会发展中的宝贵

经验，加强学科核心素养的培育。为此，本

文对教师如何展开核心素养培养，提升学生

核心素养进行了以下探析。

一、凸显学生主体，提高学生历史与社
会学习热情

在新课标教育背景下，学生是教学的主

体，教师应积极对学生进行引导。在历史与

社会课堂教学中，应激励学生自主进行分析

探究，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历史价值观念，

提高学生学科思维。要提高学生学习积极

性，任课教师课可利用情景导入法切入教

学，使学生充分感受历史与社会所具有的独

特魅力，提高学生对该课程的热情。譬如：

教师在教授《三国征战》时，可通过搜集影视

资料，如《武神赵赵子龙》《草船借箭》《赤壁》

等，对其精彩片段进行剪切播放，使学生在

观看影视资料的同时了解历史，激发学习兴

趣。在观看视频后，教师可鼓励学生说出自

己对历史事件看法与理解。教师也可通过

鼓励学生说出自己最喜欢的历史人物和英

雄事迹，并以此为引导切入点，展开教学。

运用引导教学法，能够有效地调动学生

学习积极性，凸显学生的主体地位。学生通

过积极思考说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有利于

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

二、教学讲究串古通今，综合思维培养
在新课改教学理念下的初中历史与社

会教学，必须注重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通

过学习该课程，能够从多种角度、宽视野、灵

活运用学科知识综合分析探究历史和社会

问题，进而实现综合能力与健全人格双重发

展。所以，教师在教学中，可以从“博古通

今”“中外结合”两个方面引导学生进行学

习，培养其核心素养。

其一，博古通今。在初中历史与社会教

学中，“历史”即为古，“社会”当是今，学生通

过阅读历史，正确审视当今，达到历史知识

与当前知识相结合的目的，提高知识灵活运

用的能力。在学习历史知识时，可引导学生

运用地图。这不仅可以加深学生对历史知

识的理解，还有助于学生对当前时事进行反

思。如在讲解《我国辽阔的疆域》一课时，任

课教师就可以借助古代不同阶段的疆域，加

深印象；可以借助多媒体以动图的形式，把

我国不同时期的领域展示给学生，帮助学生

了解和掌握历史事件；通过对我国历史领土

变化的展示，使学生充分意识到“一寸山河，

一寸金”，增强学生的领土意识和爱国热情，

培养学生爱国之情。

其二，中外结合。我国在全球中占有重要地位，学生在学

习历史与社会时，将祖国的发展历史与世界历史相连，能更好

地读懂历史，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如在讲解“丝绸之路”，张骞

出使西域使我国经济变得更加繁荣昌盛时，让学生意识到，

社会要进步不是孤立、闭关能实现的，只有不断的沟通交流才

能更好地促进社会发展和进步。通过中外结合会使学生对问

题考虑得更加全面、以多角度分析问题，实现积极思考的教学

目标。

三、课堂教学多样化，提高课堂有效性
首先，教学方法应多样化。初中历史与社会内容比较多，

涉及各方面的知识，因此，在进行历史与社会教学的过程中，教

师应该结合教学内容，采取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如创设丰富有

趣的教学情境，将学生置身于历史的时空中进行知识的学习；

用问题引导学生进行思考，组织学生进行小组合作探究；遵循

学生的兴趣和认知习惯，鼓励学生积极参与教学活动；开展互

动性教学，让理论知识和实际生活相联系，提升学生的知识应

用能力等。

其次，尊重学生的差异性。由于学生的成长环境、学习能

力、认知习惯等方面的不同，学生具有一定的差异性，教师要在

教学中尊重学生的差异性，开展分层教学，不断帮助学生积累

知识、巩固知识，提升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从而促进学

生整体学科素质的提升。

另外，开展实践活动注重学生的实地体验。实践活动是培

养学生学科素养的有效途径，教师要定期组织学生开展个性实

践开展。如去周围参观一些历史古迹、看一看博物馆，开阔学

生的视野，增强学生的人文素养；开展一些调查活动，比如寻找

身边的历史，探索一座桥梁、一栋老房子、一个村子的变迁或是

由来等。让学生在实地进行资料的收集和分析，感受历史知识

在生活中的应用，提升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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