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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学语文命题评测的平面化
现状管窥

长期来，小学语文素养评测大都停留于语
文知识的平面化积累、阅读技巧的结论化反应、
言语表达的公式化外显……

1.评测与语用的背道而驰
以各个地区普遍存在的一类评测题为例：

（例图）

自从学生学习了查字典以后，这类题就几
乎如影随形。确定“德高望重”的“望”字意思，
第⑤条义项中的组词便清清楚楚地例举了这一
词语。这是考察学生的观察力吗？确定“望而生
畏”的“望”字意思，就得先知道这个词语大概
是什么意思，然后再来推测“望”字与哪个义项
匹配。查字典是为了“据义解词”还是“解词寻
义”？

如此种种为测而测，与语用相悖，很难反映
学生的语文综合素养。

2.立体化知识的平面异化
在日常评测过程中，知识与知识之间往往

是孤立的。比如写人文或小说等涉及到人物的
评价，不少题目往往直接抛出一个问题“你觉得
文章中的××是一个（）的人？”

如果是学过的文章，这样的题目只需记
忆，无关分析。即便是课外阅读陌生人物，同样
容易流于“套路化”：写革命人物，一般就写

“英勇无畏、视死如归”；写儿童故事，大都就
是“聪明伶俐、活泼可爱”；历险故事，那就写

“不怕困难、顽强拼搏”……这种标签式的回答
有什么意义？

统编教材单元中所学的策略性知识同样需
要立体化评测。然而，在纸面评测的过程中往往
异化成了陈述性知识，成了评测记忆。

3.机械化技巧的孤立评测
语法类技巧的机械评测不在少数。不少地

区小学语文测试除了占比最大的“词句积累填
空”“填词运用”“看拼音写词语”等陈述性知
识积累的题型外，还有不少分值落在了“句式
转换”“句子仿写”“表达效果分析”等机械化
技巧的孤立检测上。即使是“阅读理解”板块评
测，也同样大量夹杂了基础知识训练。在思维
品质评估上，总体来说大多尚停留在信息的提
取、内容的判断上。评估视角不清、评估内容受
限、评估方式单一等问题依然深深地困扰着我
们。

二、小学语文素养综合化评测的
学理透析

老师常说“高分低能”“低分高能”，“分”和
“能”难道就难以调和吗？不以“能”为着眼的求
“分”有何意义和价值？小学语文学业评估“评什
么”？需要我们进一步厘清语文课程的教学意义
与目标指向。

1.“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明确评测的根
基

从“高中语文核心素养”的结构来看，语文素
养的评测涉及到静态的识记性知识，涉及到动态
的过程性能力，涉及到调控的方法论知识，还涉
及内在的情意性观念等。因此，一张测评卷所要
承载的内容很不简单。

2.《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指引评测方向
《课标（2011版）》在“评价建议”中明确指

出：“语文课程评价要体现语文课程目标的整体
性和综合性，全面考察学生的语文素养。应注意
识字与写字、阅读、写作、口语交际和综合性学习
五个方面的有机联系，注意知识与能力、过程与
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交融、整合，避免只从
知识、技能方面进行评价。”除了基础知识、基本
技能的评测外，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评测诸多领
域，需要注意知识与知识、知识与技能、技能与技
能间的整合性评测。

3.统编教材语文要素反映评测指标
统编教材自全面推开后，大家发现各年级的

“语文要素”变得更加清晰，这便为学业评估改革
的推进提供了有利条件。“形象思维”“表达手法”

“阅读策略”“文章架构”等，包括读与写紧密关联
等，都是语文要素的重要评估范畴。由此进一步
说明，语文学科的评测需要在学科素养综合提升
的视角下科学开展。

三、小学语文素养综合性评测的
优化构想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需要对卷面评测方式做
相应优化。

1.变识记式积累为迁移式积累
细数各地语文评测卷，题型往往大同小异。

“看拼音写词语”“比一比，再组词”“填空”等传统
题型依然大行其道。不是说这些题型不能评测，
只是需要综合编制，避免机械。

以“看拼音写词语”为例。如果测一个生词
“yōuyǎ”，到底应该写“优雅”，还是写“幽雅”
呢？老师必然会说“皆可”。的确如此，但我们要评
测的不单是知识的识记，还有词汇的应用。如果
我们换一种题目的出法，情况就会有所不同：

城市中心有一个 （ ）的小公园，
每天清晨总有一群姑娘 （ ）地跳着
民族舞。

同样是看拼音写词语，这样的题目便不会出现
不同答案都正确的情况，同时在评测“生词识记”的
基础上，又评测了“生词理解”，岂不一举两得？我们
可以让识记不止于识记，让积累不止于积累。

2.变语法性评测为语用性评测
试卷上常常出现的还有各类语法类的评

测，诸如据词定义、句式转换、修辞手法等。就
拿文章开篇所提及的“据词定义”来说，何不让
学生“据义解词”？

好像考试从来就立下了铁打的规矩：不准
带字典。可是用字典辅助学习本就应该是语文
知识能力评测的内容之一，何故不让学生带上？
如果学生能在规定的时间内，运用字典写正确
所有的字，不正反映出他的语文学习能力吗？在
测试中我们还可以出这样的题目：

①划出文中难理解的词语；②要理解
这几个词语的意思，你会查词语中的哪几
个字？请用着重号标出。③根据字典中哪个
义项，你猜出了词语的意思是什么，请简要
说明。

这个题目基于现实需要，将查字典的基本
过程清晰呈现，为评测提供了详实的依据。根据
年级特征，我们还可以适当细化评测指标。语法
知识是拿来用的，不是单用来考的。转变观念，
或许评测才能真正从人的发展着眼。

3.变单向性求解为多向性思辨
谈到评测，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恐怕都会

想到“标准答案”。可是，当我们过于追求答案
的标准时，或许离学习的本质便渐行渐远了。学
习不只是追求“知道”，亦在于追求“如何知
道”，还在于探求“不知道”。很多时候，语文学
科并不能给出标准答案，“意会”是汉语阅读的
一大特征。但是我们的评测却常常在做“科学解
剖”的事。以试卷中常见的“单选题”为例：

从题目来看，答案只能是“A”。但是当学生
写下“A”的时候，老师您能证明这个孩子思维
正确并非瞎蒙吗？我们是不是可以多一些“多选
题”，少一些“单选题”，并让学生说说理由，将
学生的思维过程呈现出来？通过多选，让学生在
做题的过程中合理审辩；写清理由必会促使答
题更加审慎，以充分呈现其思维过程。这便为教
师衡量学生的思维水平提供了充分的依据。

语文评测中强化思维轨迹，以多向性分析
题代替单向性的求解题，甚至以不定标准答案
的思辨题检测思维方式，对于科学评测具有重
要的意义。

当然，除了以上几个方面外，关于评测内容
的优化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推开。合理、全面地优
化小学语文评测方式，以语文综合素养视角下
开展有针对性的学业评估是一项重要的课题，
本文权作抛砖引玉。

基于综合素养分析的小学语文评测转型研究

宁波市奉化区锦溪小学 鲍芝林

随着小学语文课程改革不断推进，各种教学理念推陈出新，呈现井喷状态，但是，因为学业
评估的优化改革相对滞后，小学语文学业评测的评估视角不清、评估内容受限、评估方式单一等
问题一直困扰着老师。

只有明确评测方向，厘清评测落点，才能从根本上转变教的理念、学的方式。“中国学生发展
核心素养”的发布、高中语文核心素养的推出以及统编教材的全面铺开为评测的优化提供了方
向。通过研究相关文献，结合一线教学观察，变识记式积累为迁移式积累，变语法性评测为语用
性评测，变单向性求解为多向性思辨等做法或为小学语文学业评估转身的方向。

望： ①看，往远处看：登高远
～、～尘莫及；②拜访：看～；③希望，盼
望：喜出～外，丰收有～；④怨恨，责怪；
⑤名望，声誉：德高～重、威～；⑥夏历每
月十五日；⑦介词。向：～东走、～上瞧。

一、给加点字选择正确的意思，把序
号填入括号内。

1.德高望重（ ） 2.望而生畏（ ）
3.望子成龙（ ） 4.一望无际（ ）

àngw

有时，外面下着雨心却晴着；又有时，
外面晴着心却下着雨。世界上许多东西在
对比中让你口味 。

A. 心晴的时候，雨也是晴；心雨的时
候，晴也是雨

B. 心雨的时候，晴也是雨；心晴的时
候，雨也是晴

C. 心晴的时候，晴也是雨；心雨的时
候，雨也是晴

D. 心雨的时候，雨也是晴；心晴的时
候，晴也是雨

y uyō ǎ
y uyō ǎ

论文投稿邮箱:xiandaijinbao@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