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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学前教育高质量

发展，让老百姓享受到优质

的学前教育，是一直以来摆

在教育部门面前的大课题。

宁波国家高新区通过推进

教育评价改革，建立健全课

程评价标准，落实评价机

制，使评价变得更加科学规

范、更加公平多元，同时生

成了“课程优化、师资成长、

教育高质、区域均衡”的发

展路径，为实现区域内幼儿

园优质均衡发展、学前教育

质量提升提供有力支撑。
□现代金报 |甬上教育

记者 陈嫣然

个性化评价报告“一键生成”
让孩子的更多闪光点得以呈现

专家点评

从 2018 年开始，宁波市
开始进行幼儿园课程深化改
革，各幼儿园在本园课程基础
上进行园本课程建设。这就带
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各园建
设的园本课程符合社会发展
对人才的需求吗？符合幼儿园
的办园实际吗？能够有效地促
进幼儿的学习与发展吗？要回
答这些问题，就需要借助于课
程评价。而要保证评价的科学
性，评价工具的全面性、准确
性是前提保障。高新区在课程
建设的过程中，通过理论建构
与实践检验，建构了一套完整
全面、科学准确的评价指标，
为区域内各所幼儿园开展课
程质量评价提供了抓手，也为
区域内各所幼儿园课程质量
的提升提供了支持，从而保证
区域内幼儿都可以接受有质
量的幼儿教育。

宁波大学学前教育系博士
周晶

宁波国家高新区教育教
学研究室历经四年，借力高
校、科技赋能，基于幼儿园课
程评价为区域幼儿园教育均
衡、优质发展提供了智能平
台，同时在区域幼儿园的未来
智慧校园建设中迈出了扎实
的一步。运用幼儿园课程评价
小程序不仅没有加重老师的
负担，还解放了老师的劳动
力，结合大数据有机会全面了
解儿童的差异，并能向家长提
供真实的评价反馈，真正做到
个性化教育。小程序中保留的
幼儿可视化的学习痕迹，体现
了以“循证”为核心，关注课程
运行真实状态的科学课程观，
实现基于幼儿评价证据带来
的课程优化。通过动态的“教
师评价——发现问题——优
化课程”循证机制，从发现问
题到寻找原因，进而寻求策
略，以期形成满足幼儿需求的
课程支持，基于课程评价带来
的课程优化才能实现幼儿园
的课程质量提升。

宁波大学学前教育系主任
汪洁萍

“抛开繁琐、重复的纸质评价工
具，教师的行动力、反思力提高了，
对班级管理、游戏教学的指导力更
强了，课程质量也随之大幅度提高
和优化。”高新区第三幼儿园园长徐
皇君看到，通过一年的使用，年轻教
师对课程的执行力逐渐规范化，成
熟教师通过评价标准能够检验自己
课程执行力的高低；对于部分优秀
教师，基础的评价标准已经不能满
足她们了，“她们会借助小程序的留
白部分，设计更加贴合自己能力的
评价指标，满足幼儿不同领域核心
经验的获得。”

在科学全面的教育评价实施过
程中，让教师成为“会评价”的教师
至关重要。

高新区第一幼儿园园长江柠柠
也惊喜地发现，借助每周一次的小
程序测评，园内教师不仅能及时根
据对班级中环境规划、区域创设、教
学实施情况进行记录，还能针对性
的对各项指标进行自评，在评价过
程中，以线性动态的形式进行记录、
反思、调整、再记录、再反思的全过
程，快速有效地提高了园内教师的
课程实践与评价能力，“对于我们管
理层来说，通过后台整理的量化性
数据分析，能让我们直观地看到每
一个班级、每一位教师课程实践中
的优劣势，这为课程建设提供了较
为准确的数据依据，也为后续的课
程建设、教师培训提供了方向，为幼
儿园园本特色的开发奠定了基础。”

以评促教助力教师专业成长

“近些年，区域很多幼儿园都在
课程质量评价上下功夫，但如果真
正走进评价，我们仍然会发现很多
问题：评价指标缺乏、评价标准不
一、教师专业评价能力强弱不等、评
价工具使用繁琐不便……”高新区
学前教育教研员王蓉认为，这些因
素都会影响着教育评价的科学性和
准确性，最终体现在评价结果上。

因此，2018 年起，宁波国家高
新区教育教学研究室便开启以“深
化课程评价改革，提高教育整体质
量”为重点的学前教育课改实践，潜
心投入课程评价改革，并在2019年
获得了宁波市基础教育科研课题一
等奖。此后，在高新区教育文体局与

宁波大学合作的”学前教育课程优
化”项目支持下,区教研室又携手区
域各中心园，宁波大学学前教育专
家团队，正式组建课程质量评估行
动小组，研发出了这套科学有效、便
捷易用的课程质量评估程序，让学
前教育评价体系有了看得见的“桌
面”。

王蓉表示，未来还会将家园共
育融入评价体系中，让家长通过使
用评价工具及时了解孩子在园情况
及成长发展过程，还可以根据评价工
具推荐的个性化育儿指导建议，树立
科学的育儿观，“实现家园合力，共同
有效地专业地支持幼儿的成长，成为
幼儿的定制‘成长手册’。”

学前教育评价体系有了看得见的“桌面”

走进高新区第一幼儿园翔云园
区，苗苗三班教师徐璐一边观察着
正在区域游戏的孩子，一边用手机
拍摄下游戏过程，并用文字记录下
孩子的表现、反应、情绪等，不带班
时，她就根据记录的内容在手机小
程序上对照各个指标逐一评分，一
周下来，班级里的每个孩子都有了
一份专属的成长评价周记。

徐璐在手机上用的小程序正是
高新区教育教学研究室最新研发的
评价工具，目前向区域教师、园长、
教研员开放。教师可以针对具体指
标进行评价并汇总；园长可以看到
全园评价数据统计，并依据小程序

的数据分析结果提出针对性整改意
见；教研员则可以看到全区各园的
评价数据，了解各园各指标水平差
异，从而进行区域整体改进。

“孩子们在幼儿园里做了什么
学了什么，是家长们最关心的，通过
这些评价记录，教师可以将孩子成
长阶段的变化发展‘一键生成’个性
化评价报告，反馈给家长。”在徐璐
看来，幼儿成长的可视化，不仅能让
家长更直观更全面看到孩子的学习
成长过程，也能够让孩子通过学习
回顾、经验再现、自我肯定与欣赏拥
有正确认识自己的能力，最终促进
孩子的身心健康发展。

个性化评价报告“一键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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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在观察幼儿编织过程，
通过不同阶段的记录发现幼儿
编织能力逐步提高。

宁波国家高新区与宁波大
学“学前教育课程优化项目”启
动仪式暨第一次联合教研活动。

区域观摩与研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