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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教育课堂测评问题探索
! 冀付军 何克抗

! 摘 要"

本文简要说明了在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中课堂测评的重要性及其出现的问题#针对信息技术教育

特点#对信息技术课堂测评内容进行了分类#并在先进教$学理论的指导下#按照不同测评内容提出了

相应的问题解决方案% 对相应测评工具的设计$制作提供了一些有益的思路和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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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信息技术教育课堂测评现状

信息技术教育是一门实践性和应用性很强的课

程# 是发展的课程$ 生成性的课程# 信息技术课的

学$ 教$ 考$ 评都与其他学科有着很大程度的不同%

信息技术课应该具有更加科学合理和鲜活有效的学$

教$ 考$ 评方式%

信息技术教育强调的是 &’ 操作技能的掌握和应

用# 所以对它的教育测量应以考查操作技能为主% 能

够使用信息技术进行创新应用# 培养创新思维和信息

素质# 必然建立在其具有熟练操作技能的基础之上%

所以能否考查操作技能便成为信息技术教育测评的关

键% 在某种意义上# 也是能否提升信息技术教育质量

的一个关键%

课堂测评中的课堂对信息技术测评是一个限定#

它要求教师对所有学生进行信息技术测评后能够当堂

给出反馈# 并可以依据反馈当堂进行考评讲解或者实

现全面的$ 个别化的教学策略% 它属于形成性评价%

$()课堂测评的重要性

课堂测评有助于教师了解本节课教学与教法上

的得失# 检查教学的质量# 考查学生学习进步的情

况# 提供给学生本节课学习成效的反馈# 以便师生及

时调整教和学% 此外# 还能诊断学习困难学生的问题

所在# 掌握个别差异的状况# 作为个别辅导或补偿教

学的依据% 可见# 作为形成性评价的一种# 课堂测评

是学习过程中的一个部分# 对师生在教学中的活动有

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也是教师对其教学工作进行管理

和设计的重要方法%

由此可见# 对于教学而言# 与总结性评价相比#

形成性评价占有更加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信息技术教

育课堂评测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也就不言而喻%

!()信息技术教育课堂测评严重缺乏

在信息技术测评的几种方式中# 真正适应信息技

术教育特点的测评只有技能评价和作品评价# 其他的

评价方式都只能作为补充% 由于使用作品评价# 学生

制作作品的时间较长# 并且对于作品的评价往往是采

取人工评价# 不可能做到当堂测试$ 当堂反馈# 具有

一定的反馈滞后性% 况且不限制时间# 评价不以量化

为依据# 可能会导致某种不公平# 而且很难杜绝学生

复制作弊的嫌疑% 所以技能性评价比作品评价能更好

地用于课堂测评% 作品评价用于在课堂上展示学生的

优秀作品往往也能收到很好的激励效果%

然而# 在信息技术教育课堂中# 课堂练习中往往

还是以纸笔测试$ 客观题练习$ 作品评判为主% 这与

信息技术课堂测评的含义相比# 课堂测评要求教师对

所有学生进行信息技术测评后能够当堂给出反馈# 并

可以依据反馈当堂进行考评讲解或者实现全面的$ 个

别化的教学策略% 这三种都不能够算是实现了课堂测

评% 有的系统可以进行技能性考核# 但是如果只能够

用于期末考试# 不能为平常教学所用的话# 仍然不能

认为实现了课堂测评% 为平常的教学所用# 至少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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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学生个人在测评后应该能够看到自己的详细答题情

况! 以便进行个别化学习"

当今社会上大部分考试软件研制的目的是为了

支持总结性评价! 而不支持形成性评价! 也就不支持

课堂测评" 在教育现实中! 对有效学习评价的重视度

仍有待改进" 计算机课堂教学测评中我们看到的有效

评价并不多见" 由于测评技术开发的高难度! 理想的

课堂测评工具也非常少"

二# 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课堂测评的革新

新课程改革明确指出教育评价的相对滞后! 已

经成为制约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瓶颈" 新课程改革倡

导发展性评价! 突出评价促进发展的功能" 信息技术

教育测评的革新顺应了新课程改革的需要

&’(基础知识部分的课堂测评实践解决方案

因为计算机教材中涉及计算机基础知识部分的

内容还比较多! 对于这部分的考试和练习! 教师常常

感觉很繁琐# 很疲劳" 作者设计制作了用于基础知识

考试和练习的教师出题系统# 学生测验系统和收分分

析系统" 实现了基础知识部分的课堂测评! 通过网络

实现试卷的快速分发# 答卷的自动收集和评判" 这样

可以省去很多阅卷# 判作业的劳动量! 在一定程度上

提高了教育教学效率" 例如! 可以当堂得知所有学生

的答题情况! 使得教师可以立即根据学生情况调整教

学策略" 这一点! 在人工判卷的情况下是连想都不敢

想的" 并且! 在客观题目随机抽取的情况下! 相邻考

生的试题可能互不相同! 即使抽中同一道题! 选项也

互不相同" 在固定策略的情况下! 教师指定学生测试

用题! 但学生的测试题目顺序被打乱了)选项也互不

相同! 还可以进行试题迷惑度的分析"

!’(操作技能的课堂测评实践解决方案

在这个阶段! 测验工具实际上是信息技术和信

息技术学科本身高层次整合的结果" 计算机不但能够

实现对客观题目的测评! 而且能够对操作题目进行测

评" 然而! 很多测评软件往往只是单机版的! 这使得

教师要事前将所有试题复制到学生机上! 而且对于判

卷结果! 教师还要一台台地查看! 给教师的实际 使

用# 尤其是课堂评测的使用带来了很大的不便" 因

此! 在保证能够评测客观题和操作题目的基础上! 进

行信息技术教育课堂测评! 至少要满足三个条件$

第一! 必须保证出题的方便# 快捷和有效! 并

且在支持随机出题的情况下应该允许教师指定学生所

用的试题" 只有这样! 教师才不至于在出题上浪费太

多的时间" 而且也可以保证学生用的的练习是教师刚

刚讲过的知识点"

第二! 必须在网络的支持下进行" 只有这样! 教

师出完题后! 学生机的试题才能够立即更新! 做完试

题后! 试卷才可以立即上报集中"

第三! 学生做完题目后! 可以立即评判并给出做

题详细情况! 同时上报给教师机" 这样! 学生可以

进行个别化学习! 而教师也可以当堂得知所有学生的

答题情况! 从而可以当堂根据学生情况进行讲评或者

调整教学策略"

在教学实践中! 使用北京校际通的 *+ 技能考试

平台! 获得了较好的实践效果" 当教师讲完一个操作

知识点! 则使用固定策略让学生在真实操作情境中当

堂练习所学过的知识点! 并通过网络汇总分析学生掌

握的情况" 每个学生做完课堂练习交卷后! 还可以立

即看到自己的详细做题情况! 以便当堂纠错" 学生无

法找到出错原因时! 教师再进行个别化辅导! 从而使

得教师的指导更加有的放矢" 通过测评系统也做到了

反馈更加及时# 准确# 全面# 个别" 技能自动测评应

成为信息技术教育课堂测评的主要方式"

同时! 每隔一定时期 % 例如一个月& ! 再使用作

品评价作为测评系统的一个补充! 来检查学生的综合

运用能力# 创新能力! 也收到了较好效果" 作品评价

是信息技术技能课堂测评一种必不可少的有益补充"

技能测评系统可以包含主观题目的考核! 测评系统起

到试题网络发放# 收集# 教师机呈现# 成绩记录# 评

语登记# 分数汇总的功能"

三# 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课堂测评的一些思考

课堂教学是最普遍的教学方式! 因此要想有效提

升信息技术教育质量! 信息技术教育课堂测评必不可

少" 而信息技术教育课堂测评有效性的充分发挥离不

开网络# 情境测评# 恰当的测评工具和必要的作品展

示" 有效课堂测评的广泛实施! 又势必产生中小学信

息技术教育教学新的模式! 进而促进信息技术教育质

量的提高"

&’,情境测评

任何一种测验工具的背后! 或显性或隐性地体现

着某种思想" 只不过有正确的思想也有错误的思想"

只测客观题的测验工具的导向性为强调知识层面的掌

握! 引导学生注重对操作描述的死记硬背! 忽略了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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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技能的把握! 而社会上已有的测评系统有很多是使

用计算机假环境的" 这种测验工具的导向性强调对操

作的呆板记忆" 往往不支持同一结果的不同操作" 打

击了学生探索的积极性! 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操作的

多样性和灵活性! 只有能够比较全面的测验信息技术

内容的真实环境或者相当真实的虚拟环境" 既能够评

测客观题" 又能够评测操作题的测验工具才具有正确

的导向性" 使得信息技术的教和学不致偏颇! 这也是

新课标倡导情境测验的一个原因!

!&’适当的测评工具

如今" 科技的发展" 尤其是计算机# 网络技术

的发展使得新型的评价工具的出现成为现实! 评价测

量工具的创新应该满足两个基本条件$ 第一" 要能够

体现出教# 学理论的支持! 第二" 真正能够解决一线

教育教学的实际情况" 最大程度地给教育教学和管理

提供方便" 要能够支持形成性评价" 而不仅仅是总结

性评价! 测验工具应有强大的实用性和方便性$ 测验

工具也要% 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 只有这样"

才能受到信息技术教学一线教师的欢迎" 才能真正服

务于教育教学! 我们发现" 有很多学校" 买了考试或

测验软件" 而最终束之以高阁" 固然有校方盲目引进

的原因" 然而软件不好用" 不能给信息技术一线的教

师提供教学上的方便" 恐怕也是个很重要的原因!

(&’作品评价或者项目任务评价的课堂展示性

单靠技能测评还是不够的" 还必须考虑到学生

对各项操作技能的综合运用# 创新运用" 不要求整齐

划一" 而要求各具特色! 这就要用到作品评价! 所以

作品评价作为课堂测评的一个必要的补充" 可以在课

上布置任务# 课上或课下制作# 课下评价" 每隔一定

时期将评出的学生优秀作品在课堂上加以展示" 从而

极大地激励学生!

#&’课堂测评工具的创新将直接产生新型教学模

式

课堂测评工具的创新使得一线信息技术教师从

繁重的测验批改# 作品评价中解放出来" 实现了快

速# 简单# 准确地出题和评判" 实现课堂教学的及时

反馈" 势必引发诞生基于新型测验工具的高效教学模

式! 这种教学模式最大的特点就是教# 学高效性" 它

关注全体" 关注情境" 关注个别" 关注发展! 而新型

教学模式的广泛应用必将直接导致教育质量# 教学效

率的一次提升!

基于网络的课堂测评将使得考试成为一种学生

学习# 巩固知识的手段" 教师可以当堂进行教学讲

评" 会出现基于考试的教学和学习模式!

)&’课堂测评工具发展方向

目前" 信息技术测评工具可以对其他学科的部分

客观题内容实现直接测评" 信息技术测评工具的创新

思想可以逐渐迁移到其他学科" 最后使得所有学科都

能够实现即出即测" 即测即评! 这样的结果" 实际上

也是信息技术和其他学科的一种高层次整合! 真正使

用计算机# 使用网络通过形成性评价的具体实施来促

进所有学科教学的效率和质量!

另外" 当前的课堂测评主要集中在横向的评 价

上" 纵向上的评价很缺乏! 如果只有横向评价" 有些

同学可能一直都被表扬" 而另外一些同学可能一直都

被批评! 如果拥有纵向上的评价的话" 则每个同学只

要跟自己以前的情况相比有进步" 就可以受到激励!

从而有效地促进每一个学生的发展! 课堂测评还可以

加强教师的导向性激励" 并使得教师可以借助于测评

工具将个别化的人文关怀# 情感关怀传送给每一个学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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