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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开展形成性评价和诊断性评价  

  在以往的教学中，多采用总结性评价，例如期末考试、年终评定等。总结性评价用于指

导、采纳和沿用方案方面的决策，它更多的关注整个阶段的教学结果，意在获得教学工作总

效果的证据。而学习本身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像建构主义学理论下的情境创设，知识的

意义建构以及人与人的协作关系都是随时空转换而不断变化的。因此，在网络教学中，我们

要充分利用网络的反馈及时、管理方便、省时省力等优良特性，对整个教学过程做跟踪监控、

检测、指导。形成性评价也叫过程评价，就是关注教学活动中学生的学习状态、学习态度、

应变能力甚至情感、家庭情况等，从中发现问题，及时反馈并相应给出建议和补救方案。此

外为了使网络教学更有针对性、预见性，还需对学习者进行诊断性评价。诊断性评价也称置

前评价，被安排在教学设计前，是制定教学目标、组织教学内容、选择学习策略的依据。依

据置前评价的结果，学习者可以有选择地进行学习。  

  二、以自我评价为主，结合教师评价、小组评价等多种评价方式  

  建构主义主张自主学习，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学习、研究，发挥首创精神，实现自我反溃

学习者每一次实现对原有认知结构的改造与重组，也就是完成了一次自我的肯定、否定、再

否定的辩证评价过程。这种自我评价有利于学习者成就感的形成、目标的明确、个性化的培

养，使学生由评价客体成为评价主体，提高了学习的参与性，增强了学生的评价能力。网络

教学强化了学习的自主性，为自我评价提供了强大的“硬件平台”，如集成化的学习环境，

具有交互功能的学习资源等，使学生和学习结果之间有了更直接的联系。当然，我们也不应

忽略教师评价和小组评价的作用。教师评价为学生对知识的意义建构提供了一种引导，而学

习者之间的相互交流、协商、评价，可能引起各种层次和类型的文化碰撞，价值观的碰撞以

及思维的碰撞，这有助于他们在认知层次上达到协同，从而提高教学效果。将三者有机的结

合在一起，可以使评价更科学、更合理、更客观。  

  三、通过对评价对象的多维度、多层次的评价，提高评价的说服力  

  建构主义重视个性发展，提倡多情境解决问题，主张发散性思维的培养。以往传统教学

的评价参照标准比较单一，往往只依据考试成绩的高低，操作技能的熟练程度，却无视不同

学生各异的特质、情感和学习风格，无形之中扼杀了学生个性的发展。而网络教学的出现顺

应了个性发展的需要，为自主学习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在网络教学中，要重视学生综合能力

和整体素质的发展，科学地、理性地、全面地对学生进行评价，从知识、能力、品质、态度

等多项指标去衡量每一名学生。运用更具个性发展的评价策略，激发学习者潜意识中的学习

兴趣，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众多更具特色的学习个体融于网络学习

这个大环境中。网络技术、通信技术和多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已经丰富了网络教学的评价

手段，具有多项测评功能的评价系统的实现已不再是梦想。  

  四、根据评价目的和标准制定评价指标体系  

  教学目标与测试标准是否一致是教学能否成功的关键。参照标准越是接近教学目标，达

到的教学效果也就越接近理想的状态。评价指标体系就是具体化了的评价标准。作为一种规

范，评价指标体系是明确的、可测量的，可被观察到的。  

下面就以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下的学生、教师以及构成学习环境的几大要素作为评价要素并列

出相应的网络教学评价标准：评价要素评价标准学生运用信息技术探索、学习和研究的能力。



是否具有团队精神，是否具有在网上相互交流和信息共享的协作学习能力。情感的取向，创

造性解决问题以及知识外化的能力。教师运用现代教育技术对学习进行监测、管理、指导的

能力。制定的教学策略、教学方法是否具有针对性，利于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是否具备科

研能力，课程开发能力。学习情境创设的情境与学习需要结合的效度。协作参与协作环境的

范围、层次以及观点交流的有效度、可信度。会话语言信息的沟通对学习影响的程度。对口

头表达能力，答辩能力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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