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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育管理

关于幼儿园开展形成性评价的思考与建议

任建龙

（泉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前教育系，福建泉州　３６２０００）

摘　要：形成性评价是适宜的、重要的、理想的幼儿园课程评价方式，这种评价对促进幼儿个性化发展、推动幼儿教师专业成

长、提升幼儿园保教质量具有重要价值。然而，这种评价方式在很多幼儿园的落实举步维艰，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有幼

儿园管理、幼儿园教职工理论素养、幼儿园现行的配班模式、幼儿园教师被文案绑架。幼儿园教职工应通过转变儿童观、管理

观和提高教师的形成性评价能力，使形成性评价在幼儿园“着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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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威认为“教育的过程，在它以外没有目的，它

就是自己的目的。教育的过程是不断改组、不断改

造、不断转化的过程。”［１］杜威将教育的落脚点放在

过程，强调过程中受教育者的内在目的。一定程度

上可以说，形成性评价就是对杜威教育哲学和理论

的践行。形成性评价在幼儿园落实的理念并非新鲜

事，然而众多的制约因素却使其难以在幼儿园落地

生根。通过审视瑞吉欧幼儿教育、蒙台梭利幼儿教

育、光谱方案、倡导学习故事的新西兰幼儿教育，我

们会发现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这些经典学前课程流

派的评价方式均是以形成性评价为主，关注幼儿的

活动过程，关注过程中的预期事件，更关注偶发

事件。

一、形成性评价的内涵及价值

“形成性评价是指在课程系统运作、发展过程中

收集课程各个要素的相关资料，加以科学分析和判

断，以此调整和改进课程方案，使正在运行的课程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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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完善的一种评价方式。”［２］形成性评价可以在课程

设计过程中进行也可以在课程实施中开展，本文中

讨论的形成性评价仅限于在课程实施中开展的。

形成性评价是关注过程的评价，具有多重价值。

首先，有利于落实对当今幼儿园教育基本理论。根

据认知发展学派的理论，幼儿的思维以动作思维和

具象思维为主，这种思维特点决定了他们的学习具

有多感官感知的特点，操作的特点，以形象的事物和

表象为媒介的特点。幼儿是在行动中、活动中进行，

他们的学习是过程性的。其次，有助于关注幼儿园

的生成课程。受传统教育的影响，我国的幼儿园教

育重计划、轻生成的现象依然严峻。计划是单调的，

而过程是丰富的、是生命的、是完整的，我们不能“自

负”的将计划等同于过程，将计划等同于生命之花的

绽放。再次，形成性评价可以促进教师专业发展。

落实形成性评价需要教师观察、记录、分析、引导儿

童，这个过程是教师的理论和实践发生碰撞的过程，

是教师“悟”的过程。最后，形成性评价也有利于落

实《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和《３—６岁儿童学

习与发展指南》等文件所倡导的“注重幼儿个体差

异，促进幼儿个性化发展”的基本精神。

二、幼儿园开展形成性评价的制约因素

从生态系统理论看，制约形成性评价在我国幼

儿园“着陆”的因素众多，它既和政府部门的管理和

支持有关又和社区、家庭、幼儿园管理者、保教人员

相关，其中，保教人员是最直接的因素。本文仅从幼

儿园内部来阐述这一问题。

（一）幼儿园管理方面的问题

首先，幼儿园管理现状导致教师观察幼儿的机

会匮乏。幼儿园的一日生活皆课程，一日生活对于

幼儿皆有价值。然而，长期以来，幼儿园在课程管理

只有关于教学的管理，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课程管

理。［３］幼儿园普遍将教学能力视为教师业务素养高

低的重要指标。这种导向使幼儿教师重视写教案、

重视高结构化的“上课”、重视开观摩课，游戏中的儿

童和儿童的游戏很少进入教师的视野，教师难以养

成观察幼儿游戏的习惯。

其次，尊重幼儿是形成性评价的精神内核，不尊

重幼儿就没有形成性评价。然而，幼儿园一日生活

整齐划一的步调不能让保教人员养成尊重幼儿的习

惯。例如，活动过渡时间一到，教师便要求正在忘我

游戏的幼儿立刻结束游戏，即使幼儿恋恋不舍，也对

教师的“威严”无可奈何。若有个别幼儿仍沉迷游

戏，有些教师则会采取强制措施。诚然，幼儿园一日

生活必须有一定节奏，但是如此粗暴的干涉实有不

妥。我们不反对“干涉”，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干

涉”。例如，可以将一日生活过于琐碎的环节整合起

来，减少过度环节，还可以在某环节结束前一段时间

为幼儿提供沙漏，让幼儿根据沙漏自主调整游戏节

奏，到点结束，还可以保存幼儿的作品让幼儿有空时

继续完成。

再次，整齐划一的生活常规往往难让教师难以

发挥其主体性和创造性，并将相关教育观念加以落

实、反思。例如在生活活动环节，保教人员明知让幼

儿动手、打饭、盛汤对幼儿有多方面价值，但是他们

往往由于害怕浪费时间而打乱划一的生活步调而不

落实，当然也有保教人员怕孩子“帮倒忙”。其实幼

儿园大、中、小班孩子都能力所能及的做一些照顾自

己和服务他人他物的事情，这一点我们要向蒙台梭

利幼儿教育提倡的“日常生活练习”学习。蒙台梭利

认为，通过日常生活的练习，可以培养儿童的自我料

理能力，有助于儿童独立性的形成。［４］同样，教师也

清楚让幼儿适度的参与幼儿园环境创设对儿童有

益，但是迫于统一的生活步调，也只能将这项工作

包揽。

（二）保教人员缺乏过硬的理论素养

学懂、悟透的理论才会焕发生机。在和教师的

交谈中，大部分教师对科学的儿童观、教育观、课程

观的认知仅限于知道层面，根本谈不上精准的理解，

更谈不上科学运用，或许这也是教师觉得理论无用

的原因之一。教师对什么是以幼儿为主体、怎么以

幼儿为主体、什么是教学游戏化等基本问题的理解

普遍不到位。例如，保教人员知道活动应该以幼儿

为主体，但由于他们对什么是以幼儿为主体迷惑不

解，因此幼儿的活动要么放任自流，要么出现“金玉

其外败絮其中”的“以幼儿为主体”。以幼儿为主体

是现代幼儿教育的基本立场，有经验的养花者总是

根据花儿成长的需要决定浇多少水、晒多少阳光、施

多少肥。由此看来，现代儿童观、教育观、课程观、评

价观的践行需要教师具备过硬的理论素养。

（三）幼儿园教师被绑架于文案工作

有一位老师这样写道：“我每天要提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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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星期要写一篇反思文章，每个月要做一个案例；我

要从早上７点半跟班到下午４点半；我要制作课件；

我要写出每一个孩子的发育情况；我要为班级中一

半的孩子填写家园联系册……我天天写，利用中午

写，利用晚上写；我要抽时间陪孩子，照顾家，还要自

学。我只知道忙，忙，还是忙。可我在忙什么呢？我

自己也不知道。工作，只能一次一次地偷工减料；孩

子哭，丈夫闹，家里乱糟糟；考试成绩不及格，只好再

重考。”［５］从教师的这段话，我们能感到教师的压抑

和痛苦。《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明确指出：

“尊重幼儿在发展水平、能力、经验、学习方式等方面

的个体差异，因人施教，努力使每一个幼儿都能获得

满足和成功。”如此忙碌的教师，哪有时间静下心来

享受和孩子在一起的时光，哪有时间真正关注儿童

的游戏过程，哪有时间因材施教，哪有时间进行形成

性评价？幼儿园经常呈现一片“熙熙攘攘”的场面，

幼儿园领导忙，保教人员忙，忙的跟热锅上的蚂蚁一

样，领导催材料，教师忙应付、忙应对、忙投机。荷尔

德林说：“人诗意的栖居在大地之上”，哲学家黑格尔

也非常赞赏这一说法。“无头苍蝇”式的忙碌只会让

幼儿教师远离诗意的生活，远离职业幸福感，远离自

我实现的动力。

（四）幼儿园现行的配班模式

幼儿园教师经常说：“观察、记录幼儿的活动是

好的，写学习故事也是好的，但太过理想，我们一天

面对这么多孩子，哪能关注到每一位孩子？”当下，国

内大部分幼儿园每班两位教师、一位保育员，其中两

位教师一般是半日轮岗或隔日轮岗，保育员主管生

活基本不参与教育工作。这种配班模式导致一位教

师一般要面对３０位左右的幼儿，甚至更多，在如此

小的师幼比下，形成性评价固然难以落实。如果两

位教师和保育员同时在岗，做到保教结合，师幼比过

小的局面就会得到改善。据我所知，国内幼儿教育

走在前列的某些省份已经开始逐步推行保教人员三

人同时在岗的配班模式，但是前提是大量减少消耗

教师精力的、无意义的文案工作。其实，形成性评价

并不是要求教师在每次活动关注每个孩子的活动过

程，也不是对所有幼儿都要记录、指导，如果机械化

的开展形成性评价，形成性评价也会成为空谈。我

们的观察和指导不能对那些正在醉心于自己“工

作”、自我完善的孩子构成干扰，我们应该选择那些

对孩子有价值、对我们有触动的时刻才进行观察、记

录、评价、反馈。

三、幼儿园开展形成性评价的策略

（一）转变儿童观———形成尊重幼儿的氛围

儿童观是关于儿童发展、权利、社会地位等方面

认识的总和。任何形式和阶段教育的逻辑起点都是

儿童观，因此，转变儿童观和尊重儿童是落实形成性

评价的首要条件。尽管五四运动和改革开放之后，

现代儿童观一度在我国生根、发芽、成长，但传统的

诸如“小大人”、“附属物”、“黄毛丫头”、“黄毛小子”

等对儿童的看法仍旧根深蒂固，这种局面导致幼儿

园教育活动呈现出两个极端的现象，一是在正式的

教育活动中，教师高压高控，幼儿端坐静听；二是在

非正式的活动中幼儿放任自流。对于幼儿的认识，

我们至少有两点共识：首先，幼儿的发展是主动的。

夸美纽斯、卢梭、裴斯泰洛齐、福禄贝尔、杜威、蒙台

梭利、马拉古奇，无一不秉持儿童中心的现代儿童

观，夸美纽斯在《大教学论》中提出，人一出生就具有

学问、道德、信仰的种子，成人只能为种子提供生长

的环境，而不能改变种子本身。卢梭认为人的成长

受制于自然、人、事物三个因素，其中自然的教育是

指儿童的才能和器官的内在发展。自然的教育是不

可改变的，人和事物的教育必须配合自然的教育。

在此基础上，卢梭提倡尊重儿童的内在发展，反对揠

苗助长，反对将儿童培养成年纪轻轻的博士，反对将

儿童变的老态龙钟。杜威在其教育理论和幼儿教育

实验学校中更是将儿童中心作为教育的前提，他认

为儿童是教育活动中的“太阳”。蒙台梭利认为儿童

具有内在的生命力。在以皮亚杰、维果茨基为代表

的建构主义心理学影响下，现代幼儿教育普遍强调

建构，强调儿童的发展是其主动的与环境相互作用

的结果。马拉古奇等人通过幼儿教育实践形成的瑞

吉欧幼儿教育课程，强调追随儿童的需要、兴趣，强

调生成和主题网络的弹性，这些特点产生于儿童学

习的主动性。其次，儿童也是不成熟的个体，儿童的

发展是需要成人的帮助和保护。幼儿教师应该成为

幼儿学习活动的支持者、合作者和引导者。支持者

角色是指教师应该为儿童提供有准备的环境，支持

儿童的兴趣、想法；合作者角色是指师幼互动应该以

平等的地位进行；引导者角色强调幼儿教师应适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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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度的对幼儿进行适宜的引导。

（二）转变管理观———发挥教职工的主体性

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奥尔波特、马斯洛、罗杰斯等

人都认为人生来就有自我完善、自我超越的倾向。［６］

因此，幼儿园管理应该和国家政治的大背景一样简

政放权，还教师自由，还教师能动性，让教师能有机

会自我实现，让教师有可能将形成性评价付诸实践。

马斯洛将人的需要分为高低两级，他认为人们在满

足的低级需要以后，便会产生实现自我价值、得到尊

重等需要。在当今社会，人们基本的生理、安全、社

会交往等低级需要便于得到满足，现代人普遍都有

实现自我价值的需要，人们普遍都期望肯定自己的

能力和价值，并希望在组织、社会中占应有一席之

地，都希望在自己所生活的组织中发挥自己的主观

能动性，实现自身的特殊价值，而非总是被动的执行

幼儿园的各项规章、制度。如果一味的执行科学化、

精细化的硬性管理制度，则可能引起教职员工的消

极怠工。［７］只有主动工作的教师才可能真正的落实

形成性评价，感受到形成性评价的有趣和有效，并在

此过程中体验到成就感。因此幼儿园的管理者应该

将精细化管理和人性化管理结合起来，并充分发挥

管理者的非职权影响力。

（三）加强学习———发展形成性评价的能力

能力是指人们成功的完成某种活动所必须具备

的个性心理特征，它是成功的完成某种活动的必要

条件。［８］保教人员要落实形成性评价就必须具备观

察、记录、分析、反馈的能力。首先，从观察能力看，

教师要清楚可以观察什么，怎样观察，各班观察的重

点是什么。从观察的内容来看，教师可以观察幼儿

喜欢何种游戏、喜欢何种材料、怎样操作材料、喜欢

什么游戏场地、喜欢什么主题的角色游戏，幼儿的游

戏水平、性别特征、个性特征、发展水平，以及提供的

材料是否适宜等。从观察的方式来说，采用扫描观

察、定点观察还是追踪观察。其次，从记录能力看，

用什么记录、记录哪些、记录多长时间都是教师需要

学习的内容。再次，从分析能力看，是自己分析还是

和学习共同体一起分享、分析、集思广益，此外还要

确定分析的维度、分析的重点、分析的依据等，值得

一提的是分析需要教师具有扎实的专业素养。最

后，从反馈能力看，选用什么样的介入方式比较合

适，为幼儿提供何种支架、是否要和家庭社区合作等

都是教师需要考虑的问题。因此，形成性评价的“着

陆”需要教师具备相应能力。

幼儿园课程是符合幼儿园教育目的，帮助幼儿

形成有益学习经验，促进幼儿全面和谐发展的各种

活动的总和。幼儿园课程是过程性的，幼儿园课程

实施和评价往往是同步展开的，形成性评价是适宜

的、理想的幼儿园评价方式之一。因此，我们要从优

化幼儿园管理、幼儿园保教人员理论素养提升、改善

班级配班模式、为幼儿教师松绑等入手解除制约形成

性评价落实于幼儿园的枷锁。同时幼儿园教职工需

要转变儿童观、管理观，提高幼儿教师形成性评价的

能力，为形成性评价的“着陆”披荆斩棘，使形成性评

价在幼儿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最终让幼儿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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