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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有效教学评价标准对教师教学和促进教师专业化进程具有很强的指导作用。有效教学 内 涵

与特征确定了有效教学的价值取向，构建民族地区农村有效教学标准，进行有效教学评价实践，必须依据民族

地区农村基础教育的现状，特别是民族地区农村的教师和学生素质、教学条件、课程资源等因素，而民族文 化

传承是民族地区基础教育有效教学评价不可或缺的内容。只有这样，才能为民族地区农村基础教育开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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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广西；民族地区；农村；基础教育；有效教学；评价

［中图分类号］Ｇ７５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６５９７（２０１４）０１－００９９－０６

　　有效教学评价标准对教师教学和促进教师专业

化进程具有很强的指导作用，对教师教学具有导向、

诊断、激励和促其发展的功能。但是，迄今为止，对

基础教育有效教学评价标准研究的专著和学术论文

并不多见，即使有些文章构建了有效教学评价标准

体系，也是带有思辨性的、普适性的，我们并未发现

有哪一种国内的有效教学评价标准体系得到公众的

认可和肯定，而很多都只是借鉴或引用国外的研究

成果，可见国内尚未形成具有我国特色的有效教学

评价标准体系。［１］基础教育有效教学评价标准体系

更是没有建立。广西民族地区农村基础教育事业由

于受到民族地区独特的发展进程、自然环境、生存条

件、文化背景等因素的影响而落后，教学质量不容乐

观。为了提 高 民 族 地 区 农 村 基 础 教 育 教 学 的 有 效

性，本文借鉴国内外有效教学评价标准体系的研究

成果，以广西民族地区农村基础教育为例，对构建适

于边疆民族地区基础教育的有效教学评价标准进行

了思考和探索，以期为广西民族地区农村基础教育

开展有效教学实践，提高教师教学能力，改变教学行

为，提高教学的有效性提供参照。

一、相关文献综述

（一）国外有效教学评价标准体系的研究概况

在国外，有效教学评价标准体系的研究是比较

成熟和完善的。尤其在英美等发达国家，基本形成

了一套稳定的评价标准体系，并且经过了多次的研

究论证。［１］

我国学者借鉴国外的有效教学评价标准体系主

要有两种，一种是由罗兰·萨伯领导的芝加哥大学

“教育多元化与卓越化研究中心”提出的的五条课堂

教学有效性标准。标准一：师生共同参与的创造活

动，以促进学习。标准二：语言发展———通过课程发

展学习者的语言，提高学习者素质。标准三：学习背

景化———把教学与学生的真实生活联系起 来，以 此

创造学习的意义。标准四：挑 战 性 的 活 动———培 养

学生复杂的思维能力，通过思维挑战发展学生的认

知技 能。标 准 五：教 学 对 话———通 过 对 话 进 行 教

学。［１］这些标准涉及了教学互动———对话教学，教学

方式———与生活相联系，教学成效———语言发展、认

知技能发展。该中心开发的标准可以用于基础教育

不同的年级、不同的学生和不同的学科领域，每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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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还有一些具体的指标，以揭示他们的行动要素，

以及对教与学所产生的功能。另一种是由夏洛特·

丹尼尔森研制的“专业实践构成框架”。这个标准框

架包括计划与准备、教学环境、教学、专业职责四大

领域，２２个组成部分，以及６６个要素。每一个要素

又分“不合格”、“基本合格”、“熟练”和“优秀”等四个

层次的行为发展水平，这些领域和操作层次水平为

提高教师专业能力提供了一个方向或者指南，每一

个专任教师都能在这四个领域显示自己的才能。［２］

国外有效教学的评价标准具有以下特点：第一，

标准框架更关注教师教学行为的评价。评价标准主

要是从教师专业能力的角度出发，为教师提供一个

教学设计的基本框架，旨在促进教师专业能力的提

高。第二，研究方法自下而上。这种方法先让教师

开放性描述有效的教学行为，从理论高度提出一些

基本设想，再选取足够大的样本，把设想放到实践中

论证。第三，标准可用于不同年级、不同学生和不同

学科领域，每条标准有具体指标，对每个指标都做了

定性行为描述。

（二）国内有效教学评价标准体系的研究概况

国内关于有效教学的评价标准研究在２０世纪

末逐渐兴起，虽然研究起步较晚，但是许多学者对有

效教学的评价标准提出了独特见解。刘燕等对我国

有效教学评价标准研究作了回顾与反思，从实证性

研究和思辨性研究两个角度分类并整理了我国有效

教学评价标准的研究成果，认为国内尚未形成具有

我国特色的有效教学评价标准体系。有效教学评价

标准的研究应该注重现实性，与实践相结合，并运用

于实践，这样才能真正体现研究的价值。重复现象

较严重，研究角度很相似，研究内容和结果大同小异

是国内在这一研究领域的通病。在研究内容的深度

上，除了实证性研究方面有一篇做了较为深入的研

究外，其他都是比较宽泛的。对于有些文章构建了

一定的 评 价 标 准 体 系，却 往 往 没 有 后 续 的 研 究 论

证。［１］阚维通过对北京市两个区教师的有效教学概

念、理解程度问卷调查，结果表明：不同类型学校和

不同学科以及不同课型，教师在有效教学的特征理

解方面，未达到显著差异；而对于不同学段的课堂，

教师和教研员们对有效教学的理解有显著差异。［３］

国内一些学者对有效教学的标准提出了不同的

见解。一种是从学生的发展提出教学有效性标准，

如钟启泉认为，所谓“有效教学”主要是指“有助于学

生成长的教学”，“学生成长”成为公认的衡量教学成

效的标准。崔允氵郭指出，学生有无进步或发展是教

学有没有效益的唯一指标。教学有没有效益，是指

学生有没有学到什么或学生学得好不好。龙宝新和

陈晓瑞认为，有效教学是为学生的发展提供一种底

蕴，一种内涵，一种潜质。“这就要求我们用学习过

程、学习方式、认知方式等质的方面来确定‘有效’的

状况和水准。”何善亮认为，判断“教学有效与否”的

基本标准是看教学能否促进，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促

进学生的人格和谐发展。另一种是从师生共同发展

的角度提出有效教学评价标准，如范蔚，叶波，徐宇

等认为，教学作为师生在交往中展开生命活动的过

程，不应只关注学生单方面的发展，也应关注教师生

命活力的展现与生命意义的提升，师生应该成为“有

效教学”评价标准中共同的价值主体。教师与学生

是“学习共同体”，师生应该在教学中获得共同的进

步与发展。教学是否有效，关键在于教学能否使参

与其中的师生的认知发展需求、能力发展需求、情感

发展需求等得到满足。［４］

有学者研究了有效教学评价标准的价值取向问

题，邓云洲，范兆娟等认为，有效教学评价标准存在

两个误区：有效教学评价标准过于关注教师的教学

技巧、策略与方法，表现出明显的工具价值取向；有

效教学的评价标准过分囿于课堂教学范畴，对学生

全面发展关注不够。认为有效教学是师生在遵循教

育教学活动的客观规律，尊重教学活动双主体的成

长与发展，在实现合理的教学目标的前提下而进行

的有效果、有效率、有效益的教学，并且它是一个随

着课程目标和教学目标的变化以及学生的发展变化

而变化的动态概念系统。有效教学评价标准应在价

值层面与工具层面尽可能统一。因此我们在制定有

效教学的评价标准时既要考虑工具取向的评价标准

（它比较关注量化的结果，方便操作与实施），同时也

应考虑价值取向的评价标准 （虽然有时显得比较抽

象和理想化，但这却是前提与方向）。［５］关文信认为

有效教学评价首先应该是过程价值与终极价值的统

一。终极价值是以过程价值为基础的，过程价值必

须以终极价值为指导。有效教学评价还应该是中心

价值与非中心价值的统一。在教学中，非中心价值

要服务于中心价值，在非中心价值的实现中融合着

对中心价值的追求，从而实现中心价值与非中心价

值的统一。［６］另有学者提出了具体的有效教学评价

标准，如关文信提出了营造良好的教学氛围、用教学

目标引领学生发展、学生主动参与、重视学习策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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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突出创新素质的培养等五条有效教学评价标

准。［６］范蔚，叶波，徐宇．等提出了“师生共进”的有效

教学评价标准。［４］

总而言之，国内对有效教学评价标准的研究由

于在评价理念、指标、重点、方法等方面还存在认识

上的差异，评价体系尚不成熟。但是，从有效教学的

含义与特征的理论高度提出他们对于有效教学评价

标准，着眼于师生共同发展，着眼于价值层面与工具

层面的统一，更多地考虑评价标准对教师的“指导意

义”，而不是“考核”意义等研究，进一步推进了我国

有效教学教学评价标准的研究，对构建广西民族地

区农村基础教育有效教学标准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和意义。

二、广西民族地区农村基础教育的现状

（一）广西民族地区概况

广西地处祖国南疆，西南与越南社会主义共和

国边界线 长 约６３７公 里。全 自 治 区 聚 居 着 壮、汉、

瑶、苗、侗、仫佬、毛南、回、京、彝、水、仡佬等１２个民

族。百色市是广西具有代表性的边疆民族地区。百

色市位于广西西部，北与贵州接壤，西与云南毗邻，

东与南宁市相连，南与越南交界。百色市是一个集

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大石山区、贫困

地区、水库移民区“六位一体”的特殊区域，在全国具

有特殊性、典型性。作为少数民族地区，这里居住着

壮、汉、瑶、苗、彝、仡佬、回等７个民族，少数民族人

口 占 总 人 口 的８７％，其 中 壮 族 人 口 占 总 人 口 的

８０％，各少数民族共同创造了灿烂多姿的文化，壮民

族布洛陀文化、黑衣壮文化、壮族织锦文化、北路壮

剧文化、壮族嘹歌文化等，被列入国务院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作为边境地区，百色与越南的边境线长

３６０．５公里。［７］

从广西人口的总体素质来看，２０１１年广西６岁

及以上人口中，受大学专科及以上教育的占６．６％，

受高中（含中专）教育的占１２．２％，受初中教育的占

４２．６％，受 小 学 教 育 的 占３４．８％，未 上 过 学 的 占

３．８％。［８］由此可见，广西的教育还是比较落后的。

（二）广西民族地区农村教学质量观

广西民族地区农村学生和家长对教学质量的看

法，是受自己民族和地区的传统文化影响的。从笔

者对边疆地区调查与访谈中了解到，很多学生上学

并不是为了以后能考上大学，走出大山，他们更留恋

他们自己的家乡。不少家长希望孩子能读 “大学或

更高”，但又 希 望 孩 子 最 高 读 到 初 中 毕 业 或 高 中 毕

业。一方面表现出对学校教学质量的不满意，另一

方面认为孩子初中或高中毕业后能认识一些字就可

以了，希望他们能早些帮家里干活。这些想法让人

不可理解，但也蕴涵了他们对教育本真的理解，教育

是为了使人们学会生存。这样的教育价值取向使学

生和家长把教育活动指向他们自己的生活，即学生

的生活实际，本村本镇的生活实际。

从教师自己对教学活动的看法和需求来看，在

笔者对百色民族地区调查与访谈中，大部分老师在

评价学生 时 都 是 以“学 习 成 绩 好 坏”、“是 否 尊 师 重

道”、“是否顽皮闹事”等来评价学生，学校对学生的

评价也更多以“考试成绩”为单一的参考依据。

（三）广西民族地区农村基础教育师资队伍现状

广西民族地区农村基础教育师资队伍总体质量

不高，主要体现在教师队伍的整体结构和学历水平

上，集中体现在师资队伍整体在专业、类型、层次等

方面与科学的师资队伍结构要求相差甚远。

广西民族地区农村基础教育教师学历达标比例

较高，广西专任教师学历合格率９９．６９％［９］，但是学

历与知识能力水平不一致。许多中小学严重缺乏受

过高等专业训练的相关学科教师，农村小学教师学

历主要 集 中 在 专 科 和 高 中，农 村 的 小 学 教 师 本 科

（含）以上 学 历 比 较 少，高 中 以 下（含）学 历 的 专 任

教师比较多；初 中 专 任 教 师 中，城 镇 初 中 专 任 教 师

的学历主要集中本科和专科，农村初中专任教师主

要集中在专科，农村初中教师本科（含）以上学历相

对比较少，高中以下（含）学历的专任教师也还有相

当一部 分。［１０］从 百 色 市 来 看，截 至２０１１年９月，百

色市中小学 专 任 教 师２９　４９３人 其 中 本 科 学 历６　１０１
人，占２０．６８％；专 科 学 历１５　４３１人，占５２．３２％；中

专学历８　５７６人，占２９．０８％；高中及以下 学 历１　７３０
人，占５．８６％。［１１］而很多学历达标的教师，是通过学

历补偿教育完成的，特别是乡村学校的教师，这部分

教师所取得的达标学历与自己的真实水平是不一致

的，实际教学水平和能力并没有相应提高。

广西民族地区农村基础教育师资紧缺。教师数

量不足在广 西 民 族 地 区 的 农 村 学 校 是 一 个 普 遍 现

象，学校大班教学大量存在，乡镇中心校特别突出。

一方面，由于生存条件比较艰苦，大学毕业生大多数

不愿意到民族落后地区农村学校执教；另一方面，原

本已经在民族地区偏远乡村学校执教的教师也不安

心工作，要求调离或辞职的不少，而往往要求调离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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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职的教师都是具有较高职称和良好教学水平的骨

干教师。农 村 小 学 的 学 生 占 了 广 西 小 学 生 的 大 部

分，但是农村小学教师的配给明显不足，小学教师紧

缺，农村一个小学教师所带的学生明显比城镇一个

小学教师带的学生多，农村小学教师的负担较重；尽

管农村初中的教师配给高于城镇的初中教师，但是

由于农村初中的条件环境较差，待遇低于城镇，留不

住一些年轻优秀的教师，农村教师向城镇流向在增

多。［１０］从 百 色 市 来 看，县 城 以 下 农 村 小 学 教 师

１５　０３３人，占 小 学 教 师 的８２．５０％；初 中 教 师５　１４７
人，占初中专任教师的６０．６８％。［１１］

广西民族地区农村基础教育教师年龄偏大。截

至２００９年底，农村中小学教师队伍平均年龄达４９．３
岁。在百色市右江区，专任教师年龄段在４０周岁以

上占５０．６％，５０岁以上 占１９．９％。［１２］在 百 色 市，年

龄在３５岁以下的中小学教师占４４．２７％；３６岁以上

的占５５．７３％。教师年龄结构不合理，老龄化严重，

出现了“爷爷奶奶教小学，叔叔阿姨教中学”现象。

由于教师数量不足，年龄偏大、素质偏 低，超 负

荷工作，而且工作责任心不强，从而严重影响了民族

地区教学的有效性。

（四）广西民族地区农村基础教育办学条件现状

通过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广西基础教育办学条

件有了极大的改善。但是，广西民族地区农村大多

数中小学校信息化水平较低，缺乏信息化教学设备，

或设备陈旧；中小学校图书资料缺乏，图书资料少而

陈旧，教育理论图书期刊更少。城市九年义务的学

校硬件和软件都比较齐全和现代化，钢筋水泥建成

教学楼，宽敞明亮，并配备有现代化教学设备，如电

脑、投影仪和多媒体等；运动场建得很气派，塑胶的

跑道，人工种植的自然草，以及室内的灯光球场，还

有藏书丰富、环境优美的现代图书馆。而有些农村

九年义务教育的学校硬件设施陈旧破烂，如大石山

区和边境地区的农村初中、小学连教学楼还是木质

结构的，部分木质结构教学楼成了危房以后，一些农

村小学不得不靠租用民房作为临时的教学点，电脑、

投影仪和多媒体等现代教学设备更加谈不上。［１０］许

多学校因为硬件设备不足，信息化程度不高，难以满

足教学改革的需要，如各科新教材中对学生掌握信

息能力的要求由于没有信息化课程资源，使学生无

所适从；教师 无 从 接 触 新 的 信 息，只 能 依 靠 经 验 教

学，影响了教学的有效性。

（五）广西民族地区农村学生的素质基础

民族地区农村学生知识基础较差，智力开发和

语言发展滞后。由于地理环境闭塞，经济欠发达等

因素，民族地区农村学生接受现代信息少，知识面和

视野狭窄。近几年来，民族地区农村幼儿园迅速发

展，但幼儿园办学缺乏教育理念，幼儿教师专业化水

平低，特别是幼教“小学化”问题比较严重，违背了幼

儿身心发展 规 律［１３］，重 读 写 算，轻 智 力 开 发。广 西

民族地区农村少数民族人口占大多数，如靖西县壮

族人口占９９％以上，平果县占９０％以上，德保县占

９７％，那坡县占９０％，右 江 区７３％。由 于 受 到 民 族

语言的影响，儿童的汉语发展水平偏低。民族地区

农村家长文化水平不高，对教育重要性认识不足，对

小孩的指导 能 力 差，孩 子 的 智 力 得 不 到 很 好 开 发。

种种因素，使学生的素质基础不好，加上教师素质偏

低，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教学的有效性。

三、构建和实践广西民族地区农村基础

教育有效教学评价标准的思考

　　 （一）构建和实践民族地 区 农 村 基 础 教 育 有 效

教学评价标准的价值取向

有效教学内涵与特征确定了有效教学的价值取

向，这种价值取向是构建民族地区农村基础教育有

效教学评价标准的基础。

迄今为止，国内对有效教学的内涵与特征没有

形成统一的看法，从有效教学理念的提出到发展至

今，学界对有效教学的内涵阐释存在着“一人一义”

的局面。［５］尽管如此，学界对有效教学的理解有以下

较为一致的观点：第一，有效教学的内涵是一个动态

系统，应 该 与 时 俱 进。第 二，有 效 教 学 的 价 值 判

断———“师生共进”，教学既要关注学生的发展，也要

关注教师的发展。教师与学生是“学习共同体”，师

生应该在教学中获得共同的进步与发展。教学作为

师生共同参与其中的、充满生命意蕴的交往活动，是

师生生命的、有意义的构成部分，理应关注师生的共

同发展，关注师生发展需求的满足。教学是否有效，

关键在于教学能否使参与其中的师生的认知发展需

求、能力发展需求、情感发展需求等得到 满 足。［４］第

三，有 效 教 学 应 该 是 教 学 效 率、效 果、效 益 的 统 一。

有效教学既关注教学目标的达成，表现为学生认知、

能力、情意等方面的变化与发展，教师也由此获得成

功教学的积极体验。也关注教学活动的过程，教学

过程中师生双方的能动性都得到了充分发挥，教师

遵循教学规律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合作探究，教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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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与学生的 学 成 为 充 满 生 命 活 力 的 双 向 互 促 的 过

程。教学过程中强调预设与生成的统一。有效教学

也表现为教师在预设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开展教学活

动，教师根据真实的教学情境，针对学生当前的学习

活动和实际的经验状态，适当调整预设方案，积极创

造条件，以促进学生的经验生长，教师教得灵活主动，

学生也因此学得自然生动，师生双方在教学活动中体

会到创造的自由、精神的愉悦，并得到认知、情感等心

理的满足。［４］这些观点对构建广西民族地区农村基础

教育有效教学评价标准具有直接的参考价值。

（二）构建和实践民族地区农村基础教育有效教

学评价标准的重要依据

有效教学的内涵是一个动态系统，应该与时俱

进。影响教学有效性的因素很多，如教学质量观、教

师的能力、学生的素质、学校的教学条件和课程资源

等。构建民族地区农村有效教学标准，进行有效教

学评价实践，必须依据民族地区农村基础教育的现

状，特别是民族地区农村的教师和学生素质、教学条

件、课程资源等因素。从广西民族地区农村基础教

育来看，教师专业水平低、年龄偏大、工作量大以及

大班教学等，直接影响教学的有效性。民族地区学

生早期智力开发滞后，知识信息量少，能力素质、知

识基础等相 对 不 好，直 接 影 响 了 学 生 学 的 有 效 性。

民族地区基础教育的教学条件差，信息化程度低，教

学资源匮乏，难以满足教学改革的需要，影响教师教

与学生学的有效性。因此，在构建有效教学评价标

准，进行有效教学评价实践时，标准要求不能过高，

而且要分级逐渐提高评价标准，使教师和学生“跳一

跳摘到果子”。使教师的教能够达到评价标准，学生

的学能够达到学的标准，从而发挥有效教学评价标

准对教师教学和促进教师专业化的指导作用。

（三）民族文化传承是民族地区基础教育有效教

学评价不可或缺的内容

民 族 文 化 传 承 与 发 展 是 教 育 的 基 本 任 务 和 功

能。教育通 过 人 的 培 养，实 现 文 化 的 继 承 与 传 播。

教育本身是以民族文化作为基础的。民族文化是教

育生命的源泉。没有民族文化，教育将失去人文关

怀，其生命性也将消弭。［１４］从广西来看，民族地区农

村具有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包括生活文化、礼仪文

化、节日文化、民族传统文化、民间艺术、民间技艺文

化等，这些民族文化资源影响人们的价值选择，影响

人们的教学质量观。文化方面的需求成了少数民族

地区学生、家长以及乡镇村民对学校教学活动的重

要期望。［１５］广西 开 展 基 础 教 育 教 学 改 革，提 高 教 学

有效性，一定要考虑民族地区农村具体的文化与历

史背景，考虑当地学生、家长的真正需求。要挖掘民

族地区文化 资 源，加 强 民 族 地 区 课 程 资 源 的 开 发。

只有加强课程与地方文化的结合，在教学中让学生

经常能了解到关于自己地方的历史、文化等才能引

起学生学习的兴趣，提高教学质量。［１５］因此，在教学

中，民族地区农村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应当成为民

族地区农村 基 础 教 育 有 效 教 学 评 价 不 可 或 缺 的 标

准。

另外，构建和实践广西民族地区农村基础教育

有效教学评价标准具有两点需要注意：

第一，构建民族地区有效教学评价标准可以超

越具体的学科、年级，即不同学科、不同年级可以有

相对一致的指南性评价标准框架。虽然不同年龄、

不同年级的学生有各自的特点，但课堂教学的基本

特征是有共性的，而标准框架反映的是课堂教学最

本质的特征。

第二，采用实证研究方法构建民族地区农村基

础教育有效教学评价标准。以广西为例，在还没有

构建具体的广西民族地区农村有效教学评价标准之

前，可以参照国内外较为科学的评价标准，选取一定

的样本开展有效教学评价实践，获得实证数据，再提

出适于广西 民 族 地 区 有 效 教 学 评 价 标 准 的 理 论 框

架，再次选取足够大的样本，把评价标准框架进行实

践研究验证，最后构建广西民族地区农村有效教学

评价标准。从而为广西民族地区农村教师开展有效

教学实践，开展自我反思、自我评价作出方向和内容

上的指导，提高教学能力，改变教学行为，提高教学

质量。笔者期待通过实证的研究进一步构建适于广

西民族地区 农 村 基 础 教 育 的 有 效 教 学 评 价 标 准 体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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