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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幼儿园教育是学前教育的具体实施形式之一，幼儿园实践教学评价影响着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更影响

着幼儿身心的和谐发展。目前，我国在幼儿园实践教学评价研究方面主要回应了幼儿园的教学评价价值

取向、幼儿园实践教学评价范式的转型，以及提升幼教工作者教学评价素养三个焦点问题。本文从三个

焦点问题做出分析并为后续研究给出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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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indergarten education is one of the concrete implementation forms of preschool education, kin-
dergarten practical teaching evaluation affects the development of preschool education, but also 
affects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body and mind. At present, our country mainly 
responds to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kindergarten teaching evalua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paradigm of kindergarten practical teaching evaluation in the research of kindergarten prac-
tical teaching evaluation, as well as promotes the preschool education worker teaching appraisal 
accomplishment three focal points questions. In this paper, three focus problems are analyzed and 
the future research is prosp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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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8 年 11 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在完善教师培养体系

方面指出，高校要健全学前教育法规及规章制度，加强儿童发展、幼儿园保育教育实践类课程建设，提

高培养专业化水平[1]。自此，基于“专业认证”背景下的学前教育实践教学改革成为热点研究。如果说

具有专业化实践教学水平的幼师是提高学前教育质量的核心，那么，根据我国教育目的与方针进行的幼

儿园实践教学评价是判断学前教育质量优劣的必不可少的手段。2022 年 2 月，《幼儿园保育教育质量评

估指南》明确指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遵循幼儿发展规律和教育规律，完善以促进幼儿身心健康发展为导向的学前教育质量评

估体系，切实扭转不科学的评估导向[2]。幼儿园教育是学前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学前教育事业对

幼儿园实践教学评价的关注显得尤为迫切。 
在进行教育活动当中，实践教学与教学评价是密不可分的两个环节。教育者对教学评价的理解与认

识支持实践教学的开展，实践教学的质量又促进教育者对教学评价的反思与改革。就幼儿教育而言，幼

教工作者根据实践教学情况进行的评价并非简单，评价手段可以从多维角度予以解释。归根结底，对实

践教学评价的解释影响着幼儿园教育质量并进而影响着幼儿的生存与发展。本文拟对我国的有关幼儿园

实践教学评价已有的研究进行梳理，且对未来做出展望。 

2. 回顾：幼儿园实践教学评价研究的三大焦点 

依据我国近期所出版的有关幼儿园实践教学评价的图书来看，刘霞研究员的《幼儿园教育质量评价

的理论与实践》[3]、胡碧颖学者所编的《幼儿园师幼互动观察与评价》[4]，以及诸多相关著作具有代表

性。此外，通过知网高级检索，输入关键词“幼儿园教学”“实践教学评价”，共检索了 90 余篇核心期

刊，以该主题为核心研究内容的硕博论文超过 100 篇。幼儿园教学主要涉及教学中信息技术应用、游戏

化教学，实践教学评价主要涉及实践教学、教学评价和实践教学评价体系等。总的来看，这些研究主要

回应了幼儿园教学评价价值取向、幼儿园实践教学评价范式的转型，以及提升幼教工作者教学评价素养

三个焦点问题。 

2.1. 幼儿教学评价价值取向 

评价是价值的引领与导向，评价的目的是为了发现和实现价值，它总是倡导某些价值观念[5]。综合

国内现状，基于“儿童本位”的育人观是我国学前教育发展价值取向的主流，也是幼教工作者对幼儿做

出教学评价的重要依据。但不乏幼儿园一线教师未树立适宜的教学评价价值取向，从而走进实践教学评

价误区。 
1) 幼儿园一线教师在教学评价上的误区 
基于对幼儿园实践教学评价的分析，幼儿发展评价是运用教育评价的理论和方法对幼儿身体、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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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德与社会性等方面的发展进行价值判断的过程，适宜的评价价值取向对幼儿发展评价的目的、标准、

方式等都具有导向作用[6]。研究表明，存在幼儿园一线教师在对幼儿发展评价过程中，未发挥良好导向

作用。 
关于评价的目的，《幼儿园保育教育质量评估指南》指出，要“遵循幼儿发展规律和教育规律，完

善以促进幼儿身心健康发展为导向的学前教育质量评估体系”。自此，新时代我国的学前教育评价目的

在某种意义上正在实现从“认知–判断”向“理解–存在”的过渡和发展[7]，我国幼儿园实践教学评价

目的的发展趋势充分表现了后现代化主义色彩。但是，教师对幼儿的评价效果仍旧不佳，主要表现在：

质量评价与日常保教实践相割裂，成为额外任务甚至是负担；未有效发挥评价的诊断、改进、激励功能，

不能有效指导幼儿园教育质量的提升，“以评促建”的目的没有真正实现[8]；在进行游戏教学中，大多

数教师在评价上缺乏目标导向，局限于表面，忽略对游戏中出现的问题以及幼儿解决问题的方法的关注，

整个评价空洞无效[9]。 
关于评价的标准，我国在制定幼儿园教育质量评价标准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尝试，如，各省市在解读

国家相关政策文件的基础上陆续颁布了适宜本地区的幼儿园分级分类验收标准[10]。但幼儿教师未能很好

将评价标准融入实践教学，以达到促进幼儿身心健康发展的目的，现实生活中存在着“评价标准较为单

一”的情况。例如，杨丹研究者对 400 名幼儿园教师进行问卷调查和访谈，发现 63%的幼儿园教师仅以

幼儿是否积极参与教学活动和教学活动是否能顺利进行作为幼儿园传统文化教学活动实施效果的评价标

准[11]。在现实生活中，还存在着“评价标准太主观”的情况。张斌、虞永平在其研究中批判一些教师仍

然习惯于用“画得好看与否”来评价幼儿美术作品，用“是否开花结果”来评价幼儿种植活动，用“可

否复述表演”来评价幼儿阅读，用“有没有遵守就医程序”来评价幼儿的“看病”游戏等，并直指饱含

情感、趣味的非理性价值在实践教学评价中被教师遗忘[12]。又如，巫叶芳指出，一些教师不了解游戏的

情况，评价时便随便的说几句，没有结合现场的实际情况进行评价，导致评价缺乏针对性和有效性[13]。 
关于评价的方式，幼儿园教师在教学评价方面仍存在不足。例如，新疆莎车县某某幼儿园的很多教

师都喜欢选择总结性评价，对于一些比较考验技巧的激励性和差异性评价等评价方式运用的比较少[14]。
又例如，李雪飞、牛万花发现其所在的幼儿园内的教师尤其注重使用结果性评价、单纯性评价和纵向评

价，而对过程性评价、伴随相关照片或作品等的评价及横向评价比较忽视[15]。杨阳在其研究中指出，教

师的评价方法大多是“无计划”观察，在观察后也不能深入地对幼儿的学习进行记录分析[16]。李晓娟、

叶平枝则在其研究中指出了教师进行“片面化”教育评价的问题，其中表示，教师惯用“对错”“美丑”

“好坏”等话语对儿童进行表扬与批评，缺乏对儿童向善的本体认知[17]。 

综上所述，幼儿园一线教师在幼儿发展评价过程中，关于在评价的目的、标准、方式上所走的误区，

体现了其未树立好适宜的教学评价价值取向。 
2) 对教学评价价值取向的思考 
基于不少幼儿教育实践者未廓清教学评价价值取向、教学实践活动与促进幼儿发展目标相分离的实

情，有研究者对教学评价价值取向做出了如下独特的思考以供幼儿教育实践者参考。 
谢小蓉、张辉蓉指出，新时代基础教育学生评价应与教育实践和社会发展的需求牢固结合，树立起

“为了学习而评价、为了改进而评价、为了发展而评价”的价值取向[18]。然而王丽霞、谢长法就评价活

动提出，应以尊重并回应多元利益主体诉求为基本立场，实现“价值共建”[19]。因为价值取向的生成受

多方利益主体价值诉求的影响，并指引着教学实践者的教学方向。另外，洪秀敏、朱文婷等学者基于普

惠性幼儿园保教质量提升的视角，主张充分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探索开展普惠性幼

儿园保教质量全过程和全要素评价[20]。 
通过将以上学者对教学评价价值取向的思考进行梳理，笔者认为“三个为了”不仅服务于学习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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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还服务于相关利益者的发展，例如教师等。又因价值取向的生成受多方利益主体价值诉求的影响，

若尊重并回应了多元利益主体的价值诉求，幼儿教育能得以更顺利的发展。因此，笔者认为幼儿教育实

践者在廓清教学评价价值取向时，建议树立起“多元价值取向”的评价意识。 

2.2. 幼儿园实践教学评价范式的转型 

“范式”一词最早由托马斯·萨缪尔·库恩(Thomas Samuel 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

出，在他看来，“范式就是由概念、范例和实践形成的，并被理论和证据所塑造的动态系统”[21]。“教

育评价范式”便是在“范式”的基础上得出的新概念。随着教育教学的现代化改革，教育评价范式也

随着变革。 
在由共产党领导中国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期间，文化教育建设成为了革命的必要手段服务于革命。在

此背景下，文化教育评价回应政策的号召，体现出浓厚的服务革命的价值取向[22]。例如，毛泽东确立的

“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中就明确指出“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23]。在此期

间，教育评价呈现的是管理主义式的范式。而进入改革开放后、步入新时代之前，我国的教育评价范式

注入了新的血液。在教育评价界里，传统的考试一统天下的地位被颠覆，新的教育评价文化正在兴起[24]。
由于人们在教育实践中不断对已有的教育理论进行反思与创新，一些新的教育理论又促进了教育评价范

式的转型。例如，由霍华德·加德纳(Howard Gardner)提出的多元智力理论，该理论认为人的智力是多元

的，每个人可以通过多元化的方式进行学习。新的教育评价范式认为，这种评价强调主体个性化发展；

教育要关注学生的“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整体发展[25]。在此期间，教

育评价又呈现出了一种认知评价范式。随着新时代的到来，智能发展成为了不可逆转的趋势，数智技术

的广泛应用推动了教育评价范式从数据评价向数智评价的转变[26]。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教育评价范式在

不同的年代里发生了转换，纸笔测验的量化评价范式一直伴随其中。 
可以看出，从管理主义评价范式到认知评价范式再到数智评价范式的教育评价发展，为传统的量化

评价范式填补了缺陷，也为探讨与分析当前幼儿园教育评价范式的转型提供思路与借鉴。例如，李琳、

王昊对幼儿教育进行研究，认为教育评价范式的转向应从“抽象的人”到“具体个人”。她表示，从“抽

象的人”到“具体个人”的评价范式转变，是将人从一个单纯的类属概念、一个标签、一个数字中解放

出来，还原为应有的真实、丰富与活力，是一个“人的自我意识”不断觉醒的过程[27]。又例如，衡若愚、

李姗泽等人提出，教师应立足于儿童，将对技术与数据的反思批判意识贯穿于应用移动端 App 开展儿童

发展评价的观察记录、分析判断和结果运用的全过程之中[28]。 
综上，幼儿园实践教学评价范式在教育评价范式的不断发展下，努力回应幼儿发展评价的需求且顺

应时代的呼唤发生正向转型。对此，幼儿园教师适应评价范式的转换甚至依据评价价值取向积极开拓新

的评价范式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 

2.3. 提升幼教工作者教学评价素养 

围绕如何提升幼教工作者教学评价素养，研究者们做了大量工作。这些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

是学习借鉴美国、澳大利亚、德国、英国、新加坡等建立的评价体系和框架的经验，试图通过结合我国

学前教育发展实情以寻求对我国的启示，进而提高我国幼儿教师评价的素养[29]。二是从各个不同角度讨

论我国幼教工作者教学评价素养提高的实现路径，对此研究者们一方面提供了一些生动的实践经验，另

一方面做出了一些策略构想。通过归纳，以下三点需加以重视。 
1) 政府：重视培养培训双手抓 
教师资源数量是教师资源质量的基础，教师资源质量是附着于教师资源数量上的教师群体的能力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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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30]。当教师入职前，政府部门应明确学前教育专业发展的重要性，加大经费、资源的投入，统筹推进

学前教育师范专业教学资源的均衡化以完善人才培养机制。教师职后培训也是促进教师评价素养提升的

重要路径。例如，有研究发现，STEAM 培训除了有利于促进教师专业知识的发展，还有利于提升教师的

专业技能[31]。然而，在中国的幼儿园教育中，STEAM 教育的实际应用仍然面临一些挑战[32]。因此，

政府在重视与鼓励幼教领域对 STEAM 培训的过程也是幼儿教师不断提升教学评价素养的过程。 
2) 园所：提供引领与支持 
研究者将幼儿园对教师评价素养的影响进行分析，肯定了幼儿园提供园本引领与环境支持的重要性。

有研究者认为，幼儿园园长应发挥自身教育领导力，树立科学的评价理念，充实评价知识和技能，提升

自身评价素养[33]。另有研究者提出，幼儿园应该充分尊重教师的评价权利，帮助教师在实践中明晰自己

的权利和责任，且尽量在环境中增加这样一些关于“评价”的元素，让教师能够在环境中受到熏陶，支

持教师持续开展评价工作[34]。 
3) 教师自身：加强自身专业发展 
幼儿园教师提升自身评价素养是一个不断自我沉淀的过程，外部力量的支持为培养教师素养提供辅

助作用，而自主学习与实践是提升自身评价素养的核心所在。因此，一方面幼儿教师需要注重评价知识

的学习，例如，阅读相关幼教书籍；留档优质资源；在接受培训过程中时常与同行切磋、讨论，共同达

到学习的效率化、培训的有效化。另一方面幼儿教师需要注重将评价知识投入实践，例如：将行动研究

立足于教育实践本身，使研究与实践相结合，培养教师对评价问题的敏感度[35]。 

3. 展望 

新时代中国焕然一新，大数据重塑我们的社会，多元文化共同融合。在这种背景下，学前教育教学

评价形式的相互关联有利于打破幼儿走向自然、社会的结界，促进幼儿身心的协调发展。其中，有两种

相互关联的评价形式尤其值得关注。 
第一，学前教育学科与教育生态学科的相互关联。总的来说，我国幼儿园教育在许多方面得到了快

速的发展，实践教学评价也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但同时许多问题仍旧存在，我国鲜少将教育生态学引入

儿童发展评价的研究的情况便是值得注意的问题之一。幼儿园教学处于社会系统，园所教学活动不能脱

离生态主题教学及生态式教学评价。因此，为促进幼儿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发展，幼儿教师可以将学前教

育理论与教育生态理论相结合并付诸实践教学评价中。例如，教师本着“以儿童为本”的原则开展生态

式主题活动，鼓励儿童发表关于如何保护生态的意见，用“环保小卫士”“森林小警察”“草原小天使”

等称号及时给予幼儿认可。 
第二，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先进智能的相互关联。当前，各类学校意识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

与弘扬尤为重要，积极将优秀传统文化纳入重要教学内容。幼儿园也意识到了对学龄前幼儿进行传统文

化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优秀传统文化陆续开始进入园所教学活动并对幼儿施以评价。然而，现代先

进智能促使社会转型，革新教学及评价手段。幼儿教师对幼儿进行传统文化教学时，合理利用现代智能

作为教学评价手段，有助于教师结合传统文化生成教学资源、支持教师进行教学设计、幼儿发展评价等。

例如，在日常的教学中加入“微格教学”法，教师可以通过录像查看自己与幼儿的互动，检查传统文化

实践教学是否达到自我预期。这既能激发幼儿对文化的自信又能提升教师的教学评价素养，使教学相长

常态化。 

4. 结语 

教学评价在教学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科学的教学评价手段能衡量教师的教学效果进而服务于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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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教学活动的顺利开展、幼儿身心的良性发展。即，对幼儿园实践教学活动进行科学评价，不仅能激发

教师教学组织潜力以达到良好教学效果，还能培养幼儿实践能力促进幼儿身心和谐发展。因此，在幼儿

教学领域中，幼教工作者需重视并完善实践教学评价体系，更加凸显其教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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