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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生品德评价立体化探讨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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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学生品德评价是考察学校德育工作的重要环节，也是评价学生品德水平的重要手段。反思当前我国中小学

校品德评价，不难发现，在评价目的、评价主体、评价内容、评价方式上都存在某些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文章阐述了品德

评价立体化概念及其在解决这些问题上的合理性，并从评价目的、评价主体、评价内容、评价方式四个方面探讨品德评价

立体化的实施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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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品德评价是考察学校德育工作的重要环节，也是评价学生品德水平的重要手段。科学高效地

实施品德评价，可以有效推动学生品德的发展，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但是，品德形成发展的长期性、多维

性使得品德评价过程比较复杂、繁琐，难以掌控，再加上当前学校重分数轻素质，品德评价自然成了学校

最容易忽视，最容易流于形式的环节。深入反思当前我国中小学生品德评价存在的问题有助于构建适

应中小学生品德发展的更为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

１　当前中小学生品德评价存在的问题
反思当前中小学生品德评价，发现不少人在认识和实践上对品德评价目的、主体、内容和方式存在

一定的偏差。

１．１　评价目的惩戒化、功利化
当前学校对学生的品德进行评定、甄别和选拔，往往是出于管理的需要，忽视了品德评价的促进和

发展功能。对于行为表现优秀的学生给予表扬，对于表现稍差的学生则给予特殊对待，在期末给学生的

品德分出等级或打出分数，有的甚至利用评价结果对学生进行比较，这样的品德评价简单粗暴，不仅不

能促进品德的发展，反而伤害了中小学生的自尊和上进心，引起学生的逆反心理。在应试教育背景下，

学校一切活动围绕升学率，学生的品德评价被迫与成绩挂钩，再则学校荣誉评选中对于学生品德的考核

基本没有或流于形式。比如说“三好”“五好”学生的评定虽然与品德评价挂钩，但往往只要学习成绩足

够优秀就可以，忽视了对于品德的考察，学习成绩较好的学生也更容易获得品德评价中的优秀，那些常

常做好事但学习成绩不够优秀的学生因长久得不到肯定，丧失了行动的积极性。

１．２　评价主体非学生主体化、单一化
在现有的中小学生品德评价中，明显呈现“他评”特征，教师和学生站在评价的两端，一端是扮演裁

判、说教者的教师，另一端是扮演被评价、被说教的学生。学生只需要等待教师给自己的品德给出分数

或大同小异的评语，他们的主体地位被剥夺，评价过程出现教师中心主义。品德评价是为了更好地促进

学生品德的发展，不以学生为主体的品德评价就是把学生当做是没有思想的木偶人而不是具有能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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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生生的人，这不仅影响评价的全面性和科学性，也影响师生关系的融洽性。当前中小学生品德评价还

存在评价主体单一化问题，评价主体是班主任或个别任课教师，忽视学生自评、同学间的激励性互评、家

长评价，这种品德评价对学生的品德考察不够全面，缺乏科学性。

１．３　评价内容狭窄化、行为化
品德结构从社会方面看，由政治品质、道德品质（包括法制）、思想品质和个性心理品质组成；从心

理方面看，由知、情、意、行四个要素组成［１］。对学生进行品德评价必须全面反映这些指标，才能如实地

评价学生的品德水平，但是当前品德评价在实际操作中，往往将品德指标狭窄化，只考虑某些方面甚至

一方面的内容。如以政治品质覆盖品德评价，以学习成绩代替品德成绩，这种以偏概全的品德考察，必

然导致学生品德的片面发展。当前的品德评价内容还存在行为化问题。如在新生入学军训、开展学雷

锋等活动中，有的教师一味要求学生参与，而忽视了必要的思想引导，以及对道德教育目标的启发和诱

导，教育效果不显著。学生的品德结构是由知、情、意、行四个要素组成的，且在发展方向和发展水平上

并不完全一致和平衡。显然，侧重考察行为的品德评价可能助长学生品德的“虚伪性”，极不合理。

１．４　评价方式单一化、机械化
当前中小学校品德评价单一化、机械化主要是指品德评价过程中，重定量评价轻定性评价，重终结

性评价轻形成性评价，也不能灵活地运用多种评价方式。传统的中小学生品德评价主要通过试卷考察

或者期末教师印象打分，对学生的品德进行量化评判，把学生的品德水平化为冷冰冰的数字。学生的思

想品德是复杂的，量化的评价把复杂的社会、心理问题化为简单的数据，不仅丧失品德评价的客观性，也

蒙蔽了品德的人性的光辉。当前学校品德评价注重静态的终结性评价轻视动态的形成性评价，比如不

少学校对学生的品德考核都只在学期末进行，平时缺乏有效的监管。这种评价方式不能面向学生真实

的生活，脱离实际，把学生品德僵硬化，看不到品德的变化发展，也看不到学生的潜能，无法发挥品德评

价的反馈激励作用。

２　品德评价立体化概念及其合理性分析
品德评价立体化要求多方位、多角度、多层次、多渠道灵活地来评价学生，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引导和

促进学生品德的发展。在评价主体上，教师、学生自身、同学、家长共同参与；在评价内容上，既要关注校

内表现也要重视校外表现，既要考察学生的行为表现，也要关注知、情、意等要素，既要看到学生的智育

成绩，也要重视德、体、美、劳方面的发展；在评价方式上，注重定性评价、定量评价，终结性评价和形成性

评价的有效结合。总之，立体化评价就是要广泛搜集资料，多方参与，形成立体交叉的评价网络，更为科

学全面地考察学生品德状况。品德评价立体化相对于当前学校品德评价而言更为科学合理，其合理性

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品德评价立体化更符合新的品德课程标准，也更符合品德形成发展的长期性、复杂性的特点。

２０１１年新修订的品德与社会课程标准强调，品德评价应是多元性的、开放性的评价，应积极鼓励学生自
评、互评，鼓励家长和其他有关人员广泛参与［２］。学生品德的形成是一个长期性、复杂性的过程。立体

化的品德评价不同于当前的评价方式，它不是用简单的分数评判学生的品德状况，更不只是在学期末对

学生“算总账”，而是在充分尊重学生主体性的基础上，教师、学生、家长共同参与评价，真切关注学生品

德的发展并给予及时的反馈、引导，在细致、全面的考察中，引导和激励学生品德的发展。

第二，品德评价立体化更符合中小学生的发展状况，给予学生品德以更全面、更客观的评价。品德

评价立体化所倡导的评价内容是多维全面的，不仅要求考察学生的行为表现还要综合考察其知、情、意

等要素，打破当前中小学生品德评价狭窄化和行为化的僵局；立体化品德评价在评价方式上提倡多样

性、质性。注重形成性和终结性评价的结合，不仅考察学生品德发展的结果还要考察其发展过程，不仅

注重定量评价也注重定性评价，能够给予中小学生更全面、更客观的品德评价。

第三，品德评价立体化可以更好地满足中小学生情感和精神的需要，实现品德评价的人文关怀理

念［３］。品德评价立体化的目的不是为了对学生进行品德的分级管理，而是让学生正确认识自己并激励

其不断提升品德素质。在量化的品德评价中，品德低下的标签对于正处在非常需要获得他人肯定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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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来说是一种极大的伤害。立体化品德评价建立在师生之间、生生之间、家长和学生之间相互关

怀、相互理解和相互促进的平等和谐关系基础上，尝试用多种评价方式全面考察学生品德发展状况，最

重要的价值理念是挖掘并尊重学生的潜能，激发学生积极的情感体验，使品德评价体现出人文性和关怀

性，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３　品德评价立体化实施策略
３．１　从评价目的看，品德评价立体化倡导激励性、发展性

品德评价立体化是基于对学生的尊重、关怀和爱，是一切为了学生的成长而进行的，它要求以发展

的眼光看待每一个学生，不乱贴标签，关注学生品德评价反映的问题并及时引导教育。实施立体化评

价，教师首先要真正理解品德评价的目的，树立激励性评价理念并在实际教学中积极践行。教师在对学

生进行品德评价时要看到学生存在的问题，更要看到学生的努力和变化，不能因为学生一时的落后而给

予消极评价，否定掉他的努力，更不能对其区别对待。教师要成为学生品德发展的激励者、见证者，在评

价中要善于使用激励性语言，关注学生的成长与变化，不断给予学生积极的情感体验，特别是成功的体

验，让品德评价真正发挥其激励、引导学生品德发展的功能。

３．２　从评价主体看，品德评价立体化倡导多元性、综合性
品德评价立体化倡导学生自我、同学、教师、家长多方主体共同参与，在平等、积极、友好的互动交流

中，形成民主和谐的评价氛围，增强学生的主体意识和自我反省意识。这种多元主体参与的品德评价，

更加客观、全面地反映学生的品德状况，可以更有针对性地提高学生的思想品德素质。自我的评价就是

要学生学会内省，学会自我激励，激起奋发向上的内部动力；同学间的激励性互评带给学生自信与动力；

家长对学生的肯定给学生带来欣喜与满足，学生的活动场域并不局限于校园，恰恰是出了校园，学生的

行为表现更真实，家长对学生的校外表现感受最深，家长的评价让教师能够更全面真实地了解学生的品

德状况。在多元主体参与的品德评价中，教师始终要把控全局，协调各方，比如说评价的分配和权重问

题，教师一定要做到心中有数，明确规则，否则可能乱成“一锅粥”，影响到评价的有效性。

３．３　从评价内容看，品德评价立体化倡导多维性、全面性
品德评价立体化避免评价的片面性，倡导对学生品德进行多维、全面的考察。根据思想品德结构的

划分，我们把品德评价的内容分为心理和社会两大方面。在实际考核中，不仅要考察学生的行为表现，

更要关注学生的知、情、意，经常分析学生的语言或非言语表达；不仅要考察学生的政治品质，也要关注

学生的道德品质、思想品质、心理品质。同时，要注重汇集来自教师、同学、家庭等各方信息，做到校内

外、课内外结合。品德评价内容还要接近学生生活，反映学生需要，善于在具体的道德情境中观察学生

的表现，综合考察学生的各项指标，全面反映学生的品德现状，努力突出思想品德教育的整体实效。

３．４　从评价方式看，品德评价立体化倡导多样性、质性
品德评价立体化把学生当作是富有个性、发展的具有独立意义的活生生的个体，强调尊重、民主，帮

助、引导、挖掘学生的潜能。在评价方式上，立体化的品德评价灵活多样，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定

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相结合。评价不再是一次定局，一堂课、一次道德体验也是一次评价，甚至活动本身

就是评价过程。立体化品德评价之后，学生和家长拿到的不再是一个冷冰冰的分数或“千人一面”的操

行评定，而是一份独有的品德生活档案［３］，一份属于自己的成长手册，里面记录着学生品德的点滴进

步。在这份档案中，可以看到自己曾经走过的历程，有自我记录、自我总结，也有同学、教师、家长的鼓励

和引导，在这份温暖的记忆中，不断激励学生品德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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