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书周刊主编：王珺 编辑：梁杰 设计：王星舟 聂磊 校对：张静
电话：010-82296631 邮箱：1365664999@QQ.com2021年7月28日 星期三 03

第一次知道迪伦·威廉，是因为
他与保罗·布莱克合作的 《黑箱之
内：通过课堂评价提升标准》 ——课
堂评价领域的一篇极为重要的综述文
献。那时我刚进入评价这个领域不
久，后来陆陆续续读到很多迪伦·威
廉的文章。但直到最近，才算完整地
读过他的著作——因为 《融于教学的
形成性评价 （原著第2版）》 的出版。

何为形成性评价？

在评价领域，形成性评价与总结
性评价的区分大概是我国基础教育界
最广为人知的一种分类。我读中师的
时候，就从教学法的课堂上知道了这种
分类。但说实话，一直到我读博期间选
定评价为研究方向之前，我对形成性评
价的理解还是相当粗浅的，以为“形成
性”就是某些特定评价类别的特征，所
以，“某些评价是形成性的，某些评价是
总结性的”，这个印象根深蒂固，以至于
在读威廉等人关于形成性评价的文献
时经常受到巨大的观念冲击。

事实上，形成性评价与总结性评
价的区别不在于其实施的时间，而在
于其实际发挥的功能，也就是说，两
者的关键区别在于评价结果如何运
用，是用来做判断、下结论，还是用
来支持改进——前者就是总结性评
价，哪怕这种评价在过程中实施；后
者才是形成性的。

不过，评价实施的时间的确对评价
形成性功能的发挥有重要影响，当评价
在过程中实施时，评价的结果更可能被
用以支持后续的改进或调整，而当评价
在一个相对完整的学习过程终结或临近
终结之时实施，其对改进的影响就会受
到极大的局限，因为即使通过评价发现
了学生学习上的问题，“重置”的机会也
已经丧失。这也正是威廉在“形成性评
价”之前加上“embedded”（一般翻译为

“嵌入式”）作为其书名的原因所在。
“嵌入”，嵌入何处？当然是嵌入教

学过程之中。要使评价真正发挥形成
性功能，评价甚至应当与学习一体，即
当学习发生时评价同时发生，就像诸多
视频游戏那样包含了“隐藏的评价”，以
能即时收集学生学习的证据或信息，并
据此调整教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
我想，可能也正因如此，译者将书名翻
译为“融于教学的形成性评价”，强调形
成性评价与教学一体化的关系。

然而，并非只要“融于”教学过程之
中，评价就能发挥其形成性功能。实际

上，融于教学的评价要发挥形成性功
能，还必须在评价全过程中遵循相应的
原理或策略。对此，威廉在书中做了全
面的论述，其提出的五大策略——明
晰、分享和理解学习目标与成功指标；
引出学习的证据；提供促进学习的反
馈；激发学习者成为彼此的教学资源；
激活学习者成为自己学习的主人——
就覆盖了包含从评价设计、实施到结果
运用等在内的评价全过程。

仅从这些策略的表述看，对“形
成性评价”或“促进学习的评价”领
域稍有了解的人可能都会觉得似乎没
有什么特别新鲜的说法。但在具体的
内容中，该书却有诸多可能会颠覆我
们过往认知的观念，比如，我们的评
价往往似乎都比较神秘，威廉却说要
让评价标准透明，让学生事先明晰评
价标准；比如，实践中许多教师都在
强调评价的区分度，而威廉却在强调
问题的诊断性，将能否把学生的错误
揭示出来视为评价品质的核心；比
如，我们一直强调作业的批改且绝大
多数教师尽心尽力地批改，可威廉告
诉我们，在反馈 （包括作业批改） 所
可能引起的8种学生反应中，只有2种
反应可能导致改善，另外 6 种反应在
最好情况下不会带来变化；比如，作
业批改，常规做法就是给分数、打等
级，我们知道提供关于作业情况的具
体信息要比单一的分数、等级效果好，
相信分数、等级与描述性评语的结合同
样会有好的效果，可威廉说，当加上分
数、等级之后，描述性反馈本来能够产
生的效果会消失⋯⋯

形成性评价如何实施？

基于对这些策略背后的原理的论

证，本书在五种策略之下提供了 76 种
极具操作性的实用技术，其中不少技
术还有相应的案例来支撑。在这些可
操作的实用技术中，有些技术也是教
师平常在使用的。但是，我们在使用
的过程中往往没有抓到运用这一技术
来促进学生学习的本质，甚至有时候
可能带来负面的结果。

威廉这本书的可贵之处就在于，
他通过对大量实证研究的分析，为这
些实用技术的使用效果开展研究与探
讨，并给出了教师们在使用这些技术
时的注意事项。比如，我们在写作教
学中，经常会给学生提供范文，以具
体的方式例证优秀的作业，更重要的
是，让学生将自己的作品与范文做比
较，从而知道自己的优缺点所在，并
进行下一步的改进。这一常用的技
术，我们往往就这样用着，可能不
会再去深究或是基于证据去做实证
研究，从而得出怎么用更能促进学
习的结论。威廉说，范文这一实用
技 术 的 使 用 要 特 别 注 意 以 下 几 点 ：
一是在范文的选择上，要让学生相
信范文是在他们能力范围内可以达
成的；二是当仅向学生展示高质量作
业的单一实例时，这个例子可能被视
为一个需要复制的样板，而不只是一
个例子，要让学生看到多种表现都能
够得到好的成绩；三是范文要将学生
的注意力引导到我们所关注的事情
上，这样，学生的学习效果将会最大
化。作者在书中不仅给出了这些观
点，每个观点都有实证研究或案例
来进行具体阐述，明白、易懂、好
操作。

我们经常说，我们知道评价很重
要，知道课堂形成性评价对于教学质
量很重要，但不知道怎么做。这本书

对于苦于缺少形成性评价相关操作技
术的一线教师而言，具有实用价值。
但如果认为本书对一线教师的价值仅
在于此，也许就低估了它的价值。

对教师日常评价有帮助的书

一直以来，评价被视为课程教学
改革的瓶颈。从作为一个系统的课程
改革而言，作为“瓶颈”的评价大概
更多是高考中考之类大规模高利害评
价；但从教学质量的提升来说，作为

“瓶颈”的主要是教师日常实践层面
的评价。确切地讲，教师对诸多先进
的评价理念并不陌生，甚至可能相当
熟悉——就像熟知“形成性评价”的
观念，教师们缺少的是形成性评价的
实践技术，更欠缺的是关于形成性评
价的专业知识基础——绝大多数教师
拥有的评价知识大多来自基于心理测
量学的评价理论，或者来自从大规模
测验中所获得的印象，以及自己评价
实践中形成的经验。《融于教学的形
成性评价》 将对相关实用技术的描述
置于关于策略原理的充分论证之下，
既让读者了解特定策略的可用技术，
也让读者更好地理解特定技术的原
理实质——当读者真正理解策略所
基于的原理时，或许就能够创造出
自 己 的 实 用 技 术 。 或 许 正 因 为 此 ，
本 书 的 译 者——在课堂评价领域浸
淫多年的王少非教授——在其公众
号中评论道：“在我的视野范围内，

《融于教学的形成性评价 （原著第 2
版）》 应该是对教师日常评价实践
最有帮助的著作”，我的感受同样如
此。

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
印发 《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
方案》（以下简称 《总体方案》），首
次提出“四个评价”：改进结果评价，
强化过程评价，探索增值评价，健全
综合评价。《总体方案》 涉及教育评价
的诸多领域、诸多范畴，同样覆盖了
以往一直被忽视的教师日常实践中的
学生评价实践，其强调过程评价，倡
导“学生学业述评”，尤其是强调“坚
决改变用分数给学生贴标签的做法”，
背后的理念就是要用评价来促进学生
学习，与“形成性评价”的理念一脉
相承。教师在日常实践层面如何落实

《总体方案》 的要求，这本书应当能够
提供重要的启发。

（作者单位系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
教学研究所）

形成性评价实用指南
周文叶

徐莉的《童书里的教育学》（上海教
育出版社/源创图书）向我们展示了童
书的巨大教育价值，一本本童书如一艘
艘小船，满载育人的智慧通向生命的远
方。在作者的阐释下，一本本童书变得
鲜亮、通透，变得饱含教育意蕴。这本
书针对孩子成长中的重要问题提出了
可操作性的解决方案，是我们理解和教
育儿童的有力工具。

童书是一面镜子

童书当属儿童文学范畴，即为了
儿童创作的、符合儿童年龄特点的、
适合儿童阅读的读物，一般来说具有
趣味性、教育性、故事性、幻想性等
特点。这本书里提到的 20 本童书大多
数为绘本，多以故事性为主。小孩子
喜欢听故事，在故事中他们进入另一
种生活情境，与故事的主人公同悲同
喜，度过另一种不一样的人生。而讲
故事的大人对于孩子来说是一种陪
伴，讲故事的过程就是亲子沟通的过
程。这可以“帮助大人和孩子建立良
好的关系，丰富彼此的自我认知，学
会理解他人、理解世界”。

作者举了美国作家爱丽丝·奥兹玛
《为爱朗读》的例子，3218 天的共读之
旅，9年多坚持的最终指向，不是考上心
仪的大学或者成为作家，而是“在未来
分离的日子永远铭记共读时光里彼此
的付出”，那是他们一起度过的最美好
的时光，也是他们共同的美好记忆。

作为大人我们企图将故事融于教
育当中，用故事去教育儿童，但实际
上我们首要的是应该教育自己，从这
个意义上来讲，童书是一面镜子，从
镜子中照见了我们自己。徐莉老师试
图向我们表明大人在教育中的主导作
用有时是危险的，我们应该小心谨慎
地引导儿童，“当大人与孩子的关系不
好时，应由大人而不是孩子来承担全
部责任。”“有过度操控心的大人，不

适合做父母和教师”。作为大人，应该
重新认识自己与孩子的关系，“大人们
必须意识到，‘好了还可以努力做到更
好’是一种贪婪，大人们苛求完美是
对孩子的不信任、不尊重，甚至侵
犯，大人需要主动自觉地后退，然后
等待！”美国特鲁多医生的墓志铭应该
引发我们思考,“有时治愈，常常帮
助，总是安慰。”这也是沈丽新老师常
常提到的一句话，很值得玩味。教育
与医学有类似之处，我们常常起到的
就是帮助、引导的作用，而真正决定
孩子们成长的还是他们自己。

教育是一次奇遇

很喜欢日本绘本作家高畠那生的
《一根香蕉掉下来》，故事大体讲了一
个装满三车斗香蕉的赶路的小车，香
蕉不断地掉到地上，猴子吃了一路香
蕉，兔子总是踩到香蕉皮上跌了一
路、鳄鱼不停地把香蕉皮放到背上，
最后它们都回到了车上。在作者看
来，这个故事其实与教育的目标有暗
合之处，也的确是这样，教育的目标都
是向着真善美的，无论我们碰到怎样的
孩子，都是目标一致的，只要我们满怀
期待，静静等待，孩子们一定也能像小
车一样到达理想的彼岸。

作为家长或者教育工作者的我们
在教育的旅途中，可能会碰到兔子、
猴子和鳄鱼那样的孩子，我们希望孩
子们都是聪明乖巧的，但现实总是无
法如我们所愿，有的孩子如猴子那般
收获满满，有的孩子如摔跤的兔子总
是跌倒，有的孩子得到了我们不曾给
予的意料之外的领悟。

对于我们来说，不能简单地去评
判，而应该去探索、去分析、去体会
各种复杂情况下的要素，徐莉老师
说：“你不要因为车斗里是空的就去心
疼司机，其实，即便车子空了，任务已
然偏离，你也可以像司机大哥一样，接

受现实并继续向前走。谁知道后面还
有怎样的奇遇呢？”说到底，教育还需要
一种智慧和心态，以邂逅奇遇的美妙心
态来看待教育、看待儿童，将是一种新
奇的、渴盼的、和谐的美好体验，这样的
教育就多了些许从容和阔大。所以“带
领孩子的大人，必须对教育过程中的各
种不确定因素保持开放的心态”。

人生是一场关系

关 系 就 是 生 产 力 ， 关 系 大 于 一
切，关系先于教育。教育为人生服
务，教育能助力和谐关系建设。作者
通过 14 个怎么办为我们提供了处理大
人和孩子关系的具体办法，有助于大
人明晰自身角色，树立儿童立场，与
孩子建立起相互依恋的关系。

一是信任孩子。作者通过《尼尔森
老师不见了！》提出，大人要为关系质量
承担全部责任。生活中，我们看到大人
有时缺少智慧，有时不负责任，有时过
于情绪化，而大人始终以教育者自居，
作者提醒我们：“只有被充分满足，孩子
才容易学会信任大人，才愿意与大人合
作，在自我意识发展的同时学会自制和
自律。只有安心依赖大人的孩子，才会
很顺利地走向自立。”所以信任孩子是
教育的前提。

作 者 指 出 ， 养 育 类 型 包 括 放 任
型、专制型、忽视型、民主型，我们
倡导民主型的养育方式，这会有助于
孩子社会性的发展，而一些家长无法
处理孩子的问题行为，甚至无意中鼓
励了孩子的不当行为，不能给孩子情
感支持，都会破坏儿童的内在力量，
造成儿童的退缩、隐藏和对抗。她指
出：“没有信任的依恋关系作为前提，
大人当然无法赢得孩子的合作。”所
以，“每个人都需要尽早在自己的人生
中拥有被别人全面接受的经历，有了
这种认可，人才能够安心生活，采取
自己的行动。而父母要做无条件接受

孩子、给予孩子极大信任的人，并持
续终生，这样孩子就可以通过信任父
母，信任父母之外的人，建立自我价
值感，表现出自信和自律。”

二是理解孩子。应该说孩子在成
长中是善恶并行的，在他们内心中充
满了善的力量，也有恶的种子，所以
我们要做的是激发他们的善性，引导
他们通往真善美的道路。而孩子的一
切“恶”，诸如秘密、撒谎、偷窃、攻
击、欺凌、谎言、性等是成长中的一
部分，他们需要学会处理、学会经
历。大人要摆脱世俗的善恶判断，要
看到其中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对待恶
行的态度是保有而不是掐灭，这样才
能让孩子拥有内在的力量。面对孩子
的情绪要理解、面对孩子的性格要理
解、面对孩子的冲突要理解。

三是学会沟通。作者以图表的形
式展示了 《我要大蜥蜴》 中儿子和妈
妈的沟通范例，两人围绕是否可以在
家里养大蜥蜴进行了 10 多次深入的对
话，这不是简单的你问我答，而是平
等的协商、平等的对话，比我们常见
的一问一答好多了，更胜于强硬地拒
绝，这样的沟通对于发展儿童理性和
情感表达很有帮助。作者提出了 5 个
赢得孩子合作的沟通技巧：描述你所
看见的，或者描述问题、说出你的感
受、给予孩子提示、用简单的词语表
达、写便条。这些方法值得我们一用。

这本书是集理论与实践、童书与教
育心理学著作、作者亲子教育心得与专
业引领为一体的一本有趣有料的好
书。童书带给我们认识教育的崭新视
角，让我们作为大人不再焦虑、蛮横、伤
心与绝望。只有理解了孩子，我们才能
成为真正的大人。正如曼德尔施塔姆
的诗所说的那样：“只读孩子们的书，只
喜欢孩子们的念头；抛开那些成年人的
重负，从深深的悲哀中出来。”

（作者单位系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
城区教育局）

童书里的教育意蕴
张阿龙

19 世纪德国哲学家叔本华是笔
者比较喜爱的西方哲学家之一。这
部书是作者晚年的著作，较之他 30
岁所写的旷世杰作《作为意志和表象
的世界》，这部《人生的智慧》更加通
俗易懂，也更受读者的欢迎。

叔本华是唯意志主义和现代悲
观主义创始人，在本书中，作者以
一位冷静的哲学家的视角告诉你人
生的本质是什么，让你读懂“人是
什么”“人有什么”“你在他人眼中
是什么”“怎样才能获得人生的幸
福”。所谓人生的智慧，就是如何获
得幸福，因此这部著作也被后世称
作“幸福论”。

作者以“人是有意志的动物”为
前提，认为决定人的命运的根本差别
在于三个内容：第一，人的自身，也就
是最广泛意义上属于人的个性的东

西，它包括你的健康、力量、外貌、
气质，你的道德品格、精神智力，
以及你潜在的能力等。第二，人所
拥有的身外之物，比如财产、其他
身外之物。第三，是你向其他人所
展示的样子，也就是人们对你的看
法，包括地位、名声、荣誉等等。
在厘清了这些关系后，作者逐层剖
析健康、财富、名声、荣誉、养生
以及待人接物所应遵守的法则，引
导人们智慧生活，享有幸福。

这本书告诉我们，唯有追求智
慧本身，才能够让我们成为一个内
心充盈而精神富足的人，因为它一
旦存在就会伴随我们一生，而外在
之物不但是间接的、不可靠的，也
是会转瞬即逝的，唯有保持我们自
身内在世界的丰富充盈，才是获得
人生幸福的真正道路。

幸福的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
童年用一生去治愈。奥地利精神病
学家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的理论是
从他的童年经验和发展轨迹及医学
经历总结反思得来的，他的发展轨
迹恰好验证了自己的观点和理论。
阿德勒从小就“先天发育不足”，患
有佝偻病，直到四岁才学会走路，
存在极为强烈的自卑感。但这些身
体上的缺陷并没有压垮他，相反却
刺激了他的上进心。

阿德勒认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程
度的自卑感，自卑感会激励人们不
断地追求卓越，补偿缺陷，在有限
的生命中创造出最大的价值。他认
为，遗传、童年经历等先天因素的
确会对人造成影响，但并不能决定

人的行为和命运，真正决定一个人
行为的，不是过去的经历，而是未
来的目标。每个人都有机会通过自
身的努力，来改变自己的行为，把
握自己的命运，完成自我超越。

阿德勒是弗洛伊德的学生，与弗
洛伊德、荣格并称为 20 世纪三大心
理学家。他是人本主义心理学先驱、
个体心理学之父，现代心理学和心理
疗法领域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他创立了儿童指导临床体系，一生致
力于培训教师、社会工作者和心理医
生。阿德勒的理论观点大多源于自
身经验所得，难免有一定主观性，但
他的很多观点时至今日并不过时，对
我们了解儿童、理解人生，提升幸福
指数有很多启示意义。

这是一部西方艺术史经典之
作，但读来并不枯燥，本人阅读时
像读一部引人入胜的小说，根本停
不下来。此书被誉为“西方艺术史
的圣经”“艺术史的巅峰之作”，的
确实至名归。

作者贡布里希曾任牛津大学斯
莱德美术讲座教授，伦敦大学艺术
史教授，哈佛、康奈尔等多所大学
的客座教授，并于1972年被英王授
封勋爵，他在艺术史、艺术心理
学、艺术哲学领域，被公认为大师
级人物。这部艺术史用生动朴素的
语言概述了从最早的洞窟绘画到当
今的实验艺术的发展历程，作者用
讲故事的方式，讲述了西方艺术史
的发展。文笔浅显易懂，而其艺术

理念和见解却十分深刻。
本书图文并茂，每一张图片都

是作者精心挑选、在艺术史上具有
历史意义的艺术佳作；书中关于艺
术品的评论也十分有见地，引发读
者对艺术的深入思考，引领读者学
会从艺术的角度去欣赏大师的作品。

在本书的前言，作者谈到写作
此书的几条“准则”：尽量少用专业
术语，不作艺术家名单的罗列，要
在有限的篇幅中讲述真正伟大的作
品。在他的引领下，读者不仅能欣
赏到伟大的艺术作品，还可以探寻
杰出艺术家在创作中是如何解决艺
术上的难题的。本书自1950年出版
以来已重印20多次，影响了一大批
爱好艺术的普通读者和专业人士。

笔者对于作家孙犁的印象，最
初源自于他的小说集 《白洋淀纪
事》，对他散发着乡土气息的小说非
常喜爱。这本 《野味读书》 让我对
孙犁有了全新的认知，他痴迷收藏
书籍，是一位嗜书如命、读书很杂
的人。他自述自己的读书经历：“从
新文艺转入旧文艺，从新理论转到
旧理论，从文学转到历史。”笔者的
读书过程与孙老的读书经历有某些
相似，犹如遇到一位趣味相投的知
音，尤其是他晚年读史书的文章让
笔者读兴不减，深受启发。

这部书收录了作者对自己读书

生活的介绍、对书目的选择以及一些
读书笔记等。在谈到自己如何从文
学“转行”到历史时，他自述说：“有了
一些人生阅历和经验，我对文艺书籍
的虚无缥缈、缠绵悱恻不再感兴趣，
即使《红楼》《西厢》，过去那么如痴如
醉、倾心的书，也都束之高阁。”较之
这些文学作品，中国的史书、笔记小
说更受到晚年孙犁的青睐。他读史
书的特点是把自己的感受、体验融入
到对历史的阅读中，观今思古，以史
照今，其对史书及历史人物的点评尤
其精彩独到，收录在每篇文章后的

“耕堂曰”中，十分有嚼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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