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情感教学评价论 

 

与认知领域的测评相比，情感领域的测评更为困难，而教学中的情感测评更

是难上加难，成为长期以来一直困绕教育科学理论工作者的一个难题。教学中情

感目标的测评不仅在实践中非常缺失，而且这方面的科学研究也十分缺乏，这成

为迫切需要加以解决的教学现实问题。在我们的研究中，首先解决了情感教学目

标的分类与细化问题，为教学实践中情感目标的制定提供了具体的指导与支撑，

但这些情感目标如何进行测评，如何考量学生在某个阶段的情感发展的实际状

况，自然就成为需要直面的重大问题。 

在教学评价中，从教学评价发生的时机上将教学评价划分为诊断性评价、形

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诊断性评价发生在教学活动之前了解学生学习的原有水

平；形成性评价发生在在教学活动之中了解学生学习的进展情况；终结性评价发生在

教学活动之后了解学生学习的最终效果。这三种教学评价的目的不同：诊断性评

价的目的在于使教学适合学习者的需要和背景，以便对症下药，因材施教；形成

性评价的目的在于改进教学的某些方面，提高教学质量；终结性评价的目的在于

对教学效力、达到预期目标的状况进行鉴定。 

我们认为，学生的情感发展，有一个较长的隐性积累的过程，要了解教学在

促进学生情感发展这一教学目标的达成情况，不仅需要实施学生情感的终结性评

价，还需要实施学生情感的形成性评价：前者测评学生情感通过一个阶段的教学

所发生变化的情况，以鉴定该教学是否具有促情上的有效性，即阶段的促情效果；

后者测评具体的教学对学生情感的影响情况，以鉴定该教学是否具有促情性，即

当场的促情状况，它对教学过程的评价更有参考价值。当然，这种影响是否能最

终导致学生情感上的持久变化，还要用终结性评价对一段时期的教学效果加以鉴

定。 

在情感目标的形成性评价方面，我们在确立了教学领域的三维度四层次情感

目标分类理论之后，紧接着就是在此基础上研制具有操作性的测评工具，以适应

教学实践和教学改革的需要。我们编制了教学领域的情感目标测评问卷。这一问

卷采用情绪形容词测检表的形式，具有简单、省时、准确、适用范围广的特点,

比较适合在课堂教学中对学生情绪反应作快速测评的需要。根据完成问卷的学生

所选择的词语,就可以知其在某一维度上的情感体验的分值,而各维度的分值相



加就是总分，就是学生形成性情感目标的达成情况。 

在情感目标的终极性评价方面，我们在确立了情感素质的“二层次六大类”

详细框架之后，进行了相应指标的测评问卷编制工作。我们从青少年生活层面、

新课程改革文本层面、文学和语言层面、理论层面等四个层面上收集有关青少年

积极情感表现方面的信息。通过对这些素材的梳理，形成问卷的基本结构。然后

组织中小学教师进行样例编写，并形成初始问卷。然后经过探索性因素分析、验

证性因素分析等环节，最终形成具有高信度和效度的青少年情感素质问卷，作为

情感素质测评的终极性评价工具，解决了教学情感的终极性评价问题。 

进入高校阶段的青年学生的情感素质会随着年龄增长而继续发展和丰富，因

此，我们还在构建大学生和研究生的情感素质结构框架基础上，进行了针对高校

青年学生情感素质的测评问卷编制工作。 

 

有关情感教学评价论的更多论述详见下两篇文档“教学领域情感目标的形

成性评价研究”和“课堂教学的情感目标测评”，分别发表于《教育研究》2007

年第 12 期和《心理科学》2007 年第 6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