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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語文教學質量綜合評估的若干意見 
 

 語文教學質量的綜合評估，是語文教學過程的重要環節，它起着一個教學導

向的作用，“高效能的語文教學”的研究，不能忽視對於語文教學質量進行科學

評估的研究。鑒於語文教學過程的複雜性，決定語文教學質量因素的多元性，以

及語文教學質量顯現的滯後性，因而至今尚未有一個關於語文教學質量綜合評估

的權威性意見。本課題僅結合田家炳中學的語文教學實踐，參照內地兄弟學校的

一些評估方法，作一點深入的探討。課題研究所形成的這一“意見”，可以作為

學校語文教學質量綜合評估的參照意見。 

 

一. 關於語文教師 

語文教師比較其它學科的教師而言，除了優秀師德，敬業精神之外，在專業

方面有更嚴格的要求。語文教師的以下基本素養將對學生直接起作用，並影響語

文教學的質量： 

1. 語文專業知識和能力 

語文教師必須有豐富而扎實的語文專業知識，包括相關的文化科學知識、文

學常識、語言知識，以及字、詞、句、篇、語、修、邏、文等方面的深厚功底，

尤其應有厚實的文言功底；必須具有很強的寫作能力、鑒賞能力和評價能力。語

文教師應當廣博讀書，不間斷地自主學習和研究，與時俱進。 

2. 語文教學能力 

語文教學比較一般學科而言，而需情感激發與邏輯引導相結合的導讀導寫能

力，因此，除有很強的控班能力和應變能力外，必須有極強的語言表達能力，很

好的書寫能力（含板書、眉批、課件設計）及命題能力。 

 

二. 關於課堂教學 

課堂教學質量評估是語文教學質量綜合評估的主要環節之一。應根據“課堂

教學質量評估標準”，從堂上反應的教學基本功，從課內所採用的“導讀”，“導

寫”方法是否到位，從教學中師生互動交流的氣氛，從課後的作業設計、批閱和

指導訂正情況，從學生實際的課堂收益，全面衡量，綜合評估。 

 

三. 關於課外教學 

語文教學質量的提高與課外讀寫指導有極大關係。綜合質量評估時，應對所



任班級學生的課外讀寫活動進行調查統計，其中包括班級學生的課外讀書量、讀

書筆記寫作狀況、讀書交流活動開展情況，以及課外習作量、參賽及發表作品等

情況。一旦學校形成各年級“課外閱讀量表”，則可參照量表對各班的課外閱讀

作客觀分析評價。 

 

四. 關於學生反饋 

學生反饋是教學質量評估的最主要環節，適應於各學科質量評估。除測試反

饋外，常用的是定期或不定期的學生問卷反饋。這種問卷反饋，一般一學期一次，

或一學年一次。學生反饋表設計要科學，力求公正公平，力求引導學生在尊重老

師和互助促進的原則下，完成有關教學的信息反饋。其內容大致有：教師的教學

態度、控班能力、教學方法、學習方法指導、課業佈置及訂正指導、課外讀寫指

導等。可另設“備注”反映教師其它方面的情況。 

 

五. 關於測試評定 

測試（含期中考、期末考、各類監控考等）依舊是評定語文教學質量的主要

方法。這種傳統的方法有即時性，即對某一階段的教學質量的優劣能起到立竿見

影的信息反饋作用，有助於及時鞏固、修正或彌補，有助於教學的“段段清”。

自然，隨着語文教改的深入，考試的命題及批閱都應與時俱進與時代的需求同步。 

由於教學平行班的基礎並不完全一致，每個教學班的學風班風也有差異，因

此，在測試評估時應注意以下兩點： 

1. 不以某 1 – 2次測試成績為唯一標準，應看一個階段（學期甚或學年）

班級綜合成績是處於升值狀態還是降值狀態。 

2. 每次測試後的教學成績統計，不只以平均分作為依據，而應以平均分

（AVER）統計與標準差（STDEV）統計並重的方法進行。平均分、標準差統計

均由計算機程序解決（見樣表 1、樣表 2）。一般而言，標準差越小，測試的質量

便越好，標誌階段語文教學質量處於優質狀態。 

 

以上是語文教學質量評估中所涉及的幾大要素。在評估中如要量化，則可從

學校實際出發，給每一部分以一定的比例。評估結論，依然是個模糊數，但因為

在統計中融合了教學中多方面的因素，因而具有相對權威性。 

語文教學是一種藝術，很難用邏輯的力量去評價它。有人說，看語文教學質

量，要等若干年後，看教學對象在社會上的表現和成就。這種終及性評價，是滯

後了的，對目前語文教學並無多少補益。我們的評估過程，目的只是一個，促進

語文教學向高效方向發展。據此，這一評估的總體思想是“激勵”。整個評估方

案，既要體現教學嚴格管理的原則，又要體現引導鼓勵的原則。這樣的教學質量

評估，才可以說是有效的，才可以將它作為“高效能語文教學”的一個重要因素



加以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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