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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

价改革总体方案》提出“探索建立中小学教师教学

述评制度，任课教师每学期须对每个学生进行学业

述评，述评情况纳入教师考核内容”，将“中小学教

师教学述评制度”上升到国家中小学教育制度层

面，使得“教师教学述评”成为需要研究的重大问

题。但是，这句话中的“教师教学述评”在学界和实

践中均没有给出统一界定，更加上其可解读为“‘探

索建立中小学教师教学述评制度’促使‘任课教师

每学期须对每个学生进行学业述评’并将‘述评情

况纳入教师考核内容’”，这使得已有的不少研究和

实践认为“教师教学述评”是教师开展学生学业述

教师教学述评是什么？*

张远增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上海 200062）

摘要：教师教学述评的本质是作为价值客体的教师开展的一种自我评价。合格的教师、确定

的教学时间范围、合法的具体教学时空、明确的教学价值形态及科学的论证方式是教师教学述评

的构成要件。教师教学述评的内容由基本信息、课型使用信息、课型使用效果分析、典型教学案例

评析、对自己教学的总体评价、进一步提升教学质量的计划以及附件构成。对教师能否客观、准确

地评价自己教学价值的现状做出判断，是教师教学述评评价的目的。教师教学述评的评价标准由

9个指标构成，质证和目标游离评价模式是教师教学述评评价的基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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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essence of teacher’s teaching review (TTR) is a self-evaluation of teaching that is

conducted by teachers as value objects. Qualified teachers, determined teaching time range, legal and

specific teaching time and space, clear teaching value forms, and scientific argumentation methods are

the constituent elements of TTR. The content of TTR consists of basic information, information on the

use of lesson types, analysis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lesson type use, evaluation of typical teaching cases,

overall evaluation of one’s own teaching, plans to further improve teaching quality, as well as

attachments. The purpose of evaluation of TTR is to make a judgment on whether teachers can

objectively and accurately evaluat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ir teaching value. The evaluation criteria

is composed of 9 indicators, and the basic methods are cross-examination and objective-free evaluation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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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的发展，核心还是学生学业述评，继而导致实践

中难以从根本上建立起具有创新意义的“中小学教

师教学述评制度”。可是，这句话如果解读为“‘探

索建立’‘中小学教师教学述评制度’和‘任课教师

每学期须对每个学生进行学业述评’并将‘述评情

况纳入教师考核内容’”，则是要求中小学教师做

“教师教学述评”和“教师学生学业述评”两项工作。

其中，“任课教师学生学业述评”是原来要求做的，

但现在被明确为职务考核内容；“教师教学述评”则

是具有创新意义的制度要求的考核内容。只有得

出“教师教学述评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的解，才能

建立起具有创新意义的中小学教师教学述评制度。

一、教学述评研究综述

以 2023年 4月 10日为截止日期，在中国知网全

文数据库分别采用全文精确含“教学述评”、文献篇

名精确含“教学述评”、关键词精确含“教学述评”方

式检索，根据检索所得的文献，国内至晚在 1979年
已出现使用“教学述评”的文献；［1 ］专门研究教学述

评的文献只有 9篇，主要集中在教师教学述评是什

么、如何开展、面临什么问题、有何限度等问题的研

究。其中，关于教学述评是什么的研究有六种观点。

其一，认为它作为学校制度，是一种教学监督

制度，是教师教学自评与外部评价的统一，自评者

为教师，另有他评者。［2 ］

其二，认为它是以教师为责任主体，以述评学

生的学习发展质量为根本任务的、集评学与评教于

一体的价值判断活动。其中，教师评价取向者认为

它是学校通过教师评价学生来评价教师；学生评价

取向者则认为它是学校通过评价教师如何评价学

生来促进教师评价学生，先由任课教师述评自己的

教学工作，或提供述评自己教学工作的文本，然后

倾听者或阅读者对其教育教学工作履职情况进行

评论或评价。［3，4 ］

其三，认为它的本质是教师对学生学业的

评价。［5，6 ］

其四，认为它是指任课教师叙评自己的教学工

作，或是由教师撰写的叙评自己教学工作的

文本。［2 ］

其五，认为它是教师对自身教学相关工作的陈

述与评议，是教师对自身的教学和所教学生的发展

进行陈述与评议的价值判断活动。［7 ］

其六，认为它是建立教师与学生关系的一种联

结方式，既是指向特定问题的学生表现性评价，也

是基于多方面证据的整合性分析，还是具有交往功

能的开放性表达，高质量教学述评是指向学习的

评价。［8 ］

上述综述表明，已有成果缺乏从教师教学述评

价值主体的角度研究教师教学述评，导致对教师教

学述评是什么的回答存在根本分歧，这是妨碍建立

教师教学述评制度的根本原因所在。本文从人民

是国家举办教育的价值主体出发，寻求“教师教学

述评是什么”的答案，意在给出教师教学述评制度

的基本架构。

二、何谓教师教学述评?

要有效规定述评的评价本质，必须确立述评的

价值主体，对于教师教学述评也是如此。只有从教

师教学述评价值主体的视角，揭示其评价本质，才

能准确把握教师教学述评。

本文将教师教学述评界定为：教师以价值客体

身份，以自己的教学为证据，论证自己满足价值主

体需要的评价活动。根据本界定，教师教学述评的

本质是价值客体开展的自我评价，表现为教师为了

证明自己的教学能满足价值主体需要所开展的论

证自我价值实现的活动及其所形成的结果。

在我国，人民是当然的教师教学述评的价值主

体。实践中，人民通过正当、合法的演绎，可具象化

为国家、政府、人民团体、国有企事业单位、军队，以

及具有中国公民身份的个人。具体的教师教学述

评就是教师证明自己的教学能满足具象化的人民

需要的程度。

教师是教师教学述评的价值客体。教师通过

教师教学述评反客为主，引导和启发具象化的人民

意识到其所接受的教学满足了其需要，并收集证据

证明自己为具象化的人民提供了满足其需要的教

学，使自己通过教学实现价值最大化。从这个意义

上讲，教师教学述评制度也是维护教师正当教学权

益的教师教学申述制度。

教学行为和过程与价值主体素养状态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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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是教师教学述评的价值证据。只有与教师所实

施的教学行为和活动具有因果联系的具象化的人

民素养状态，才是证明教师教学满足其需要的证

据。从证据的角度看，分析自己的教学机理，用教

学行为和过程作为证据证明自己的教学能满足具

象化的人民对教育教学的需求，是教师教学述评的

核心工作。

有效教学论证报告是教师教学述评的结果。

以教学行为和过程为证据，用价值主体可理解的方

式，从学理上给出的论证自己教学能满足具象化的

人民对教育教学需要的报告，是教师教学述评结果

的呈现形式。

教师教学述评与教师学业述评、教师述职及教

学评价具有本质差异，具体如下。

教师学业述评指教师用述评的方式评价学生

的学业。［9 ］实践中，教师学业述评服务于改进和完

善自己的教学，是自己教学的组成部分。因而，它

只是教师教学述评的组成部分之一。

教师述职的本质是教师作为价值客体，以岗位

任务作为价值标准，提供自己达到其程度的论证。

它不是教师以价值客体身份开展的对自己履职的

自我评价。与教师教学述评相比，它一般还会涉及

比教学更为广泛的内容。

教学评价指教学的价值主体判断教学满足自

己需要程度的价值活动。任何主体均可以作为教

学的价值主体，根据自己的需要制定价值标准来评

价教学。实践中，教师在以人民作为价值主体开展

的、对自己的教学评价之外所开展的任何评价，均

不是教师教学述评。

三、教师教学述评的构成要件

教师教学述评包括以下六个要件。

其一，合格的教师。教学述评者同时满足：持

有有效的教师资格证；教师资格证对应的教学科目

与述评科目一致。

其二，适当的教学述评频次。从有助于融合过

程性教师教学述评和总结性教师教学述评，促进教

师通过自主发展教师专业能力追求卓越教学质量

出发，确定教师教学述评的频次。过程性教师教学

述评宜每人每 4个教学周开展 1次，总结性教师教

学述评宜每人每学期开展 1次。以学校为单位的教

师教学述评由学校确定频次，并报县级教育行政部

门确认，由县级教育行政部门监督学校实施。

其三，合法的教学时空。事先对教学所发生的

时间和空间做出明确、具体的规定。只有发生在规

定教学时空的教学，才能作为教师教学述评的教

学。教师教学述评的时空主要以学校空间和在校

时间构成。

其四，明确的价值形态。用可观测的形式呈现

自己作为价值客体所构成的价值。包括已有教学

实践已经证明是有价值的、作为价值客体的教师教

学状态的既有价值形态（如教师按照传统模式建立

的满足学生发展的课堂教学状态），以及教学实践

中形成的具有创新意义的且被证明是有价值的、作

为价值客体的教师教学状态的新的价值形态（如教

师创新教学方法建立的满足学生发展的课堂教学

状态）。

其五，价值形态明确的基本要求。包括给出结

构清晰可复制和流程清晰可复制的课；给出学生获

得教学价值后的价值效应呈现模式和观测手段。

其六，科学的论证方式。包括遵循基于证据的

论证原则，使用价值论证方式，以及选择使用演绎

论证、归纳论证及科学论证中的一种或数种方式进

行论证，但不得使用类比论证进行论证。

四、教师教学述评的内容构成

教师教学述评的本质决定了应遵循专业性原

则、整体性原则、代表性原则、客观性原则及价值关

联原则，确定自己的具体内容构成，其具体构成如

下所述。

1.基本信息

包括教龄、职称、任教科目、任教班级、学生数、

每周课时、起讫日期。其中，教龄不足 1年按 1年
计；任教科目的名称以国家课程标准规定的科目名

称为准，按照实际所教科目填写；课时以学时为单

位计量。①

2.课型使用信息

由已有课型使用情况和自创课型使用情况两

①本文指以国家规定的每节课的时间量作为计量教学时间的时间单位。

张远增：教师教学述评是什么？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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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组成。具体如下。

已有课型使用情况，包括逐一给出由学校统一

规定的已有课型代码，以及以国家规定的每节课的

时间作为计量单位所计算出的实际课时数。

自创课型使用情况，包括逐一给出自创课型的

课型名称和课型环节名称（述评者本人命名，课型

名称不超过 12个字，课型环节名称不超过 10个
字）、主要功能和所需条件、实际课时数，以及 1个课

例（用附件形式给出）。如果有多个自创课型，述评

者应对所有的自创课型采用“CX+非 0自然数”的形

式设置课型代码。

3.课型使用效果分析

包括使用已有课型的效果和使用自创课型的

效果。各课型使用效果均由效果的特征、生效的原

理、学生的证据、得失评析四个部分组成。其中，学

生的证据须用案例形式呈现。

4.典型教学案例评析

包括“相对自己最满意的课”和“相对自己最需

要改进和完善的课”各一节，均包括课名、课型、教

学对象、地点、教学过程与自评、日期等内容。教学

过程与自评的内容由教学进程—教学内容与教学

方法—过程性自我评价，以及总结性自我评价两部

分构成。其中，“教学进程—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

所给出的内容必须是课程的实录。

5.对自己教学的总体评价

包括教学学生满意度和教学同行美誉度两方

面的内容。其中：

教学学生满意度是指所教学生对教师教学教

学能力和效果满意的程度。述评教师按照［95%，

100%］满意、［90%，95%）满意、［80%，90%）满意、

［75%，80%）满意、［70%，75%）满意、［63%，70%）满

意、［60%，63%）满意、［50%，60%）满意、［30%，

50%）满意、［20%，30%）满意、［0%，20%）满意等等

第，估计对自己教学各等第满意度的学生数。

教学同行美誉度是指同行给教师教学能力和

效果在肯定赞美意义上的评价的程度。述评教师

按照［95%，100%］美誉、［90%，95%）美誉、［80%，

90%）美誉、［70%，80%）美誉、［60%，70%）美誉、

［50%，60%）美誉、［40%，50%）美誉、［30%，40%）美

誉、［20%，30%）美誉、［0%，20%）美誉等等第，分年

级组和教研组估计对自己教学的各等第美誉度的

教师数。

6.进一步提升教学质量的计划

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清晰、准确表述

问题，并对主要问题的成因有充分的论证；

其二，问题解决的标志。标志的构成必须完

备、可观测，体现出是问题解决的必然结果；

其三，拟采取的策略与方法。规范、清晰地叙

述将采取的具体策略和方法，论证其是最有效的解

决问题的策略和方法，绘出解决问题的技术路径。

其四，策略与方法的可行性论证。准确叙述所

使用策略与方法所需要的条件，陈述现有条件能满

足这些条件的程度，以及通过创造条件后能满足这

些条件的程度，并据此论证拟采取的策略与方法的

可行性。

7.教师教学述评构成内容的附件

由述评所规定的证据和述评教师自己认为有

必要提供的证据构成。证据必须客观真实，包括课

例类、学生类及其他类三类，均采用案例形式呈现。

其中：课例类中的案例为实际教学过程；学生类中

的案例重点突出学生发展和变化的过程；不在课例

类、学生类中的案例归属于其他类。

五、教师教学述评的评价

所谓教师教学述评的评价，是指教学的价值主

体以教师教学述评作为证据，判断教师教学述评所

刻画教学价值真实性的活动，简称为教师教学述评

评价。

1.教师教学述评评价的目的

教师教学述评评价的目的，是对教师能否客

观、准确地评价自己教学价值的现状做出判断。它

既不是对教师实际教学水平和教学绩效的高低做

出判断，也不是对教师现有的教学理论素养状态做

出判断，而是对教师能否准确把握自己当前所贡献

的教学价值及其量，以及对是否知道当下改进和完

善自己教学专业发展所需解决的问题及其可行的

对策等做出甄别，以促进教师改进和完善教学价值

认知结构，提升有效教学能力。教师教学述评评价

的结论宜分为不合格和合格两个等第。其中，不合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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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等第作为教师教学考核不合格的充分条件，纳入

教师考核内容；合格等第作为教师教学考核合格的

必要条件，纳入教师考核内容。

2.教师教学述评评价的标准

由以下 9个指标所形成的评价指标体系作为教

师教学述评评价的评价标准。具体如下。

指标 1：内容规范、充实（B1）。①包括：报告内容

构成与教师教学述评报告规定的内容构成一致

（B11）；报告叙述的内容不流于形式，不存在泛泛而

论、空洞无物的现象（B12）。

指标 2：证据真实、完备（B2）。包括：各附件的

内容的真实性是可证明的（B21）；各附件是有效的

（B22）；附件及其组合能构成述评报告正文所述结论

的充分条件（B23）。

指标 3：无科学性错误（B3）。包括：报告差错

率②（B31）等于或高于 1‰为不合格，低于 1‰为合

格；报告无学科知识性错误（B32）；报告无学科原理

性错误（B33）。

指标 4：价值推理符合规范（B4）。包括：报告内

容无思想性错误（B41）；报告依据的评价标准权威、

有效（B42）；报告使用的评价方法规范、合法（B43）；报

告的教学价值论证符合价值逻辑（B44）。

指标 5：结论可检核（B5）。包括：报告证明结论

正确性的做法可检核（B51）；报告证明结论合法性、

合理性、有效性和完备性的做法可检核（B52）；报告

运用当下教育测量技术手段能观测结论所刻画的

价值和问题状态（B53）；报告给出的进一步改进和完

善教学所需解决问题的重要性、迫切性和适切性的

论证可检核（B54）。

指标 6：改进和完善教学的计划可行（B6）。包

括：报告设定的改进和完善教学的目标明确、可观

测（B61）；报告列出的改进和完善教学需要解决的问

题明确、具体（B62）；报告制定的解决问题的方案有

效（B63）；报告证明了已经具备或可以创造出实施解

决问题方案所需要的条件（B64）。

指标 7：时效鲜明（B7）。包括：具有确定报告及

其内容有效期的依据（B71）；报告所涉内容的起讫日

期明确（B72）；报告有效的起讫日期明确（B73）。

指标 8：自知自明（B8）。包括：报告清楚自己教

学使用的课型是否创新（B81）；报告清楚学生对自己

教学的满意度（B82）；报告清楚同行对自己教学的美

誉度（B83）；报告清楚自己改进和完善教学需要解决

的突出问题（B83）。

指标 9：专业性（B9）。包括：报告体现出强烈的

教师职业情感、职业期望和职业承诺（B91）；［10 ］报告

所涉及的教学知识、教学技能、教学思想，以及对它

们的运用均体现出专门性（B92）；报告内容的选取展

现出教师的教学专业自主权（B93）；教师能用举证倒

置方式评价教学述评对自己的要求（B94）；［11 ］教师

教学述评者是合格的教师（B95）。

3.教师教学述评评价的计量模型

规定教师教学述评评价标准中各指标构成要

点的量化值范围均为［0，1］，其中，0表示完全不满

足该要点的要求；1表示完全满足该要点的要求；

（0，1）中的值表示达到完全满足该要点要求的程

度，取值越大满足程度越高。具体计量各要点满足

程度的量化值的细则由各学校或教育行政部门依

据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原则确定。

（1）单指标计量模型

根据各指标所表达的价值意义，以及其构成要

点对其所表征价值的贡献方式，建立以下单指标计

量模型：

指标1的计量模型：

B1 = B11 × B12 （1）
指标2的计量模型：

B2 = B21 × B22 × B233
（2）

指标3的计量模型：

B3 = B31 × B32 × B333
（3）

指标4的计量模型：

B4 = B41 × B42 × B43 × B444 （4）

①“B1”表示“指标1”的量化值。类似记号意义相同，不再说明。

②所谓差错，这里是指错别字、病句、单词拼写错误。相同的差错只计量1次，差错率的计算方法为：教学述评报告的差错总数÷教学述评报告

的总字数，用千分率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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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5的计量模型：

B5 = B51 × B52 × B53 × B544 （5）
指标6的计量模型：

B6 = B61 × B62 × B63 × B644 （6）
指标7的计量模型：

B7 = B71 × B72 × B733
（7）

指标8的计量模型：

B8 = B81 × B82 × B833
（8）

指标9的计量模型：

B9 = B91 + B92 + B93 + B94
4 × B95 （9）

（2）全指标综合计量模型

记教师教学述评评价结果的量化值为A。根据

教师教学述评评价的目的，建立计量 A的模型

如下：

100 （10）
公式（10）表明，A的取值范围为［0，100］；各指

标在其他指标确定的情况下均取值越大，与其对应

的A的值越大。A的取值的实际含义是：A=0对应于

教师教学述评完全不合格；A=100对应教师教学述

评完全合格；A在（0，100）内的取值对应教师教学述

评达到完全合格的程度。实践中，可以 A=75作为

教师教学述评合格的标准，①也可根据实际需要采

用大于 75的某个 A值作为教师教学述评合格的

标准。

4.教师教学述评评价的基本方法

质证和目标游离评价模式是评价教师教学述

评的基本方法。

（1）质证

质证作为一种诉讼活动，它采用具有正当性和

当面对抗性质的质疑和质问方法，［12 ］查证证据的

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阐述证据能成为证据的理

由或予以论证。［13 ］针对证据不针对任何方当事人，

是质证的基本原则。

作为评价教师教学述评方法的质证，是指教师

教学述评的价值主体，从对立的角度，要求教师教

学述评者用说明、辩驳、对质、辩论等形式，证明自

己的教学述评报告能作为自己有效教学证据的一

种准评价。证明特定教师教学述评的客观性和合

法性，以及其与该教师有效教学的关联性，是用质

证方法评价教师教学述评需要解决的焦点问题。

对具体教师教学述评的质证应坚持对事不对人和

述评教师举证的原则，其实施可参照法庭质证的方

式进行操作。质证结束时应对教师教学述评能证

明其有效教学的证明力，以及存在的问题给出明确

的书面结论。

（2）目标游离评价模式

目标游离评价模式体现了M.斯里克文坚持只

依靠证据、不让外部因素影响真相评价的评价理

想。［14 ］采用目标游离评价模式评价教师教学述评

主要解决两个问题：判断教师实际主张的有效教学

标准偏离理想有效教学标准的程度；按照教师所主

张的有效教学标准，确定其实际达到有效教学的程

度。具体操作由七个步骤构成。

第一步，学校成立包括具有教育评价专业素养

成员在内的教师教学述评评价主体组织（简称为评

价者），并授权其代表学校实施教师教学述评评价。

第二步，评价者确认教师提交的教学述评报

告，并以其作为教师教学述评评价的具体评价

对象。

第三步，评价者基于教师教学述评报告所提供

的原始材料，提炼出教师教学述评报告所蕴含的有

效教学评价标准（即教师实际主张的有效教学

标准）。

第四步，评价者比较教师实际主张的有效教学

标准与理想状态的有效教学评价标准的一致性，判

断教师教学述评偏离理想有效教学的程度。

第五步，评价者以教师实际主张的有效教学标

准，对教师教学述评所主张的价值及其量的合理性

做出判断。

第六步，协商评价结论。评价者给出教师教学

①A=75所对应的教师教学述评在各指标得分的典型模式为：B8=0.65，B2=B3=B4=B5=1，B1=B6=B7=B9=0.6。此时，基于该得分模式计算出的A≈
75.88。

·· 12



2024年2月

述评评价的初步结论，并将初步结论通知被评价教

师本人，与被评价教师协商评价结论，被评价教师

采用举证倒置方式参与协商针对自己教学述评的

评价结论。

第七步，评价结论生效。评价者确定评价结

论，并报学校批准，评价结论正式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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