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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低段档案式非纸笔评价的探索与思考 

——以部编本小学一年级语文期末复习评价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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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行的“非纸笔”测验是优化教学评价方式的重要手段。本研究尝试从评价工具、评价内容、

评价活动和分析结果四个方面,建立“非纸笔”复习评价方案。立足一年级儿童特点,围绕以“项目任务”

为核心的评价活动,创设评价主题情景,寓教于乐开展实施。从衡量学习转变为促进学习,以提升语文综

合素养,拓宽学生的语文视野,科学分析测评结果并落实反馈,指导教学改进,从而不断改提升“非纸笔”

评价的质量。 

[关键词] 一年级语文；“非纸笔”；活动与评价 

中图分类号：G623.2  文献标识码：A 

 

近年来花样繁出的各种形式期末评

价方式,“欢乐游考”“游戏乐园”“嘉年

华”“校园大闯关”等,低段学生期末考

试的样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年级的

学生在寓教于乐的“非纸笔”测试活动

中提升了对学习期待,可平时教学中的

“纸笔”作业与期末的“非纸笔”评价

能马上衔接吗？如何在语文期末复习中

运用“非纸笔”评价,激发学生学习的愿

望和兴趣呢？针对这些问题,基于语文

教学和评价方式的更进,笔者围绕以“项

目任务”为核心的复习方式,创设“非纸

笔”评价情景,在期末复习中运用“非纸

笔”评价,在探索实践中尝试推动“非纸

笔”评价工作的有序、有效展开。 

1 基于学科教学,确立评价的

工具 

一年级时,在语文教学中关注学生

学习习惯、拼音、识字写字、阅读与说

话的养成。基于语文学科素养,科学地考

虑到评价的三标准：与教材结合、符合

学生身心特点、体现多元智能评价。为

了让“非纸笔”的评价工具更简便、可

操作性强,以设立两种类型的奖励卡,一

种奖励卡是衡量“学习习惯”用来评价

情感与态度。一种奖励卡是评价“知识

与收获”用来评价知识与能力。图案选

用学生所熟悉和喜爱的卡通形象。“学习

习惯卡”关注：1.听讲习惯(体态语言、

倾听)；2.发言表达自信响亮；3.愿意为

班级同学提供帮助；4.活动过程中表现

认真负责。“知识与能力卡”关注：1.

能正确地识字；2.能大声、流利的朗读；

3.能根据要求围绕中心自信的表达；4.

能灵机应变的做出决定。 

结合每一次的“非纸笔”复习活动,

进行相应的奖励, 后再全班统计,让学

生通过棒棒卡的数量统计表中,横向和

自己比,纵向和全班比,更好的了解自己

语文学科知识与能力的掌握情况。 

2 基于复习知识,整理评价内容 

“非纸笔”复习评价中 大的优点

就是把学习和游戏结合起来,让学生在

轻松的任务闯关中巩固知识,并能发展

学生多方面的语文能力。在设计“非纸

笔”复习评价项目时,开展前进行有针对

性的整理,通过对一年级教材内容的梳

理与分析,部编本教材中新增了课文插

图与学生的互动,比如有小鱼吐泡泡、花

儿朵朵开、开心小火车、小猫钓鱼等游

戏,其实这些蕴含在教材中的游戏,就是

“非纸笔”评价的资源。再结合课标中

关于“识字写字”“积累诵读”“口语交

际”等方面要求,以及在评价建议中强调

的“增加积累,发展语感,加深体验与领

悟。”寻找到合适的整合点,设计围绕

“项目任务”的活动主题,创设闯关游

戏情景,开展“非纸笔”的评价活动,多

方面培养学生的语文核心素养,让学生

在复习活动中体验到“非纸笔”评价的

乐趣。 

家长的认同和支持是推进“非纸笔”

评价的中坚力量,在进行“项目任务”的

设计中,有一项阅读的任务需要家长的

协助,向家长做好宣传,征得家长的大力

支持,让家长参与到对孩子的“非纸笔”

评价中,亲身感受体验,既提高对孩子的

了解,又增进了亲子的亲密程度。 

3 创设活动情景,推进有效任务 

结合上述的项目任务单,教师用语

言引导创设好情境,展开活动,引导学生

运用“活”的语文。每位学生在完成各

项热任务后,获得相应的棒棒卡数量。如

果对测评结果不满意的学生,教师还会

给予第二次闯关机会,以两次 好成绩

予以记录,旨在激励学生不断超越自我

的勇气和挑战自我的决心。本研究就以

上思考制定了《“非纸笔”复习评价的项



教育研究 
第 3 卷◆第 11 期◆版本 1.0◆2020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86 /（中图刊号）：380GL020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57 

Education Research 

目任务单》。任务一：“跳房子”关注识

字,以1.读准字音、2.会找生字伙伴为评

价指标。任务二：“阅读存折”关注阅读,

以1.学生自评、2.家长提问评价为评价

指标。任务三：“杭州小导游”关注口语

表达,以1.结合第四单元的主题学习,进

行小导游选择性口语表达、2.小导游的

自我介绍三句话、3.四季景色介绍四句

为评价指标。任务四：“记忆迷宫”关注

积累背诵,以1.通过背诵的方式展开迷

宫过关2.一共五个关卡3.背诵的发音标

准和流利程为评价指标。 

以任务三为例,在复习了第四单元

的课文内容后,教师引导语：“作为杭州

的一位小市民,如何招待来杭州旅游的

游客们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体验

‘杭州小导游’的活动吧,请看课件上提

示的要求。要看清楚,理解正确,表达准

确。祝你顺利过关哦！”将班级分成四人

小组后,每组中两人当导游,两人当游客,

再轮流置换角色。老师在巡视中通过观

察学生是否关注自己的仪态、仪表,评价

学生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和生活习惯的

养成情况,进行学习习惯卡的打分。各小

组轮流上台展示,在展示过程中,可以让

学生互动评价打分。 

通过情景体验小导游的活动,试图

让学生在角色扮演中运用所学的第四单

元中关于四季的词语和句子,与同学合

作,亲身体验运用语文的过程,更深刻地

认识到语文学习的趣味性和重要性,增

强学生学习语文的自信心,培养他们团

结协作、互帮互助的团队精神。 

4 基于评价结果,更进教学方式 

我们关注横断性评价和过程性评价

相结合地关注学生发展,且一次评价与

多次评价相结合,在完成“项目任务”单

的过程中很好的体现了这样的评价要

求。一些试点学校存在走极端现象,把期

末“非纸笔”性测试当成低段语文教学

的终极目标,认为反正期末开展“以游代

考”,平时教学就可以放松一些,到中高

年级再去抓成绩,低年级让学生玩玩闹

闹就行了,没有把基础夯扎实。还有些学

校,则存在两张皮现象,平时照样按照应

试教育来抓,只是期末时再搞点“非纸

笔”性测试项目点 一下,或者提前几天

把笔试先考掉, 后两天再来搞点游园

活动。这样不但没有发挥“非纸笔”评

价的功能,反而增加了师生的负担。而利

用“非纸笔”的复习方式,从期末“非纸

笔”评价过渡到日常过程性评价、阶段

性评价,才能实现减负提质与知识落实

的双赢。 

测评后,要求从两方面进行统计分

析。一共分为四个任务,既可以单独看某

一次任务学生的表现情况,也要结合四次

任务,统计后看他的整体表现情况。其一

是对学生个人学习情况进行记载和分析,

形成《学生非纸笔测评卡》。其二,对全班

学习情况进行统计和分析,找出成功之处

和薄弱环节,及时采取补救措施,并改进

和完善今后的课堂教学。在“项目任务”

展开过程中,发现一些学生记忆能力较强,

但行为表现、实际解决问题能力较弱。那

么,在今后的语文课堂学习中,有意识地

加强实践活动环节设计,帮助学生提高动

手能力,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同时,也及

时地将“非纸笔”评价的成绩反馈给家长,

便于家长在日常生活中有侧重加强导孩

子薄弱环节的指导。 

总之,“非纸笔”测评的改革探索真

正发挥其“减负提质”的作用,不仅仅在

复习检测阶段要开展“非纸笔”的评价

活动,其实日常作业更应该注重“非纸

笔”性,注重过程性评价与期末评价相结

合,更全面地评价学生,而不只是为了改

变形式而停留于表面。建构起基于学生

立场的“非纸笔”评价体系,还有很长的

路要走。如今,各种学习软件也日益更新,

也许未来可以借助大数据技术,开发一

个“非纸笔”评价的APP软件,综合记录

和分析学生语文学习的过程,因材施教

地展开个性化评价的过程、结果、测评

时的表现等信息。做到既方便学生家长

全面了解学生的成长轨迹,又方便教师

实施精准的行为指导,这些都有待于我

们不断深入探索。 

[参考文献] 

[1]张玲.“非纸笔”评价的探索与

思考——以低年级语文期末“游考”为

例[J].教学月刊:小学版(综合),2015(7): 

13-15. 

[2]王卫华.非纸笔性测试助推课程

评价多元化[J].中学政治教学参考:中

旬,2013(6):63-64. 

[3]桑丽虹.小学低段道德与法治非

纸笔测试的改进思考——基于浙江省丽

水市莲都区的实践[J].中小学德育,2017 

(012):49-51. 

作者简介： 

马欣欣(1993--),女,汉族,浙江杭州

人,硕士研究生,教学处副主任,一级教师,

研究方向：小学语文思维课堂实践、跨

学科融合教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