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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学环节中的一个重要步骤即为评价，教学评价是对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情况的及时反馈，它能够为教

学改进提供依据，为学生学习提供进一步目标。教学评价有不同的方式，形成性评价是其中一种。形成

性评价反馈循环模式则是基于形成性评价提出的新型评价模式，此模式一共有四个部分，显示了学生自

我评价与外部评价相结合的动态评价过程。本研究旨在通过描述形成性评价反馈循环模式的内容，以此

为初中英语写作评价提出一些理论与实践层面上的参考，希望能够促进学生英语写作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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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valuation is an essential part of the teaching process. Teaching evaluation is a timely feedback on 
teachers’ teaching and students’ learning, which can provide a basis for teaching impr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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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provide further goals for students’ learning. There are different ways of teaching evaluation, 
and formative evaluation is one of them. The formative assessment feedback loop model is a new 
assessment model based on formative assessment. This model has four parts and shows a dynamic 
assessment process combining student self-assessment and external assessmen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describe the content of the formative assessment feedback loop model and to pro-
vide som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references for the assessment of English writing in junior high 
schools, in the hope of promoting the improvement of students’ English writing sk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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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写作是英语教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同时也是培养学生语言综合能力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但是教师

如何评价学生的写作从而使学生们发现问题、提高写作水平，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在写作教学过

程中，教师对学生的评价直接影响到学生后续的英语学习。然而在传统的英语写作评价中，教师往往采

用终结性评价，只重视学生的写作成果，且评价比较笼统。形成性评价则更关注的是学生写作的过程，

形成性评价反馈循环模式是一个更全面的、包括了学生与教师、自评与他评的新型评价方式。笔者认为

此模式对中学英语写作教学评价有很好的启示作用，理论意义上能够为英语写作教学与评价提供参考并

提高教师与学生对写作评价的重视；在实践意义层面，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及启示探讨，希望能够改善教

师在写作评价中单一的使用终结性评价的状况，将形成性评价反馈循环模式应用到英语写作实际教学过

程中，从而提高学生的英语写作水平，促进学生综合语言能力的提高。 

2. 文献综述 

2.1. 概念界定 

2.1.1. 形成性评价 
国内外学者对形成性评价做出了不同的概念界定。形成性评价一词在 1967 年首次被 Scriven 提出，

他认为形成性评价区别于传统教学的终结性评价，它在教学过程中进行，并能够促进学生学习和教师的

自我提高 [1] (Scriven, 1967)。在此基础上，国外学者 Bloom 把形成性评价应用到教学上，他认为形成性

评价是一种系统性评价，作用于课程的构建、教学过程和学习过程中 [2] (Bloom, 1987)。国内学者王燕萍

提出形成性评价在某种程度上是教和学的双向评价，是强调学生整个学习过程的评价，形成性评价通过

多种方式收集学生学习过程的信息，不仅能了解学生的学习水平、情感态度等，而且有利于教师改进自

己的教学方法 [3] (王燕萍，2006)。另外还有学者蔡燕认为形成性评价是挑战和超越科学主义、客观主义

量化评价范式的质性评定改革运动的产物，是以学生学习中的全面表现为评价内容，包括多元主体的参

与，是利用多维度评价的手段，最终结合整个教学过程的动态的评价方式 [4] (蔡燕，2012)。 
基于国内外不同学者给出的概念界定，在本论文中，笔者将“形成性评价”定义为：它区别于终结

性评价，是一种全面的过程性评价方式，其目的在于通过过程反馈改进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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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形成性评价反馈循环模式 
形成性评价反馈循环模式是 2011 年学者王学锋在国内外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这一模式是基于形成

性评价和自主学习理论发展而来的，由于在实践过程中，形成性评价的反馈者往往只有教师一个，而这

样的评价方式还不能达到很好的教学效果，因此，此模式包含了学生自我评价的同时又有同伴互评和教

师评价。形成性评价反馈循环模式的具体内容如图 1 所示 [5] (王学锋，2011)。 
 

 
Figure 1. A diagram of the formative assessment feedback loop mode 
图 1. 形成性评价反馈循环模式图 

 

此模式清楚的展示了整个教学评价的过程，一共由四个部分组成，分别是教师设置学习任务；内部

反馈；个人表现；外部反馈。 
笔者结合初中英语写作对此模式进行详细阐述：首先是教师设置写作任务，发出清晰的指令，然后

学生接受指令后通过结合自身的知识、技能、信念与动机来理解教师布置的写作任务并生成写作目标，

再使用各种学习策略使达到写作效果。在这一过程中，学生需进行自我监控，积极主动的完成写作任务

并自我评价，这是内部反馈的具体过程。之后学生会对自身的学习有清楚的认识，产生个人表现。最后

是教师和同伴进行写作评价，这是外部反馈的过程。同时外部反馈的结果又指向了教师下一次布置写作

任务，因为反馈结果能及时指导教师改进自身的教学，也能让学生认识到自己学习的欠缺之处，以此达

到取长补短，促进写作水平提高的目的。从图上能看出整个过程是一直循环动态的，每个环节之间有很

强的逻辑联系。 

2.2. 形成性评价反馈循环模式国内外研究现状 

2.2.1. 国外研究 
形成性反馈循环模式的兴起离不开形成性评价的发展，因此笔者结合了形成性评价对此模式进行文

献梳理。1967 年形成性评价这一概念首次被提出，但当时还没有应用到教育教学领域(Scriven, 1967)  [1]。
直到后来布鲁姆将形成性评价与教育教学结合起来，认为这一评价方式能够使师生共同进步(Bloom, 1987) 
 [2]。在这之后，国外的许多学者都对形成性评价做出了很多探索。例如布莱克和威廉对形成性评价的诸

多文献进行了分析，认为形成性评价应用到课堂上将会提高学生的学习收益，这也极大的推动了形成性

评价的发展(Black & William, 1998)  [6]。随着国外学者对形成性评价研究的逐步深入，形成性评价反馈循

环模式应运而生。关于此模式的四大部分分别有学者进行研究，例如学者 Mcdonald B 和 Boud D 指出了

此模式自我评价部分对学生学习效果的影响，他们最后的研究表明自我评价是不可忽略的评价方式中的

一种，自我评价可以对学生的学习表现产生影响，因此教师要给予学生自我评价的机会，同时教授学生

评价的方法，对学生的学习效果产生积极影响 [7] (Mcdonald B, Boud D,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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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国外对形成性评价的研究非常丰富且研究时间早，但是形成性评价反馈循环模式是在 21
世纪之后才有所体现，并且目前国外还没有学者对整个过程进行系统性研究。 

2.2.2. 国内研究 
笔者在知网上检索关键词“形成性评价反馈循环模式”，截止到目前 2023 年 6 月，仅有三篇文

献，这表明目前对此模式的系统性研究极少，在实际教学层面则更少。下面笔者将对这三篇文献做出

梳理。 
国内学者王学锋在 2011 年首次系统性提出形成性评价反馈循环模式这一概念。在他的研究中以英语

写作为例介绍了此模式在教学中应该遵循的原则。他首先提出了此模式的概念及图示，然后具体阐述了

在英语写作教学中教师应该如何应用这一模式，从而使写作效果达到更好 [5] (王学锋，2011)。随后在 2016
年，国内学者李忻洳在王学锋的基础上对形成性评价反馈循环模式做了实证研究。她在通过教学实验、

问卷调查、访谈之后，证明了此模式不仅能够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还能改善学生对英语学习的态度 [8] 
(李忻洳，2016)。2022 年，孙嘉镁在她的研究中设计了形成性评价反馈循环模式在英语写作教学中的具

体操作流程，同时通过教学实验证明了此模式对学生英语写作水平有积极影响并能提高学生的英语学习

动机 [9] (孙嘉镁，2022)。 
综上所述，国内学者对形成性评价反馈循环模式的研究较少，但是根据已有学者做出的研究显示，

此模式对学生英语写作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因此，此模式应该被大量研究并逐渐应用到中学英语教学中

去。 

3. 理论基础 

3.1. 建构主义理论 

建构主义理念最早由心理学家皮亚杰提出，建构主义理论的教学思想主要有四观：知识观、学生观、

学习观、教学观。其观点认为知识是学生主动构建的过程，每个学生都是不一样的个体，有不同的学习

基础，因此老师要在学生本身的知识基础上，引导学生构建新的认知。同时，建构主义理论强调学习的

真实情景，学习不能离开社会文化生活。 
根据建构主义的主要观点，教学本身是动态的过程，教学评价亦是如此，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强调

学生的主动性。因此，建构主义的教学观点为形成性评价反馈循环模式提供了理论支撑和一定的参考。

在英语写作教学中，教师应保证评价主体的多元性和评价方式的多样性，要引导学生主动完成写作任务，

并能够对自己的作文进行客观评价。同时，教师在设置写作任务时，要注意结合学生的生活实际，联系

具体的情境，使写作任务与学生的社会文化生活紧密相连。 

3.2. 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学 

美国教育家布鲁姆在 20 世纪 60 年代提出了教育目标分类学，该理论将教育目标分为认知、情感、

动作技能三大类，其中每一大类里面又细分了不同的水平层次。布鲁姆提出的教育目标分类学不仅为广

大教师与学生提供了一个教学目标的参考，也为教学评价奠定了基础。该理论不仅关注了学生的知识层

面，更关注了学生的情感，能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教育目标分类学的目标分类也启示在教学评价的过

程中不仅要评价学生的认知水平，也要评价情感与态度。同时，形成性评价反馈循环模式中的内部反馈

阶段包含了学生的知识、技能、信念、动机，由此可以看出教育目标分类学为此模式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实际写作评价过程中，教师要摆脱传统的唯分数评价，增加评价的内容，注重学生的认知与情感，促

进全方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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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教学启示 

4.1. 提高教师的多元化评价意识 

在应试教育下，传统的写作评价方式大多为终结性评价一种，评价者为教师一人，教师直接对学生

的作文给出分数或等级。在这种评价方式下，教师单方面给出的写作成绩并不能完全代表学生的真实写

作水平，且很少能针对性的对每一个学生的作文都提出具体的改进策略，因此，学生很难找到自己的写

作问题并做出及时的修改。而形成性评价反馈循环模式不仅包含了内部反馈与外部反馈，同时也是一个

动态的循环过程，此模式能够帮助学生从多角度认识到自身的不足之处再加以改善，也能给老师下一次

布置写作任务提供参考。 
例如，在真实的写作教学中，教师不能只给出分数，这样单一的评价方式不能全面的评价学生的写

作水平，更不能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相反，教师可以首先让学生互评和自评，让学生学会修改作文、

找出问题，最后教师再对学生的作文进行总评并给出建设性的意见，这样的评价方式不仅有利于学生找

到自身写作的优缺点并能及时改善，也增加了生生间和师生间的沟通与合作。 
理论指导实践，因此，当前的初中教师首先要提高评价意识，认识到单一的终结性评价还远远不能

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只有把形成性评价反馈循环模式与终结性评价结合起来应用到实际写作教学中，

才有可能实现最终的培养目标。 

4.2. 教授学生作文评价的标准 

在形成性评价反馈循环模式中，学生自我评价和同伴评价是极其重要的一个环节，这两个环节既能

让学生逐渐学会评价的方法，又能促进学生自我学习能力的提高。但是在传统的评价过程中，教师评价

居多，很多学生不会客观对自己或同学的作文进行评价。因此，教师要多以学生的作文为范例，讲解评

价的标准与纬度，教授学生作文评价的方法。并且评价除了给出分数外，也可以鼓励学生多写评语。当

学生掌握了评价方法之后在实际教学中应用此模式才具有可操作性。 
在写作评价时，教师应给出具体的评价标准。例如在语言方面，一篇好的英语作文应该几乎没有或

很少有语法错误，语言表述准确恰当，没有拼写错误；在格式方面，一篇好的作文几乎没有标点符号的

错误，应注意中英文写作标点符号的区别，在英文写作中应采用英语标点符号；在篇章构造方面，一篇

好的作文应该有较强的逻辑性，采用丰富的连接词和序数词，整篇文章结构清晰，逻辑清楚；在主题方

面，一篇好的作文应该紧扣主题。教师应该给出具体的打分标准，例如满分 100 分，四个方面各为 25 分，

如果在语言方面，拼写错误和语法错误不超过两个，打分区间在 21~25 分；拼写错误和语法错误为三个

至五个，打分区间在 15~20 分等。按照不同的作文在这四个方面的表现给出相应的分数。 

4.3. 设计真实情境的写作题目 

建构主义理论强调知识的学习应该在社会文化背景下进行，因此在实际写作教学中教师布置的写作

任务应是接近学生日常生活的。脱离学生实际的作文题目往往不能吸引学生的兴趣，也容易造成学生无

话可说的结果，长此以往，学生的写作水平难以提高，同时学生的英语学习动机和兴趣也会减弱。与此

同时，教师布置写作任务是形成性评价反馈循环模式的第一个环节，只有第一个环节顺利进行才能够开

展后面三个阶段，从而实现此模式在写作评价中的积极作用。因此教师首先在设计写作题目时可以联系

学生最近所学的知识或日常生活中出现的话题，其次在布置写作任务时应该指令清晰。 
教师在实际的写作教学中要注意情境性，例如作文的主题是描述某个地方的地理位置，那么在写作

任务布置前，教师可以首先联系实际，将同学们所在的学校作为导入点，询问同学们是否可以用英语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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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所在学校的地理位置，以此展开对话巩固所学知识，写作作为输出环节，强调学生首先要有输入。因

此情境导入能够让学生们再次加深语言输入，通过师生间的问答来活跃课堂气氛，并为写作任务做了铺垫。 

4.4. 注重评价学生的情感价值 

布鲁姆的教育目标分类学指导我们在教学中不仅要注重学生的认知水平，也要培养学生的情感与态

度。教育目标如此，教学评价亦是如此。在初中英语写作评价中，教师偏重于评价学生作文的语法、标

点符号、逻辑性等认知层面，而学生在写作过程中潜在的情感与态度同样重要。因此，形成性评价反馈

循环模式中的内部评价是评价学生情感与态度很好的方式，这个阶段学生通过自我监控和自我评价来认

识自己在写作过程中的情感，以此学生就可以根据自己的评价及时调整英语学习的情感与态度，积极的

情感才能促进学生思维的提高与全方面发展。 
教师在评价学生的写作成果时，不能只看到学生的最终结果，更应该关注学生在课堂上或课下写作

的过程。同时，教师评价学生的作文不能只有认知层面的标准，也要有情感与主题方面的标准。也就是

说，一篇作文的好坏不能仅从某一个维度来评判，除了语法拼写、标点符号外，教师应考虑到作文的情

感表达，注意学生在作文中流露出来的真情实感。教师可以给予学生丰富并带有感情色彩的评语，多鼓

励和赞扬学生，让学生感受到写作是一个愉悦的过程。除此之外，教师要鼓励学生自我评价，通过学生

自己对自己的作文做出的评价，意识到自己才是学习的主体，并及时改善自身的写作不足之处。例如，

在写作课堂中，教师应多观察学生的写作过程，多给予学习困难的学生帮助，提供支架式教学等。对于

写作态度认真但写作成果并不佳的学生要多加鼓励，并帮助学生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提高学生学

习的自信心。 

5. 结语 

教学评价是教学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良好的教学评价通过及时的反馈信息使学生、教师、

管理者发现问题从而及时调整，最终实现学生全面发展的目的。英语写作评价能直接影响到学生的写作

水平，单一使用终结性评价已不能适应当前英语教学评价的发展，为了更好地实现育人目标，初中英语

写作评价可以采用多元化的方式进行，将形成性评价反馈模式逐渐应用到实际教学评价中，使写作评价

不再枯燥与单调，而是形成一个动态、良性的评价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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