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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测评是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环节，有效的形成性评估对于促进教学并最终影响素

质教育的实施具有深远意义。但由于在形成性评估概念理解和应用上的偏差，难以达到理

想的促学效果。本文首先强调明确形成性评估概念对形成性评估效度的重要性，其次详细

阐述如何运用传统的语言测评质量框架和效度概念衡量形成性评估的质量，以期为教师的

形成性评估实践和学生的学习能力提升提供指导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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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教育测评历来是教育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

要一环，不仅能帮助教师获取教学信息、改进

教学方法、保证教学质量，还有助于学生优化

学习策略、改善学习方法、提高学习能力。教

育测评既包括以标准化考试为代表的终结性测

评（summative assessment）， 也 包 括 以 学 习 为

目的、注重学习过程的形成性评估（formative 

assessment）（Leung & Mohan 2004）。

学生的具体学习情况信息主要来自课堂评估，

并非标准化测试（Brookhart 2003；Earl 2003）。然

而，多年来，作为教育改革和进步的重要推动力，

具有较强甄别和选拔功能的终结性测评占据教育

测评的主导地位（Cizek 2009；Shepard 2013）。20

世纪60年代，Cronbach（1963）提出，测评是为

决策提供信息的过程，主张将测评放在教学或课

程改革中，而非结束后，强调测评的改进功能。

Stufflebeam（1983）提出的CIPP模型由背景测评

（context evaluation）、输入测评（input evaluation）、

过程测评（process evaluation）和结果测评（product 

evaluation）四部分组成，其中过程测评可被看作

形成性评估的雏形。“形成性”这一术语最早由

Scriven（1967）提出，后被Bloom（1968）引入教

学测评领域。随后，Bloom et al.（1971）重新定义

了形成性评估和终结性测评，为课堂形成性评估

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之后的20多年中，形成性

评估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直到Black & Wiliam

（1998）发表关于形成性评估的研究综述，才在学

界引起巨大反响。其主要结论是形成性评估对学

生的学习具有深远影响。由此关于形成性评估的

研究和实践在世界范围内迅速普及。

随后，Black & Wiliam（2009）综合已有研究，

并依据他们对形成性评估的长期研究和实践，将

课堂形成性评估定义为教师、学生或同伴收集、

解释和使用学生学习情况信息的过程，以便教师

作出改善教学的决策。形成性评估与教学紧密相

关，其促学作用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因此亦

被称为“学习性评估”（assessment for learning）

（Berry 2008；Berry & Adamson 2011；Broadfoot & 

Black 2004；Stiggins 2002，2005）。Gu（2020）将

形成性评估的概念具体化为两种形式：理想的形

成性评估和基本的形成性评估。前者由明确评估

目的、完成评估实践和实现评估效果三部分组成

（见图1），后者则需包含完成至少一个循环的形

成性评估实践。在现实课堂教学中，理想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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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评估很难找到。形成性评估实践是由收集证据

（elicitation）、解释证据（interpretation）、提供反馈

（feedback）和后续行动（action）四个步骤组成的循

环，只有构成完整的循环，才有可能使学生更靠

近学习目标。形成性评估往往要经过多次完整的

螺旋式循环才能帮助学生实现学习目的。

图1 形成性评估的概念具体化（Gu 2020）

在国内，形成性评估这一术语最先从教育学

视角提出（卢耀增 1987）。在外语教育领域，中野

照海等（1989）最早引介了Scriven（1967）提出的

形成性评估概念。21世纪初，《义务教育英语课

程标准》《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和《大学英语

课程教学要求》等国家教育文件对英语形成性评

估提出要求。自此，形成性评估研究开始引起国

内外语教育研究者和实践者的广泛关注，逐步成

为国内外语教育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

近年来，国内外语教育领域中的形成性评

估研究发展迅速，研究类型和研究主题愈发丰

富。研究涉及的技能教学多样，涵盖听力（如夏

晓燕等 2019）、阅读（如文秋芳 2011）、口语（如

田朝霞 2018）、写作（如曾永红、梁玥 2017）、词

汇（如毕鹏晖 2017）、翻译（如曹荣平、陈亚平 

2013）等。相关研究涉及的教育层次包括中小

学（如顾永琦、余国兴 2018）、高职（如李雪莲 

2016）、大学本科（如张荔 2017）和硕士（如夏晓

燕等 2019）阶段。研究方法包括综述性探讨（如

黄剑等 2019；袁树厚、束定芳 2017）和实证研究

（如李传益 2015；杨华、文秋芳 2014）。研究主题

以形成性评估的实践方法和系统（如文秋芳 2016）

为主，评估素养研究（如唐雄英 2017）和评估效度

研究（如李清华、孔文 2015）较少。就评估方式和

手段而言，几乎所有研究都涉及学生自评、同伴

互评、教师评价等评估方式（如范劲松、季佩英 

2017），大多数研究包括档案袋促学的实践手段

（如罗少茜、张帅 2019；王慧文、刘芹 2018）。随

着《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的问世，量表与形

成性评估相结合成为形成性评估研究领域的新课

题（如刘建达 2019；潘鸣威、吴雪峰 2019）。

近几年国内出现的外语教学形成性评估研

究论文体现了我国外语教育领域形成性评估研

究的最新现状，从中可以看出相关研究取得的

进展和发展前景，但纵观整个研究领域，在形

成性评估的概念解释和应用方面还存在诸多问

题。第一，当前的文献研究对形成性评估的概

念存在不同理解，造成一定偏差。首先，形成

性评估概念理解方面的最大问题是假定所有形

成性评估都能促进学习。实际上，考虑到形成

性评估的质量，并不是所有的形成性评估都能

改善学习。换句话说，良好的形成性评估可能

改善学习，而不好的形成性评估则不能。其

次，将形成性评估的操作方法（如教师评价、学

生自评、同伴互评、多次评估等）和手段（如

档案袋等）等同于形成性评估。最后，将形成

性评估的目的或某个组成部分等同于形成性评

估。例如，有些研究认为只要是以促进学习为目

的的评价即为形成性评估，也有研究认为多测

几次（多次收集证据）即为形成性评估，还有研

究认为教师向学生提供的反馈即为形成性评估。 

第二，评估目标不够明确和具体，成功的标准模

糊。若据此判断学生的成绩，其可行性则较低。

第三，形成性评估实践循环不完整，步骤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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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形成性评估中的某个组成部分等同于形成性评

估可能直接导致形成性评估实践循环的不完整。

有些研究强调目标的重要性，在评估实践中完成

了收集证据、解释证据和提供反馈三个步骤，但

鲜有研究认识到教师和学生应根据评估结果采取

后续行动。只有反馈信息被用于改进学习时，反

馈才能发挥形成性作用。

由于存在概念理解和应用上的偏差，形成性

评估难以达到理想的促学效果。因此，明确形成

性评估的概念是根本，也对形成性评估的效度至

关重要。长久以来，效度（validity）是衡量大规模

考试质量的核心标准，那么，形成性评估的质量

标准是什么？如何确定？效度概念是否依然适用

于形成性评估？本文将介绍形成性评估的目标、

标准和效度，为教师和研究者的形成性评估实践

提供启示。

2.	 评估效度

效度理论经历了长期的发展变化，但争论至

今仍没有结论（Newton & Baird 2016）。本文并不

对效度理论进行任何补充，而是简要介绍效度概

念的基本内核，为一线教师提供思路，使其对形

成性评估质量标准的确立有清楚的认识。

2.1 教育测评的质量标准

效 度 是 所 有 测 评 的 中 心 议 题（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 et al. 2014）。 提

及教育测评的质量，效度是重心中的重心、标准

中的标准。当然，信度（reliability）也是测评质量

不可或缺的重要标准。

传统上，效度指一项测试是否测量了它想测

量的内容（Lado 1961）。这就是学界常说的内容

效度（content validity），即测试包含的内容是该测

试应该涵盖的内容，因此也被称为“内部效度”。

检验效度的最原始方法是计算该测试结果与已知

标准的相关系数，也被称作“外部效度”。另外，

效度也体现了一项测试与其理论构念相符合的

程度，即构念效度（construct validity）。Cronbach

（1988）提出理解效度概念的两个视角：测量视角

（measurement perspective）和功能视角（functional 

perspective）。前者指的是测量工具与测量过程的

准确性（accuracy）和可推论性（generalisability），

后者则把核心放在测量目标的实现程度上。

Messick（1988）认为效度是一个整体概念，要实现

对测试结果的解释与运用，证据与后效缺一不可。

他把构念效度升级为整体效度的代名词，一项测

试的构念效度是对以上所有方面的综合考虑。需

要强调的是，所谓整体效度，不是一个效度，而

是对效度的方方面面进行综合判断。具体到每一

项测试，达到效度的整体性是一个视具体测评目

的、测评对象和测评环境而平衡的过程。

在实际操作中，构念效度面临两大威胁：无 

关性（irrelevance）和代表性不足（under-representation）。

避免无关性内容相对容易，但代表性不足往往是

一个严重问题。无论测试时间有多长，测试内容

都只能覆盖基础知识或目标能力的一小部分。

语言测试任务应与什么相关并具有代表性？

或者说，评估内容是什么？根据不同的目的，评

估内容的界定主要基于以下三个方面：1）目标语

言使用域的需求分析（target language use domain 

analysis）；2）课程目标（curriculum standards）概

述；3）语言能力构念。例如，如果测试旨在了

解以英语为媒介的大学学习所需的英语能力，则

应分析高等教育领域中学习所需的典型语言任务

（目标域任务需求），且测试任务应与这个领域的

任务相关并具有代表性。如果测试旨在衡量学生

本学期的学习成绩（课程目标），那么该测试应包

含本学期课程提及的知识、技能和能力。如果测

试与课程无关，或者包括教师未教授的内容，那

将是一项不好的测试。如果测试目的与任何课程

无关，甚至没有具体的未来目标语言使用域，而

只想了解被试外语能力的高低，评测内容则主要

依据语言能力的理论构念，即对语言能力的理论

分析。结构主义语言理论下的测试包含语音、语

法、词汇和听说读写能力，而强调语言功能和交

际能力的理论下的测试则会考查被试语言运用任

务的完成情况。

在整体构念效度的视角下，除了测试内容之

外，效度的概念主要包括分数解释合理或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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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对从测试中获得的信息使用适当或不适当。

针对某个目的和目标人群设计的测试可以完全与

其他目的或人群无关。从这个意义上说，测试的

效度不存在于测试本身，而关乎测试分数的解释

和使用有效与否。打个比方，一把尺子无论用料

多么精良、刻度多么准确，也不适合测量两座城

市之间的距离。因此，对测试结果解释和使用的

适当性是效度的重要指标。

信度指的是测试结果的稳定性，是效度的必

要条件。测试信度主要受到以下三方面误差源的

影响：1）同一学生在不同题目或任务上的表现

不同；2）同一学生在不同时间的测试表现不同； 

3）不同评分员对同一学生的评分结果不同。通常

采用重测法测量信度的稳定性，重测分数之间的

相关系数是检验信度的指标。此外，还可以通过

查看相似测试任务和题目之间的内部一致性来检

验测试的信度。从理论上讲，当设计类似的测试

任务和题目来考查相同能力时，受试应在这些任

务中发挥相似，这被称为测试的内部一致性信度

（internal consistency reliability）。检验内部一致性

信度的常见方法包括：1）Cronbach’s α系数，基

于题目之间的相互关系；2）分半法，简单地将所

有奇数项和其余偶数项构成两个单独的测试，对

这两个部分进行相关检验并得到信度指标，学生

的分数应在这两个部分之间保持一致。由于信度

与题目数量联系紧密，将一项测试改为两项较

短的测试会降低整个测试的信度。为了避免这

一情况，斯皮尔曼–布朗公式（Spearman-Brown 

formula）通常被用于调整对半信度评估，以测量

完整测试的信度（Brown 2001）。

另 外， 大 部 分 教 育 测 评 是 对 学 生 表 现

（performance）的测评。与表现测评相关性最高的

信度指标应是评分者间信度（inter-rater reliability）

和评分者内信度（intra-rater reliability）。前者指不

同评分者之间的一致性，后者指同一评分者在不

同时间对同一个学生进行判断的一致性。

除了效度和信度之外，可行性也是需要关注

的标准。可行性与资源有关，是测试设计者在决

定实施测试时必须考虑的问题。理想情况下，测

试应具备开发、效度验证、管理、评分和结果使

用所需的所有资源。但实际上，时间、空间、财

政支持和可用的人力资源可能远不及所需。一项

可行的测试指的是其所需资源不超过可用资源的

测试。

上述质量标准适用于大规模、高风险、标准

化测试。形成性评估，特别是课堂形成性评估能

否作为标准化测试的有效补充，进而改善学生学

习，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形成性评估的质量。

2.2 形成性评估的效度

对于非标准化的课堂形成性评估而言，传

统教育测评的质量标准是否依然适用呢？ Gipps

（1994）主张舍弃标准化测试奉行的具有计量学

意义的信度和效度理论，并提出一套用于衡量

形成性评估质量的新标准，如课程忠实度、可比

性、可靠性、公信度、语境描述、公平性等。多

数学者认为，效度与信度的概念依然适用。例如

Shepard（2006）指出，效度在形成性评估中指的是

评估结果的解释和使用能在多大程度上提高学生

的语言能力，而信度指的是评估过程中判断的一

致性，是效度证据的条件之一。不过，将标准化

测试的效度概念应用于形成性评估，构念效度与

评估结果的解释和使用含义还是有所不同的。

如果我们沿用Cronbach（1988）提出的理解

效度概念的两个视角，那么对形成性评估的观

察同样具有测量视角和功能视角。换句话说，

形成性评估的效度也应包括评估的准确性、可

推论性和评估的功能性。从测量的视角看，传

统教育测评中的效度检验主要通过心理测验学

（psychometrics）检测一套考题是否具有客观的相

关性、代表性和分数的可推论性，并把随机误差

降到最低；而形成性评估主要关心评估什么和怎

么评估才能得到信得过的评估结果。从功能的视

角看，传统教育测评中的效度检验把教育测评看

作实现某些教育理想的工具，因此要看测试的预

期效果与非预期效果；而形成性评估关心的是运

用的评估手段能在多大程度上促成教学与学习的

进步。

在课堂教学中，教师需要明确教学目标，了

解学生现有水平与目标水平的差距，并提出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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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距的有效方法（文秋芳 2011）。从本质上说，形

成性评估首先探究学习者现有水平与目标水平的

差距。因此，首要任务就是确定目标，然后才能

向目标靠近。在形成性评估中，明确的教学目标

和学习目标发挥重要的导向作用，同时为确认教

学成功与否提供了参照依据。任何有用的学习目

标必须是一个明确的目标。目标决定了收集、解

读和使用信息的方式（Cowie & Bell 1999）。教师

对于目标任务和任务达成标准的认识将决定评估

工具的选择、设计和使用方式。

除明确教学目标和学习目标之外，教师还应

明确成功达成学习目标的标准。通过课堂语言评

估，教师对课程标准、语言能力概念以及教和学

的认识将指导其设计和选择工具，以提高学生的

语言能力。评估什么、如何评估、如何解释评估

结果、向学生提供什么样的反馈、是否及如何采

取后续行动都取决于评估者对评估目标和成功标

准的理解。在课堂形成性评估中，教师的评估目

标主要来源于课程标准和语言能力的理论构念。

教师对标准的理解和解释构成了学科教学知识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简称PCK）的重

要组成部分。

2.2.1 形成性评估内容

形成性评估无论采取何种形式，都必须与教

学目标和学习目标相关。形成性评估任务一般是

课程中指定的语言学习任务。形成性评估的内在

本质表明评估任务与课堂教学和学习密切相关，

要推动教、学、评一体化实施，促进学生更有效

地开展学习。许多形成性评估任务实际上就是教

学和学习任务。此外，形成性评估为学生提供了

多种展示其理解和学习进展的机会。从这个意义

上说，与传统测试相比，形成性评估的课程目标

覆盖范围更广，多个练习和观察机会可以更清楚

地呈现学生的真实能力和成绩。

除了评估内容的相关性和代表性外，形成性

评估还强调从评估中获取信息的充分性和准确性。

任何课堂活动都具有形成性评估的潜质，教师和

学生应关注各种活动中可能出现的形成性评估信

息，并对其进行判断和分析，用于调整教学，以

提升学生的能力。一般来说，获得的信息越详细，

关于相同表现的信息来源越多样化，信息就越丰

富，信息的准确性也越高。如果评估信息不是对

学习者成绩的准确反映，那么这些信息不仅是无

用的，有时还是有害的。

2.2.2 形成性评估结果的解释和使用

Black & Wiliam（2003）认为无论采取何种评

估活动，只有评估信息被教师和学生用于调整教

学与学习活动的反馈时，这种评估才有利于学习。

为满足学习需求，当学习证据被用于调整教学时，

评估即为形成性评估。对于面向学习的形成性评

估，评估信息的解释和使用至关重要，因为获取

信息只是开始，除非解释评估信息并用于实现有

针对性的结果，否则任何评估都不会达成形成性

目标。

评估信息的解释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评估者

对评估目标的理解和对学习者现有水平与评估目

标差距的判断。Sadler（1989）认为，反馈只有被

用于缩小学习者现有理解水平和理想理解水平的

差距时，才能体现其形成性。Stiggins（2002）指

出，形成性评估要求教师使用课堂评估提供的信

息来促进学生学习，而不只是检查学生的学习状

况，这对教师的评估素养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从

课堂形成性评估任务中获得的信息是学习者的表

现，且比考试分数提供的信息更多。如果对评估

结果解释不当，那么教师反馈对学生学习的促进

效果微弱，甚至会产生负面影响。例如，教学目

标是能够在特定情况下使用某些词汇和语言结构

进行投诉，而教师的现场解释若只关注语法的准

确性，给予学生的反馈就会集中在语法上，导致

学生的学习目标出现偏差，造成语法正确、投诉

却未达到效果的局面。

在高风险、大规模的终结性评估中，解释比

使用更重要，而在课堂形成性评估中，使用则比

解释更重要（Nichols et al. 2009）。是否以及如何

使用评估信息决定了评估任务的形成性。学生根

据从评估任务中获得的信息采取的后续行动是构

成评估形成性的关键一步。尽管如此，并不是所

有的行动都有利于形成性目标的实现。例如，如

果评估信息揭示出学习者的词汇问题在于其对所

知单词缺乏深度掌握，学习者却被告知去记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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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词，那么该学习者的行动也许会增加词汇量，

但不太可能很快缩小词汇深度方面的差距。

形成性评估的效度来自多次反复评估，如对

不同任务和不同信息来源的评估，以及给予被评

估者的详细反馈和多次改进机会。就像人们看病

需要反复检查各项指标，甚至到不同医院找不同

医生才能确诊，而且需要进行多个疗程的治疗和

再检查，形成性评估的效果也不是一次评估循环

就能实现的。因此，虽然学习效果是检验形成性

评估效度的最终指标，但内容效度、解释和使用

效度也非常重要。换句话说，学习是一个长期的

过程，不进行正确的形成性评估往往达不到应有

的效果，但即便该有的步骤都有，也不一定就能

实现理想效果。只要目标明确，形成性评估的步

骤完整，那么就可以说这次评估具备了应有的效

度。诊断正确、治疗得法，即便治不好病也不该

归咎于医生。

2.2.3 形成性评估的一致性

虽然形成性评估已融入教学过程，但仍是一

种评估。与标准化测试一样，形成性评估也是

推断的过程，教师对学生学习情况的评估是基

于观察到的学生表现作出的判断或推断（Bennett 

2011）。当对学生学习的判断是基于对各种语言任

务的多重观察时，判断的一致性就成为一个至关

重要的问题（Parkes 2013）。课堂形成性评估的一

致性显然不再是统计学问题。众所周知，人类的

判断存在任意性和主观性。为了使评估信息对教

学有用，教师对学生学习得出的结论需要尽量保

持一致。当教师积累了更多基于课堂任务的判断

经验且学生的表现更加稳定时，判断的一致性也

会提高。

由于课堂形成性评估主要取决于教师对学生

表现的评估，因此，最相关的信度指标应是评分

者内信度和评分者间信度。多次观察和判断是课

堂评估的另一特点，因此，信度的稳定性也尤为

重要。对评估目标和成功标准的理解越明晰，评

估的一致性就越高。同理，评估经验越丰富，就

越能减少判断失误的次数。

需要注意的是，信度概念在形成性评估中有

一个悖论问题。形成性评估的最终目的是使学生

进步，而当学生进步明显时，就会造成评估结果

前后不一致。这种情况极易出现在中长期形成性

评估循环中。有时学生的课堂表现本身可能就不

一致。形成性评估以学生本人为参照，即使获得

同样的结果，学生得到的反馈也可能不同（Stobart 

2006）。课堂评估的低风险特质使评估的低一致

性变得可容忍，因为教师有机会在之后的交互活

动中发现并纠正不准确的判断（Black & Wiliam 

2006）。

3.	 结语

形成性评估不一定总是有利于教和学，尤其

当其本身也可能存在质量问题时。本文强调，明

确形成性评估的概念和评估目标至关重要。虽然

具体细节有所不同，但传统的语言测评质量框架

依然可应用于形成性评估，特别是效度和信度等

基本测试质量标准有助于理解形成性评估的质量。

一套操作性强的形成性评估质量衡量标准和效度

验证框架虽然是发挥形成性评估良好作用的关键，

但在实践中，抽象、复杂的效度验证框架在指导

教师评估实践的过程中缺乏可操作性，对灵活动

态的课堂评估效度验证提出挑战。未来我们可对

形成性评估效度验证方法进行探索，并展开更为

深入全面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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