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程管理 
第 3 卷◆第 5 期◆版本 1.0◆2022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737-4580(P) / 2737-4599(O)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216 

Journal of Project Management 

形成性评价在云南省医科类院校大学英语教学中的探索 
 

韦娅 

昆明医科大学海源学院 

DOI:10.12238/jpm.v3i5.4884 

 

[摘  要] 随着大学英语教学的不断改革,形成性评价的重要性日渐凸显。本文以省内医科类院校为切入

点,对形成性评价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实施进行了探索。文章分别阐述了形成性评价在大学英语视听说

课程、精读课程上运用,为医科类院校形成性评价体系的构成提供了一定的实践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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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reform of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the importance of formative assessment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application of formative assessment in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dical colleges in the province.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application of 

formative assessment in College English audio-visual and oral courses and intensive reading courses, which 

provides a certain practical basis for the composition of formative assessment system in medical 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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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年来,随着大学英语教学的不断改革,形成性评价的比重

也逐渐加重。在全面提高学生听说读写能力的教学目标之下,

形式多样化的形成性评价也层出不穷。传统以终结性评价为主

的评价方式已经不能全面、合理、有效的体现英语学习的整个

过程,而形成性评价的运用,不仅能够全方位体现学习过程中的

表现、监管整个学习动态,也能够及时发现学习过程中的不足,

进而有的放矢的开展英语教学,以获得高质量的教学效果。在医

科类院校中,形成性评价的开展和其他高校有共性,但也有自身

的特点。结合其专业特色,对大学英语教学中的视听说、精读2

门课程制定详细的形成性评价计划,不仅能够激发医学生学习

英语的兴趣、提高学习效率,也是实现教学目标的必要策略。 

1 形成性评价的内涵 

1967年美国知名评价学家斯克里芬提出“形成性评价”,

并指出形成性评价结果形成于学习过程中,旨在通过发现学习

问题的方法,科学完善教学策略,保证教学策略与学生学习现状

相适应。美国的教育学家布卢姆是正式把“形成性评价”引入

到教育工作之中的先行者。他认为,课程编制、教学与学习是形

成性评价所涉及的重要内容,而教师需要根据评价结果不断地

改进教学模式。 

经过全面地研究教育专家们对于形成性评价的观点可知：

“形成性评价”的考评依据并不是由最终的考试成绩来决定的,

他更注重学习过程的评价。记录学生学习中各个阶段的不同表

现,针对教学中的难点和重点,有的放矢的全面开展教学,做到

“以学促教、教学相长”的良性循环。 

2 医科类院校的现状 

2.1学生英语水平 

我省医科类院校的学生英语水平总体分布不均。在一本、

二本院校中,学生英语水平较好,学习兴趣较高。多数学生能够

自觉完成课前预习及课后复习,对于大学英语基本知识的掌握

也比较牢固,大学英语四级和六级过级率也较为理想。在三本和

专科院校中,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不高,英语水平两级分化严

重,教学开展陷入瓶颈、教学效果不佳、学生英语水平停滞不前

等已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大学英语四级和六级过级率低下

也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 

2.2评价体系 

目前我省医科类院校中,大学英语评价体系仍多以终结性

评价为主、形成性评价为辅的形式开展教学。有的院校也强调

形成性评价的重要性,但结果只是在学期中期增加一次考试,以

学期中期和末期两次考试成绩的平均分计为学生的最终评价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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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其本质还是突显了终结性评价,没有体现学生在整个英语学

习过程中的表现,更没有体现教师针对学生学习的情况而做出

的教学模式改变。 

此外,针对医科类院校专业特点,制定大学英语形成性评价

计划的院校少之又少,缺乏能够借鉴的经验。 

3 医科类院校开展形成性评价的必要性 

大学英语教学的形成性评价是过程性和发展性评价,它结

合了结构主义理论与发现教学模式以及合作教育学理论,强化

学生的主体地位,突出学生自主学习的重要性,并以“实现学生

评价多元性、促进学生发展多样性”作为根本任务和主要目标。 

3.1全面提高学生英语水平 

在学生具有扎实英语基础的前提下,加强学生听说读写能

力的训练,培养学生养成英语思维的习惯。在英语学习的各个阶

段,监管学生的不同表现,因地制宜的实施教学计划,促进学生

多元化发展,为全面提高学生英语水平提供有力保障。 

3.2制定具有专业特色的形成性评价计划 

医科类院校的专业特殊性,在开展英语教学时,结合专业特

色,根据医学生较感兴趣的专业内容,制定教学计划。把实用性

融进形成性评价中,例如说英语问诊、英语医学海报等,充分调

动起学生的积极性,把被动的学习变成主动,真正让学生做到学

以致用。 

4 医科类院校形成性评价的运用 

4.1视听说课程 

大学英语视听说课程,主要是训练学生的听说能力。学生来

自全国各地,听说能力也参差不齐,但大多数学生“听”的能力

要强于“说”的能力。找出学生的共性和特性,对于开展形成性

评价是非常有必要的。参考学生的高考成绩,把学生分成若干小

组,每个小组各选出一名小组长,便于课堂活动的开展。这里,

我们把分成的小组按A组、B组、C组、D组…区分。 

4.2自我评价 

各组同学在开始学习前,需要对于自己英语听说能力有一

个自我评价。评价的标准参考大学英语听说教学目标的要求,

分为一般要求、较高要求和更高要求。学生对照每一对应要求

中的细则,结合自身情况,对自己进行评价。 

4.3教师评价 

教师进行听说测试,一般初次测试可以选择和高考难度相

当的听说试题,通过测试后,教师对每位学生的英语听说能力进

行评价。 

4.4同伴评价 

通过开展课堂小组活动,例如命题演讲、配音等活动,让学

生间对英语听说能力相互评价。 

以上评价,按照一人一档建立学生学习档案袋。 

4.5个性化教学开展 

目前省内高校的语言实验室,已经能够满足个性化教学开

展的需求。即针对不同小组学生的情况,在同一课堂可以同时进

行不同听力材料的播放。对于不同层次听力水平同学,教师进行

训练的听力材料也不相同,听力材料包括慢速短对话、慢速新

闻、长对话、新闻、短文、长短文等,每个层次的学生听力要求

也各不相同。随着学生听力水平的提高,相对应的听力材料难度

也逐渐提高。通过听力材料难度变化的情况,可以在学习档案袋

里记录学生学习变化和提高的过程,从而客观的对学生进行评

价。同样,对于“说”的能力,也是根据各组学生的英语表达能

力,制定从易到难的课堂口语练习方案,只要学生达到了预期的

目标,就是学习进步的表现。这种个性化的听说训练,不仅能让

同学们能够结合自身实际情况来进行学习,而且还能够充分调

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学生能在英语学习的过程中看到自己的

进步,教师也能够及时把握学生的学习动态,从而更好的开展下

一个环节的教学。 

听说课堂的教学除了对学生进行一定的训练,教师的讲解

和指导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在学生进行了分组、分层次的听说

能力训练后,教师的讲解也可以分组进行。目前,省内高校英语

听说课普遍是每周2节,笔者认为,在有限的时间内对整班同学

进行讲解不如分时段、分小组讲解。很多从事大学英语教学的

老师都感受到,英语听说课学生不配合,往往是老师在讲台上唱

独角戏,由于语言实验室的特殊性,很难与学生进行互动。其实

究其原因,还是听说课堂上教师所练所讲的内容不能够全面顾

及到学生的情况。云南地处西南边陲,师资相对落后,再加上没

有一个很好的英语听说实践环境,导致大多数同学的英语听说

能力都比较薄弱,和很多省外学生相比,有很大差距。课堂上的

内容难了,学生做不来听不懂,一来二去,完全失去了学习的兴

趣,上课也变成了应付教师；课堂上的过于简单,对于英语基础

比较好的同学来说,不屑于去听和练,所以听说课堂总是不能调

动起整班同学的积极性,沉闷、乏味成了听说课堂常态。 

分时段、分小组教学,不仅能够满足学生学习的需求,也能

够达到事半功倍的学习效果。例如,在每周80分钟的视听说课堂

中,针对不同的分组,教师进行讲解的内容有所不同。讲解A组的

听说训练时,B、C、D等其他组的同学就可以选听其他听力材料,

或是预习下一课的内容、再或是准备下一个课堂活动等,对于每

一组的同学,听教师讲解时,是符合自身英语水平的内容,也是

可以接受和听懂的,这样的讲解,学生才能够全神贯注的去听,

并发现自身的问题和不足,日积月累,英语听说水平一定会有所

提高。所以,在英语听说课堂上对整班学生讲授同样的内容,这

样来开展教学是不可取的。就目前来说,很多省内高校也很注重

大学英语四级和六级的过级率,那么这样的分组、分层次教学同

样适用,对于基础差的同学,先从简单的听说训练开始；对于基

础比较好的同学,开展四级或六级专题听说训练,不仅能够提高

四级和六级过级率,更重要的是吻合我们教学的目标,全面提高

学生的英语水平。 

学生每一个阶段所取得的进步,都记录在学习档案中,在

每个学期的前期、中期、后期以及学期和学期之间的对比,就

能看到学生学习的变化,这样对于学生学习的评价才是全面

的、客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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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精读课程 

大学英语精读课程和听说课程有所不同,精读课程涵盖了

语法、词汇、文章理解、翻译、作文等方方面面的内容。也可

以这么理解,精读课程除了视听说课程中强调的听说能力,对学

生读写能力的培养是侧重点。但又不能单纯的把视听说课程和

精读课程完全分开教学,因为英语的学习毕竟是一个综合能力

的学习,完整的教学计划才能全面培养学生英语的综合运用能

力。正因如此,与视听说课程相比,精读课程中的形成性评价实

施既有相似性,又有不同。 

4.6分班教学 

我省医科类院校的多数专业各班级的人数都居多,例如临

床、护理、口腔等专业,每个班级人数为70-110人不等,这样的

大班英语教学既不利于教师教学活动的开展,也不利于学生学

习知识的接收。对于这种情况,笔者认为,可以参考学生入学时

的高考英语成绩,把每个大班分成A、B两个小班。对于英语成绩

相对较好的A班同学,教学内容、教学活动和教学进度都要比英

语成绩相对差的B班同学难、多和快。当然,A班或B班都是相对

的,随着学生学习过程的变化,A班和B班的学生也进行适时调

整。目前,部分医科类高校已经采取分班式教学,分班式教学的

最大好处就是让老师对于学生的关注度和学生对于学习的参与

度都得到很大提高。分层次有的放矢的全面开展英语教学,既不

会出现班级中学生“拖后腿”现象,也不会出现“拉不动车”等

现象。此外,AB班教学在一定程度上还能起到激励学生学习的作

用,如果B班学生通过努力学习,整体英语成绩提高了,那么教师

也应该及时调整教学计划,甚至可以做到AB班均衡教学,形成教

学良性循环。 

4.7小组评价 

精读课程中我们更加强调小组评价。因为对于个体的综合

评价是很难做到客观的,只有在小组中、在具体的活动或测试中,

才能去进行个体评价。根据各班人数,可以把学生分成若干学习

小组,5—8人不等。每个小组成员建立学习档案袋,小组成员相

互监管学习的过程并做好记录。 

4.8课堂形式的多样化 

精读课程的覆盖面较广,这也决定了课堂形式的多样化。例

如词汇专题、语法专题、解读文章专题、习题专业、翻译专题、

写作专题等。在各方面的专题中,教师既注重了培养学生的英语

综合能力,学生也能够清楚的看到自身擅长或不擅长的板块,从而

查缺补漏,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学习。分层次教学、分专题教学,对

整个教学有一个规范的计划,可以让学习过程的评价客观且有效。 

4.9教师评价 

教师评价是指在小组评价基础上的评价。学生受自身英语

水平的限制,小组评价有一定的局限性,而教师是学生学习的引

导者,能够根据学生学习的过程,清晰的判断出学生学习变化的

效果,所以教师评价也是必要的。 

4.10结合医学特色的形成性评价 

学习英语的最终目的是运用,针对医学生特点,怎样把英语

学习和自身专业结合起来,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在实践中,

我们设计了一些英语问诊、医学英语宣传海报、医学英语词汇

竞赛、医学英语即兴演讲等活动,对学生在活动中的表现也记录

在学习档案中。这些活动的开展学生的积极性和参与度都很高,

学生也通过这些活动明白,学习英语的目的不是为了考试,而是

活用。通过扎实的英语学习,了解国外医学前沿资讯、查看英文

文献资料都变得可行,学生学习热情高涨。当然,结合专业特色

对于学生学习英语的过程性评价,也还处于一个探索的初级阶

段,随着教学的推进,更好、更规范有效的评价指标也指日可待。 

5 处理好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的关系 

终结性评价又称“事后评价”,一般是在教学活动告一段落

后,为了解教学活动的最终效果而进行的评价。终结性评价作为

一种教学评价方式,虽然存在诸多的问题和弊端,但并非一无是

处,更不能全盘否定其功能与效果。其实,教学活动的复杂性、

多因素制约性以及评价技术和方法的局限性,使得任何评价方

式都不是万能的,每一种评价方法都有长处、短处或缺陷,都有

特定的适用范围。所以,在我们提倡形成性评价重要性的同时,

也不能忽略终结性评价的作用。处理好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

价的占比和关系,才能够真正准确、真实、客观、有效地反映出

学习的整个过程,也才能够真正实现全面培养学生大学英语综

合能力的教学目标。 

6 形成医科类院校形成性评价体系的重要性 

形成性评价有着多样化的方式和手段以实现对学生的引

导、监督和评价,促使学生逐渐拥有学习自信心,提高自主学习

能力,进行自我监控,从而起到良好教学效果。形成性评价在我

省医科类院校的大学英语教学中还处于一个探索的阶段,如何

结合实际情况,形成医科类院校形成性评价体系还需要一个过

程,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挖掘更多深层的可实施的方式,探索更

多可实现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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