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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is an integral part of school education, aiming to promote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With the continuous updating of educational concept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ciety,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is undergoing reform and innovation. In the past, traditional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focused more on 
students’ mastery of sports skills. Nowadays, people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process and effectiveness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emphasizing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comprehensive qualities and sports skills while also focusing on the holistic 
development and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Evaluation is crucial in the process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Traditional evaluation methods often rely on examinations and tests, which cannot fully understand students’ learning situations and 
developmental levels, nor provide effective feedback for teachers. Therefore, exploring and implementing formative assessment 
strategies in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in current educational reform. This paper elaborates on 
the classroom value, shortcomings, and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of formative assessment, aiming to focus on students’ learning 
processes and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physical education classroom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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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体育教学是学校教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促进学生身心健康的全面发展。随着教育理念的不断更新和社会发展的变
革，体育教学也不断进行着改革与创新。过去，传统的体育教学更注重学生对运动技能的掌握，而如今，人们更加关注体
育教学的过程与效果，强调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运动技能的同时，更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和个性特点的培养。在体育教
学过程中，评价是至关重要的一环。传统的评价方法往往局限于考试和测试，无法全面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和发展水平，
也难以为教师提供有效的反馈。因此，探索与实施体育教学过程性评价策略成为当前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论文从过
程性评价的课堂价值、缺失及实施策略等方面展开阐述，旨在关注学生的学习过程，不断提升体育课堂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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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注重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评价内容的选

择要关注学生通过不同模块学习之后的收获与变化。终结性

评价具有检查的作用，而过程性评价则是对学生进步幅度、

知识与技能的运用情况、健康行为的养成等过程性内容开展

及时且全面的考查，以帮助学生在体育学习的过程中逐渐建

立自信，促进学生高质量、高效率地发展。本研究旨在深入

探讨体育教学过程性评价的意义和作用，研究相关的实施策

略，并结合实际案例进行分析和探讨。通过对体育教学过程

性评价与实施策略的研究，旨在为改善体育教学质量、促进

学生全面发展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指导，为推动体育教育的

改革与发展贡献力量。

2 体育教学过程性评价的意义和作用

在现代教育实践中，体育教学过程性评价扮演着至关

重要的角色。它不仅仅是对学生学习成绩的简单记录，更是

对教学过程的深度反思和学生综合发展的有效指导。以下将

从四个方面分析体育教学过程性评价的意义和作用。

2.1 全面了解学生发展情况
体育教学过程性评价的首要作用在于提供一个全面了

解学生发展情况的途径。传统的测试评价可能仅仅关注学生

在某一时刻的运动技能水平，而忽略了他们的运动态度、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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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协作能力等方面。通过过程性评价，教师能够更加细致地

观察学生在课堂上的表现，了解其对体育运动的兴趣、态度

以及个体差异。这种深入了解有助于教师更好地设计教学内

容和方法，更有针对性地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

2.2 促进教学过程改进
体育教学过程性评价为教师提供了一个持续改进的动

态反馈机制。通过不断地观察、记录和分析学生的学习表现，

教师可以及时发现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采取相应的

教学策略进行调整。例如，如果发现某个学生在某项运动技

能上存在困难，教师可以通过个性化指导和练习来帮助学生

克服障碍。这种及时的反馈和调整有助于提高教学的效果和

学生的学习成效。

2.3 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过程性评价强调学生的主动参与和反思，促进其自主

学习能力的培养。在体育教学中，学生不仅仅是被动接受知

识和技能，更是通过实践和体验来积累和发展自己的能力。

通过定期进行自我评价和同伴评价，学生可以更好地了解自

己的学习状态和进步情况，激发学习的兴趣和动力。这种自

主学习的过程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自我管理能力和学习动机，

为其未来的学习和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2.4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体育教学过程性评价不仅仅关注学生在技能上的表现，

更注重其身心健康、情感态度等方面的发展。通过评价学生

的运动技能、团队合作能力、领导能力以及体育精神等方面，

有助于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例如，通过团队项目的评价，

可以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意识和沟通能力；通过评价体育精

神的体现，可以提高学生的责任感和拼搏精神。这种全面发

展的评价有助于培养学生健康、积极向上的人格品质，为其

未来的生活和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

综上所述，体育教学过程性评价在全面了解学生发展

情况、促进教学过程改进、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以及促

进学生全面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不仅仅是对学生

学习成绩的简单记录，更是对教学效果和学生综合素质的有

效评价，有助于提高教育教学的质量和效果。

3 体育教学过程性评价的缺失

3.1 过程性评价实践不足
尽管体育教学过程性评价在理论上被广泛认可，但在

实际操作中，有时存在评价实践不足的情况。一些教师可能

更倾向于使用传统的考试评价或定期测验来衡量学生的学

习成绩，而忽视了过程性评价的重要性。这可能部分原因是

因为过程性评价需要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包括对学生在课堂

上的表现进行观察、记录和分析，以及为学生提供及时的反

馈和指导。然而，由于教师的工作量已经相当大，因此有时

可能会选择采取简化的评价方法，而忽略了过程性评价的重

要性。这种评价实践不足可能导致无法全面了解学生的学习

状态和发展水平，从而影响教学效果和学生的学习动力。

3.2 过程性评价缺乏深度
另一个体育教学过程性评价的缺失是缺乏深度。有时

候，教师可能会过于依赖于表面性的观察和评价，而忽略了

对学生学习过程的深度分析和理解。例如，他们可能只是简

单地观察学生在运动技能上的表现，而忽视了学生在运动态

度、团队合作、领导能力等方面的发展情况。这种缺乏深度

的评价可能导致对学生整体素质的了解不足，难以为教学提

供有效的指导和支持。因此，教师需要不断提升自己的评价

能力，加强对学生学习过程的深度观察和分析，从而更全面

地了解学生的学习状态和需求。

3.3 过程性评价缺乏研究
此外，体育教学过程性评价有时也存在缺乏科学研究

支持的问题。虽然过程性评价在教育理论中被广泛认可，并

得到了不少学者和教育工作者的重视，但是在实际应用中仍

然存在很多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讨。例如，如何设计有

效的评价工具和方法，如何有效地将评价结果与教学实践相

结合，以及如何提高教师对过程性评价的接受度和应用能力

等问题，都需要通过科学研究来解决。然而，目前对于这些

问题的研究还比较有限，缺乏系统性和深度性，这导致了在

实践中过程性评价的应用效果和影响力不够明显。因此，需

要加强对体育教学过程性评价的科学研究，不断探索和总结

有效的评价方法和策略，为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提供理论支持

和实践指导。

综上所述，体育教学过程性评价在实践中存在评价实

践不足、缺乏深度和缺乏科学研究等方面的缺失。为了克服

这些问题，教师需要加强对过程性评价的重视和应用，提升

评价能力和水平；教育研究者需要加强对过程性评价的科学

研究，为教学实践提供更有效的支持和指导。

4 体育教学过程性评价的实施策略

4.1 过程性评价要有方向性
过程性评价应该有明确的指导方向，以确保评价内容

与教学目标和学生需求相一致。教师需要在教学设计中明确

评价的方向和目标，如确定评价的重点是体育技能的提高、

团队合作能力的培养还是体育精神的塑造等。此外，过程性

评价也应该考虑到学生的个体差异和发展需求，根据学生的

实际情况和特点进行差异化评价，以确保评价的方向性和有

效性。

4.2 过程性评价要有实效性
过程性评价应该具有实效性，即评价结果能够及时为

教学提供有效的反馈和指导。为了提高评价的实效性，教师

可以采用多种评价方法和工具，如课堂观察、学生作品、小

组讨论等，以获取全面而准确的评价信息。同时，评价结果

应该及时反馈给学生，并帮助他们进行自我反思和改进，以

促进其学习成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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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过程性评价要有差异性
过程性评价应该具有差异性，即不同学生在评价中能

够展现出个性化的特点和优势。教师可以通过设计多样化的

评价任务和活动，鼓励学生展现其个性化的学习成果和创造

性的表现。同时，评价方法和标准也应该灵活多样，以适应

不同学生的学习风格和能力水平，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

性和主动性。

4.4 过程性评价要有统一性
尽管过程性评价需要考虑到学生的个体差异和发展需

求，但也需要保持一定的评价标准和规范，以确保评价的公

平性和客观性。因此，教师在进行过程性评价时需要遵循一

定的评价原则和标准，确保评价结果的一致性和可比性。同

时，教育管理部门也可以制定相关的评价指导文件和标准，

对过程性评价进行统一管理和监督，以保障评价的有效实施

和质量提升。

4.5 注重评价方法的多样性
注重评价方法的多样性是体育教学过程性评价中的重

要策略之一，它能够有效地丰富评价内容、提高评价的准确

性和可信度，同时也更好地适应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和个性

特点。

多样化的评价方法能够帮助教师全面了解学生的学习

情况和发展进程。在体育教学中，学生的学习表现不仅仅体

现在技能水平上，还包括体育精神、团队合作能力、领导潜

质等方面。因此，除了传统的笔试和口试外，教师还可以通

过课堂观察、学生作品展示、小组讨论、项目实践等多种方

式来进行评价，从而更全面地了解学生在体育学习中的表

现。注重评价方法的多样性是体育教学过程性评价中的重要

策略，它能够丰富评价内容、提高评价准确性和可信度，同

时也更好地适应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和个性特点，从而有效

促进体育教学的质量和效果。

综上所述，体育教学过程性评价的实施策略包括确保

评价有明确的方向性、具有实效性、具有差异性和具有统一

性。通过采取这些策略，可以有效提高体育教学过程性评价

的质量和效果，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和成长。

总之，过程性评价对提升体育课堂教学的质量和效率

具有实实在在的积极作用，实践价值不容置疑，在多个政策

文件以及不同文献资料中皆得到肯定。但是，目前其在实践

应用与实践研究方面皆存在短板。体育教师在实践过程性评

价的过程中，首先要关注学生的体育学习过程，分析学生体

育学习发展趋势，引导学生发展方向，通过把控过程性评价

的方向性、实效性、差异性、统一性等，落实好这一评价，

以提高体育教学的质量与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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