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学生科学探究能力的评价研究
　 　 一、基本概况

课题名称：中学生科学探究能力的评价研究
课题类别：江苏省中小学教学研究课题（２０１１）年度第（９）期
课题主持人：常州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李能国
核心组成员：王明华、邰玉韦、徐业义、冯健、吴宁、封晶晶
研究周期：２０１１． ８ － ２０１４． １２
结题时间：２０１４年１２月

　 　 二、主要内容

　 　 （一）研究价值
１． 评价是制约着我国课程改革的瓶颈。评价是通过评价者对评价对象的各个方

面，根据评价标准进行量化和非量化的测量过程，最终得出一个可靠的并且逻辑的结
论。评价程序的步骤是确立评价标准、决定评价情境、设计评价手段、利用评价结果。
虽然我国课程改革已经推进多年，但却一直没有研制相应的学业质量标准，评价成了制
约我国课程改革深入的瓶颈。
２． 评价是保证和提升学业质量的手段。科学探究是当代理科课程中的核心内容。

我国新课程改革已经推进许多年，而与科学探究相适应的评价依然没有跟进，教师缺少
评价学生科学探究能力的工具，学生的纸笔测验成绩与科学探究能力存在较大差距，过
程性评价没有进入学生的学业成绩评价体系，甚至许多学校不开展实验教学，以讲授取
代学科的科学探究过程。
３． 评价是教育研究和行政决策的需求。传统的评价常常是基于经验，从感性的角

度，缺少证据，从而导致教学研究肤浅、行政决策失误。基于证据研究，对评价内容和关
键性指标进行分析诊断，从而改进教师的教学行为和学生的学习行为，作为完善教育政
策措施、加强教育宏观管理的重要参考。
４． 评价是促进教师和学生发展的需求。评价具有诊断功能、导向功能和激励功能，

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运用评价工具得出可靠的结论，是教师和学生发展的主动需求。
　 　 （二）研究目标与内容

研究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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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是从评价改革入手，推动教学行为的改变，从而真正实现新课程中关于培养
学生科学探究能力的目标。本研究预期目标是：
１． 了解当前生物学科教师对学生科学探究能力评价的现状。
２． 探索评价学生生物学科学探究能力的基本思路和具体做法。
３． 改变教学评价模式，从而促进学生教学方式转变，提升学生科学素养。
研究内容：
１． 调查对学生科学探究能力评价的现状。通过问卷和访谈等形式，了解常州地区

各中学对学生科学探究能力评价的方式和效果。
２． 描述科学探究能力的结构。对教育学、心理学进行研究，结合已有的各种文献资

源，建立清晰的、可操作的科学探究能力结构，为评价学生的科学探究能力作好准备。
３． 设计评价科学探究能力的工作单。设计具体的探究任务，以此作为评价的载体，

让学生动手探究，把过程和结果写在工作单上，然后对工作单进行了评价。
４． 编写科学探究能力的评价指南。一般性的评价指南在相似的探究任务中是可以

通用的，但对特写的任务，需要有明确具体、针对性强、能减少教师主观因素的评价指
南。
５． 评价学生科学探究能力。由课题组核心成员，运用工作单的方式对常州地区中

学生进行科学探究能力的评价，完成区域性的学生科学探究能力分析，总结成功的经
验，发现存在的问题，提出问题解决的策略。
　 　 （三）研究基本思路与策略

研究思路
本研究的基本思路：
第一步　 对相关文献进行收集与整理，同时，进行大量的调查，了解目前教师对学

生科学探究能力的评价方法，以及教师对学生学业质量评价的意见，提出进行学生科学
探究能力评价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第二步　 研究学生科学探究能力的结构，创设少量的简单可行的科学探究任务，编
写相应的评价指南，为对学生进行了科学探究能力的评价作好准备。

第三步　 从初中、高中的起始年级，选择几所有代表性的学校进行学生科学探究能
力的工作单评价，全面分析科学探究能力各个维度的情况，反思评价结果与教学之间的
关系，同时对学生科学探究能力的结构和评价指南进行完善。

第四步　 核心组成员基于上述研究成果，设计多种适合初中和高中学生的科学探
究任务，并编写具有个性化的评价指南，对常州地区的中学生进行科学探究能力评价。

第五步　 对研究进行梳理与总结，得出研究结论。组织全体生物教师学习科学探
究能力评价的理论和操作工具，反思并改进个人教学实践，提升教师专业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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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策略
１． 学习理论。认真学习有关课程、教学、评价的著作和文章，明确课题研究的重要

性，开展沙龙式研讨，更新观念，转变角色，增强课题研究的积极性。
２． 访谈讨论。通过召开教师座谈会、学生座谈会、问卷调查等方式，了解师生对实

验教学状态的真实想法和看法，了解他们对本课题研究现实性的理解程度。
３． 课堂实践。课题组成员根据本课题的研究进展定期进行公开课，选择不同年级、

不同主题的探究任务，初步研制工作单、评价指南，通过同伴互助不断探究和修正，完善
工作单、评价指南。
４． 反思研究。通过理论学习和对实际情况的理解与把握，每位成员根据兴趣与特

长，选择适合自身的研究方向，形成合作的体系，确保课题研究工作有序、有重点、高效
地展开，课题组成员就本课题的研究和实践，撰写读书心得、教学反思、案例评析与论
文。

　 　 三、实践举措

１． ２０１１年３月—２０１１年１２月，完成文献搜集与整理工作；进行实地问卷调查和访
谈工作，充分了解教师当前对科学探究能力评价的方法和需要，并从理论上分析进行科
学探究能力评价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２． ２０１２年１月—２０１２年８月，对科学探究能力的三维结构进行描述，作为评价的

目标，尝试创设用于评价的科学探究任务，编写相应的评价指南。
３． ２０１２年９月—２０１２年１２月，在新学年的开始，选择几所有代表性的学校，在初

一和高一年级对学生的科学探究能力进行工作单评价，分析实验结果。
４． 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０１３年８月，对学生科学探究能力的结构和评价指南进行完善。

设计多种适合初中和高中学生的科学探究任务，并编写具有个性化的评价指南，对常州
地区的中学生进行全面的科学探究能力评价。
５． ２０１３年９—２０１４年１２月，对课题相关材料进行梳理和总结，提炼成果，对初中生

物探究实验形成系统的评价指南，并完成结题工作。

　 　 四、理性认识

通过对国内外大量文献资料的研究，科学探究能力的评价应该反映科学探究的全
过程，科学探究可分成提出问题或假说、设计探究方案、收集和展示数据、分析和解释结
果等四个维度。科学探究能力的主要能力结构是科学知识的掌握、科学方法的应用、表
达和交流这三个方面，科学探究的每个维度都可以从这三个指标进行评价，从而形成科
学探究能力的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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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探究能力评价体系
评价维度

评价指标
提出问题或假说 设计探究方案 收集和展示数据分析和解释结果

科学知识的掌握
背景信息和观察
结果与科学研究
相关

能设计符合逻
辑、安全和伦理
要求的探究方案

收集的数据是合
理和精确的，与
研究计划的目标
一致

使用科学术语正
确地报告结果

科学方法的应用
形成的问题或假
说是可以得到回
答或检验

设计的探究方案
为回答问题或检
验假说提供充分
的数据

数据的转换是有
效的、完全的，对
解释问题有价值

对过程和结果进
行批判性评估

表达和交流
清楚地表达问题
或假说以及背景
信息

能够交流探究方
案设计和实施过
程

为交流观察和测
量结果，有组织
地展示数据

所得的结果支持
结论，结论能表
明提出的问题或
假说

针对每个评价指标，需要全面评估学生在相应的评价维度中可能的表现，这些表现
作为证据，把学生的表现水平分为超过标准、达到标准、没有达标三个等级，找出三个等
级的关键区别及关键词，这就是学生科学探究能力的评价指南，建立评价指南能够有效
帮助教师熟练掌握评价标准。如果将每个评价指标中学生表现的区别用分值表示，达
到标准为３分，超出标准为５分，没有达标为１分，这样就可以使过去对学生科学探究能
力的模糊性描述向定量评价转变，使评价更加客观、可信。

课题研究过程中，虽然已经开设了很多研究课，但研究课是点状的，缺少一条明显
的主线，主要原因是教学中的科学探究实验数量相对比较多，教师在开设研究课时，受
到年级、教学时间的制约。由于工作单评价是在课后进行的延时评价，在课题组活动中
一般只能展示实验和完成工作单过程，或者是对工作单进行展示和评价过程。

课题组对初中课程标准中的探究实验进行了整理，不同的科学探究实验有不同的
价值，对学生科学探究能力形成的贡献具有差异性，随着课程的推进，学生的科学探究
能力不断发展，在七年级和八年级的不同时期，科学探究的教学目标具有差异性，关注
学生的能力的形成过程，整体设计科学探究教学的内容和目标，明确每个实验对学生科
学探究能力培养的重点，并分配到各实验学校完成相应的评价指南，从而构成完整的体
系。

　 　 五、成果与影响

２０１１年３月—２０１１年１２月，课题组完成文献搜集与整理工作；进行实地问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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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访谈工作，充分了解教师当前对科学探究能力评价的方法和需要，并从理论上分析进
行科学探究能力评价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从２０１１年始，开设大量的研究课、公开课、展示课、专题讲座，在常州地区形成共
识，实现资源共享，并在全省和全国范围内推广研究成果，得到专家和教师的好评。

科学探究能力评价课题组公开课、讲座开设情况
时间 学　 校 教师 主　 　 题 活动范围与影响

２０１１． １０． １３ 实验初级中学 庄丽娟 《多细胞植物体的组成》 常州市
２０１２． ３． ２ 常州外国语学校 宋玉珍 《探究口腔内的化学性消化》 常州市

２０１２． ９． １３ 北环中学 封晶晶 《影响黄粉虫分布的非生物因
素》 常州市

２０１２． ９． ２０ 河海中学 赵敏慧 《探究蚂蚁的觅食行为》 常州市

２０１２． １０． １２ 正衡中学 范舒洋 《探究影响水生植物产氧量的
因素》 常州市

２０１２． １１． ９ 勤业中学 于晔娟 《探究脊椎动物的结构与运动
的关系》 常州市

２０１３． ５． １０ 河海中学 陈苏妮 《探究酸雨对种子萌发的影
响》 常州市

２０１３． ８． ２０ 常州市教科院 李能国 《教研活动的艺术》 省教研员培训

２０１３． ９． １６ 常州市北郊初中 邰玉韦 《探究生命的方法》 全国教材培训活
动

２０１３． １０ 河海中学 赵敏慧 《探究蚂蚁的觅食行为》 全国优秀课一等
奖

２０１３． １２． ２０ 常州市北郊初中 邰玉韦 《探究生命的方法》 江苏省名师课堂
２０１４． ４． ３０ 河海中学 赵敏慧 《探究食物腐败的原因》 常州市

２０１４． ９． ５ 常州市教科院 李能国 《中学生实验探究能力的评价
研究》 常州市

２０１４． ９． １２ 常州市第２４中学 戴文娟 《探究影响酵母菌发酵的因
素》 常州市

２０１４． ９． １２ 常州市北环中学 封晶晶 《评价指南的编写和使用》 常州市
２０１４． ９． ２６ 常州市清潭中学 陈茹吉 《探究蚂蚁的觅食行为》 常州市

２０１４． １０ 常州市北郊初中 邰玉韦 《探究几种常见食物热价的差
异》

全国优秀课一等
奖

２０１２． １０． １９ 常州市第一中学 高大玉 《探究影响酶活性的因素》 常州市
２０１２． １１． ２３ 常州市第一中学 崔　 妍 《探究ｐＨ对酶活性的影响》 常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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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 ４ ． １９ 常州市第五中学 顾学兵 《高中生科学探究能力培养与
评价》 常州市

２０１４． １２． １１ 常州市第二中学 吴　 宁 《探究生长素促进生根的最适
浓度》 常州市

２０１４． １２． １８ 常州市北郊初中 邰玉韦 《实验教学评价的理念与行
动》 江苏省名师论坛

课题组成员通过大量的文献研究和课堂实践研究，及时总结研究成果，在省级以上
的期刊杂志中发表论文１１篇，获奖若干篇。发表论文目录如下：

科学探究能力评价课题组发表论文情况
时间 姓名 杂　 志 论文标题
２０１２． ０５ 李能国 《中学生物学》 《中学生科学探究能力的结构分析》
２０１２． ０８ 李能国 《中学生物学》 《中学生科学探究能力的评价指南》
２０１３． ０１ 李能国 《中学生物教学》 《探究实验教学的常见现象分析》
２０１４． ０５ 李能国 《生物学教学》 《初中生物科学探究教学的整体设计》

２０１３． ０９
王明华
崔　 妍 《中学生物学》 《工作单在高中定量探究实验评价中的应用》

２０１３． ０２ 冯　 健 《高考》 《用量表改进生物实验课堂》

２０１３． ０３ 邰玉韦 《生物学教学》 《借助学生作品，开展形成性评价的教学设计与实
践》

２０１３． １２ 邰玉韦 《教学月刊》 《科学探究中“作出假设”能力的培养策略与思考》
２０１４． ０８ 邰玉韦 《中学生物学》 《不同浸种处理对黄豆种子萌发影响的拓展探究》

２０１４． １０ 邰玉韦 《中学生物教学》 《“自主—合作—建构—实践”理念下的探究实验教
学》

２０１３． １２ 邰玉韦 《中学生物教学》 《“体验式”案例教学法在科学探究中实践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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