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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本评估 

学本评估（learning-oriented assessment，

LOA）是由卡里斯和朱芬于2006年提出的一

种新型教育评价理论与实践。该理论的提出建

立在其在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进行的为期三年

的“学习为本评估研究项目”（learning-

oriented assessment project，LOAP）基础之

上。 

缘起 

学本评估之“新” 

内涵 

学本评估在“学本论”理念的指导下，结合

学习化评估、学习性评估与学习段评估三种

评估方式的基础上，让学生成为评估活动的

主体，对学习活动展开自我评估和同伴互评，

及时获取反馈信息，监控和调节学习过程，

以实现促进学生自主评估与自主学习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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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性评估 

assessment for learning 

形成性评价的改进 

学习化评估 

assessment as learning 

评估即学习 

应用于学生学习投入、学习过程以及学习结果评估 

重视评估对于学习的促进作用而非测量的功能 

回归教育的核心价值，支持学生的学习 

学本评估之“新” 

学习段评估 
assessment of learning 

终结性评价的改进 



学本论 评估体系 

有利于纠正“生本
论”在理念和实践
上的偏差 

弥补单一评估方
式的不足，涵括
完整的学习过程 

学本评估之 
“新” 

学本评估之“新” 



“以学生为中心”与“以
教师为中心”截然对立 

学术价值和标准
的贬值 

1.行政化大学组织的钳制 

保证学生在质量评估中

的 主体地位，重视教师在评

估中的主导地位 

内适质量观 

外适质量观 

个适质量观 

学本评估：学习的标准就是评估的标准 
                     评估的过程就是学习的过程 

以“学本论”作为指导理念 



学本评估是一种评估体系 

学习性评估，

彰显评估对学习的

促进作用 

学习段评估

在重视“学习成

果”评估的基础

上，更重视评估

对学习的“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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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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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化评估，实现学习
与评估一体化 



评估任务 
即学习任务 

学本评估之 
方法 

学生主动参与 

过程评估 
结果评估 

反馈即前馈 

学本评估之方法 



精神环境 
心理环境 
物质环境 

教学文化主体 

教学文化指向 教学文化 
生成机制 

评估任务即学习任务 

具体的、现实的 
评估任务 

评估任务 
促进持续性学习 

评估任务即学习任务 

 

评估任务指向
学生学习成果 



学生主动参与，成为评估的主体 

资源图示 

学生成为评估的主体 

 

学生应该在教师

的指导下，自主

确立学习目标 

在实现学习目标的

过程中，学生需要

适时监控并及时调

整自己的学习策略 

学生确立“为自

己而学”的信念

是学本评估的题

中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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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性评估 

总结性评估 

学本评估 

应该更多地强

调“学生”和

“学习”的主

体地位和目标 

过程评估 

结果评估 

学习过程的完整性 

        学本评估之方法 



反馈作为前馈 
Feedback as 
 feedforward 

反馈不仅仅是一种

诊断式的报告，而

应该作为促进学生

进一步发展的“有

用信息” 

反馈 

有学者的调查说明“学

生普遍认为在课业过程

中得到及时地反馈比在

课业完成后再得到反馈

要更加有用” 

反馈作为前馈 



Your text 
Click here to add your text. Click here 

to add your text.  

学本评估之应用 从教学实践来看 

  

学本评估之应用 

问题在于学本评估

的方法技术在实践

中的应用 

从理念层面上来看，

学本评估的优点与

实施的必要性不难

被理解和接受 

关注评价体系的

各个环节 
保证学本评估的

完整系统性 



谢谢大家！ 

敬请各位批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