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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评价是教育专业化最后的堡垒，如果评价没有创

新，评价方式、评价目标、评价技术没有创新，那创新人才培

养又是一句口号[1]。部分学校推行壮汉双语教学以来，教育教

学质量发展滞后，究其根源在于缺乏对壮汉双语教育教学质量

监测与评价。因此，只有实施对壮汉双语教育教学质量的多元

监测与评价，才能激发壮汉双语学校师生壮汉双语教学的主动

性，从而焕发出学校壮汉双语教育的生机与活力。

【关键词】民族双语教育 多元评价

众所周知，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和多语种的国家。在我国民

族教育中，多语种教育即双语教学甚至是三语种教学是一种较

为普遍的教学现象，民族双语教学是民族教育的灵魂[2]。建国

以来，党和政府为了提高少数民族人民群众文化素质，稳定和

繁荣少数民族地区，根据当地少数民族的意愿，在少数民族聚

居地科学实施民族双语教育教学取得一定成效，得到广大少数

民族人民群众的普遍关注和高度赞誉。

但是，随着信息化、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各民族之间的交

往、交流、交融增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主体性地位日益凸

显，少数民族自身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沟通、交流逐渐

弱化。于是，出现个别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开始淡化对民

族教育特别是民族双语教学的管理和引导，致使民族双语教育

教学在学校日常的教育教学活动中逐渐边缘化，民族语文得不

到重视，民族文化得不到传承，这必将对民族地区地的和谐、

稳定和繁荣发展产生影响。

一、壮汉双语教育教学质量监测与评价的现状

（一）壮语文课程教学不太正常。

按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关于印发《壮汉双语教育二类模

式实施办法的通知》（桂教民教〔2012〕 7号）文件规定，壮汉

双语学校每周开设的壮语文课程是：小学预备班10节/周；一、

二年级4节/周；三、四年级3节/周；五、六年级2节/周。但用

“问卷星”问卷调查了解到，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各学校基本未能

按照文件规定开足教学课时；所安排的壮语文教学课时形同虚

设，有课时不授课较为普遍。壮语课授课与否全凭教师个人对

民族语文的情感，教学长期处于无人监管状态。

（二）壮语文教学质量监测过于单一。

完成壮语文课时授课之后，教师从未给学生布置作业练习

巩固。一个学期结束，学校也没有对教师或学生的教学质量做

过任何监测评价。所谓的监测评价只是在小学毕业时参加全区

小学生毕业壮语文科统一测试，测试后学生的成绩也未做作任

何的质量分析和评价。

（三）评价方法简单机械单调。

现有壮语文课程评价没有独立的评价体系。目前的评价方

法基本上套用汉语文课程评价方法。显然，采用这种的评价方

法脱离壮语文教学实际，其评价结果自然难以调动学校开展壮

语文教学的积极性、主动性，评价结果失去应有之义。

二、科学构建壮汉双语质量监测与评价机制

基于壮汉双语教学不太正常，监测单一，评价简单，科学

构建壮汉双语质量监测与评价机制势在必行。

（一）依据数据采集信息，科学制定方案和办法。

1.借助“问卷星”开展问卷调查，收集相关数据信息。筛

选有效数据信息，作为制定方案和办法的依据。组织学校领

导、骨干教师、教研员等相关人员制定方案和办法。

2.制定壮汉双语教育教学质量监测与评价方案。

其一，明确监测与评价目的和意义。统一学校、教师对实

施壮汉双教育教学质量监测与评价的思想认识。要求学校、教

师高度重视壮汉双语教育教学工作。努力按照《方案》和《办

法》完成壮汉双语教育教学任务。

其二，确立监测与评价的原则。强调“立德树人”“以人为

本”“发展为本”的现代教育理念， 确立质量监测与评价的

“导向性、综合性、实效性”原则，充分体现监测与评价的诊断

性、过程性、表现性和终结性相结合。

其三，确定监测与评价的内容。包括“学生成长、教师进

步、学校发展”三个方面。以监测与评价学生成长为主线，同

时兼顾到学校、教师的评价。通过对三个方面的监测与评价

是，形成一种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教学质量监测体系。

其四，明确监测与评价的方式方法。监测与评价的方法是

“实地观察、访谈和学生学业成绩测评”。监测与评价的方式是

“信息监控、教学督导和专项评价”三种。

其五，设置监测与评价管理机构。设置县、乡（镇）、校三

级教学质量监测与评价保障机制，形成三级监测与评价网络，

确保对全县壮汉双语学校如期开展质量监测与评价全覆盖。

其六，保障监测与评价运行实施。壮汉双语教学质量监测

与评价是一项系统工程，长期坚持，分阶段分步骤实施。

3.出台壮汉双语教育教学质量监测与评价办法。

其一，确立监测与评价的指导思想。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

针，积极推进素质教育，建立和健全壮汉双语教育教学质量监

控体系。

其二，提出监测与评价的措施。严格按照教育部颁布的

《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考试管理办法》规定，对壮汉双语教育教学

质量监测与评价采取抽测、抽评相结合，并建立健全对质量监

测与评价的激励机制。

其三，规定监测与评价的方式。既有必要性的学业纸笔测

试，也有学生兴趣、爱好、特长的过程性考查。

其四，确定监测与评价的赋分办法。学生评价赋分办法

是：学业纸笔测试成绩占 60%，特长能力考查成绩占 40%。学

校评价赋分办法是：常规教学月检工作占 30%；开展校园民族

文体活动占30%；传承民族传统优秀文化占40%。

其五，重视监测与评价的结果运用。壮汉双语教育教学质

量监测与评价结果作为学校评优、教师教学质量等级评定、职

级晋升、优秀教师评定的依据。

4.编制壮汉双语学校教师评价参考指标。

教师的职业道德、职业素养和教育教学能力直接影响着学

生的发展，教师评价内容要围绕必备素质、履行职责、工作成

效三个方面，细化评价指标，评价内容及评价指标详见表一[3]。
表一：壮汉双语学校教师评价指标

内容 评价指标

1.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立德树人，做学生学习成长引导者、

学校建设者、民族文化传播者。

2.热爱民族教育事业，积极弘扬民族文化，熟悉壮汉双

语文，培养壮、汉兼通壮族人才，促进学校未来发展。

3.教师应解放思想，更新知识，不断提高自身的综合素养。

1.注重研究各阶段学生生理、心理以及语言能力特征，激

发学生学习壮语文的兴趣，不仅教知识，还应教学生会

学、想学、乐学。

2.关注学生品德发展，加强心理健康教育，促进学生身心

健康发展。

3.创造性地理解和使用教材，积极开发课程资源，不断的

自我创造和发展。

4.教师之间通过听课、评课等活动相互交流思想，交流教

学经验，取长补短，努力提高教学能力水平。

1.壮汉双语课堂教学氛围好，教学方式方法恰当，教学效

果好。

2.组织学生参加各级教育部门开展的壮汉双语各类竞赛

有成果。

3.参与壮汉双语教育教学研课题研究，有论文发表或获奖。

必备

素质

履行

职责

工作

成效

5.编制壮汉双语教育教学质量学生监测与评价指标。

落实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义务教育学校考试管理

的通知》要求，结合壮语文学科特点，从学前预备班到初中，

围绕学生“学习态度、养成习惯、能力要求、目标达成”实施

质量监测与评价。积极倡导非纸笔测验监测评价，采取分项评

价与综合评价相结合，试行实验过程性评价与表现性评价相结

合的策略，既统一标准，又关注个体差异，充分发掘学生的特

长优势，因势利导学生热爱壮语文课程教学，培养学生学习自

信心。各学段学生监测与评价指标详见表二。

三、开发校本课程资源丰富校园文化生活

由于壮语文课程资源相对贫乏，学生可用于壮语学习的读

物相对较少。据调查了解，目前可供壮汉双语学校师生学习壮

语文的书籍仅为教材、练习册、教师教学用书、少量的课外阅

读本及《广西民族报》（壮文版）和《三月三》（壮文版），在书

店里很难找到可供师生课外阅读的壮文书籍。在有限的资源限

制情况下，作为壮汉双语学校有必要根据学校特色办学需要，

组织教师编写校本课程充实教学资源，充分利用学校开发的校

本课程资源丰富校园文化生活。经过几年的探索实践，目前环

江已经组织壮汉双语学校教师编写了《壮汉对照日常口语交际

读本》《竹杆舞教程》《抛绣球教程》《三人板鞋竞技教程》等校

本教材。校本教材的开发，既满足学生的课外阅读需求，又推

动校园文化活动开展。教师利用校本课程读本，指导学生口语

交际，指导学生课外文体活动，既教会学生活动技能，又了解

民族文化特色，极大地调动学生浓厚学习兴趣，学校教育教学

在多姿多彩的育人活动中焕发出生机与活力。

四、组织多元监测评价焕发双语教学生机活力

有好的《方案》，好的《办法》，好的《量表》，不一定就有

好的监测评价效果。因为，制定出台再好的 《方案》《办法》

《量表》，如束之高阁，那么这些《方案》《办法》《量表》就形

同一张张废纸。所以，当《方案》《办法》《量表》出来后，就

要对照《方案》《办法》《量表》去组织开展工作，将《方案》

《办法》《量表》中的每个条文落实到具体的工作中，化无声的

条文成师生日常教学的行动。依据环江制定的壮汉双语学校教

育教学质量监测与评价《方案》《办法》《量表》。坚持做到日常

监测评价与期末统一监测评价相结合，坚持做到表现性监测评

价与纸笔监测评价相结合，坚持做到定量监测评价与定性监测

评价相结合，坚持做到过程性监测评价与终结性监测评价相结

合。要落实“四坚持、四结合”监测评价过程中，由乡镇中心

校教学辅导员和学校领导负责组织实施“日常监测评价、表现

性监测评价、定量监测评价、过程性监测评价”；由自治县教育

科学研究室会同乡镇中心校负责组织实施“期末统一监测评

价、纸笔监测评价、定性监测评价、终结性监测评价”。实践证

明，用多元监测与评价壮汉双语学校、教师、学生，有力地推

动壮汉双语学校组织开展壮汉双语教学工作，丰富校园文化生

活，焕发出学校教育教学生机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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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通过多元评价焕发壮汉双语教育生机活力

预备班 一、二年级 三、四年级 五、六年级 七、八、九年级

学习

态度

养成

习惯

能力

要求

目标

达成

年级

项目

向往校园
生 活 ，有
上学的欲
望。

1. 积 极 上
学 ，不 迟
到、早退。

1. 热爱学
习 ，积 极
参加学习
活动。

1.明确学习
目的，主动
学习。

1.学习态度端
正，积极主动
学习。

1.穿着整
洁 干 净 。
2.爱护玩
具、图书。
3. 爱 提
问 ，勤 动
手 ，有 自
信心。

1. 上 课 坐
姿端正，专
心 听 讲 。
2. 作 业 整
洁，书写工
整 。 3. 认
真思考，积
极发言，大
胆质疑。

1.课前主动
预习，圈画
课 文 中 生
字 、佳 词 、
妙句等。
2.每天坚持
20 分 钟 的
课外阅读。

1.养成课前
预习习惯。
2.养成独立
思考习惯。
3.每天坚持
30 分 钟 的
课外阅读。

1.养成课后复习
习惯，重视整理
听课笔记。
2. 养 成 独 立 思
考、质疑习惯。
3.每天坚持 1 个
小时的课外阅
读。

1. 乐于参
加集体活
动 ，学 会
与他人合
作。
2. 有一定
的壮语文
口语表达
能 力 ，能
说一句完
整的话。

1.能读准声
母 、韵 母 、
声 调 。 能
准 确 地 拼
读音节，具
备 直 呼 能
力 。 能 阅
读 一 些 简
短 的 课
文。
2. 能 就 熟
悉 的 话 题
和活动，进
行 简 单 常
规 的 信 息
交流，满足
日常学习、
生活需要。

1.用壮语标
准 语 朗 读
课文，能体
会 文 中 关
键词句。
2.对壮文习
作 有 兴
趣 。 能 够
就 常 见 的
或 个 人 兴
趣 的 话 题
写 出 简 单
连 贯 的 短
文 。 会 写
信 描 述 个
人 经 历 和
感想。

1.能用壮语标
准语进行课
堂教学交流，
有条理地地
表述要说的
话。2.能用标
准壮语详细
的描述有关
爱好的话题，
对时下关注
的问题阐明
自己观点。
3.对壮文习作
有兴趣。能
写简单的记
叙文。习作
内容具体，语
句通顺，感情
真实。

1.能用壮语标准
语轻松地参与谈
话或讨论。能流
利地发表个人见
解。2.能读懂篇
幅较长、内容复
杂的文学作品，
并对不同风格、
题材的作品进行
鉴赏。基本辨清
壮语和汉语在句
式 以 及 常 用 词
语方面的区别。
3.壮文习作，做
到语句通顺，有
条理，感情真实，
内容具体、完整，
正确使用常用的
标点符号。

会 讲 500
个左右的
常用壮语
单词。

1.掌握不少
于 1000 个
常用壮语词
汇。2.参加
一、两项民
族文体兴趣
小组活动。
3.壮语文口
语测试成绩
合格。

1.掌握不少
于 2000 个
常用壮语词
汇。2.参加
两、三项民
族文体兴趣
小组活动。
3.壮语文测
试 成 绩 合
格。

1.掌握不少
于 2500 个
常用壮语词
汇。2.参加
两、三项民
族文体兴趣
小组活动。
3.期末壮语
文测试成绩
合格。

1.累计掌握不少
于3500个常用词
汇量。2.默读有
一定的速度。默
读每分钟不少于
100个音节。3.参
加学校组织的民
族 文 体 社 团 活
动。4.期末壮语
文测试成绩合格。

表二：壮汉双语教育教学质量各学段学生监测与评价指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