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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七中发展性教师评价“电子档案”的建设方案

新课程改革和教师发展是密切相关的，一方面新课程是在教师的创造性和教育教学实践

中得以建立井丰富和发展的；另一方面，教师对新课程有一个理解、熟悉到创造性实施的过

程，这个过程是学习研修的过程，是成长发展的过程。以电子文档的形式为每位教师建立的“教

学档案袋”（教师教学工作“电子档案”）,主要以此方式开展了发展性教师专业水平评价，把形

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结合起来、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相结合起来，使教师的进步程度和最

终结果都成为评价的主要内容，从而建立“发展性教师专业水平评价制度” 。

教师教学工作“电子档案”评定就是指以电子文档的形式为每位教师建立的“教学档袋”，

有目的地从多种渠道收集体现教师教学表现和水平的作品、资料，并进行合理的分析与解释，

以反映和促进教师专业水平的进步与发展，以促进教师发展与改进，从而获得最大效益。我

校教师“电子档案”平台主要为学校至道（OA）系统，实行校级统一管理。

在进行“电子档案”评定时，必须坚持以下原则：

1. 主体性原则：评价的有效性应建立在鼓励评价对象积极参与，并最大程度接受评价结

果的基础上。提倡教师自我评价是突出教师主体地位的典型表现。教师的自我评价与自我反

省、自我监控、自我促进有密切联系。在自我评价过程中，教师收集能体现自己教学表现和

水平的作品、资料，对其进行判断和反思，并寻找提高和改进的途径。所以，自评是促进教

师反思能力发展的最佳途径,有助于教师增强其内省的自觉性，改变原来消极被动的评价地

位，成为评价的主 体。

2. 过程性原则：评价的重心是教学过程。由于评价是与教学过程并行的一种持续的、动

态的过程，评价应贯穿于教学工作的每一个环节之中，不仅要重视教学结果的评价，更应重

视它的过程性评价。注重过程体现在关注评价对象各个侧面的发展变化，即在一个时间段对

评价对象若干领域的表现进行不断地比较，籍此判断评价对象在该领域的成长和进步，尚存

在的优势和不足，明确进一步发展方向。

3. 发展性原则：评价是为人们学习及人的终身发展服务的。评价应为教师发展提供强有

力的信息，更好地让评价对象认识自己、发展自己，完善自己。教师评价应体现以“人的发展

为本”的思想，体现对个体发展需要的尊重，关注和承认评价对象的差异性，以促进评价对象

更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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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档案”评定的主要环节应该包括：

1 .明确评价目的：

①全面了解教师的教学的历程，帮助教师认识到自己教学策略长处和不足；

②诊断教师在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及时调整和改善教学过程；

③展示教师的优秀作品、资料，反映教师教学的成就和进步，激励教师的教学。

2、确定评价内容：“电子档案”的内容可分为五大部分：

①教师个人简介：此项内容的重点部分是“教学特色”，它让教师回顾、反思自己的教学，

总结教学经验，找出自己的教学优点和特长，并在教学过程中不断发扬，从而形成自己的教

学特色促进个性化发展。这部分内容，允许教师随着自己的教学经验的不断积累，教学能力

不断的提高，对自我的认识不断提高，而不断修改完善；

②教学常规工作评价情况:它是教师每月对照评价标准，对教学常规工作（教案质量、批

改作业情况、集体名课情况、听课情况等）进行自评和互评的结果。还有教研组长和教导处

在老师自评和互评的基础上，进行综合评价（等级评价）的结果。对教师教学常规工作中的

教案质量、批改作业情况、集体备课情况、听课情况等方面的评价，学校针对存在的问题，

提出明确的评价标准，引导教师进行自评和互评。设计这个评价标准时，注意既有明确的基

本要求，又注意给老师留有一定发挥的空间;

③阶段性教学工作评定：它包括“教学常规工作的阶段性评价”，和“阶段性教学成绩评

价”.前者是在每月进行的教学常规工作定性评价的基础上所进行的教学常规工作的阶段性定

量评价，每半学期评价一次。后者是以在期中测试和期末测试中，所教的教学班的平均分、

优秀率和及格率与年段相比的升幅程度以及尖子生的增加和学习困难生的减少来评价教师教

学成绩；

④教学成果集：教学成果集包括优秀教案集、课件集、论文集（含自我反思材料）和教

学成果统计表（包括执教市、区和校级公开课的情况；在市、区教研活动的发言；各类竞赛

获奖情况；论文发表或获奖情况和荣誉奖）等。这部分资料最能体现教师的个性特点、教学

特色和业务素质。教师选择这部分资料时，应该考虑这些问题：对照标准，这个作品能否提

供我成长和成功的证据呢？这个作品是我专业成长和表现优秀的结果吗？教师还要公开阐述

说明自己为什么收集这些作品。这种阐述甚至比作品本身更重要,因为它最能告诉评价者教师

的反思、成长过程。

⑤其他工作的情况：包括工作量、个人进修情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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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袋评定通过多种渠道收集体现教师教学表现和水平的资料，能记录教的成长历程，

能够提供相对“真实”的信息和证据及丰富多样的评价材料，重视教师发展的全过程；能够开

放地、多层面地、全面地评价教师；档案袋评定还个性化地关注教师的成长过程，使教师在

体验成功中得到激励。

“电子档案”的操作程序主要包括:

1. “电子档案”的建立：首先以教研组为单位，在校园网上为每位教师建立教学工作“电

子档案”.此“电子档案”的特点：每位教师的“电子档案”都设有一定的权限，教师本人、教研组

组长和主管教学的主任或校长可以在该“电子档案”中填写资料或更改。其他教师可以打开各

个“电子档案”浏览，但不能改动。从而确保每位教师能不断把自己教学工作的有关资料和评

价情况输进“电子档案”，而不会被删掉或改动。同时还有利于教师之间互相学习、交流。

2. “电子档案”资料的收集：

（1）阶段性评价与“电子档案”资料的记录：教师自评与记录.

①每位教师根据学校提供的“电子档案”及要求，填写好个人简介表，并根据所取得的成

绩不断的补充完善，通过个人简介表简明扼要描述本人的教学工作简历、教学特色及主要成

绩，展示个人的成就；

②每月对照评价标准，对自己的教学常规工作一教案质量、批改作业情况、集体备课情

况、听课情况等进行自评，然后把评价结果记录到“电子档案”中，同时把自评优秀的教案电

子文稿上送到“电子档案”；

③不定期把获奖或发表的论文、有推广和实用价值的课件、个人反思等资料上送到“电子

档案”;

④每半学期，教师本人对照评价标准，对教学常规工作和期中或期末测试中所反映的教

学成绩进行阶段性定量评价，把评价结果记录在“电子档案”；

⑤每学期把其他工作的情况（个人进修情况、工作量）记录到“电子档案”中。

教师互评与记录：

①每月各教研组利用校教研的时间，组织教师对照标准，对教学常规工作进行互评，教

研组长把综合评价结果记录到各个老师的“电子档案”中；

②每半学期，教研组以“教学 常规工作评价”和“阶段性教学成绩”为评价依据，加以一定

的分值和权重，对教师进行定量评价，评选“阶段性教学工作优秀教师”，并把综合评价结果

记录到各个老师的“电子档案”中。

（2）终结性评价与记录：每学年，每位教师认真分析“电子档案”中每月、每半学期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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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工作阶段性评价情况及有关资料，对自己整个学期的教学工作进行终结性的评价，诊断自

己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提出改进的策略。同时，教研组在教师自评的基础上进行终结

性的综合评价。 上述评价结果都记录在“电子档案”。

3. “电子档案”资料的展示：

（1）备课组内展示：每位教师利用集体备课时间，每月至少在备课组内展示一次自己“电

子档案”中收集的最优秀作品。并阐述收集该作品的理由和对该作品的自我评价意见。然后备

课组进行分析和评价；

（2）校内展示：学校利用全校性的理论学习时间，展示部分表现较突出的教师的“电子

档案”资料，及时介绍和推广他们先进的经验和教学策略，并组织教师利用业余时间学习，促

进教师业务水平的提高。另外，使受表彰的老师在体验成功中得到激励。

4. “电子档案”的管理：由教务处主管教学的主任和分管教学的副校长、各教研组长和信

息技术中心部分老师组成管理机构，定期检查、审阅“电子子档案”资料的收集和评价情况，

并做好反馈、督促、指导工作，以确保此项评价的时效性和实效性。


	泉州七中发展性教师评价“电子档案”的建设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