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金报 新课堂 A07
2025年1月7日 星期二 责编：张亮 万建刚 美编：许明 审读：邱立波

A

“1块7一斤，2.1斤，奶

奶，3 块 5 毛 7，算 3 块 5 好

嘞。”一个穿着校服的学生

从顾客手中接过5元纸币，

并准确地找了零钱交给顾

客。这是 1 月 3 日上午，发

生在宁波市华天小学附近

社区广场上的一幕。

当天一早，华天小学的

学生们便在广场里支起4个

摊位，售卖早上刚刚采摘的

蔬菜。对他们而言，这不只

是一场简单的卖菜活动，还

是这学期的期末测评之一。

今年期末测评
“考题”是卖菜

现场，摊位上的蔬菜种类十分丰富，有
上海青、白萝卜、生菜等，此起彼伏的叫卖
声吸引了不少附近居民驻足、选购。

这些蔬菜，都是学生们自己亲自播
种的。

去年10月，学生们在老师指引下在校
园里种下了这批蔬菜。“从选择菜品、播种、
浇水、施肥、除虫到最后收割，全班孩子分
成几个小组，亲自参与了整个流程。”活动
负责老师张笑艳告诉记者，这期间，科学、
劳动学科老师已经根据学生表现，对他们
的科学素养和劳动能力给予综合考评。

当天，在孩子们“沉浸式”售卖期间，语
文老师仔细考察学生的情景交流、语言表
达能力、团队合作与角色扮演能力；数学老
师则聚焦学生在实际交易中的计算能力；
针对孩子们为了这次售卖设计的海报和广
告，美术老师则会根据色彩、构图等，评估
学生的创意设计和美术表达能力。

“老师说，这是一次测评，可是我觉得
这实在是太有趣了，根本不像测评！”202

班兰依霖同学兴奋地说，自己的任务是负
责吆喝，吸引顾客来买菜，“我觉得社区里
的爷爷奶奶都很和蔼，我给他们介绍了我
们摊位的四季青，他们夸我真能干！”

孩子们的表现，让老师们刮目相看。
“在整场活动中，每一个孩子都保持

着饱满的热情。可能兜售时有些羞涩，找
零时有些慌乱，但他们始终都兴致勃勃地
沉浸其中。”负责语文学科测评的老师吴
红娜在观察了一个小时后表示，就语文学
科来说，这次活动巧妙地把语文学科中

“表达与交流”“梳理与探究”这两个维度
的考察内容纳入进来。学生不是被动地应
付测评，而是在真实的生活情境中，主动
展现了这些素养。

多元的表现形式、巧妙的场景设计、趣
味的参与方式，让这场期末学业评价不再
严肃。张笑艳表示，这场蔬菜集市，只是华
天小学探索期末无纸笔化测评的一部分，
其他班级的同学还将通过腊八节等丰富多
彩的活动形式完成期末测评。

●考试地点：校园农场、附近的社区广场 ●考试科目：语文、数学、美术、劳动……
●考试题目：种菜、卖菜 ●考试时间：3个多月 ●考试方式：无纸笔

孩子们的孩子们的““蔬菜集市蔬菜集市””。。通讯员供图通讯员供图

居民们挑选“菜品”。通讯员供图

说起“非纸笔测评”，大家都已不陌生。
早在2014年，宁波市小学自主探索形

成“模块考试”“主题游园式测评”“情景化
考试”等以“活动”为主要形式的测评。期末
测评不再停留在纸面，期末评价也有了N
种打开方式。

2022年，应素养发展与综合评价改革
的需求，非纸笔测评跳出游戏化，走向了以
落实学科综合素养、跨学科素养的项目测
评和主题测评。

这次华天小学尝试将“期末测评”的
“战线”拉长，考察学生在真实情境中的综
合素养，也是“素养本位”的一种体现，更是
宁波各学校、各区域探索评价改革，助力实
现“评价赋能”的一个缩影。

海曙区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海曙
区全区中小学均在小学一二年级全面推进

非纸笔测试。目前，海曙区已建立区域“非
纸笔测评”资源库，这些资源不仅可以帮助
教师和学生有效地开展非纸笔测评，提高
教学质量和学习效果，而且可以为区域内
的其他学校提供参考和借鉴，实现资源的
共享和优化。

未来，“非纸笔测评”还将如何发展？记
者联系了宁波市教育局教研室的评价教研
员刘倩，她认为，评价工具对推动非纸笔测
评发展格外重要。她表示，在互联网时代，
未来要致力于实现评价工具的多元化，以
适应不同学科、不同学习方式、不同学段的
需要。评价工具的设计应基于数据分析，以
数据驱动改进。具体来说，可以应用数字平
台储存、处理数据，从数据中不仅寻找学生
表现情况，也可用于反思评价工具的设计
情况。

B 游园会、情境化考试……
让期末评价有了N种打开方式

种菜+卖菜
这场测评为期三个多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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