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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分类评价背景下的高中政治作业评价 

 

重庆市第四十九中学校   刘飞 
 

摘要：人才评价是人才发展体制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才资源开发管理和使用的前提。

建立科学的人才分类评价机制，对于树立正确用人导向、激励引导人才职业发展、调动人才创

新创业积极性、加快建设人才强国具有重要作用。基于此，高中政治作业评价更加注重其分类

实施与评价，采取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划分的作业布置模式，尊重学生的个性选择，把

综合素质评价作为根本评价标准，更加有利于推进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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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分类推进人才评价机制改革的指导

意见》，并发出通知，旨在解决我国当前分类评价不足、评价标准单一、评价手段趋同、评价社

会化程度不高、用人主体自主权落实不够等突出问题，不断提高授课教学中的评价工作水平。

因此，分类评价背景下的高中政治作业评价，要始终依托于分类评价构建要求，创高中政治作

业评价机制，发挥教育评价的“指挥棒”作用，从而让高中政治作业更加多元、高效，不断提

高高中政治作业评价质量。 

一、高中政治作业评价的过程分析 

在新课标、新教材、新高考“三新叠加”的背景下，为更好地贯彻《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

程标准（2017年版 2020年修订）》精神，需大力实施分类评价制度，创新高中政治作业形式，

把思想品德列为人才评价的首要内容，避免多头、频繁、重复评价，同时将上述评价要求落实

在高中政治作业布置的方方面面，分类式推进评价，让分类评价成为师生实践探索与总结提升

的关键。[1]例如，在布置人教版高中二年级思想政治必修 4 课程“运动的规律性”上，让学生

根据“绝对运动”和“相对静止”两个运动规律进行思考，在作业中加强其作业的实践探索，

并且从多元作业角度看，教师在评价中需认真结合高中政治教学要求，从分类评价角度对学生

进行过程探索。教师需从学生主体、作业目标、作业类型、作业评价、作业优化等角度分析过

去高中政治作业布置中存在的问题，进一步从分类评价角度进行下一阶段的实施与布置，从而

让高中作业布置做到找准定位、凸显优势、体现特色、补齐短板。 

二、学生参与政治作业评价的实践性探索 

作业是课堂的延伸，有效的作业是检测课堂“高效”的一面镜子。具体来说，从评价主体

来看，其主体既可以是教师，也可以说学生彼此，但是无论是评价还是实施过程，其目的都是

提升授课质量，助力实施更具有针对性与导向性的高中政治作业。例如，以人才培养为目的，

教师在布置人教版高中思想政治必修 3 课程“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上，在布置作业时优先考

虑如何引导学生参与过程性、结果性评价，让学生全过程参与评价标准制定、评价实施方案、

评价主体方法等，力求让高中政治作业评价从一元化到多元化迈进。[2]比如在布置作业时，可

考虑布置开放式作业，让学生搜集从《共同纲领》的编纂到如今人大代表制度的总体构建与发

展过程等相关材料，具体让学生在学习中一起协助参与学习，一起参与材料搜集与活动组织。

同时，从新思维、新方法、新评价等三个方面深入分析分类评价对思政学科教学的“导航”价

值，才能够尽可能地引导学生积极参与政治评价，而不是只是学习其基础知识。由此，其评价

标准不再单一了，评价主体多样了，评价方法具体了，从而能够为学生带来更加科学的高中政

治作业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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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布置高中综合性探究作业 

高中政治综合性作业，具体来说就是指要让学生在学习中通过完成综合性作业达到全面提

升，让政治学习由传统式的书面、口头作业过渡为综合性作业形式。例如，就教学内容（知识）

如何把握、议题如何设置、围绕议题的教和学方式如何选择、“学习者主体性”如何彰显、体现

活动的方法如何选择等问题进行规划，结合具体政治教学评价进行构建，比如教师在布置高中

政治作业时，从素养立意、大单元教学、活动型教学、议题教学、维度水平评价、开放作业范

例等内容的理解和实践等角度出发，教师可布置系列政治活动，比如收集学生感兴趣的时政新

闻并分类整理，制作一份报纸；挑选若干个感兴趣的时政新闻，书写新闻标题；制作一份关于

宪法的宣传海报；做一次关于自信与事业成功的调查分析，从而培养自己的自信心，做一个自

信的人；完成一项调查问卷，并从政府的角度思考为什么要设计这样的问卷。同时，从作业设

计与现状分析、作业示例与剖析解读、作业优化与策略方法等三个方面进行一体化思考，进一

步提高高中政治作业评价效果。 

综上所述，基于分类评价背景下的高中政治作业，思政课教师要静得来下，静下心来读书、

研究，既要读课标、教材，又要能联得起来，充分发挥指导意见的作用，在时间上将现状和过

去、将来连起来，在主体上将教师自身和学生、评价连起来，在内容上将理论和实践、理念和

行动连起来。因此，高中政治作业评价，深化作业评价标准，精心谋划与实施评价方法与过程，

及时发现存在的不足与问题，努力搜集和积累教学中的好做法、好经验，才能够真正做到分类

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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