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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生品德测评方法探索
——基于社会情感能力测评工具的分析

张幽桐

（上海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上海 200234）

摘 要：评价是教育的重要环节，良好的测评工具是有效开展评价工作的重要保障。社会

情感教育领域的研究者在测评工具的开发与应用方面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社会情感能力

测评综合使用以下 5种测评工具开展测评：量表、直接行为观察法、投射表达技术、访谈与社会

计量法。我国在开展中小学生品德测评过程中，应进一步完善品德测评体系，关注测评工具的

研发与推广，并通过提升教师的品德测评素养，让教师能够灵活运用多种测评工具开展有效的

中小学生品德测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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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1. 品德测评的必要性与挑战性

2020年 10月 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方案》明确提出，学校评价要“坚持把立德树人成效作为根本标准”①，要求改革学生评价，以促进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在德育评价方面，要“根据学生不同阶段身心特点，科学设计各级各类教育德育目标要

求，引导学生养成良好思想道德、心理素质和行为习惯”。② 德育评价是学校教育评价的重要内容，品德

测评是德育评价的核心，对学生开展品德测评是德育工作中的重点与难点。

“品德测评是指测评者采用科学的测评手段（工具），有目的、系统地收集被测评者在某一时期内主

要活动领域中的品德特征信息，针对某一测评目标体系做出数量或价值判断，或者直接概括与引发品德

行为独特性的过程。”③ 品德测评对德育具有诊断、反馈、激励和导向作用，是整个德育活动中的关键环

节。我国历来重视中小学生的品德测评，但在实际的德育工作中，品德测评并未充分发挥其在德育工作

中的作用。造成这一矛盾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品德本身的复杂性增加了品德测评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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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是缺乏可供实践者使用的具有良好信效度、操作性强的测评工具。尽管品德具有内隐性，但是

外显的行为总会反映内在的思想道德，加之中小学生的思想道德与行为一致性程度较高，因此，教师依

据评价标准，选择适宜、科学的测评工具，测评学生品德水平具有可行性。基于此，了解相关领域的测评

工具，有助于我们打开视野，促进品德测评工具的开发与应用，进一步提高品德测评的实效性，发挥其在

德育工作中的重要作用。

2. 品德测评工具研究的迫切性

我国的品德测评研究取得了诸多进展，在实践中也倡导综合运用多种测评工具开展测评工作，但总

体而言，在测评工具的开发和应用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学生品德测量工具主要分为传统德育实践取

向和心理学研究取向”①，实践中大多采用传统德育实践取向的品德测评工具（操行评定与考试相结合）。

由班主任主导的操行评定操作简单，但由于缺乏评分标准，容易受到教师个人主观感受的影响，难以全

面、客观、公正地反映学生的品德发展状况，因此，单纯依靠操行评定作为评价工具存在较大的不合理

性。还有的学校对学生品德评价采用积分制，罗列一系列具体的行为作为评分标准，当学生出现了相应

的行为或达到相应要求时，根据评分标准加分。② 这种评价方式，看似通过列出具体的评价指标，排除

了教师个人的主观性，力求客观性。但是品德本身具备特殊性，这种简单的测评工具无法评价复杂的品

德发展状况，“这类简化的评价方式为评价工作乃至学生的品德培养与发展带来了更多的问题”。③

我国德育研究者与实践者一直努力尝试突破评价方式单一、测评工具不足的状况。然而在实践中，

有研究者通过大量调研发现，尽管学校中的德育工作者普遍认同品德测评的价值，却鲜有人能够有效灵

活使用多种测评工具对学生进行品德测评。④ 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品德本身的

复杂性与敏感性，使其不具备像智育、体育一样的直接可测性；其二，一些测评工具由于过于专业，操作

复杂，耗时较多，使得一线教师在实际教学工作中难以驾驭。因此，有必要在符合品德测评科学性的基

础上，开发一系列具有良好信效度、操作性强、适合一线教师日常使用的测评工具，发挥品德测评在德育

中的积极作用。

3. 社会情感能力测评与品德测评的相关性

品德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如何有效地测评学生的品德发展状况，是教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与巨大挑

战。在开展品德测评研究时，不能将视角局限于德育研究领域，同时也应关注国内外相关领域的研究成

果。在相关研究中，社会情感学习（Social Emotional Learning，简称 SEL）与德育之间存在高度相关性。

社会情感学习是“近 20年来世界范围内提升基础教育质量和促进学生适应 21世纪学习、生活以及未来

工作的重要教育理论、研究与教学实践活动，也是当下体现中国基础教育发展方式转变、促进教育内涵

发展、提升学生全面发展质量的重要途径”。⑤ 虽然社会情感学习与我国德育所关注的内容各有侧重，

但“当前国内无论是课程三维目标中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维度，还是学生核心素养中对自主发展和社

会适应的强调以及对关键能力的提倡，都与社会情感能力具有内部一致性”。⑥

尽管社会情感学习与我国德育之间不可等同，却可以将前者作为学校德育的一种有效辅助手段。

了解并分析社会情感能力测评工具，能为我国开发品德测评工具、深化品德测评改革、完善德育评价，提

供有益借鉴。

① 张冲：《中小学德育评价与创新研究：现状·问题·建议》，《中国特殊教育》2019年第 11期，第 75-80页。

② 王烨晖，辛涛：《当前我国德育评价的困境与出路》，《中国德育》2015年第 11期，第 24-27页。

③ 张冲：《中小学德育评价与创新研究：现状·问题·建议》，《中国特殊教育》2019年第 11期，第 75-80页。

④ 杨眉，张宏：《评价工具：学校德育工作的“参照系”》，《北京教育（普教版）》2018年第 8期，第 57-58页。

⑤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社会情感学习资源》，载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官网：https：//www. unicef. cn/documents/sel-resources，最后登录日

期：2021年 5月 25日。

⑥ 杜媛，毛亚庆：《从专门课程到综合变革：学生社会情感能力发展策略的模式变迁》，《全球教育展望》2019年第 5期，第 39-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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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情感学习测评工具介绍与分析

社会情感学习是个体在成长和发展过程中，习得自我调适、适应社会所需的各项能力的过程，其核

心能力包括认识与管理情绪、设定与实现积极目标、欣赏他人、建立和维持建设性关系、能够做出负责任

的决策。① 从 20世纪 90年代社会情感学习正式诞生至今，已有超过 120多个测评工具可用于学生社

会情感能力测评。② 这些测评工具大多关注社会情感能力的某一特定方面，从不同的视角（学生本人/教
师/家长/同伴）出发，使用不同的测评工具对学生的社会情感能力进行测评。当前学生社会情感能力测

评常用的测评工具主要有以下 5种：量表（Rating Scales）、直接行为观察（Direct Behavioral Observation）、

投射表达技术（Projective-expressive Techniques）、访谈（Interviews）、社会计量法（Sociometric Approach⁃
es）。③ 本文将逐一介绍这 5种测评工具，讨论各自的优点与局限性，在此基础上分析各种测评工具对

我国品德测评的启示，以期促进我国品德测评工具开发与应用的优化与升级。

1. 量表

社会情感学习领域中最常使用的测评工具是量表。量表通常由一系列陈述句或问题组成，每个陈

述句描述一种行为特征，要求被试根据自身情况做出回答。目前，已有一些可供教师和研究者直接使用

的成熟量表，如表 1所示。
表 1 常见社会情感能力评价量表

量表名称

行为与情绪量表第二版（Behavioral and
Emotional Rating Scale, 2nd Edition，
BERS-2）
发展性资源量表（Developmental Assets
Profile，DAP）
Devereux学生优势测试（Devereux Stu⁃
dent Strengths Assessment，DESSA）
Bar-On情商量表青少年版（Bar-On
Emotional Quotient Inventory-Youth Ver⁃
sion，EQOI-YV）
社会情感资产和回复力量表（Social-
Emotional Resilience and Assets Scales，
SEARS）

关注领域

社会情感优

势与职业兴

趣

发展性资源

的8个维度

综合评价社

会情感能力

社会情感优

势和情绪智

力

社会情感资

产和回复力

适用年龄或年级

5-18岁

6-18岁

幼儿园-8岁

6-18岁

5-18岁

使用者

教师、家

长、学生

学生

教师与家长

学生

教师、家

长、学生

题目数量

52题

58题

72题

60题

52-54题

资料来源：Kenneth W. Merrell，Barbara A. Gueldner，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 in the Classroom，New York：The Guilford Press，
2008，p. 133.

其中，社会情感资产和回复力量表（The Social-Emotional Assets and Resilience Scales，简称 SEARS）
是由俄勒冈大学“强健儿童”项目组针对社会情感能力测评开发的成熟量表，其信效度均已得到有效验

① Weissberg R P，Durlak J A，Domitrovich C E，“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Past，Present and Future”，Handbook for 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Research and Practice，Durlak J A，Domitrovich C E，Weissberg R P，New York：Guilford Press，2015，pp. 3-19.

② Frydenberg E，Liang R，Muller D，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 in Australia and the Asia-Pacific，Singapore：Springer，2017，
pp. 55-82.

③ Humphrey N，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 a Critical Appraisal，London：AGE Publications Ltd，2013：p. 69.
6767



第43卷 《现代基础教育研究》（Research on Modern Basic Education） 2021年9月

证。①该量表共包含 4个分量表，分别是：其一，自陈量表 SEARS-C（共计 35道题），供 3-6年级儿童使

用；其二，自陈量表 SEARS-A（共计 35 道题），供 7-12 年级青少年使用；其三，学生行为评定量表

SEARS-T（共计 41道题），供教师使用；其四，儿童和青少年行为评定量表 SEARS-P（共计 39道题），供

家长使用。SEARS各个分量表的题目都包含“责任、自我管理、社会能力、同理心”4个维度的问题，4个

版本的题目高度相关，根据发展水平差异，在问题背景与评分标准方面有细微区别。教师在学期开始和

结束时，可以分别使用量表进行前后测，通过对比前后测的变化，直观地了解学生社会情感能力的变化。

同其他测评工具相比，量表方便施测、易于统计、经济高效，能够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收集所需关键

信息，操作性强，适用于大规模测评。因此，经合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
opment，简称 OECD）的社会情感能力调查项目组（The Study on Social and Emotional Skills，简称 SSES）选

择量表作为主要测评工具。② 设计良好的量表通常还配有使用手册，教师在测评过程中可以参考使用

手册和常模来判断测评对象的社会情感能力发展水平。此外，大多数用于社会情感能力测评的量表和

SEARS一样，包含学生自己填写的自陈问卷和学生的重要他人（教师/家长/同伴）填写的行为评定问卷。

施测者能够收集到来自不同评价主体的多方信息，有助于提高评价的客观性与有效性。

但是量表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比如，当测评对象是小学低龄段的儿童时，就不适合使用自陈量表。

自陈量表只适用于阅读能力更强、世界观更清晰的小学高年级及更高学段的学生。此外，自身社会情感

能力较差的学生由于自我意识不良，往往容易高估或低估自己的能力，此时，就会出现布雷克特（Brack⁃
ett）和梅耶（Mayer）研究中所发现的“自陈量表测出的测情商与实际情商之间相关性不足（r=0. 21）”③ 的

情况。除此之外，由他人（教师/家长/同伴）完成的评估量表由于情境和观察者角色的不同，也会出现“不

同的观察者（教师/家长/同伴）在不同的情境下（学校/家庭）对同一被观察者做出的评分出现低相关（r=
0. 28）”④ 的状况。

在我国品德测评的研究与实践中，有研究者开发了态度量表、学生日常行为量表、学生道德行为综

合量表⑤，以及初中学生品德行为自我评价量表⑥等工具供教师使用。但由于品德测评本身的复杂性、量

表开发的专业性等原因，使得品德测评量表的研究进展较为缓慢，可供教师直接使用的优质量表仍属凤

毛麟角。为进一步发挥量表在德育评测中的优势，研究者应关注品德测评量表的开发与验证研究，开发

优质的品德测评量表，并通过大数据、云平台等新兴工具建立量表库。教师可依据测评目的、测评对象

选择适合的量表开展测评工作，依据测评结果有针对性地改进德育工作的内容与方向。例如，在新学期

开始时和期末分别使用量表进行前测和后测，通过对比两次测评结果，了解学生该学期的品德发展状

况，考察德育工作实效，并依据测评结果制订下一阶段的德育工作计划。

2. 直接行为观察

直接行为观察是观察者使用标准化的方法，记录学生在一定时间段内某一特定行为的发生频率（如

在课堂上举手发言的次数），或如何应对来自他人的评价（表扬或批评），或某种行为持续的时长等。为

了便于观察、记录和编码，教师可以使用观察表，根据直接观察编码指南记录学生的行为（见表 2）。通过

直接观察法收集信息，能够发现学生的一些问题行为及其与周围其他人的互动情况。

① The Oregon Resiliency Project：The Social-Emotional Assets and Resilience Scales（SEARS），载于强健儿童网站：https：//strongkids.
uoregon. edu/SEARS. html，最后登录日期：2021年 4月 27日。

② Kankaraš M，Suarez-Alvarez J，Assessment Framework of the OECD Study on Social and Emotional，Paris：OECD Publishing，2019：
pp. 17-21.

③ Brackett M A，Mayer J D，Warner R M.“Emotional Intelligence and its Relation to Everyday Behaviour”，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Vol. 36，no. 6（2004），pp. 1387-1402.

④ Konold T R，Walthall J C，Pianta R C，“The Behavior of Child Behavior Ratings：Measurement Structure of the Child Behavior Check⁃
list Across Time，Informants，and Child Gender”，Behavorial Disorders，Vol. 29，no. 4（2004），pp. 372-383.

⑤ 何芳，等：《小学生思想品德素质评价研究文献综述》，《教育科学研究》1998年第 3期，第 1-6页。

⑥ 陈红兵：《学生品德评价方法的探讨——品德评价的量化表》，《学科教育》1994年第 1期，第 28-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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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观察法在收集学生外显行为方面具有其他测评工具无法比拟的优势。首先，收集信息范围广，

在课堂、操场、食堂等场所都能使用直接观察法收集信息；其次，直接观察法较少受到学生其他领域（如

学业成绩）的影响和干扰，教师能够观察到学生最真实的社会情感能力。在我国德育测评中，直接观察

法也是教师常用的测评工具，班主任在填写学生操行评语时，主要的信息来源就是通过直接观察法收集

到的内容。

但是，直接观察法难以发现学生的内化问题行为，如学校中常常出现却容易被忽视的社交退缩行为

（Social Withdrawal Behaviors），这一点在成绩好的学生身上表现得更加明显。①此外，在有限的时间内，

通常不易观察到类似身体攻击这一类重要却不常见的问题行为，而这些行为恰恰是学生社会情感能力

发展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②直接观察法的最大缺陷是，它需要教师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才能完成评

估，故只适合针对特定学生使用。

实践中，由于缺乏观测指标和易于使用的观察记录表，由教师主导的直接观察法容易陷入随意、主

观的误区。社会情感能力测评为避免教师在直接观察过程中目的不明确、记录不及时等问题，开发了直

接观察表用于解决该问题。在品德测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通过制订具体的观察指标，根据不同的观察

指标设计观察表，帮助教师更高效地记录学生的具体行为，了解学生的整体表现。
表 2 操场上的学生行为记录表

姓名与年级：贾斯汀·T（Justin T.），四年级）

地点：中心学校操场

观测者：克里斯·汤普森 （Chris Thompson）
间隔时间：20秒

间隔

1
2
3
略

20

PA VA INT ISO
×
×
×

×

编码：

PA=肢体攻击（Physically Aggressive） VA=语言攻击（Verbally Aggressive）
INT=恰当的社会互动（Appropriate Social Interaction） ISO=被孤立（Socially Isolated）

日期：10月17日
活动：晨间休息

起始时间：早晨10∶05-10∶18

间隔

21
22
23
略

40

PA VA

×

INT ISO
×
×
×

资料来源：Sara A，Whitcomb，Behavioral，Social，and Emotional Assessment of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New York：Routledge，2018，
p. 104.

3. 投射表达技术

投射表达技术是评估儿童和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的常用工具，在社会情感能力测评中占有十分重

要的地位。“通过向受测者提供一些非结构化的、模糊的刺激情境，让受测者在不受限制的情况下，自由

地对刺激情境做出反应，然后分析受测者的反应并推断其人格特征。”③ 它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当对模

① Cook，C. R.，Rasetshwane，K. B.，Truelson，E.，Grant，S.，Dart，E. H.，Collins，T. A.，& Sprague，J，“Development and Vali⁃
dation of the Student Internalizing Behavior Screener：Examination of Reliability，Validity，and Classification Accuracy”，Assessment for Effec⁃
tive Intervention，Vol. 36，no. 2（2011），pp. 71-79.

② Catherine Sanger Wolcott，Amanda P. Williford，“Teacher and TA Ratings of Preschoolers’Externalizing Behavior”，Topics in Early
Childhood Special Education，Vol. 34，no. 4（2015），pp. 211-222.

③ 梁宝永，洪炜：《心理评估技术及其应用》，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年版，第 1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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糊的刺激做出反应的时候，个体会把自己无意识的感受和人格特点投射进去”①，通过分析作品，可以了

解被试内心的潜在想法。

社会情感能力测评中，使用范围较广的投射表达技术是主题测验、绘画技术和语句补写测试。常用

的主题测验有：主题统觉测验（The Thematic Apperception Test，简称 TAT），儿童统觉测验（The Children’s
Apperception Test，简称 CAT），儿童罗伯茨统觉测验（The Roberts Apperception Test for Children，简称

RATC）。常用的绘画技术有：绘人技术（The Draw-A-Person，简称 DAP），肯尼迪克家庭绘图（Kinetic
Family Drawing，简称 KFD），本德-格式塔测试（Bender-Gestalt Test，简称 BGT）。常用的语句补写题有：

针对儿童的哈特语句补写测试（Hart Sentence Completion Test，简称 HSCT），针对青少年的华盛顿大学语

句补写测试（Washington University Sentence Completion Test）。在这三种投射表达技术当中，主题统觉测

验与绘画技术对施测者的施测水平与专业分析能力有较高的要求，使用者以专业的心理医生与心理咨

询师为主。语句补写测试更适合中小学教师使用，可以在语文课或班会课上让学生补写句子（见表 3），

教师通过分析句子，了解学生内心深处的想法。

投射表达技术的刺激物和指导语通常都是非结构化的，施测者会让被试根据开放性的指导语完成

一系列任务，比如“画一幅你和家人在一起做某件事的画”。通过被试的心理活动产品（如联想、回忆、绘

画、故事、手工拼贴、笔记，甚至梦、笑话、短文等），施测者根据临床经验进行推论，间接地评估其中表现、

反映、投射出来的被试的知觉、情绪、个性特征等。② 与其他测评工具相比，投射表达技术在使用过程中

趣味性更强，对儿童和青少年也更有吸引力。③

表 3 适合高年级儿童和青少年使用的语句补写题型示例

1.我希望 。

2.大部分人都害怕 。

3.发生 时，我常常会很生气。

4.如果我可以 ，就好了。

5.学校里 。

6.别的小朋友认为我 。

7.当 时，我特别开心。

8.我是 。

9.学校里最好的是 。

10.爸爸妈妈在一起时， 。

11.我常常感到 。

12.女孩们似乎 。

13.我最骄傲的事是 。

14.我的妈妈 。

15.当 时，我感到很难过。

16.小孩子应该 。

17.老师们常常希望你能够 。

18.最糟糕的情况可能是 。

19.我的爸爸 。

20.我睡觉时 。

资料来源：Sara A，Whitcomb，Behavioral，Social，and Emotional Assessment of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New York：Routledge，2018，
p. 262.

我国的《品德与生活课程标准（2011年版）》倡导使用作品分析作为评价方法，通过对儿童各种作品、

活动成果的分析，了解儿童活动过程和发展状况。④ 但由于投射过程是非结构化的，其产生的结果十分

复杂，难以用一个标准化的指标对其进行分析。对同一个作品，不同的施测者常常会有不同的解释意

见。并且由于习惯和偏见，投射表达技术的信效度常常被质疑，也因其缺乏标准化的施测与解释程序而

遭到批评。但已有实证研究表明，投射表达技术的信效度并不像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糟糕，比如，使用

罗夏法开展的 10多个测评活动所得到的测评结果，在信效度方面均令人满意。⑤在我国的品德测评实

践中，有学校在思想品德课中使用投射表达技术了解学生的心理发展状况，如重庆市南开中学总结了一

① Ellen Braaten，Gretchen Felopulos：《儿童心理测验——更好地理解孩子》，傅莉，郑铮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08年版，第 93页。

② 童辉杰：《审视与瞻望：心理学的三大测验技术》，《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 3期，第 81-88页。

③ Humphrey N，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 a Critical Appraisal，London：SAGE Publications Lt，2013，p. 70.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义务教育品德与生活课程标准（2011年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年版，第 19页。

⑤ 陈祉妍：《人格评估中的投射技术》，《心理学动态》1999年第 4期，第 54-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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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适用于人教版思想品德教材中“认识自我、交往与沟通”部分的投射表达技术使用方案。①实践证明，

尽管投射表达技术对施测者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但教师经过培训后，在学校中使用投射表达技术评价学

生的品德发展状况是可行的。可以结合美术课、语文课的教学活动，针对测评目的开展相关测试，使用

投射表达技术测评分析作品，了解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

4. 访谈

访谈是社会情感能力测评中的一个重要工具，根据访谈对象不同，又可以进一步分为针对测评对象

本人的访谈和针对测评对象的重要他人（家长/教师/同学）的访谈。通过访谈，施测者能够直接获得来自

儿童和青少年，以及他们的家长、教师和同伴提供的信息。在访谈过程中，访谈者可以自主地控制访谈

时间，结合儿童和青少年生活的常见领域（见表 4），针对评价目的提出问题。必要时，访谈者还可以改变

访谈的问题和方向，就测评对象当前最需要被关注的某一特定问题领域进行追问。对学生进行访谈能

够收集到最直接、最具体的信息。此外，良好的访谈还能够帮助师生建立融洽的师生关系，为学生营造

充满信任和安全感的氛围，有助于干预计划的顺利实施。②

表 4 对儿童和青少年进行访谈的常见问题领域

内省功能

饮食和睡眠习惯；

情绪感受与问题归因；

特殊的经历（例如听到

或看过什么东西）；

情绪状态（抑郁、焦

虑、内疚、愤怒）；

清晰的思维/时间感和空

间感；

洞悉自己的想法和关

注点；

防御性/抱怨；

清楚访谈的原因

家庭关系

亲子关系质量；

兄弟姐妹关系质量；

家庭日常生活，责

任，家务；

与亲戚相处的情况；

家庭支持的情况；

感受到的家庭矛盾

同伴关系

亲密朋友的数量；

喜欢和朋友一起做

的事；

与同伴的冲突；

开始一段友谊的社交

技巧；

同伴排斥和孤独

学校适应

受访者所在年级、教

师、所学科目；

对学校的整体感受；

以前和现在的学习

成绩；

喜欢的科目或教师；

感到困难的科目或不喜

欢的教师；

参与课外活动；

出勤情况；

在学校里的冲突或问题

社会参与

参与社团或组织；

参与社区活动；

教堂/活动；

社区内的流动性水平；

兼职工作（适用于青

少年）；

与社区中其他人的

关系

资料来源：Sara A，Whitcomb，Behavioral，Social，and Emotional Assessment of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New York：Routledge，2018，
p. 173.

除了对学生本人进行访谈，对学生的重要他人（教师/家长/同伴）进行访谈同样十分重要。由于学生

的重要他人能够在日常生活中观察到他们在自然状态下的行为活动，因此能够为测评提供一些更加真

实和详尽的信息，而其他测评工具往往难以收集到这些重要信息。

但是，访谈也存在以下局限性：当访谈对象是低龄儿童时，得到的回答可能会受到儿童自我意识③与
语言能力的影响。威格斯沃斯（Wigelsworth）和汉弗莱（Humphrey）的研究发现，儿童的语言能力与通过

访谈得到的社会情感能力评分之间有较强的相关性。④ 换言之，与语言表达能力较弱的学生相比，语言

表达能力强的学生往往会被认为人际交往能力更好，社会情感能力更强。儿童与成人思维能力的差异

同样会影响访谈的结果，如果测评者不了解儿童在不同发展阶段的思维能力，就会难以理解他们的很多

① 薛玲玲：《绘画心理投射技术在思想品德课中的应用》，《中学政治教学参考》2016年第 17期，第 26-27页。

② Merrell Kenneth W，Behavioral，Social，and Emotional Assessment of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New Jersey：Lawrence Erlbaum Associ⁃
ates，2003，p. 119.

③ Denham S A ，Wyatt T M ，Bassett H H ，et al.，“Assessing Social-emotional Development in Children from aLongitudinal Perspec⁃
tive”，Journal of Epidemiology & Community Health，Vol. 63，no. Suppl 1（2006），p. 63.

④ Wigelsworth M，Humphrey N，Kalambouka A，et al.，“A Review of Key Issues in the Measurement of Children’s Social and Emotion⁃
al Skills”，Educational Psychology in Practice，Vol. 26，no. 2（2010），pp. 173-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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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

访谈是我国品德测评实践中使用较多的工具之一，教师通过与学生、家长、其他教师开展各种形式

的谈话，获得有关学生品德发展的信息。但这一测评工具对访谈者的访谈技巧、其本身的社会情感能力

和道德水平、与被访谈者之间的人际关系状况、访谈时周围的物理环境等，都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在实

践中，为避免因准备不足而导致访谈无效，教师在访谈前要做好充足准备：明确访谈目的，制订访谈提

纲，并选择适宜的访谈时间与地点。在访谈过程中，要聚焦于学生当前亟需解决的问题，围绕主要问题

进行谈话，尽可能通过访谈深挖问题产生的根源。

5. 社会计量法

“社会计量法，又称社会测量法，是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学中常用的一种研究手段，是一种评估和测量

某一社会团体中人际吸引或排斥的工具。”①社会计量法，包含测量社会化群体中诸如社会地位、受欢迎

程度、同伴接纳以及声誉等相关问题的一系列测评程序。

在中小学中，使用最多的是心理学家莫雷诺（Moreno）提出的“同伴提名”法。高年级的儿童可以通

过填写表格或问卷的方式完成同伴提名，也可以使用同伴提名矩阵进行同伴提名（见表 5），这一矩阵由

横向的儿童名字和纵向的社会交往行为组成。学生在他们认为符合题项的其他学生的名字下面画“×”，
最后通过合计每位儿童获得的提名进行评分。

表 5 同伴提名矩阵示例

老师

你上几年级了？

我是（画圈）：男孩/女孩

指导语：为了解同学们能否注意到其他同学的行为活动特点，请你帮助我们回答以下问题。请朗读题目，并回答问题。

选择一个你认为最符合题目中描述的同学，然后在他们的名字下画×。注意，答案没有正确或错误之分，没有成绩。其他同

学和老师也不会知道你是如何作答的。如果有疑问或需要帮助，请举手示意。

你希望谁是你最好的朋友？

谁常常发怒和生气？

你最想邀请谁到你家做客？

谁会打架？

谁和老师关系好？

谁常常惹麻烦？

Tina Jan Cal Ole Ken Tim Kim Sari Jon

资料来源：Sara A，Whitcomb，Behavioral，Social，and Emotional Assessment of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New York：Routledge，2018，
p. 198.

以同伴提名为代表的社会计量法，通常能够真实地识别有内化问题和外化行为问题的儿童。在评

估学生在同伴群体中的受欢迎程度方面，这是一种有效的测评工具，能够帮助教师了解学生的人际关系

状况。作为一种行动式的测评工具，社会计量法易于操作，简便易行。但由于全体学生都参与到测评与

被测评的全过程中，测评结果也直观地展示在大家面前，若教师处理不慎，可能会让个别学生在测评过

程中受到伤害。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教师在使用这一测评工具时，要格外慎重。在测评正式开始之

前，教师要结合测评目的与学生的实际情况，仔细推敲指导语，设计适宜的问题。在测评过程中，还要敏

锐细致地关注学生的情绪变化，尤其需要注意那些可能有被孤立风险的学生，把社会计量法可能存在的

① 任宝崇，彭凯平：《社会计量法简介》，《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 1期，第 121-127页，第 1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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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降到最低。

三、启示与展望

1. 构建具有可操作性的品德测评指标，完善品德测评体系

开展测评活动的前提条件是明确具体的测评内容与测评指标。我国德育工作一直强调品德测评的

重要性，倡导使用多种测评工具，多方位开展品德测评。但在实践中，由于品德测评指标不够完善，教师

大多还在使用评语鉴定法进行中小学生品德测评。评语鉴定法是教师根据其日常观察结果撰写操行评

语。这种评价方式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教师个人的教学经验与实践智慧，具有很强的主观性，

这样的测评结果对改善德育工作的作用有限。通过分析社会情感能力测评工具发现，测评工具的开发

与应用都是围绕着明确的测评指标而展开的，这为我们带来了以下启示：

其一，依据德育目标，确定测评内容。在社会情感能力测评中，不同的测评工具都紧紧围绕着社会

情感学习的核心技能，始终指向社会情感学习的培养目标。科学的测评指标是依据教育目标制订的，而

非随意主观臆测的产物。品德测评指标同样离不开德育目标，在制订品德测评指标时，要时刻以德育目

标为导向，以德育内容为参照，避免出现测评内容与德育内容无关的现象。

其二，构建明晰、具体的品德测评指标。社会情感能力测评采用现代化的测量理论与测评工具，对

学生的各项社会情感能力（如自我认知、人际关系技能等）展开测评，突破了以往情感、态度、人际关系等

内隐的能力难以测评的困境。在使用测评工具开始正式的测评之前，社会情感学习研究者提出了清晰

明确的测评指标。因此，在实践中，我国的品德测评可以参考社会情感能力测评，构建明晰、具体的品德

测评指标，让教师明确知道品德测评的目的、内容以及评价标准。

其三，聚焦核心能力，选择适宜测评的观测点。社会情感能力的测评针对不同的核心技能，分别选

择了外显的、便于测量的观测点，再将各个部分的测评结果相结合，构成学生社会情感能力发展的完整

画面，进而能够全面分析学生整体的社会情感能力发展状况。在品德测评中，同样可以通过抽象概括品

德发展的核心维度，提取观测点，根据不同核心能力选择适宜的测评工具，以点窥面，逐步了解学生的品

德发展状况。

2. 关注测评工具的研发与推广

与社会情感能力一样，品德是一种复杂的结构，单一的评价方式无法考查学生品德发展状况的全

貌。多元化的社会情感能力测评工具，为品德测评工具开发带来了以下启示：

其一，借鉴心理学研究成果，提升测评工具的多样性。分析发现，常见的 5种测评工具中，量表、投

射表达技术、社会计量法均是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在品德测评工具开发过程中，同样可以广泛借鉴心理

学的研究成果，结合德育目标对其进行改造，生成符合德育目标的测评工具。

其二，注重测评工具的落地与推广。我国现有的品德测评工具通常是由高校和教育科研机构中的

教育研究者开发和设计的，仅在试点学校进行小规模的试用，缺乏大规模的推广。因此，开发出良好的

测评工具之后，不能让其局限于少数试点学校，应推广设计良好的测评工具，以帮助广大教师在实践中

自由选择适切的测评工具，有效开展品德测评。

3. 提升教师品德测评素养，促进教师灵活使用多种测评工具

关于测评工具的研究，其研究构想最终要由教师承担起实践的任务。在实践中，教师会遇到更多复

杂和烦琐的问题，这就要求教师必须具有良好的评价素养。评价本身就是教育领域的一个难题，关于道

德、情感、态度、价值观的评价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每一种测评工具都有其优势与局限性，在使用

过程中就需要教师发挥自己的实践智慧，不能盲目和僵化地使用测评工具开展测评工作。社会情感能

力测评研究表明，量表、直接观察法、访谈、投射表达技术、社会计量法在测评中都具有良好的信效度与

可操作性，但各有其特点与局限性。教师需要根据测评目的、对象以及客观条件，灵活选择与评价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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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匹配的测评工具。

在品德测评中，教师可根据测评的目的、对象、内容灵活选择适切的测评工具。比如，如果需要了解

德育工作的实效性，可以在学期开始和结束时，使用量表进行前测和后测，学期结束后，通过对比前后测

结果，分析学生的品德发展变化情况；如果要特别关注某一名学生在一段时期内的行为和情绪状态，可

以使用直接行为观察法，使用观察表记录学生某一特定行为发生的场合与次数，根据观察结果进行详细

分析；如果想要了解学生刚入学时的心理发展状况，可以使用投射表达技术，比如让学生在美术课上自

由绘画，课后收集画作，由美术教师、班主任、心理健康教师共同分析学生的绘画作品，或在语文课上通

过语句完成测试，了解他们无意中表达出的真实想法；如果要深入了解学生的内心活动，以及问题行为

产生的原因，可以通过访谈法对学生本人、家长、同伴、任课教师进行访谈；如果要了解学生的同伴关系

和人际关系技能，可以在班会课上使用社会计量法。通过提升教师的测评素养，可以帮助教师了解常见

测评工具及其优缺点与适用范围，教师在品德测评时，方能灵活选择测评工具，有效开展品德测评。

品德测评的研究与实践，应积极参考国内外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立足我国国情，结合实际情况，研

发符合我国德育目标的品德测评工具，增强品德测评工具的信效度与可操作性。社会情感学习是一个

相对新兴的研究领域，其测评工具的开发与使用同样处于探索阶段，但这一领域已有的研究成果能够为

德育测评提供一些新思路。尽管社会情感学习与我国德育之间不可等同，但由于二者在培养目标、培养

对象、培养方式等方面有诸多共通之处，我们可以将其作为德育的一种辅助手段，提升德育质量。教师

在进行品德测评的过程中，应打开视野，将学生作为一个发展中的人，从学生完整人格成长的角度出发，

在现行的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框架内，针对学生的实际情况，灵活使用适切的测评工具，使评价结果尽可

能准确地反映学生真实的品德发展状况。

An Exploration into the Methods of Morality Evaluation for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nalysis Based on Social and Emotional Competence Assessment Tools

ZHANG Youtong
（School of Education，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200234）

Abstract：Evalu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education. Good evaluation tools are very important for effective evaluation. Re⁃
searchers in the field of social and emotional education have achieved fruitful research results in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assessment tools. Social and emotional competence is assessed through a combination of the following five tools：rating scales，
direct behavioral observation，projective-expressive techniques，interviews，and sociometric approaches. In the process of moral
evaluation of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China，we should improve the moral evaluation system，pay attention to the
development and promotion of assessment tools，and help teachers flexibly use various assessment tools to carry out effective mor⁃
al assessment of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by improving teachers’moral assessment competence.

Key words：moral evaluation，assessment tools，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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