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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市淄川区教育和体育局 

近年来，淄博市淄川区教育和体育局积极探索教育综合

改革和制度创新，于 2013 年初提出了“区域推进初中学生

学习兴趣指数评价”这一改革设想，并在当年 11 月立项为

山东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重点课题。此项改革采取课

题研究与实践推动相结合的方式，从提升学生学习兴趣入

手，实施学习兴趣指数评价，创新评价机制，探索制度改革，

优化区域教育生态，全面丰富教育内涵，教学质量不断提高。 

一、案例主题 

本案例以探索新形势下教育教学综合改革和制度创新

为出发点，以提升初中学生学习兴趣指数为突破口，以提高

学生核心素养为旨归，通过课题研究强化科学引领，落实行

政推动实现评价改革，评价“兴趣指数”尊重学生个体生命，

探索学校、学生、教师、家长等共同参与的动态、发展的多

元化评价体系，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调动教师教学积极性，

转变学校施政、施教、兴学理念，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二、背景与起因 

长期以来，受“应试教育”观念影响，许多学校在教育

教学评价过程中，过度依赖以考试为主的终结性评价，忽视

了对学生多方面的素养评价，学生的学习动力不足、学习兴

趣不高，教育教学质量在长时间内得不到实质性提高。尤其

是处于学生成长关键期的初中学生，在家庭教育、学业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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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评价等各方面影响下，逐渐出现学习兴趣缺失、自信心

匮乏等学习心理问题，甚至产生厌学情绪。 

鉴于此，淄川区教育和体育局在充分调研了解全区城乡

各校教学实际情况的基础上，改革与创新以评价学生学习兴

趣状况为主要手段的评价方式，意在建立起新的学生、教师、

学校的评价机制，并借助家庭和社会合力，努力创设“愿学、

乐学、会学”的浓厚氛围，全面提高初中学生的学习兴趣、

教师教学水平和学校教学质量等。 

三、做法与经过 

（一）理论研究先行，改变教学观念。本改革重视学习

兴趣的研究，特别注重对学习兴趣进行个性化研究，取得显

著成果。建立在元认知学习理论基础之上，课题组研究发现

了学习过程或学习阶段起始的“认知原点兴趣”，并研究利

用其为教学服务的策略，首次厘清了学生学习兴趣与教师教

学兴趣的关系，尝试通过各种举措构筑教师教学兴趣发展空

间，促进学生学习兴趣的发展。对学生学习兴趣的层次和主

要影响因素的研究，为学习兴趣指数评价量表的研制奠定了

坚实基础。 

（二）突出“兴趣指数”核心，创新教育评价。学习兴

趣指数评价量表的设计和使用是评价推进的关键。在量表设

计上，主要从兴趣底线指标和兴趣增长指标两个层面进行创

新评价，设计了学习准备、课堂学习、课外学习、学习结果

4 个一级监测指标，学习习惯、学习能力、学习状态等 10个

二级监测指标，学习参与度、思维活跃度等 100个三级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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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并针对不同课型、不同评价点，制定了不同评价量表，

为每个学生建立学习兴趣指数评价数据库。通过对数据的科

学分析实现对学生的“学习兴趣指数评价”。其评价结果可

应用于学生综合评价、学校管理评价、教师教学行为评价等。

“兴趣指数评价”数据库与其它评价手段如课堂观测、调查

问卷、个别访谈相结合等方式，实现了多样化、立体化评价。 

（三）加强分类评价，优化教育生态。以“学习兴趣指

数评价”为引领，预设或随机选择教学兴趣点，融入兴趣指

数评价因子，拓宽兴趣学习途径，打造了以“兴趣点”为依

托的“兴趣课堂”，提升学生参与课堂学习的积极性。同时，

推进兴趣课程体系设计，构建起“三化一体”（国家课程校

本化、学校课程生本化、学生活动课程化）课程体系。区教

体局还在区域层面搭建“四节”（体育节、读书节、科技节、

艺术节）平台，为提高学生学习兴趣指数提供有力支撑，为

兴趣展示提供平台，优化了区域教育生态。 

（四）依托兴趣生态，完善评价体系。通过评测与学生

学习兴趣密切相关的学习内容、学科活动、主题人物等，对

学习兴趣指数进行量化，分析学生兴趣的迁移与变化，对症

施教，促成学生学习兴趣的形成和发展，转变了学校施政、

施教、兴学的理念，逐步完成了学校兴趣指数评价、课堂兴

趣指数评价、师生教学行为评价等评价方法和评价方案设

计，形成较完善的评价体系。 

四、成效与启示 

（一）创新了学习兴趣发生学理论研究。经多次调查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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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发现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认知原点兴趣”和“兴趣

生成瓶颈”，并经多次观测发现其在学生学习中的重要作用。

在赫尔巴特学习兴趣分层理论上的实证研究基础上，发现不

同层次兴趣下的行为表征，深化了兴趣层次理论研究。 

（二）深化了区域教育管理评价改革。结合淄川区域特

点，通过分析区域内初中学生学习兴趣的结构构成，初步设

计出符合区域特点的初中学生学习兴趣指数评价工具，该工

具结合一系列的量表和调查问卷形成一整套的学习兴趣指

数评价体系，优化了区域教学管理模式，革新了教育管理评

价方式。 

（三）优化了学生学业水平过程性评价方式。在学习兴

趣指数评价体系内，通过对兴趣指数的评价来反映学生学习

的情状，评价模式从对结果的终结性评价转向学生内在驱动

力建设的过程性评价，避免过度重视学习结果评价所产生的

负面影响，在最大程度上保护学生学习的积极性，确保评价

结果的科学性与人文性。 

（四）丰富了学科“兴趣点”研究。以“学习兴趣指数”

为依托，根据学校、学科、教师、学生具体情况，积极发掘

和优化教学“兴趣点”，筛选教学主题，打造以生为本、以

学为主、学有兴趣、教有乐趣的优质生态课堂，转变了教师

教学理念，凸显了学科特点，促进了“教—学—评”的一体

化建设。 

此项改革研究取得显著成果。2016 年、2018 年，淄川

区在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中连获佳绩，各项监测指标位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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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全国前列。2016 年，在全国义务教育质量监测 15 个

监测指标中，经教育部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中心综合评定，淄

川区有 9 项监测指标为 10星级；2018年，在 36 项评价监测

指标中，淄川区有 27 项监测指标为 10 星。 

《一“趣”激起千层浪》《让学生更加喜爱自己的课堂》

《用评价撬动区域教育生态变革》等文章先后在《山东教育

报》《山东教育》等报刊登载，宣传报道淄川区域推进初中

学生学习兴趣指数评价实验研究的情况，引发良好社会反

响。论文成果《初中学生学习兴趣指数评价量表的编制与使

用》在中文核心期刊《教学与管理》2017 年第 12 期刊登，

并被人大复印资料索引收录，在中国知网下载量达千余次，

引用量近 20 次，受到广泛关注。该论文探讨了兴趣指数评

价量表的测量使用方法以及兴趣指数评价结果的使用策略，

分析初中学生学习兴趣的测量手段，协助研究者对学生的学

习兴趣进行积极的激发与引导，给教师以教学与管理的方向

指引，促进教育教学的健康持续发展。 淄川区还先后承办全

省区域中小学教学诊断性评价现场会、全国教育创新区域联

盟年会，教育评价改革的经验做法得到了各级专家的高度评

价。2018年 6 月，本研究成果作为淄川“构建中小学一体化

分段分类评价体系实践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获山东省教学

成果奖二等奖，2021 年 6月，又获得山东省教育科学优秀成

果二等奖。 

“区域推进初中学生学习兴趣指数评价”的研究与实

施，让淄川区教育迎来一次深刻革命，并启示今后可在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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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方面实现新的突破：一是积极打造兴趣指数评价数据库的

网络数据采集与分析研究，提高教育教学的育人价值；二是

将学习兴趣指数评价与小学、高中的教育评价衔接贯通，形

成区域评价的一体化机制；三是加强新课标理念下的课堂研

究，将兴趣点、学科核心素养、“教—学—评”一体化有机

整合，打造“生动有趣”课堂，提升教学效益；四是深入推

进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积极进行经验梳理与理论建设，力

求取得更大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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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重要资料附录 

1.关于印发《初中学生学习兴趣指数评价方案（试行稿

的）》通知（川教研字[2013]第 20 号） 

2.山东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立项通知书 

3.山东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结题证书 

4.山东省省级教学成果奖获奖证书 

5.山东省教育科学优秀成果奖获奖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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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发表论文：初中学生学习兴趣指数评价量表的编制与

使用 

7.发表文章：评价，撬动区域教育生态变革 

8.宣传报道：山东省区域中小学教学诊断性评价现场会

在淄川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