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JOURNAL OF ZHEJIANG INDUSTRY&TRADE VOCATIONAL COLLEGE

第17卷第1期

2017年03月

Vol.17 No.1

Mar.2017

高职教育情感教学目标评测的实现*

张 婷 1，钱浩悦 2

（1.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浙江，温州，325003；2.上海师范大学，上海，200234）

摘 要：随着素质教育的深入，高职教育中的情感教学部分得到重视。教师如何对情感教学进行有效测评成为高

职教学的一个难点。本文根据高职教学及学生特点，解析了如何把相关情感教学评估理论应用于高职教学中的相关评

测目标制定；如何选择最优化评测方法应用于不同教学评估阶段；以及如何利用网络教学情感评测研究新进展，开发

高职网络教学情感评估体系。希望本文能为相关研究者及教师打开思路，克服情感教学评测的技术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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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fective teaching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has attracted attention during these years, and how to assess the achieve-

ment of affective teaching has become an obstacle for successful teaching. In this paper, we introduced how to apply theories and meth-

ods to perform a suitable assessment of affective teaching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how to come over the challenge of network af-

fective teaching assessment with new scientific findings. In this way, we hoped the paper could widen high vocational college teachers'

mind and help them to set an assessment of affective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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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教育教学是一个复合性的教学活动。情感

作为教学的直接目标及促进学生知识获得的重要因

素，在教学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是，在现实

教学中，老师及学校普遍存在较为明显的知识与技

能导向的教学思想，对于教学中的情感教学部分重

视不够。近年来，随着国家倡导的素质教育全面开

花，情感教学引起了学校与老师们的重视，开始渗

透到教学的日常活动中。如何测评教学活动中的情

感目标达成情况，如何帮助教师及时、有效评估学

生的情感状态，调整教学活动，促进教学任务达

成，已成为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本文根据高职教育

的教学及学生特点，简述如何把现有情感评估理论

应用于高职教育情感教学评测目标的制定上；把现

有评测技术优化地应用于高职教学的课堂与课程评

估中；以及把远程网络教学中情感教学评测研究新

进展应用于高职的远程教学中的一些思路，以帮助

教师们更好地实现情感教学测评的目标。

一、情感目标分类理论与高职情感教学
评测的目标制定

回顾现有情感教学评测理论模型，主要有三

种：布卢姆情感分类目标理论，卢家楣的情感目标

分类理论以及朱小蔓的情感目标分类理论。当高职

教师在进行情感教学评测目标制定时，这些模型对

评估目标的总体框架设定、评估目标的条目设定及

评估的询问方式设定具有指导性。

第一个模型由美国教育心理学家布卢姆(B .S .
Bloom，1966)提出。他根据情感内化程度的不同将

情感领域的目标由低到高、态度从轻微持有到高度

测评且稳定，划分五个等级[1]。接受阶段是初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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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是指学生愿意接受，能有目的地接受所要注意

的事物。反应是第二个等级，指学生愿意主动参与

并作出反应，表现出某种兴趣爱好及反应后的满

足。价值倾向是第三级，指学生能将价值准则与自

己的行为或与某种现象、事物、对象相联系，表现

出一定的态度倾向性，具有稳定性和清晰性，通常

还会表现出热情和愉悦。第四个等级是价值体系

化，指学生能将各种价值标准加以分析比较和系统

化，建立起内在一致的价值体系，并对之进行判

断，开始形成人生观，从而达到较高水平的价值内

化。最高等级是性格化，指学生通过长期的情感内

化，不断有目的地控制自己的行为，使价值标准成

为自己性格的重要且稳定的组成部分，进而确定人

生观和世界观，是最高水平的价值内化。此理论提

出的“递进式情感教学目标达成”模式的思想，不

管是在情感教学评测实践还是情感教学评测的理论

探索中都发挥了基石作用。在高职教学中，知识常

是以一种感性的方式呈现，而非高度抽象的形式。

这种教学模式与高职学生的认知模式和需求相对

应：高职学生常需循序渐进地固化知识。所以，在

制定高职情感教学评测目标时，教师应遵循布卢姆

情感分类理论中有关“递进式情感教学目标达成”

的核心思想，总体目标设定应有阶段性框架，不同

的教学时段，制定适宜目标。比如，教师在预设学

生对课程的兴趣程度（情感教学）的教学目标时，

在初始阶段，可以询问学生对课程的接受程度，在

最后，询问学生对其的热爱程度。

第二个具有影响力的理论框架由我国学者卢家

楣提出。他基于教学心理学基本理论，结合我国国

情及教学实践经验，提出了三维度四层次的情感目

标分类。这三个维度产生于教学活动中情感因素的

三大情感源点（教材、教师、学生）和三大情感信

息回路所确立的三条情感教学原则：乐情原则、冶

情原则和融情原则。同时，为了更好地反映学生在

教学活动中情感发展的过程，他在上述三个维度上

分别划分出反映不同内化程度的层次, 并用相应的术

语加以标定。在乐情度上，逐步内化的四个层次为

接受、反应、兴趣、热爱；在冶情度上，逐步内化

的四个层次为感受、感动、感悟、感化；在融情度

上，四个层次为互动、互悦、互纳、互爱[2]。这个理

论精准地提示出情感教学的构成要素及其作用关

系，而这些要素对情感教学评测至关重要。值得注

意的是，高职教学知识的传授常是以观摩学习的方

式进行，更依赖于师、生、教具的互动。所以，由

探索教学要素互动性中的情感因素而提出的乐情原

则、冶情原则和融情原则，非常适用于高职教学情

感教学评价目标的设定。高职教师在设定目标时，

目标内容应包含以上三大原则的题目。以高职机械

操作课为例，题目应包括学生对课程本身的喜欢与

探索程度（乐情度）；学生对设备仪器的操作知识

重要性及价值性的认识（冶情度）；学生是否在课

堂上乐于与老师进行教学活动（融情度）等条目。

第三个框架由朱小蔓提出，她以关系构件的方

法提出了情感教学目标的理论框架。这些关系主要

指个人在世界中的基本关系,包括人与自然、人与操

作对象、人与他人、人与社会和人与自我这五个不

同的方面[3]。这一理论的提出，揭示了情感教学以

人为本的另一个核心思想。在高职教学中，学生实

践体验性教学活动常是教学活动的主体形式。所

以，在高职情感教学的评价目标的制定中，应使用

以学生为中心的评估询问方式。比如，在机械操作

课程中，询问“你在操作这一仪器时，感觉到哪些

乐趣”等问题。

理解了这些理论对高职情感教学目标制定的作

用后，高职教师可以根据自身所教课程内容需求，

设定出一个以学生感受性为评价主体，包括与乐

情、冶情和融情原则有关条目的阶段性情感目标。

二、情感教学测评方法框架与高职情感
教学评测的实现

基于不同教学阶段所产生的不同类别的情感教

学测评，常需选择最优化的评测形式。在诊断性阶

段，常用开放式问卷进行评估，问题常是通用性问

题。高职教师可以直接参阅其他中高等教育教学中

的相关问卷，询问如学生对课程是否有兴趣、觉得

课程是否重要等。

在形成性阶段，以形成性测评问卷及行为观测

法为主。形成性问卷有两大核心特点，一是问卷一

般是准则参照测验，而不是常模参照测验；二是其

测量的目标是一个按等级层次排列的连续体，即存

在渐进的等级模式。在高职教学实践中，教师需根

据已确认的情感目标，编写出相应的题项，进而制

作出课堂等级评估问卷。行为观测法主要是指通过

学生即时的表现，推测他们的心理感受和情感教学

现实达成情况。这一方法的量化主要通过学生行为

事件的标准量化而实现。比如，在高职教学的实践

课中，教师可以通过学生非特意流落出对目的、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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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态度、兴趣、情感与信念的表述内容与倾向来

判断课堂情感教学的即时效果。

在终极测评阶段常用方法有考试法、作品法

等。考试法是指通过考试的形式利用有关考察情感

目标的题目测量学生们是否真正体验和内化了相关

的情感内容。比如，在高职思想政治类考试中要求

学生对课文文本中的段落进行主观上的情感描述。

通过这些描述（定性的）来评估学生是否真正实现

了相关情感目标的内化与性格化。作品法是指让学

生结合本人在某一阶段学习的内容进行相关的作品

创造。比如，学生在系统地学习了视频媒体制作

后，要求学生制作一段视频并对其进行自我评价。

教师可从作品和对应的评价内容上，了解学生所具

有的情绪感受和内在情感，从而评估教学中情感教

学目标的终极性达成情况。

总之，在情感教学评测达成中，高职教师应在

不同阶段，选择以上所述的最优化手段，考察在符

合相关理论要求及自身教学内容的情感教学目标。

三、远程网络高职教学中的情感目标评
测达成新手段

近年来，网络远程教学已成一个重要的、新兴

的教学活动情境。在高职教育教学中，网络远程教

学也成为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势。因为，师生的交流

是通过网络进行的，不能达成面对面交流所拥有的

即时互动性。所以，如何实现网络学习情景下的情

感教学目标达成，成为一个需克服的教学技术难

点。如何实现网络课程的情感目标测评，已成为当

下情感教学目标评测研究的新热点。

近期，西方学者通过对理论的探究及实践的摸

索提出了两大方案。一个是通过建立一种在线同步

课堂讨论模式，让老师时刻了解学生对教学内容学

习的进展情况和实践情感体验。主要是通过教师主

观评价学生的回答，了解学生是否积极参与了课程

以及学生对于学习内容自发的情感是怎样的[4]。这

一方法基本能达成教师对教学中的情感目标达成进

行测评的要求。另一个方法是通过网络摄像头，时

时捕捉学生面孔，然后电脑通过自动分析学生面孔

所展现的表情是否与预期教学情感目标相一致，从

而比较直接得提供给教师有关情感教学目标达成情

况的反馈[5]。相对于前者，这一方法具有更高的时

效性。

在高职教学中，教师也应充分应用电气化教学

资源，在得到学校相关技术支持的情况下建立有效

的情感教学评估系统，如视频观测系统及网络在线

互动系统。

四、结语

随着素质教育概念的深化，高职教育阶段的情

感教学目标达成越来越受到相关教学专家与实践者

的关注。制定行之有效的情感教学评测手段，了

解、认识学生对教学活动中情感部分的学习情况，

变得非常重要。本文通过分析高职教育教学特点及

学生特点，简述了在高职教学中的相关评测目标制

定时，如何结合相关情感教学评估理论；在情感教

学目标评估实施时，如何选择最优化评测方法；以

及在面对新进的高职网络教育中教学情感目标评估

的挑战时，如何利用先进的网络教学情感评测研究

进展，开发合理的评估工具。希望以上的论述能帮

助相关教师打开思路，建立起有效的情感教学目标

评价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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