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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学生成长档案袋”由学生、老师、家长
共同完成。它收集的是能够反映学生学习
过程和结果的资料，包括学生的最佳作品、
获奖证书、社会实践活动记录、老师和家长
的评价、平时的作业和考试等信息。记者看
到一份二年级学生建立的“成长档案袋”，
封面的文字信息包括了个人成长简历、班
级、姓名、个人照片等。在内页中，“我的型
秀台”栏目，包括个人才艺、爱好的展示，均
以图片加文字说明的方式呈现，同时还放
入了才艺获奖证书、奖状、作品等。在“我的
成长树”栏目中，有个人的作业展示和成绩
单。在“我的小世界”栏目里，记录的是学生
畅谈自己的理想、困惑等。而在“我的亲子
园”栏目里，主要是记录全家人一起读书、
一起参加各项活动的图文资料。

有个小朋友在“成长档案袋”里写道：
“我的字总是写不好，真是太笨了。”班主任
看到后马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你很聪
明。你的朗读是那么有声有色，你的作文写
得那么精彩。只要你认真写字，你一定能写
好每一个字。老师相信你。”后来，在老师的鼓
励下，该生的字写端正了，自信心也足了。
上外松江外语学校校长朱学清说，“学

生成长档案袋”评价的内容是多元的，评
价的主体也是多元的，特别是学生自己把
成长的过程实录下来。这个过程就是对学
生的自主能力、创新意识的培养，有利于
学生认识自我，悦纳自己，进而挖掘潜力、
发展特长，最大可能地实现自身价值。

本报记者 王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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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期末大
考这个中小学的常规
动作，除了例行公事般地
机械应对，校园内外还有哪
些声音值得倾听和探讨呢？
时值大考来临，老师、学生
和家长，又有哪些心里
话想吐露呢？

“注重对学生学习成长过
程的评价”不能只停留在书面
上、口头上，更需要一个合适的
载体。在上海外国语大学松江
外国语学校，“学生成长档案
袋”应运而生，成为对每位学生
全方位考核的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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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学校考完统考再加考
尽管市教委多次强调，要求各中

小学严格执行课程计划和课程标准，
“消灭”小学、初中阶段所有的全区性
统考。但是，统考统测在各区仍是上
级部门监测基层学校教学质量的一
个重要法宝。

同样是统考，在不同的校长、老
师和同学眼里，看法竟迥然不同。在
某个人口大区，几乎每个学期都会举
行小学质量抽查测试。之所以称作抽
查，是因为可以规避掉“全区性”和
“统考”两个关键词。该区的具体做
法，是让各校在语文、数学、外语等三
门主课里，抓阄般抽一门学科，当然，
校长也有权决定要不要参加这项抽查
测试。不过，有校长私下里对记者说：
“不参加几乎是不可能的。一是毕竟可
以通过测试，了解自己学校某一门学
科在全区的排位；二是这项测试是区
教育部门主办的，绝大多数学校都参
加，你不参加，会让人误以为太‘牛’。”

不过，这位校长也表示，由于区
里的测试基本上是以课程标准命题，
且要照顾到全区的整体情况，所以，
题目大多比较容易，对于“优质学校”
或民办学校来说并不太适合，因此，
参加完全区测试后自己学校再另出
一张试卷的做法十分普遍。当然，这
在一定程度上也加重了师生的负担。

排名成惯例只是不张榜
不仅对于全区性的测试要做排

名，即便自己学校的期末大考，几乎没

有不排名次的。只是，对于《上海市未成
年人保护条例》中明文规定的“不得张
榜公布学生的考试成绩名次”，从目前
各校的执行情况来看，基本上已经杜绝
了将考试成绩名次张贴于教室墙上的
现象，但也挡不住有个别教师仍会当
众一一报出每位同学的考试成绩，这
是不是一种变相的“张榜公布”？是不
是也应当属于青保条例禁止的行为？

记者在某校看到了一个供全区
使用的信息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专门
安装了一个由区教育局统一配置的
软件，实时追踪每次考试甚至每次测
验的成绩数据排名，既可以排一门学
科的，也可以排几门主要学科的，还
可以对所有考试科目的总分进行排
名。而且，各班的排名、全年级的排
名，都可以汇总到校长室以及上级教
育学院、教育局行政科室的数据库
里，供各级领导随时调阅。那么，这样
的内部排名，会不会泄露给学生和家
长呢？有校长说，事实上如果有学生
或家长悄悄向老师打听，老师也会悄
悄地告知的。而记者在徐汇区逸夫小
学的学生试卷上看到了一个可喜变
化。老师会对每次考试排前 !"名的
同学，在他们的考试上做一个记号或

画一个笑脸，以示鼓励。
要不要排名，几乎成了一个教育

“无解题”。特别是初三、高三毕业班的
考试，将对今后的升学志愿填报起到决
定性作用，不公布排名，不让每个学生
清楚自己的定位，那也是对学生的一种
不负责任。

免考制度给优秀生松绑
现在的中小学期末考试，早已并非

“铁板一块”，部分平时成绩突出的同
学，可以申请免考一门或若干门学科。
当然，对此做法，目前教育界人士的意
见也是各异。赞同者认为，免考可以让
部分学有余力的学生跳出考试的束缚，
可以按照自己的特长，更好地自主学
习。反对者则提出，学生将来终究是要去
参加统一的中考、高考的，即使是自主招
生，也是要到考场上“真刀真枪”比试的，
现在的校内考试，也是一种历练。

大宁国际小学校长徐晓唯介绍，
该校的期末考试中，#"$左右的学生
可根据平时学习情况获得免考资格。
期末考试除了笔试，十分注重口头表
达能力测试，例如，语文学科看图说
话、数学学科讲解解题思路、英语学科
对话和朗读测试等。此外，也会组织
几名学生通过合作，以小组合作的形
式答题。

在大宁国际小学，“不能在公共平
台公布学生成绩”是该校 !"条师德道
德底线之一，当着全体同学的面，或者
在家校互动平台发帖等，都属于“公共
平台”范畴之内。“家长会上，我们要求
老师以肯定学生的进步为主，让家长和
孩子都有成就感。每学期结束，我们都
会安排半天的家长个别接待时间，和家
长一对一交流孩子的情况。”徐晓唯说。

本报记者 王蔚 陆梓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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