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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首次将成长记录袋评价法引入到高等院校生物类专业课程《细胞工程》的课堂教学改革中，构建了较为

完备的课堂评价体系，将成长记录袋课堂评价体系的建立分为 4 个阶段，即准备阶段、演练阶段、实施阶段和作

品展示阶段。并从实施成长记录袋评价法的可行性与必要性、评价体系的构建、执行过程中应注意的要点及事项

分别展开论述。结果表明：通过该评价法的施行，不仅活跃了课堂气氛，增强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自主性，还

提高了学生分析、解决与细胞工程技术相关的专业问题的能力，执行效果良好。本课程课堂教学改革的实施，可

为高校同类性质的其他专业课程提供借鉴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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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moting teaching quality by portfolio assessment in Cell 
Engineering classroom 

Xianghua Yu, Jinhua Shao, Xiaowen Liu, Yong Zhang, and Yang Liao 

College of Chemistry & Bio-Engineering,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Yongzhou 425199, Hunan, China 

Abstract:  We introduce the portfolio assessment into the classroom teaching reform in the curriculum of Cell Engineering, a 

specialty course in bioengineering & biotechnology. We established a complete classroom evaluation system that was divided 

the classroom assessment system of portfolio into four stages including the preparation stage, training stage, implementation 

stage and exhibition stage. We also discuss the feasibility and necessity of implementing the portfolio evaluation method in the 

course of cell enginee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evaluation system, and the key points and matters needing attention in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The classroom reform is very productive, not only the classroom atmosphere has been activated, 

students’ learning initiative and autonomy has been enhanced, but also the students’ ability to analyze and solve professional 

problems related to cell engineering technology has been improved. The implementation of classroom teaching reform of this 

·高校生物学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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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rse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other similar professional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Keywords:  portfolio assessment, cell engineering, classroom teaching quality, teaching reform 

 

成长记录袋评价 (Portfolio assessment，PA，

有时也称作档案袋评价) 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

最早概念产生于美国哈佛大学教育学院的“零点

项目 (Project zero)”[1]中。追本溯源，这种新的质

性评价 (Qualitative evaluation) 方式的提出，源

自于对受教育者的全面发展理念的贯彻、对学生

学习主体性认识的提高以及对传统评价体系弊端

的反思[2]。该评价法不仅重视最终成绩，更注重

学生学习的状态变化和理解能力提高过程[3]，也

特别关注学生的特长、不足以及勇于挑战的行  

为[4]，强调评价和学习是不可分割的整体[5]，特别

重视学生学习变化过程[6]。 

关于成长记录袋评价的确切定义，目前国内

外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2-11]，笔者基于已有认知，

并根据自身的理解与经验，认为成长记录袋评价

是一种依据收集的表现材料 [12]，通过合理地分

析，判定学生在学习与发展过程中的成效、优势

与劣势，展示学生在追求目标过程中付出的努力

与取得的进步，并通过学生的自我评价、自我反

思和自我改进，激励学生获得更高成就的教学评

价方式。 

目前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国家关于成长记录

袋评价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已趋于成熟，而在

我国，自 2001 年“建立以教师自评为主，校长、

教师、学生、家长共同参与的评价制度”[13]的尝试

引进，至 2010 年明确提出要“改进教育教学评

价”，并“做好学生成长记录，完善综合素质评

价”[14]，就已经历了 10 个年头，加上教育体系差

异大、本土化进程缓慢等原因，对成长记录袋评

价的研究仍处于新兴阶段，在研究和应用过程中

呈现出诸如：对成长记录袋评价的认识程度不高、

功能运用及定位相对功利化、评价体系不完备、

反映的问题不能得到根本性解决等问题[15]。 

当前我国关于成长记录袋评价法的理论研究

与实践成果较为丰富，但多以中小学阶段为主，

而在高等教育阶段则相对较少，且多集中在英  

语[16]、思想建设[17]等方面，至于理工类专业课程

改革方面则更是难觅踪迹。而本科教育教学改革

的深化，离不开教育理念的改革与创新，离不开

教学体系的规划与重构，更离不开对学习过程的

质量监督与控制。及时对课程的教学效果进行总

结分析和调整，改进教学方式方法，制定更为科

学合理的评价体系，本质上就是在坚持“以本为

本”[18]的核心思想，为实现建设高等教育强国作出

教师应有的贡献。且随着新课程改革的深入推

进，以教材为内容、笔试为手段、分数为标准的

传统评价方式已经过时，迫切需要构建以多元

化、发展性、过程性和激励性为特征的学生评价

制度和评价体系，以响应国家高等教育改革的号

召。因此，作为一种新兴的评价工具——学生成

长记录袋，在高等教育改革中应当发挥更多的积

极作用，为新时代应用型本科人才的培养作出应

有的贡献。 

1  “细胞工程”课程实施成长记录袋评价法

的可行性与必要性 

通过实践我们认为，在大学专业课程中，有

两类课程可以实施成长记录袋评价法教学，一类

是学习难度不大的课程；一类是学程较长、需要

深度理解方可掌握的课程。而“细胞工程”是    

一门生物工程/技术专业必修的、以细胞培养为基

础、以细胞融合为核心的专业技术课程。与其他

专业课程相比，该课程更接近于技术经验总结的

性质，故较容易为学生所理解和接受。如其中的

细胞融合，学生在高中阶段即已涉及，且“细胞

生物学实验”中已有过细胞融合的实践经验；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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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小规模和大规模细胞培养技术，学生在“微

生物学”和“发酵工程”课程中均有微生物培养

技术理论学习的经验支撑，学生通过类比学习能

够快速掌握。 

“细胞工程”课程具有很强的前沿性、争议

性、综合性和应用性的特点，因此在实施教学的

过程中，授课教师需不断吸收新的研究成果，注

重理论知识与技术应用的结合，同时还需保持灵

活的教学方式，为学生专业知识的深度学习、能

力强化及展现提供必要的平台与条件。对于教师

而言，想要提高课程教学质量，不仅要实时调整

教学方式、改进教学手段、更新教学内容，更应

注重学生学习效果的整体把握，包括知识掌握程

度变化、工程意识变化、能力培养变化等方面。

如何在教学的过程中客观、公正、全面地评判现

有教学方式的实际效果，如何继续深化专业课程

改革，对学习过程的质量监控与评价都是一个无

法绕开的环节。作为任课教师，应明确教学改革

的重心，在于践行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

使学生的学习建立在以理解为基础之上，故可通

过适当拔高学习要求，或激发学生主动探索相关

技术应用潜力、范围的方式开展教学，以加深学

生对本课程、本专业相关技术的理解。 

在“细胞工程”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开展成长

记录袋课堂教学改革的目的之一，就是在要求学

生掌握本课程涉及的技术要点之外，还能够锻炼

学生的信息处理及综合运用能力。即通过建立学

生作品完成过程档案的形式，提高学生学习本课

程的积极性，激发学生的责任感和荣誉感，培养

学生的团队合作意识，最终提升课程学习效果。 

2  “细胞工程”成长记录袋课堂评价体系的

构建 

根据 Popham[19]的观点，无论采用何种实施

方式，成长记录袋的建立应包含以下 7 个步骤：

1) 使学生明确成长记录袋的使用方式和意义；  

2) 确定需收集作品的类型；3) 作品样本的收集

与存放；4) 制定与收集作品样本类型相适应的评

估标准；5) 确保学生严格按照制定的标准不断评

估收集的作品；6) 安排评估会议；7) 调动家长

参与成长记录袋评价过程。但同时他也强调这   

7 个步骤只是教师创建成长记录袋的关键活动，

在实践过程中，还需根据实际情况作出灵活调整

或改变。在大学教育阶段，作为建立成长记录袋

中的第 7 个步骤显然不能适用于大学教育阶段，

应予以调整；考虑到调动家长参与的最终目的是

为了提高学生对成长记录袋的重视程度，可将  

第 7 步改为“学生作品展示”，通过开展线上/线下

作品展示活动，同样可激发学生的荣誉感和自豪

感，增强学生对成长记录袋重要性的认识。相应

实施框架如图 1 所示。 

在开展“细胞工程”课程教学过程中，将成

长记录袋课堂评价体系的建立分为 4 个阶段，即

准备阶段、演练阶段、实施阶段和作品展示阶段。

其中准备阶段包括拟收集作品类型范围的确定和

对应评分标准的制定，由任课教师在开课前完成；

演练阶段包括典型作品的分析解读和评价方式的

示范性演练，由教师和学生共同完成，旨在使学

生熟悉书写评价意见的格式与要求，并使学生明

确如何完成一份高质量的作品，一般安排 2–4 课

时；实施阶段为开展成长记录袋评价的主体部分，

包括评价会议的安排与管理、评价过程质量控制，

以及作品的定型与分数/等级评定，此阶段需根据

学生作品完成程度灵活调整，但需让学生提前做

好相应准备，且作品的完善是一个长期连续的过

程，应循序渐进，充分调动作者、同学、教师三

方的力量共同完成，即通过组内互评-组间互评-

教师点评的形式循环进行，同时要求学生按照合

理的意见作修改。一般安排 12–20 课时；展示阶

段为课程任务结束后，由教师筛选学生的优秀作

品予以展示，同时供下一批学员参考学习，由教

师主导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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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细胞工程”成长记录袋课堂评价体系实施框架 
Fig. 1  Framework of portfolio assessment evaluation system in the curriculum of cell engineering. 
 

3  成长记录袋评价法的实施要点 

3.1  提前规划，保证方案切实可行 

在准备采用成长记录袋评价法之前，应在充

分了解受众学生的实际学习现状、基础知识储备

等因素后，提前做好方案的设计工作，以保证在

不影响课程任务的前提下，能够顺利实施该方法。

在“细胞工程”课程教学过程中，我们是在完成 

绪论及细胞工程基础之后才正式启动成长记录袋

的建立工作，根据前两章内容的铺垫，学生已基

本能够了解本课程所要学习的技术，随后发布任

务——分小组完成一篇与细胞工程技术密切相关

的综述，每小组 2–4 人；再根据学生 (小组) 拟

定的方向，将学生分为两大组，即植物细胞工程

组和动物细胞工程组，随即安排学生根据所在组

别分开线上学习相应知识，同时查阅资料、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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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完成综述的题目或思路。发布任务后 4 课时左

右即开展组内讨论，并给出评价意见；一周后开

始在大组内开展互评，要求学生注明评审意见、

姓名及日期，同时敦促学生修改；初稿作品完成

后即展开大组间互评-修改环节，直至作品定型。

若各大组完成综述作品后仍有 8 课时以上时间，

可再安排其他作品任务，如计划书，相应安排如

下：原植物细胞工程组完成一份与动物细胞工程

技术有关的项目计划书，原动物细胞工程组则完

成一份与植物细胞工程技术有关的项目计划书，

任务书完成过程与综述相同。 

3.2  仍应坚持以课程教学任务为核心的地位

不动摇 

虽然我们在教学过程中采取了建档完成作品

的形式，但教师仍应秉持以实现课程教学目标为

核心的地位不动摇。收集作品、记录作品完成过

程、建立档案只是课程改革的外在表现形式而非

根本，无论是何种教学改革，使学生掌握课程知

识/技术要点始终是教学的根本。故在实施成长记

录袋课堂评价法的过程中，切忌本末倒置，尤其

针对一些不能较好地完成相应作品的学生，不宜

生搬硬套作品评价标准而不作变通，应容许作品

质量不高但课程知识点掌握较好的现象存在。 

3.3  需与线上教学模式结合的方式进行 

在全国高校开展“新工科”建设，各专业课程

均减至 32 学时的情况下，任课教师在制定教学计

划时只能面临两种选择：要么简化或压缩教学内

容，降低课程质量标准；要么实施教学改革，将

学习的重心转移给学生。而要实现具有创新能力

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目标，必须保证教学质量不下

滑，因此教师只能采取既不占用过多课堂教学时

间，又能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和自主性的教

学模式。其中的线上教学模式，因其特有的便利

性和时效性，为广大青年学子所广泛接受，任课

教师在实行教学改革时应加以充分利用，但需与

其他教学形式相结合。在执行成长记录袋评价法

的过程中，需注意多种教学模式运用的合理性，

如在植物基因工程技术这一章，可开展辩论式、

讨论式的教学形式；在涉及细胞培养技术的章节，

可采用启发式、互动式+线上教学  (本校超星

MOOC 平台) 的形式；而在绪论章节，则采用最

为传统的课堂教学形式。 

3.4  执行过程应从小处着眼、明确责任、严格

把关 

由于学生可能是首次接受这种教学方式，加

之大部分学生专业素养尚未定型，在拟定完成的

任务时需任课教师适当地参与进来，以协助、引

导部分小组完成题目的选定；同时教师还需对拟

定的题目进行质量把关，避免出现与已发表或已

公开的选题完全一致的现象，即使选题不重复，

也应杜绝因抄袭照搬现有资料而导致作品主体内

容大面积雷同的现象。 

自学生自评开始，至作品的正式定型的全过

程中，教师应全程监督，除督促学生严格按照评

定标准书写评审意见外，还应就不符合实际情况

的打分现象及时予以纠正，以保证评阅过程的公

正性；同时教师还需就学生给出的评阅意见质

量、打分情况单独记录其表现，以便教师在结合

该生的作品质量 (包括是否按照意见修改、修改

质量、定稿质量三大块) 进行综合评分时能够有

据可查。 

3.5  教学大纲及相关配套政策应适时调整 

为保证成长记录袋课程评价法的顺利实施，

还需对学习内容顺序、计分方式、成绩构成等作

相应的调整，其中涉及课堂表现、作品完成度、

评阅质量及作品质量等部分采取 A、B、C、D、E

五档等级计分，各项成绩的加权平均数即为平时

成绩；成绩构成则由原来的 30%平时成绩+70%

考试成绩改为 40%平时成绩+60%考试成绩，原

计划于 2020 年度将比例调至 50%平时成绩+50%

考试成绩，受新冠疫情影响，未能实施。此外，

授课形式也应更为灵活，有条件的单位可取消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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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和地点的限制，交由任课教师根据作品完成进

度来决定。 

4  改革成效 

自 2019 年开始在生物工程/技术专业课程“细

胞工程”开展成长记录袋课程评价法教学以来，

虽然在执行过程中遇到了很多问题，所幸在院校

各方的支持下，绝大多数困难均能得到有效解决。

尤其我们是首次在高校理工类专业课程中开展成

长记录袋评价，在没有现成经验可借鉴的情况下，

其施行难度可想而知，然而从效果来看，又给了

我们极大的鼓舞，以考试的综合设计题的答题质

量为例，与未实施成长记录袋评价法之前的常规

加部分讨论式教学方法相比，其逻辑性、条理性、

设计合理性等方面均有了很大的提高，优秀 (得

全分者) 比例由历年的 10%左右增至 30%以上，

要素考虑不全但方案与结构整体性较好者的比例

也维持在 20%上下，从改革成效来看，在“细胞

工程”教学过程中实施成长记录袋课程评价法，

大大提高了学生分析、解决与细胞工程技术相关

的专业问题的能力，且活跃了课堂气氛，增强了

学生探索求知的主动性和自主性，其效果完全超

出了我们的预期，执行效果良好。 

根据内容构建的过程和方式[20]来看，我们建

立的成长记录袋属于半结构型  (Semi-structured 

portfolio)，即由教师提供记录袋主题、记录项目的

重点，由学生发挥创意与经验，设计、整理、优化、

反思记录内容，展示学生自身的成果、进步和努力。

本次课堂教学改革，只是在一门课程中加以运用，

而成长记录袋类型多样[21]，且可因教师评定标准、

需求、专业培养目标、课程性质等方面的不同而变

化。故在当前高等教育切实注重本科人才质量、强

调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大环境下，成长记录袋课程评

价法应有更大施教空间，以期为深化本科教学改

革、全面推进质量文化建设[18]、最终实现中国高

等教育的现代化[22]作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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