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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读本chéng zhǎng dú běn

本报记者 朱丽珍 陈素萍

杭州二年级的家长陈女士最

近发了一条朋友圈：“期末非纸笔

测评结束，本学期到此为止，开启

度假模式。”陈女士全家已经订好

去上海迪士尼的门票，游玩后再返

校参加休业式。

在浙江，这是小学低段孩子期

末的打开方式——没有试卷，不用

纸笔，就像玩游戏，欢声笑语中就

完成了一个学期的学习检验。

关于非纸笔测评，浙江已推行

多年，各所学校也钻研出了不少新

花样。从校内情境化模拟设置到

校外真实场景下的体验，最初的游

园闯关活动，也迭代演变出了更丰

富多元的形式和内容。

为什么要推行非纸笔测评？

没有试卷的检验，如何体现孩子的

真实水平？一场期末非纸笔测评，

也成了学校和老师们比拼创意和

能力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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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没有试卷的考试
在欢声笑语中完成考核

“参加学校期末考了，但没有试卷，就像做游戏一样，特

别有意思。”1 月 10 日，杭州市文晖实验小学一（3）班学生吴

筱瑜兴奋地说。

最近这段时间，杭州多所小学陆续开展非纸笔测评，顾

名思义，就是让小朋友进行没有卷子的考试，语文、数学、英

语、科学等学科知识，用有趣的方式对孩子们进行考核。

在浙江，非纸笔测评早已不是新鲜事。

2022年，浙江省教育厅出台《关于小学生综合评价改革

的指导意见》，提出要提高考试命题质量、分项评价学习过

程、不得组织任何形式的统考统测，尤其一、二年级不进行期

末纸笔考试，采用活泼多样的实践性评价。

在此之前的2014年，省教育厅也曾出台《关于完善和规

范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区域性学科“统测”工作的通知》，各地

教育局和教研部门不得组织辖区内小学一至三年级参加任

何形式的区域性学科“统测”。杭州、宁波、嘉兴等地涌现出

许多先行探索，取消小学低段纸笔考试，实行“模块过关”“情

境游园”等非纸笔测评，推行优秀学生期末免试制度。

如今，非纸笔测评已经在全省小学低段全面铺开，并涌

现出许多优秀案例。

不久前，在杭州市拱墅区小学语文教研员许珂老师的带

领下，拱墅低段语文教师齐聚文澜实验学校报告厅，开启了

“新课标理念下小学语文评价专题研究”期末复习的专题教

研活动。学校根据低年级孩子的年龄特点，本着“寓评于乐”

的原则，制订切实可行的测试方案，以趣味闯关形式进行，将

每学期所学知识、技能与趣味游戏结合，对语文、数学、体育、

音乐、美术、劳动、德育各学科进行整合与设计。

改变以往单一以纸笔考试为主的学业评价方法，采取关

注过程表现、多样、开放的评价方法，非纸笔测评的目的就是

让孩子在欢乐的情境中，更全面地呈现优点、潜能、不足及发

展需要，为学生成长指导提供佐证和方向。

“游园乐考”迭代升级
能力检验转化成情境项目

非纸笔测评推行多年，呈现的形式更加多元丰富。

“这些年，非纸笔测评的形式也在迭代升级，从最初简单

的游园活动、场景的模拟演绎，进阶到设置具体情境或主题，

通过真实情境的实践任务来考查学生的知识理解、技能掌握

以及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杭州市北塘河小学副校长

徐娇翔介绍，以往的游园闯关，并不能完全体现老师的教学

成果，非纸笔测评则通过情境化、实践化、生活化的场景，与

学生核心素养的考查高度相关，“老师的教学能力、学生知识

的掌握，转化成测评项目，实现‘教学评’的衔接。”

以北塘河小学为例，学校临河而建，因河得名，上学期的

非纸笔测评就以“建设北塘河 致敬挖河人”为主题，依照学

科课程标准，创设和挖河、护河相关的情境，通过观察学生在

运动、诵读、唱歌、计算等活动中的表现，完成评价考查。本

学期二年级的测评中，在遵循北塘河发展阶段特色和学生年

段特点的基础上，融入生态保护元素。

“挖河要呐喊加油，通过喊话，可以看出小朋友能不能把

句子说通顺，能不能展现出感叹语气，加入肢体动作。”徐校

长说，语言能力是一年级语文考查重点之一，相比传统的试

卷，情境化之下的呐喊加油过程，更科学地完成了这项语文

核心能力的检测。

本学期，杭州市滨和小学的同学们走进笑笑橙消防馆，

通过创造更真实的情境，让活动内容更加贴近儿童生活，从

而全面考察学生运用知识的能力。

学校副校长董征介绍，通过模拟真实的火灾场景等互动

环节，完成了一系列与消防安全相关的测评任务。这种新颖

的测评方式不仅激发了学生们的学习兴趣，还让他们在轻松

愉快的氛围中掌握了更多实用的消防安全知识。

今年，杭州市永正实验学校延续去年的“酱鸭子”主题

期末非纸笔测评，不仅学习“杭州酱鸭”的制作方法，还亲

手实践酱鸭腌制。校长陆锡炯说，学校的无纸化测评一

直围绕“趣味+实用”进行策划，让孩子在测中学、学后用，

这也是学校劳动教育的一次新尝试。

消除卷面分数带来的焦虑
多元测评更加全面科学

没有试卷、分数，如何通过综合多元化的评价手段，全面

完成一学期孩子的多元成长检验？

“从概念提出到活动最终落地，起码耗费两个月，所花费

的时间和精力一点都不比传统考试少。”徐娇翔副校长介绍，

以前出卷子，教研组长就能搞定，现在是全校老师都投入其

中，主题的设置要将学科理念渗透其中，精准把握课程标准，

通过构思、设计、探讨、融合，把孩子真实带入到测评中，让他

们在快乐中体现所学，在轻松环境中完成检测，这对老师的

能力水平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比如在二年级展开污水治

理情境模拟，每位学生从家里带来一瓶污水，学校设置水池

模拟北塘河，分析污染的原因涉及到劳动课的垃圾分类等知

识点，治理污水的方法与科学息息相关，小组合作能力、表达

能力、观察能力等是一张试卷无法检测的。”

通过非纸笔测评，很多学校都会为每位学生提供一份综

合素质评价表，有的是明确的评价细则，有的是星级评定，从

分值评价转化为鼓励式评价，充分调动学生积极性，真正做

到让期末综合素养测评有乐趣更有温度。

“以往孩子们都很害怕考试，现在非纸笔测评代替，不仅有

助于促进孩子综合素养提升，消除孩子对传统考试的紧张感，

家长也放下了对分数的包袱和对名次的比较。”家长赵女士说。

依据新课标学业评价标准设定评价等级，以操作性、实

用性、创造性、娱乐性为一体的评价方式，也更有助于学生认

识自己、欣赏自己，通过反思和完善，找准发展路径。

在上学期的非纸笔测评中，有个细节让徐校长很感动，

模拟运沙过程中，有个小女孩搬不动沙袋，旁边两个平时很

调皮的男孩主动帮忙，展现出了互帮互助的优秀品质，“更全

面地展现每个孩子的闪光点。”

临平区教育研究院的朱煜老师说，在非纸笔测评中，老

师们都创设了有趣的情境，符合低年级儿童心理，并且将学

习与学生的生活建立联系，引导学生进行基于理解的有意义

的学习。

在拱墅区教研员许珂老师看来，让孩子爱上学习、主动

学习，远比做了几张练习卷重要得多：“少一些成篇的笔头练

习，设计更新鲜、有趣的活动，让孩子减轻期末压力。”

学无“纸”境
测试好玩又好吃

围着围裙、戴着厨师帽，杭州市永正实验学校延续去年“酱

鸭子”主题期末非纸笔测评，让孩子们学习“杭州酱鸭”的制作

方法，亲手实践酱鸭腌制。

二年级的“酱鸭小厨师”需要通过语文、数学、科学三关的

非纸笔测评，在测评流程中获取酱鸭方法，选购优质鸭子，研究

酱鸭技术，通过考核后就能实现亲手酱鸭子。

比如语文关，领取《酱鸭宝典》，其中详细记录了老底

子腌制酱鸭的方法，但里面有好几个不认识的字，需要

大家拿出字典，使用部首检字法突破生字难关，用最响

亮的声音把腌制酱鸭的步骤清晰而流利地读出来。

比如数学关，考的是小厨师们在实际情境中用乘

法解决问题的能力，计算正确才能“买”到鸭子和调

料；科学关，考查科学观察能力，通过看一看、闻一

闻、尝一尝、触一触，多种方法、多个角度观察酱油。

想想一到冬天，校园里成排挂着的酱鸭，孩子们就忍

不住咽口水。“这样的考试太好玩了，就像闯关游戏，还能

做好吃的。”

踩准节气
了解习俗传递温暖

杭州市大成实验学校一、二年级的项目化非纸笔测评活

动，让学生们更深入了解腊八节文化，体验传统节日的魅力。

测评前期，老师们利用班会课和美术课，通过“我会讲”和

“我会画”，帮助孩子们学习和了解腊八节的由来、习俗和文

化内涵。

“我会讲”环节，孩子们通过讲故事和唱歌，向同

学和家人介绍腊八节；“我会画”环节，孩子们利用彩

笔和超轻粘土等材料，制作精美的腊八粥创意美术作

品和蛇年吉祥物，展示创造力、想象力和审美能力。

测评当天，孩子们身着传统服饰，参与“腊八知识

我会答”游园活动，通过“食材辨认”和“知识问答”，加

深对腊八节文化的理解，加强了传统文化自信。

在“美味腊八粥我会做”环节，先拨一拨时钟，知道

腊八粥要煮多久。在老师指导下，按照要求采集相应的

食材数量，在食堂师傅们的协助下，完成腊八粥的淘洗、浸泡和

烹煮。

最后，温暖好“粥”到。孩子们将自己亲手制作的八宝粥送

给学校的保安叔叔、保洁阿姨、老师们以及周边社区的工作人

员和老人们，不仅宣传腊八习俗，更传递了一份温暖和关怀。

乐游景点
穿梭闯关打卡学本领

华东师范大学附属杭州学校小学部低段无纸笔测评活动，

延续国际名城日“爱杭州·读世界”主题，一年级围绕“游杭州

爱杭州”，进一步深入探究和实践。

拼音识字大冒险，带同学穿梭杭州西湖。从“字词亭”到

“背诵台”，再到“句子楼”“语言阁”，连闯四关，在感受杭州之美

的同时，成为语言小达人。

运算与智慧齐飞，历史与创意交融。小朋友用 20 以内进

位加法的超能力，解锁四个神秘数学问题，踏上探索拱宸桥历

史文化与非遗手工的奇幻旅程。

根据任务单指引，小朋友们来到河坊街，观察不同货架上

的商品，说出商品名称及颜色等特征，并与店员沟通交流，置办

年货，为迎接春节做准备；漫步河坊街美术馆，用学过的撕纸手

法展现美食，趣味无穷。

亚运公园有许多运动场馆，一年级的小朋友挑战各种运

动；西溪湿地里，同学们化身“科学家”，通过眼睛看、鼻子闻、手

触摸等各种方式，对植物进行探索；一首《新年好》里，找到音乐

节拍，并跟着节拍走一走、拍一拍，感受音乐韵律、节拍之美。

走出校门
学科知识融入仿真场景

杭州市滨和小学和杭州市闻涛小学的一、二年级非纸笔测

评，都在“笑笑橙”青少年应急安全体验馆进行。活动巧妙地将

各学科知识融入消防安全体验的仿真场景之中，创新性地设计

了一系列兼具趣味与挑战的活动项目。

一年级的小朋友化身“消防自救员”，需要准确识别“灭火

器”“逃生”“警报”等消防相关术语，运用所学能力完成任务，也

激发识字兴趣。

作为“消防宣传员”，要依据消防场景，比如火灾现场、消防

员灭火、人们逃生等画面，用清晰、连贯、准确的语言描述出画

面中的关键信息，包括火灾发生的地点、火势大小、人物的行为

动作以及可能的结果等。

为破解“消防数字密码”，学生需要集中精力仔细观察并清

点消防服、消防帽、消防手套、消防水带等物品的具体数量，为

灭火做好充分的装备和器材的准备。

作为“火险信号大侦探”，要根据在火灾逃生过程中了解到

的内容，精准地运用各种感官来搜集信息，结合生活常识判断

火情。

通过真实感受消防员训练、安全逃生体验，在亲身体验、学

习的基础上，开展体验项目，同时将学科知识考察融合在体验

过程中，完成核心素养的测评。

“蛇”我其谁
测评中充满中国年味

杭州育才登云小学开展了以“灵蛇贺岁，瑞蛇迎春”为主题

的无纸化测评活动，巧妙地将各学科知识融合进主题活动中，

孩子们将课堂中所学到的知识在真实情境中运用出来。

活动现场，一年级的同学们化身可爱的年菜播报员。

语文播报环节，展现了扎实的字词基础和语言表达能

力，还将对传统文化的理解融入其中；英语播报环节，尽管

发音稍显稚嫩，但自信和努力赢得了阵阵掌声；在“食材精

算变”活动中，同学们运用数学知识计算食材用量和价格，

在虚拟超市中挑选食材，精准算出总价，巩固加减法运算；

在“创意摆盘秀”中，借助虚拟食材，同学们凭借天马行空

的想象力进行摆盘创作，一幅幅宛如艺术品的摆盘设计应

运而生。

“组团吃年夜饭”的游戏将气氛推向高潮，大家分组竞

赛，随着一声口令，迅速进入状态，小手小脚协调配合，奋力向

前爬行，不仅锻炼了四肢力量与身体协调性，更是培养了团队

协作精神，展现同学们坚韧与拼搏的一面。

不以纸笔论高低的期末，大家考的是创意

非纸笔
测评

非纸笔
测评

快
乐乐
期
末

不以纸笔论高低，纵无笔墨亦生花。期末无“笔”的“乐”考模式中，考场大变身，从教室搬到了体育馆、操场甚至是校外。

有学校以跨学科项目化学习的方式，通过寓教于乐的趣味活动，让孩子完成素养检验；有学校以“智慧闯关”和“模块评价”相结

合的方式，通过真实情境的实践任务，考查学生的综合能力；还有的学校让学生走出校园，结合校本课程和本地资源，围绕学校特色

校本课程，在真实情境中完成学生能力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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