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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课堂教学中，适切的评价语既能

对学生已掌握知识的情况做出准确、及时的诊

断，又能对学生的学习热情起到推动作用。反

之，不恰当的课堂评价语会挫伤学生的学习积

极性。这并不是说教师只能采用积极、正面的

评价语，“讨好型”的师生关系并不能从根本

上促进师生关系和谐。小学阶段的课堂评价语

应根据学生的年龄和认知特点来设计，指向性

要强，清晰度要高，导向性要明。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

对教学评价提出了新的要求，不过分强调评价

的选择和甄别功能，教学评价定性内容应多于

定量内容。教师在课堂上对学生进行语言评价

时，要结合课堂实际，从知识能力和情感态度

的角度进行评价，促进学生语文能力的提升与

语文素养的综合发展。教师应及时把握课堂动

态生成因素，对学生发表的不同意见给出恰如

其分的评价，使评价成为学生发展的催化剂，

引领他们体验学习的乐趣。

在一次语文课上，我指导学生写“鼠”

字时，边示范书写边讲解：“两短横是松鼠的

两颗门牙，最后一笔斜钩是松鼠可爱的长尾

巴。”随后，我让学生描红临写。我走到小李

同学身边，看到了一个歪歪扭扭的“鼠”字。

我在似树枝搭建般的字形里仔细辨别，惊喜地

说：“小李，没想到你这个斜钩写得真好看，

像松鼠的尾巴一样好看。”他的眼睛一下子亮

了。从那以后，我发现只要某个字中含有斜钩

的笔画，小李都写得相当漂亮。就这样，由一

个笔画带动了其他的笔画，再带动字的整体结

构，小李的书写越来越端正、美观。

从这个事例中我体会到，教师没有必要

通过评价“求全责备”。作为教师，我们需要

的是用心发掘学生学习中的亮点，哪怕是微不

足道的火花，都可能绽放出太阳般的光芒。学

生是有无限可能的个体，教育是小火慢炖的细

活，教师要允许学生慢慢地成长，注意学生点

点滴滴的变化。 

有一次，我指导学生进行“　　让生活更

美好”的习作训练。学生审题之后陆续发言，

说旅游、读书、朋友、亲情、游戏、美景、诚

信都能让生活更美好。我肯定了学生能聚焦自

评价落“实”，提升学生学习内驱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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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体验，从多角度选择习作素材的做法。但

是这些素材在新颖性、独特性上是欠缺的，学

生还是走着习惯思维的老套路。于是，我用评

价引导学生：“看来，同学们都是热爱生活的

人。我们在生活中接触的人、事、物，都能让

我们感受到生活的美好。前面说到的是让生活

更美好的事物的类别，谁还有更具体的角度

吗？”这时，一个学生说：“微信支付让生活

更美好。”我惊喜地给他竖起大拇指，并进行

了肯定性评价：“能联系当下，抓住最新素

材，挑战别人没有写过的角度，你真厉害！”

以此为契机，学生的思路打开了，新颖的素材

纷纷呈现——快递让生活更美好，网络让生活

更美好，绿色出行让生活更美好，共享单车让

生活更美好，“逆行者”让生活更美好……

激励性的评价语言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积

极性，让学生的学习状态从一个兴奋点过渡到

另一个兴奋点。学生感受到自己“被肯定”，

自然就乐意顺着教师的引导去思考、去学习，

这符合他们年龄段的认知特点。在评价过程中，

教师要注重学生思维的形成，要刻意选择一些带

有感情色彩的评价用语，再辅以评价性的肢体语

言，这显然比单一的“你真棒”更有吸引力。

课堂教学评价是对特定课堂教学活动的价

值进行判断、挖掘和提升的过程。教师在课堂

教学评价过程中要有自我剖析和深度交流的意

识，让教学评价更具针对性、准确性，激发学

生学习内驱力，促进学生核心素养的提高。

还有一次，习作的要求是“写一写自己

的长处和本领”。课堂上，我和学生聊起了各

自的长处和本领的话题，他们大多数显得很兴

奋，热闹的交流之后，我让学生在稿纸上列好

提纲。在之后的交流环节，我发现小陆同学异

常安静地坐在座位上。我请他向同学们介绍自

己的长处和本领，没想到他竟然窘迫地说：

“老师，我觉得我既没有优点，也没有长处，

所以我没法写。”还没开始写作，他就给自己

贴上了“我不行”“我没有长处”的标签。我

走到小陆同学旁边，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

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长处和本

领。同学们，请大家回忆一下，帮助小陆找找

属于他的长处和本领。”短暂的安静之后，陆

续有学生举起了手：“虽然成绩暂时还不理

想，但是他一天也没有放弃学习，所以我觉得

‘努力’是他的一个长处。”“每次值日，他

总是很认真，还经常帮助别的值日生，我觉得

他很‘勤劳’‘友爱’”……在热情和鼓励的

掌声中，小陆笑了。我跟进评价道：“我们不

仅要认知自我、肯定自我，积极地去生活，也

要善于发现别人的优点，真诚的肯定和热情的

赞美对我们每一个人都很重要。”那次作文，

小陆写得很用心，文字平实，却展现了自己的

自信。

评价本身具有检查、诊断、反馈等多方

面的功能。每个学生都是存在差异性的个体，

教师需要在日常教学中用爱的眼光去发现，用

智慧的心灵去捕捉他们的优点。所谓的教育智

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教师的心里是否

真正装着学生，是否愿意走进他们的生命。

若学生未能达到教学目标或是未完成学

习任务时，教师不宜立即对学生的表现进行评

价，而应适当地采用延迟性评价，让学生有足

够的时间去思考，以期实现更有意义、有价值

的评价。评价应落在“实”处，每个“实”处

都是脚印，无数的脚印勾勒出学生成长的轨

迹，唤醒其学习的内驱力，从而有效地提升学

生的综合素养。※

（作者单位：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