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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班集体教学活动中教师评价行为研究
——以重庆市 X 幼儿园为例

王丽珠
（成都大学  四川  成都  610000）

【摘　要】教师评价对幼儿的发展有着重要价值和意义，因此要重视幼儿教师的评价能力培养。研究结果表明教师评价存在

开展频次不适宜，方式不合理和不公平现象的问题，然后分析出教师自身、幼儿园以及家长和社会方面的影响因素，最后针对问

题提出了解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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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幼儿阶段形成良好的自我概念是学前教育的重要目标之

一。良好的自我概念能帮助幼儿正确的认识自己，保持乐观地

心态，使幼儿受益终身。然而，这个时期的幼儿自我评价能力

还很薄弱，需要依靠他人的评价。幼儿教师是除父母之外最了

解幼儿的人，教师的评价对幼儿自我概念的形成至关重要。教

师在集体教学活动中进行评价的次数也比其他活动多，因此，

观察者选择在集体教学活动中进行观察。

一、大班集体教学活动中教师评价行为存在的问题

（一）教师评价开展频次不适宜

笼统无效的评价频次所占比重大。一方面教师的正面评价

模式化。观察发现教师的部分正面评价，经常使用“你好棒，

很不错，表演的很好……”这种缺乏针对性、笼统的评价，另

一方面，教师评价用语不明确。这会严重影响幼儿的理解，降

低幼儿回应的质量。

（二）教师评价的方式不合理

教师评价方式单一。教师在教学活动中更喜欢用直接地口

头表达，这样不仅省事，也使幼儿很容易明白。但是幼儿教师

只看到了言语性评价的优点，却忽视了非言语评价和叠加性评

价对幼儿的作用，导致评价方式贫乏而单调。其次是教师评价

形式模式化。例如幼儿要是做得正确，老师就会夸幼儿：“棒

棒棒，你真棒。”类似的评价。这种评价没有具体的内容，只

能知道老师的态度，不具备针对性。

（三）教师评价中存在不公平现象

否定评价情绪消极。教师的态度误区把幼儿的某些局部缺

点扩大化。有时活动秩序混乱，老师总是批评比较顽皮的那几

个孩子。此外，评价对象固定。教师更喜欢那些乖巧聪明的孩子，

关注他们的表现并进行积极地评价，而对于那些内向、腼腆的

孩子，教师往往会疏于对他们的评价，就算这部分幼儿同样表

现优秀。教师这样对内向的幼儿疏于关注，这会打击他们的自

信心，使其变得更加内向。

二、大班集体教学活动中教师评价行为存在问题的原因

（一）幼儿教师的专业素养不高

教师的专业观念存在偏差。观念是行动的先导，教师的儿

童观会影响教师对于幼儿的评价态度，从而影响幼儿的发展。

一方面，教师仍持有传统的儿童观。在现在中国的教育模式下，

提倡听话式教育。另一方面，受到传统教育观的影响，教师过

于注重幼儿对于知识技能的掌握。此外，教师自身评价知识技

能匮乏。具备专业的评价知识和技能是教师开展好科学评价活

动的基础。然而大部分教师缺乏教师评价方面的专业指导，关

于对幼儿的评价都是凭借自己总结的经验进行的。

（二）幼儿园对教师评价的重视程度不够

幼儿园缺乏教师评价的专门培训。目前，对于各个幼儿园

对于教师评价这个方面的要求普遍偏低，未能真正发挥教师评

价的作用。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幼儿园对于教师评价

的关注不高，缺乏对幼儿教师进行专业系统地教师评价培训，

使幼儿教师缺乏这个方面的专业知识和积极性。另一方面，园

内缺乏对教师评价的考核。幼儿园对教师的考核主要是环境创

设、教案以及空间安排上，对于集教活动中教师评价情况缺少

具体的要求和关注，这也造成了教师对开展评价的质量不高。

（三）家长和社会的影响

家长的不同要求。家长对幼儿教师的要求会影响幼儿教师

对幼儿的评价。受到许多家长“望子成龙”的期望，这样会导

致幼儿教师评价时倾向于幼儿的知识技能。其次是社会的现实

情况。我国对学前教育的政策支持严重不足导致了很多问题。

例如幼儿教师特别是农村幼儿教师薪资待遇低，同工不同酬现

象严重等，这样会导致幼教人才的流失严重，教师素养低，最

重影响教师评价质量。

三、大班集体教学活动中教师评价行为的改进策略

（一）提升幼儿教师自身的专业素养

教师通过多渠道学习，掌握教师评价的理论知识，积累评

价经验，才能改善对评价的认识，提升评价的能力。第一，教

师评价应具体。古德布罗菲提出：对学生的表扬一定要针对真

正的进步与成就，同时要向学生说明理由。一方面评价语言要

简洁准确，具有针对性和激励性。第二，综合运用多种评价方式。

教师要综合运用言语评价和非言语评价方式等多种评价方式。

幼儿受身心发展水平的限制，与简单的言语评价相比，幼儿更

倾向于物质奖励、肢体动作等。总之，教师要掌握好评价的技巧，

并且能够灵活运用。

（二）幼儿园加大支持力度，增强教师评价的活动成效

重视幼儿教师评价能力的培养。教师评价的质量与教师自

身的评价能力密切相关，因此要提高教师的评价能力。一方面，

加强教师对评价理论知识的学习。另一方面将理论运用于实践，

幼儿园定期考核。幼儿园要充分发挥领导作用，整合各种资源，

促进教师进行多途径、多元化的学习。第一，网络学习和在线

学习相结合。网络学习具有对象广泛性、资源丰富性、自主性

等特点，幼儿园可以充分利用网络学习的优势。第二，定期组

织相关的园本培训。园本培训在内容安排上要有针对性，在形

式上要有灵活性。在内容安排上，制定幼儿园发展评价的园本

培训计划，并且有步骤地管理与监督计划的实施，及时反馈和

调整，确保培训的效果以提升幼儿园教师的评价水平。

（三）家长和社会进行积极配合

家长是幼儿的第一任老师，对幼儿有着重要的启蒙作用，

同时家长也是幼儿园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一方面，家长要关心

和积极配合幼儿园的工作，信任教师，支持教师的评价理念。

另一方面教师可以通过微信、QQ 等网络交流的方式把幼儿在集

中教学活动中的行为表现、作品等分享给家长，家长可以进行

反馈与教师交流，实现家园共育。其次是社会要营造良好的社

会氛围。政府加大对学前教育政策的支持力度，提高幼儿教师

的薪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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