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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浅谈农村小学数学作业发展性评价 
◆杨赵芳 

（新乡市凤泉区五陵小学  河南新乡  453011） 

 
摘要：发展性评价是教育新观念和课程评价发展方向的具体体现，强调

要注意培养全面发展的人，而数学作业是小学数学教学的一项重要组成

部分，在小学数学作业评价中运用发展性评价，对培养小学生数学素养

有着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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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标指出：“评价的主要目的是全面了解学生数学学习的
过程和结果，激励学生学习和改进教师教学。”[1]小学数学作业评
价是数学教学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业是学生对知识的复习、
巩固、应用的一种手段，是课堂学习的延续，也是师生交流的另
一种方式，作业评价是教师向学生反馈学习情况的一种形式，目
的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一、传统的数学作业评价——单一性  
长期的应试导向和现阶段社会的评价倾向，促成了当前农村

小学数学作业评价方式比较单一、比较机械，评价的侧重点在于
考核学生的认知目标是否达到，忽视了对学生的情感态度价值
观、学生数学素养等方面的评价，忽视了教师和学生的发展这一
教学目的。这样的作业评价方式对学生的全面发展起不到促进作
用，所以在日常教学工作中，我们应该追求多元化的作业评价形
式。 

二、发展性数学作业评价——多样化 
及时、有效的作业评价，可以客观地对学生学习中的优势和

问题进行评价，以发挥评价的激励、发展功能。每一个人的智力
表现出来的方式不尽相同，我们很难用一个统一的评价标准来对
所有人进行评价。[2] 

（一）了解农村小学学生特点，使作业评价更恰当。 
农村小学生本身就有一定的特点：生长在农村，在一些行为

习惯、眼界见识方面和城市里的孩子有一定的差距，许多孩子学
习习惯不好；农村孩子很多家庭条件较差、家长文化水平有限，
留守儿童现象比较常见。针对农村孩子特点，有针对性的评价学
生的作业，可以树立这些儿童对学习的热情和兴趣、保持他们对
美好明天的向往与热爱。 

（二）用多种方式批阅学生作业。 
1.善用评语 
我们要用赏识的眼光去批阅学生的每次作业，寻找闪光点。

我们在教学中收集了一些常用的数学作业评价语：“这样的小细
节你都掌握了，以后继续保持！”“你的步骤非常清晰！”“如果再
仔细一点，相信成功一定属于你。”“如能把字写的再漂亮点，就
更好了。”“这次作业比上次大有进步，再加油！”“这么难的题目，
你也能做对两道，不简单！”…… 

对于农村小学的孩子，语言的鼓励作用格外强大，老师用心
的评语走进学生的心灵，关注学生的各方面发展，这样和谐的师
生关系使每个学生把作业当作与教师交流的机会，学生在获得知
识的同时更能体验到老师的理解、信任、关爱和鼓励，同时学生
及时了解学习的优点与不足，不断调整努力方向，形成积极的数
学情感。 

2.使用孩子们喜欢的符号 
在教学中和学生约定，在数学作业批改中不再用以前的优良

中差或甲乙丙丁，而使用特别的、班级专属符号：比如“笑脸”
表示“你的作业正确、字体工整”；“五角星”表示“你的解题思
路很棒”：“小花”表示“你这次的作业比上次有进步”：“哭脸”
表示“你的错误太多了”……用特别的符号评价孩子们的数学作
业，能激发他们学习的积极性和兴趣，同时大大减少了学生对作
业的抵触心理，作业也不再是学生头疼和厌烦的事情，反而使一
些学生对写作业有了期盼，从而真正改变学生对待数学作业的态
度。 

（三）发动多方力量参与作业评价。 
除了教师以外，我们还可以发动多方力量参与到学生的数学

作业评价中。 
1.家长参与 
家长在孩子完成作业后写上自己对孩子作业的评语，看到老

师对孩子的作业评语后，家长也可以写上自己的评价语。这样孩
子感受到家长和老师共同的关爱与关注，他自己也会更加积极学
习，更加有动力。考虑到农村学生家长的工作时间和文化水平，
家长参与作业评价的次数和评语字数不必多，一学期为数不多的
几次就可以给学生带来很大、很积极的改变。 

2.学生互评 
对于一些年龄稍大一些的学生，有时候可以让学生互评作

业。在教学中，我在让学生互评作业结束，要在自己评的作业上
写出这次作业的优缺点、你给他（她）建议等。孩子们的眼睛都
是雪亮的，他们往往可以发现一些老师关注不到的闪光点，也会
提出适合同龄人的学习建议。 

3.自我自评 
自我评价是培养学生自我监督、自我反思、自我调整的有效

途径。教学中，通过自评，可以引导学生自觉总结反思，判断自
己学习的效果，帮助学生成为有正确自我意识的人，促进他们自
我完善、自我发展。 

（四）建立数学作业“成长记录袋”。 
农村小学的孩子学习以外的文化活动不太丰富，收集“成长

记录袋”也可以为孩子们的生活带来乐趣。记录袋里可以是学生
最满意的作业、有自己印象最深刻评语的作业等。学生每到打开
“成长记录袋”，就可以看到到自己积累的数学足迹，在感受到
一次次成功的同时，也调动了学习的积极性、明确了数学学习努
力的方向。 

发展性教育评价作为以促进人的发展为目的的评价，是立足
于评价对象的过去，服务评价对象的现在、面向评价对象未来发
展的评价[3]。小学数学作业发展性评价关注到了学生个体间的差
异，考虑了知识的多样化和每个学生在数学学习上不同的发展程
度，使不同学习程度的学生在不同领域的能力都有所提高，促进
了学生数学素养的全面发展。评价是为了促进发展，只有让小学
数学作业评价走向多元化，才能使数学作业真正体现出它的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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