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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 315 名金华市某小学学生及 13 名语文老师的访谈收集数据。

调查研究发现小学语文课堂评价语言存在简单随意、过于笼统；重结果

而轻过程；评价形式单一；缺乏启发性；缺乏幽默、新颖性等问题。藉

由调查研究结论及相关国内外研究，就如何改善小学语文课堂评价语现

状上，提出了提高课堂评价语的具体性；课堂评价语要具有发展性；注

重评价主体多元化；以赏识、激励评价为主；积极运用幽默、新颖的评

价语等建议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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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教育改革纲要》中明确指出：“建立促进学生全面发
展的评价体系。发挥评价的教育功能，促进学生在原有水平上的
发展。”可见，课堂评价语在教学过程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通过对金华市三所小学的实地观察发现，在语文课堂中，多数语
文老师的课堂评价语存在千篇一律的现象。有新意，能真正起到
激励作用的评价语较为缺乏，且学生层面的评价如学生自评、互
评等较少。 

已有研究大多注重分析教师课堂评价语言的运用现状，忽视
了学生自评、学生互评等课堂评价形式。本研究以此为切入点，
深入小学开展调查研究，对金华市某小学的 315 名学生进行问卷
调查，同时对老师进行访谈，得出了以下发现： 

一、小学语文课堂评价语的运用中存在的问题 
（一）课堂评价语简单随意、过于笼统 
当学生回答正确问题时，教师往往只是给与了学生简单的评

价，例如“好、对、你真棒、你真厉害”这类简单的肯定评价。
在对教师的访谈中我们也发现教师在平时课堂中会采取较为简
单的评价方式，加快教学的进程。但过于笼统的评价学生并不知
道自己的回答到底好在哪里，针对性较差。久而久之，学生会对
这类评价语感到麻木，从而也就失去了评价语的激励作用，变成
了冷冰冰、毫无温度的话语。 

（二）课堂评价语重结果轻过程 
当学生回答错误问题时，近三分之一的教师课堂评价语会直

接指出学生的回答是错误的，然后给出正确答案。在评价上，教
师更加关注学生回答的结果是否正确，而没有关注学生为什么会
这样回答，没有进一步让学生说出自己思考的过程。教师的课堂
预设性过强，为了让学生说出自己想要的答案会迫不及待地说出
正确答案，以回到自己设计的教学主线上。但注重结果的评价会
让学生失去探索的过程与乐趣，形成死板的思维。 

（三）课堂评价形式单一 
在课堂评价上，大多数都是采取了教师评价学生的形式，而

学生自评、学生互评的形式则较为缺乏。通过对教师的访谈也发
现，教师在课堂中往往会忽视让学生进行互评和自评，而大多是
以教师评价为主。单一的以教师为主的课堂评价形式容易形成课
堂上的“一言堂”，不利于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让学生自评、
互评能让学生之间进行思想的碰撞，从而让学生更好地理解所学
知识，也活跃了学生的思维，尊重了学生的主体作用。 

（四）课堂评价语缺乏启发性 
在课堂评价中，近二分之一的教师在学生回答错误问题后会

让这位学生再坐下思考思考，转而让其他同学回答。在学生朗读
完课文后，大多教师只是简单地给予了“你朗读得真有感情”这
类的评价，在评价语上缺乏对学生的进一步引导。在学生回答错
误问题时没有通过进一步的评价让学生展开具体的思考，在朗读
中没有让学生具体思考该如何朗读得更好。缺乏启发性的评价语
会不利于学生的深度思考，而成了被灌输的知识的人。 

（五）课堂评价语缺乏幽默、新颖性 
教师的课堂评价语大多都是学生经常听到、反复听到的，缺

乏创新与幽默。而幽默、新颖的评价往往会激发学生对任课老师
的喜爱，有利于建立良好、和谐的师生关系，从而促进学生对这

一门学科的喜爱。在课堂评价语上，教师雷同的评价语会让学生
产生一定的抵触与厌烦心理。 

二、建议与对策 
（一）提高课堂评价语的具体性 
教师在课堂评价语中要对学生的回答展开具体的评价，不能

全部评价都是简单笼统的。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独特性，要结合
学生的个性特点以及学生的具体表现进行具体的评价。例如当学
生认真听课时，教师可以视情况给予及时的口头激励，让其他同
学向认真听课的同学学习，树立良好榜样作用的同时也给予了认
真听课的同学正强化。当学生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后，可以采取学
生互评的方式，让其他学生评价读得好的地方，教师再归纳总结，
更好给予学生具体的朗读指导。 

（二）课堂评价语要具有发展性 
在课堂评价中，教师要充分看到学生是一个发展的人，要用

发展的眼光评价学生，不能只是简单地给予学生肯定或者否定的
评价，当学生回答错误一个问题时，教师应该更多关注学生为什
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而不是仅仅评价学生的答案是错误的。课
堂评价语应更注重过程，注重启发学生的思维而非结果。 

（三）注重评价主体多元化 
现代教育评价理论认为，评价是评价者与被评价者即教师与

学生、学生与学生共同建构意义的过程。因此在课堂评价中，教
师要转变观念，将学生也作为评价的主体，让学生也参与到课堂
评价之中，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注重评价主体多元化。但
在学生互评、自评的过程中，教师要做好引导作用，让学生在互
相尊重的情况下进行良性评价，养成积极向上的班级评价氛围。 

（四）以赏识、激励评价为主 
正面教育对于小学生来说更容易接受也更容易帮助学生树

立自信。赏识、激励为主的评价能够让肯定自我，不断进步，不
断探索。因此在评价中，教师应以正面、赏识评价为主，开拓学
生思维，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发掘学生身上的闪光
点，让学生感到被尊重的喜悦。在引导学生自评、互评中也要让
学生知道正面、激励评价的重要性，引导学生之间进行正面评价，
以交流讨论的方式进行思维碰撞，而不是简单的否定对方的答
案。 

（五）积极运用幽默、新颖的评价语 
教师的新颖、有趣的评价语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课堂的教育机

智，也让学生感受到了语言的魅力所在。例如小学语文名师支玉
恒在教学《晏子使楚》让学生概括课文大意时，学生说：“我还
有一个概括。”支老师说：“好，再说不简练刮鼻子，的确说简练
了刮我鼻子。”学生回答完之后，支老师评价道：“可以，好，你
刮我鼻子吧！不敢，嘿嘿，不如晏子胆大。”支老师结合课文内
容趣味点评，角度新颖，而且拉近了与学生的距离，提高了学生
学习的积极性，形成了生动、有趣的语文课堂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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