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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学教学中，教师的评价，可以让学生了解到自己对知
识掌握的情况，了解到自己在学习方面有什么不足。 通过教师
和学生沟通，增进师生间的感情，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开展学
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俗话说“教子十过，不如奖子一长”。意思
就是说，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挑出孩子的十个问题要求其进
行改正，不如针对其一个优点进行夸奖，这一俗语同样也适用
于小学教学。 小学生的年纪较小，但是具有较强的自我意识以
及自尊心理，在日常学习的过程中，小学生会对教师的认同以
及夸奖展示出极度的渴望。因此，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就
需要掌握一定的评价技巧，以此激发学生的学习情绪，提升学
生的积极性，促进学生学习质量的提升。 赞美是一种心灵的雨
露。在课堂上，教师要关心每一位学生。“亲其师，信其道”，学生
如果经常感觉到教师对自己的关心和尊重，便会激发出学生的
情感，使得教学课堂生机勃勃，使学生产生积极的学习的动机。

一、课堂教学有效评价的必要性
1.学校推进课程改革的需要
在民勤县提倡素质教育已经好几年了。 但是，在实施现代

课堂教学评价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较为突出的问题：学校课堂
教学评价的实施跟不上课堂教学教研活动的步伐，学校对教师
课堂教学评价的意识和课堂教学评价的操作之间存在差距。在
教学评价工作中，学校有现代课堂教学评价的意识，但这种意
识还未能完全融入教师个人的教学评价行为。

2.教师更新教学理念和教学技能的需要
评价课堂教学时，往往是“以知识为本”的，重心是评价教师

“教”的设计、“教”的过程和“教”的效果，是对教师知识传授水平
的考核与评估，是对教师课堂存在的一种价值判断，因相对缺少
对教师个体发展的关注， 而使课堂教学的评价一直缺乏激励功
能。 面对不同的教师个体、面对不同的课堂教学和学习需求，刚
性化、程式化的教学考核已经无法满足教学评价的需求。教师群
体呼唤充满生命活力的弹性化的教学评价形式、 评价实施策略
的诞生，以求促进教师教学理念、教学技能的更新与发展。

3.学生主动发展、全面发展和持续发展的需要
长期以来，原有课堂教学评价中存在诸多问题：评价目的片

面、评价范围狭窄，过于注重结果性考核，经常使评价外在于教
学过程成为在教学之后进行的一种孤立的、终结性的活动；评价
手段单一、评价主体局限，往往忽视教师与学生的相互评价与自
我评价。 课堂教学评价是通过教师的教学最终为学生的发展服

务的，它必须满足学生主动发展、全面发展和持续发展的需要。
二、课堂教学有效评价的有效措施
1.要用灵活多样的方法去评价
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教学有法，教学也无法。

每一位教师的知识储备不同，所处的社会环境不同，那么他积累
的教学经验也不同。所以，不能用某一种模式或某一种方法来评
价教师的教学方法和课堂教学。有的教师上课思维严密，逻辑性
非常强，这样学生在听讲的过程中，如果思想不集中，就跟不上
教师的思维，学习效果就不会好。 这种情况，该如何评价这一堂
课的有效性呢？有的教师上课，语言丰富，课堂气氛很活跃，但是
学生思想不集中，实际的教学效果也不是很好。 这种情况，又该
如何去评价这一堂课的有效性呢？所以，在评价一节课的有效性
的时候，需要采用灵活多样的方法，不能一棍子把人打死，也不
能把人捧上天。在实际的教学当中，人们对于很多问题的评价都
是两极化的，要么十全十美，要么一无是处。 所以，采用灵活多样
的课堂评价，才是提高课堂教学有效性的最好途径。

2.要用丰富多彩的内容去评价
基于小学生的年龄特点， 教师对学生进行评价的时候，尽

量让评价的内容丰富多彩。 在小学教学中，一般语文教师的口
才较好，而且普通话标准，表达的语言也是丰富多彩的，所以一
般情况下，学生对语文老师亲近，感觉老师有慈母般的温柔，但
是数学老师和英语老师在语言方面相对比较欠缺，所以教师对
学生进行评价的时候一定要让自己的评价内容能够调动学生
的积极性和兴趣，而且要对学生的评价要从多方位、多角度进
行评价，积极发现学生的“闪光点”。 满足学生的自尊心和自信
心的同时，让孩子们感受到自己在教师的心中也是有一席之位
的，只要孩子感受到教师的温暖，就会想方设法使自己做得更
好，期待教师对自己的“下一次”关注和赞扬。

总之，在小学课堂教学中，教师对学生进行评价的时候，根
据孩子性格特点，多方位、多角度地对孩子进行科学的评价。通
过教师的科学评价，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兴趣，从而提高
课堂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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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小学课堂教学中，教师的评价往往会左右学生的情绪。 教师的评价积极中肯，可以满足学生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激发
学生参与课堂教学的热情，让他们在积极、和谐、健康的环境氛围中快乐学习。 教师对于小学课堂教学有效评价进行研究，并提出
实施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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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学生
朗读，这是语文课上最基本的训练点。如何朗读，怎样通过朗

读发现作者深藏在字里行间的思想情感，这是语文教学的重点。
朗读简短的诗词，通过反复吟诵，体会作者的内心世界。比

如，“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短短
的二十个字，却有情、有景、有人、有感。引领孩子想象李白月光
如水的夜晚辗转反侧，难以入眠，这么美好的明月夜，他却远离
家乡，无法和家人团聚，诗中隐藏着一种隐隐的惆怅。孩子的感
情朗读自然不会拿腔作调，只需情感流露即可。

文章的朗读我要求孩子通过自己的眼睛看到， 口里读出，
耳朵听见，心里感受，把作者的思想通过朗读体现出来，于是，
孩子懂得了，朗读是通过文字和作者对话，体会作者的内心世
界。

每周一次的朗读课外故事书， 孩子们刚开始怕读错字，不
敢读，声音小，我示范给他们，遇到不认识的字立刻查字典解
决，让孩子们知道，读课外书遇到问题很自然，通过工具书解决
就是，不要担心。 孩子们见老师如此，便不再害怕，站在前面大

大方方读故事，我叫停时还意犹未尽，舍不得把机会让给别人
了。

如果说，朗读是一种能力，那么阅读是完全自我的行为。从
课本的阅读，到课外读物的阅读，我坚决主张孩子要读出自己
的感觉，自己的味道，要相信自己的思考。

阅读课堂上，我教给他们方法，告诉他们圈画重点词句，养
成批注习惯，把自己的思想火花，灵光闪念，及时记录下来，边
读书边思考，引发自己的联想，形成自己的认识，因为读书的目
的是成为一个不同于别人的自己。 慢慢的，孩子们的书上出现
了一条条体现思考的道道， 旁边有了越来越多的自我的印记，
有的还来找我讨论交流，提出自己的疑问，这样的时刻是作为
老师的我最幸福的一瞬，我用力拍拍他们的肩膀，竖起大拇指，
不遗余力夸奖。 看着他们通红的笑脸，就像胜利的两枚印章。

语文课堂最是培养孩子做最好自己的良好阵地。我在这块
阵地上做一个快乐的指挥员，扬起一面迎风的战旗，擂鼓吹号，
激励着孩子们自信地往前冲去，做最好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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