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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5_9C_A8_c76_644285.htm 1．[案例]一次关于作业的讨论 

一次，我正在布置作业：“每个生字写5遍”。就听有个同学

小声说：“都会写了，还让写！”我没说话就下课了。但这

件事引起了我的反思，在班会上，我提出了“教师怎样留作

业？”的问题。经过商讨，同学们一致同意：常规性的作业

应该写，但可以根据自己对知识掌握的程度决定多写或少写

，其他时间可以做自己更感兴趣的事。经过一段时间的尝试

，绝大多数学生都在不同方面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步。写作

业成了他们自己愿意做的一件乐事，再也不是苦差事了。 问

题：结合这位教师的做法，谈谈怎样组织学生自主学习。 [参

考答案]一是对学生现在的学习基础、智力水平、能力高低、

兴趣、爱好、性格特点、特长等有一个准确的评价。二是在

完成学校统一教学要求并达到基本培养规格的同时，有所选

择和有所侧重地制定进一步加强某方面基础，扩充某方面知

识和发展某方面能力的计划、调整、优化已有的知识。三是

按照既定计划积极主动地培养自己。四是在实践中能不断修

正和调整学习目标。 2．[案例]“差生”的成绩 我是差生行列

中的一员，我也曾努力过，刻苦过，但最后却被一盆盆冷水

浇得心灰意冷。就拿一次英语考试来说吧，我学英语觉得比

上青天还难，每次考试不是个位数就是十几分，一次教师骂

我是蠢猪，我一生气下决心下次一定要考好。于是，我加倍

努力，真的拿了个英语第一名。心想这次老师一定会表扬我

了吧！可是出乎我意料，老师一进教室就当着全班同学的面



问我：“你这次考的这么好，不是抄来的吧？”听了这话，

我一下子从头凉到脚，难道我们差生就一辈子都翻不了身了

吗？ 问题：透过这份案例，深切地感受到学生对现行评价制

度和评价方法的恐惧，不满与无奈。现行课程评价存在哪些

主要问题？ [参考答案] 1、评价功能失调，过分强调甄别与选

拔的功能，忽视改进、激励、发展的功能，表现在学生身上

就是学生只关心考试得了多少分，排在第几名，而很少关心

考试中反映出来的自身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2、过分关注活

动的结果。（如学生成绩、教师业绩、学校升学率等）忽视

被评价者在活动的各个时期的进步状况和努力程度，忽视对

日常教育教学活动的评价，忽视对教育活动发展、变化过程

的动态评价。 3、评价主体单一，基本上没有形成学生、教

师管理者、教育专家、家长等多主体共同积极参与，交互作

用的评价模式，忽视了评价主体多源，多向的价值，尤其忽

视自我评价的价值。 4、评价标准机械、单一，过于强调共

性和一般趋势，忽略了学生、教师、学校的个性发展和个体

间的差异性。 5、评价内容片面，过于注重学业成绩，而对

教师和学生在教育活动中体现和忽视，或者缺乏有效的评价

工具和方法。 6、评价方法单调，过于注重传统的纸笔测验

，对体现新的评价理念的新质性评价方法不够重视。 7、忽

视对评价结果的反映和认同，使评价的激励、调控、发展功

能得不到充分发挥。 8、评价对象基本处于被动地被检查，

被评判的地位、自尊心、自信心得不到很好的保护，对评价

往往持一种冷漠、应付、对立、讨厌、拒斥或者害怕，恐惧

、逃避的态度，甚至出现欺骗，弄虚作假的行为。 3．[案例]

绿色的启示 为了提高作业批改的反馈效果，我问同学们：“



大家喜欢什么颜色来批改你们的作业？红色代表火焰和热烈

，黄色代表宝贵和权力，黑色代表刚、坚强，蓝色代表大海

、希望，绿色代表自然、生命⋯⋯”同学们几乎异口同声地

说：“我们喜欢绿色！”“老师，你用绿色给我们批改作业

吧！”“好！就这样决定了。那么，在作业批改中，你们喜

不喜欢用打叉的符号？”“最好不用！”于是，在高中三年

中，我一直坚持用绿色来批改作业、改考卷。在批改中，我

不用叉号，改用“？”和批语。绿色的批语起了不小的激励

作用，同学们非常喜欢我批改的作业，学习的反馈效应很好

。同学们不仅纠错能力得到了加强，学习成绩也有了显著的

提高。 问题：这个案例中教师教育为什么会取得成功？ 参考

答案：要改变只让学生适应教育、适应教师的状况，要努力

造就适合学生成长的良好情境和氛围。为学生服务，是教师

应该尽到的责任。百考试题编辑整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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