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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程呼唤充满生命活力的课堂，呼唤充满人文关怀的课堂

。“靠近清泉，心灵就会湿润；靠近评价，生命就会舞蹈。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教师对学生日常的语文学习表现

，应以鼓励、表扬等积极的评价为主，采用激励性的评语，

尽量从正面加以引导，从而有效地促进学生的发展。教师对

学生的评价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但最直接、最快捷、使用频

率最高、对学生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课堂教学中的评价语言。

综观现今的语文课堂教学，很多教师学习新课标以后，在“

平等对话”精神的感召下，激励用语贯穿始终，处处做到以

人为本、以学生为主，课堂上洋溢着活力和魅力。但同时我

们也不难发现，失当的课堂评价俯拾皆是，不利于课程目标

的达成。 一、你问我爱你有多深！课堂评价语泛滥成灾 语文

课堂上，为体现新课程的评价理念，许多教师便深深地爱上

了课堂评价语言，有的甚至对学生的每一次发言都进行评价

，还特意安排一定的教学环节让学生进行专门的评价活动，

过分追求评价的量和方式，这就将评价形式化、功利化。有

人说：“表扬是最廉价、最有效的奖品。”我们在课堂教学

中发现，为了保护学生的积极性，提出评价以鼓励为主，出

现了大量廉价的表扬，“好”声一片。 现象一： 一节语文课

上，老师指导学生朗读。所有学生朗读后，老师给予表扬“

读得不错”，“读得真好”。不难发现，由于简单地将表扬

理解为“保护学生”“赏识教育”，这位老师的表扬失去针



对性。学生感觉读得很好的地方得不到老师的肯定，感觉不

知如何处理的地方得不到修正；读得不好的同学还自以为读

得不错，导致学生求知不深入，浅尝辄止。 现象二： 某堂语

文课上，一位老师让学生用“一边⋯⋯一边⋯⋯”造句。一

位学生说：“我一边吃瓜子，一边写作业。”从句子结构成

分来看，这句话没有什么问题，但从教育的角度来考虑，这

位学生的学习态度不端正，应该给予纠正。可老师却表扬道

：“某某同学真聪明，能够把生活中的事联系到造句上来。

”被表扬的同学会错误地认为自己一边吃瓜子，一边写作业

得到老师的表扬呢！ 现象三： 一位老师在阅读课上请学生在

书上查找一个信息。一位学生马上把手举得高高的，回答完

，老师表扬：“你真聪明，你真会发现，你真棒！”这种矫

情的表扬很容易使学生滋生自满情绪，不思进取，同样也忽

视了育人的宗旨。 一般说来，学生智商的差别不大，重要的

是他们之间在学习态度、学习方法等方面的差距。所以当学

生取得进步时，要探明其成功的内在因素，给学生一个正确

的评价，给学生以适当的表扬。积极的表扬是肯定学生学习

成绩的一种方式，它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上进心、自

尊心，但在课堂评价中，一些过多的、笼统的表扬，成了美

丽的空中楼阁。这些现象大大削弱了教学的评价导向功能，

原来的教学效果大打折扣，甚至形成模糊的知识概念，造成

了知识的误区和科学陷阱。心理学研究表明，首次表扬对学

生的触动是最大的，随着表扬次数的增多，对学生的刺激程

度就会减弱，其价值就会慢慢降低。随着学生年级的升高，

教师口头评价对学生带来的刺激程度就会慢慢减弱。随意的

激励是无法对学生起到促进作用的，而且还有可能对学生产



生消极影响，造成很多学生只能听表扬，不能听批评，认识

不到自己的缺点和不足，盲目乐观。由此可见，教师的课堂

评价语不但要注意控制 “量”，更应关注“质”。 二、想说

爱你不容易！课堂评价语空泛单调 课堂中，教师面对学生的

发言，不假思索，无所用心，或以含糊不清的“哦”“嗯”

来回应学生的精彩发言，或如点将一般，只会无目的地说“

你说”“他说”，漠视学生的学习表现。如一位老师在教学

《蜜蜂》一课时，在一个交流反馈的环节就采用了这样的方

式： 师：“同学们，究竟蜜蜂有没有辨别方向的能力呢？你

是怎样推断出来的？” 生１：“我觉得蜜蜂是有辨别方向的

能力的，我是从作者的试验结果推断出来的，因为‘我’带

出去的二十只蜜蜂有十七只准确无误地回到了家。” 师：“

哦，你说。” 生２：“我也认为蜜蜂有辨别方向的能力，而

且我还知道它回到家不是靠超常的记忆力，而是一种本能。

” 师：“哦，好的。” 生３：“老师，我觉得法布尔太粗心

了，课文中说‘我’带出去的蜜蜂有二十只，可只飞回来十

七只，那还有三只去了哪儿，竟然没有提到。我想它们是迷

路了，我认为法布尔的实验结果不一定正确？” 师：“哦，

你是这样认为的。” 评价语言单调乏味，激励方式单一死板

，对学生的正确回答不明确地指出究竟“好”在哪儿，“对

”在哪儿，“还有三只去了哪儿？”这是一个难能可贵的课

堂生成点，可老师却一笑而过，只是不知厌倦地做课堂上的

裁判，廉价地评价学生的学习成果，让人感觉趣味索然。 因

此课堂中教师要用机智巧妙、诙谐幽默的评价语言，灵活多

样的评价方式，不断加强自身魅力，提高课堂评价的吸引力

。百考试题论坛 三、你怎么舍得我难过！课堂评价语定位不



当 １．过火课堂评价语夸大其词 受“儿童中心主义”思想影

响，许多老师怕伤害孩子的学习积极性，面对学生的发言，

往往夸大其词，使其无以复加，甚至不敢或不愿指出学生的

错误缺点，不分青红皂白，一味廉价地予以表扬。“你真是

我们班最聪明的孩子”“再没有人比你出色了”类似的评价

语课堂上比比皆是。 如一位教师让学生说说新学的生字中哪

些地方特别容易写错，一学生找到了一个字中比较明显的易

错的笔画后，教师以一句“你的眼睛真比孙悟空的火眼金睛

还厉害”表扬该生，夸张至极。 这是一种患了浮夸风的课堂

激励，“真是棒极了”“对极了”，会使孩子忘却谦虚美德

，变得忘乎所以。其他学生为了得到老师这样至高无上的表

扬，会顺着前一学生的思路走下去，往往容易产生思维定势

，钻进牛角尖里出不来。因此教师的评价必须准确得体，恰

到好处。 ２．错爱课堂评价语盲目错位 “语文不是无情物”

，课标指出，我们的语文课堂应珍视学生独特的感受、体验

和理解。但有的教师没有真正理解“尊重学生感悟”的内涵

，以为“尊重感悟”就是尊重学生的一切想法，就是脱离文

本空谈感受。于是面对学生的一些明显值得商榷的感受，也

不敢提出批评和指正意见，明明是值得讨论的地方却称赞“

对极了”，明明是信口开河，胡思乱想，却冠以“你真会想

象”，怕戴了“棒杀”的高帽，长此以往势必对学生的认知

形成误导。 如学生在讨论火烧云的颜色特点时，有的说“五

颜六色”，有的说“五彩缤纷”，有的说“五花八门”。教

师大声鼓励：“同学们说得都很好！”又如细读深究《赶花

》一文时，教师让学生说说自己想不想成为一个养蜂人，本

意是引导学生进一步体会养蜂人工作的艰辛。一学生说：“



我不想成为一个养蜂人，太苦了，我可受不了！”教师马上

鼓励道：“很好，你说出了自己的感受。” 尊重学生的感受

固然应该，但这位学生的感受显然是脱离了文本和作者所要

表达的情感，理应及时地引导学生和文本对话，但教师面对

这很明显的情感偏差，却听之任之，未作正确引导，不利于

学生良好情感的发展。学习心理学认为：“学习也是学生不

断尝试错误的过程。”因此，当学生的发言出现问题时，善

意的否定性评价也必不可少。为了有效保护学生的学习积极

性和自信心，可为否定性评价寻找一个评价支点：（１）在

饱含殷切期望中进行否定性评价；（２）用幽默的语言进行

否定评价；（３）否定性评价后要尽可能给学生以再次尝试

的机会。 课堂教学中的评价语言非常重要，它总是伴随着教

学的始终，贯穿整个课堂。缺少激励的课堂如一潭死水，缺

乏生机，嚼之无味，精妙的评价语言如疾风骤雨，能掀起阵

阵波澜，课堂内生机勃勃，学生思维活跃。这就要求教师必

须学会“倾听”，学会关注，能及时准确地对学生在课堂中

的表现给予评价，并且评价语的使用要把握一个“度”，在

评价时注重内容翔实，有根有据，不简单地说声“好”就了

事，也不简单地以“对”或“错”来判断，而应恰如其分地

给予褒奖，防止评价语言苍白乏力，或者言过其实。教师要

努力以真诚的语言、亲切的语调、鼓励的言辞、温和的表情

、友善的微笑、期待的目光、宽容的态度来有效地调控评价

的过程，促使学生的心理常常处于一种“蠢蠢欲动”和“欲

罢不能”的积极状态。相关链接：浅谈说课的内容、要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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