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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评价的方向性、激励性、主体性、情感性上去思考，促进学生积极主动做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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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学生作业进行有效评价、表明教师对学生作业的看法与态度方面有一定的作用，特别

是别具一格的图形式的评价对小学低年级学生起到鼓励、表扬作用。但大部分教师对学生作业

的评价仍然是格式化、公式化、符号化，显得枯燥乏味，缺乏激励、引导、交流等功能，不可

避免的存在评价结果上带有一定的片面性。即使有些文字语言的评价，也因用词过分、一句概

全、缺乏具体的指向，并且是浅层次的评价而起不到激励作用，不能全面评价一个学生的基本

素质和学习潜力。诚然，也有教师对学生作业精批细改，并用指导性、激励性很强的语言文字

作了中肯的评价，只可惜这样的评价范例不是很多。为此，在推行素质教育，加强教学精心化

管理过程中，作业的评价更多要关注学生学习的过程，关注他们的个体差异，关注他们在学习

活动中所表现出的情感与态度，通过作业有效性评价帮助学生认识自我，建立信心，促进学生

全面、持续、和谐、有效地发展。对提高学生作业评价有效性的思考在课堂教学中，我们正在

大力提倡与构建高效课堂，是为了在单位时间内高效率、高质量地完成课堂教学任务，促进学

生知识、技能，过程、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三维目标”的和谐发展。在作业评价中，

我们同样需要提高作业评价的有效性。因为，批改作业是教师对学生学习效果的评价，也是获

取反馈信息，及时调控的先决条件。所以，有效的作业评价，应该是教师在作业批改中用良好

的人格、认真的工作态度，去影响学生、潜移默化地教育学生；用恰当、贴切的符号或语言增

进师生的情感交流，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树立学习的信心，并促进良好学习习惯的形成，

使教学达到理想的效果。

那么，怎样提高学生作业评价的有效性呢？根据学生的年龄、心理、情感及认知水平，我

以为，应从评价的方向性、激励性、主体性、情感性上去思考。

1、坚持作业评价的方向性。评价作业的目的是为学生的学习提供反馈消息，引导学生改

进学习方法，提高“学会学习”的学习能力。因此，评价要体现客观、公正、公平，通过作业

评价明确无误的告诉学生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什么才是更好的。评价形式可以教师

评价为主，并根据学生年级（学段）灵活运用，既可用“√”、“?”等符号评价作业的正误，



同时也可以用激励性的图案、语言形象而贴切的激励或暗示学生。给学生创造良好的思维环境，

留给足够的思维时间，启发学生根据评价的要求自己看书、自己分析思考、主动询问解惑、自

觉修改订正，让他们看到不足、明确方向，从而获得主动而积极的发展。

2、突出作业评价的激励性。成功带来的愉快是一股强大的情感力量，儿童想当一名好学

生的愿望就是依靠这种力量。因此，在每次批改作业的时候，教师不只给出对错判定和作业等

第，更要善于应用赏识的眼光和心态去批阅学生的每次作业，从中寻找点滴的闪光点，用赏识

的语言进行激励。发挥好作业评价的激励、引导、交流等功能，针对学生的个性特征和每次作

业的具体情况，在学生的作业后面或恰当地方写下一句或一段评语。语言应带感情色彩，以情

服人，既饱含老师对学生的真情实感，又具有一定的针对性。这样，就会在学生心中产生强烈

震撼，产生良好的学习效果。例如：对于有创意、作业做得好的，根据特点，写上“你肯动脑

筋，作业不仅正确，而且很有创意”、“你很聪明，只要用心思考，什么题也难不住你”等评

语，肯定他们成绩，鼓励继续努力；对于不善于修改作文的学生写上“不打草稿都能写这么好，

如果再认真修改一下会更好！”对于错题，针对错因，旁边写上“再想一想”。“再检查一

遍”、“格式对吗？”、“请看清楚题目”等批语，让学生主动按评语的提示去改正，改正后

老师再检查、表扬、激励。 

3、明确作业评价的主体性。在实施作业评价时，既要发挥教师评价的主导作用，又要突

出学生修改订正的主体地位。因此，用一些“符号”、“评价语”来评价学生的作业，这样既

便于教师的操作，又有利于学生的理解和掌握，真正使评价作业的方式切实可行，操作简便。

但是，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是学习的主人。改变作业的评价方式，以学生发展为本，让学生参

与作业批改，使学生在参与中学会方法，加深对所学知识的理解，让学生变得自信无疑也是一

种好的批改与评价形式。班级教学中，增加学生自评、生生互评，形成师生互动、生生互动的

局面。 根据作业内容与形式，要求学生做完作业后，自查自评，同伴互评。例如，中低年级

自评时，可以对做几道题就涂几面小红旗、画几个小五星，在后面写上简单的评语。同伴互评

时，用铅笔画出对方用得好的词语、写得好的句子，写出简单的评语，标出写得不够好的地方，

提出修改意见等。学生进行作业的自我评价可以促进学生进行自我反思，在反思中找到自己的

优点和不足，有利于学生的进步，同时这种评价更具有客观性、真实性。伙伴间的互相评价不

但可以使学生在评价中互相激励或互相帮助找出不足，通过有效地评价，学生特别关注自己的



作业，不仅会使作业质量有一定的提高，而且还能促使学生主动加强对学习的体验与感悟、加

深理解。 

4、倡导作业评价的情感性。“教师的语言如钥匙，能打开学生心灵的窗户；如火炬，能

照亮学生的未来；如种子，能深埋在学生的心里。”教师对学生作业的评价，无论是符号、图

示还是语言，要力求通过评价进行师生情感交流，让作业评价成为师生间情感交流的载体，让

作业评价有效引起师生情感共鸣，让作业评价促使学生“亲其师，信其道”。例如，在批改作

业中，给对题打“√”，对于错题，用画点、圈等符号表示。对于有进步或优秀的学生，在批

改后除了给予等级评价外，再盖上激励性的图形、图示，如：小红旗、小五角星、小动物等。

写上激励性批语。如，“看到你有进步，老师非常高兴，这说明只要你努力去学习，就会有所

收获。”“老师相信你一定能树立信心，下次作业比这次更好！”当学生学习状态非常不好时，

写上：“最近怎么了，为什么错题比较多？什么原因，能和老师谈谈吗？”对一些虚荣心比较

强的学生，写上：“你聪明能干，老师欣赏你，如果同桌在你的帮助下和你一起进步，老师会

更佩服你。”对贪玩的学生，写上“老师相信只要有信心、有毅力，把学习当作你玩游戏那样

认真，无论什么你都学得好！”

总之，教育评价的目的在于促进学生的发展，而不是评出好学生和差学生。作业评价的目

的是促进学生积极主动地做作业，而不是评出好作业和差作业。提高作业评价的有效性，需要

我们走进每一个学生的心灵，全面关注学生的发展，从内心深处赞赏、欣赏每一位学生，与之

建成亲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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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一种自我的满足

与成功感，使学生获得知识的同时，体验着理解、信任、友爱、尊重和鼓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