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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教师课堂评价语的现实困境与策略优化

肖菊梅，许瀚及

摘要：在课堂教学中，教师的评价语是师生之间沟通交流的桥梁，教师应妥善运

用评价语言，注重鼓励学生，激发其学习积极性。教师评价语可分为知识与技能评价

语、过程与方法评价语和情感态度与价值观评价语。小学语文教师应该采取策略，优

化课堂评语：注意调控聚焦，紧扣教学主题；把握适度原则，丰富评价内容；坚持实

事求是，升华评价情感；注重口语表达，厘清评价逻辑。

关键词：课堂评价语；课堂教学；师生互动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以下

简称“新课程标准”）指出：语文课程致力全体学

生核心素养的形成与发展，为学生学好其他课程打

下基础，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打下基础。

教师的评价语指教师在学生进行某些行为的瞬间即

兴、即地、即时的评价时所使用的语言。［1］小学

生年龄小，教师要引导学生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

以便更好地认识自己、了解世界。

一、课堂评价语的类型分析

核心素养是知识、技能、情感态度的综合，具

有整体性，不能孤立地进行培养或发展，尤其是当

素养作为课程目标时须更加强调其综合性和整体

性。［2］教师在实践中仍然存在着知识、技能、态

度相关的错误观念，因此本文依旧从知识与技能、

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个方面对教师评

价语进行分类。

（一）知识与技能评价语

知识与技能评价语在课堂教学中主要是对学生

的知识掌握情况进行评价，在小学语文课堂中往往

出现在对学生是否能够熟练掌握字词读音，是否能

够有感情的阅读课文等方面进行评价。［3］100 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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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完六年级课文《伯牙鼓琴》后，教师邀请学生上

台来朗读课文，一位男同学声音洪亮地完成了课文

的阅读，但没有很好地融入文中“知音难觅，珍惜

知音”的感情，朗读显得有些苍白和空洞。教师对

这个男学生说：“你是我们班第一个上台朗读的男

子汉，读的又大声又准确！但是请你想一想当你聆

听着高山流水的琴音，和知己好友心心相印时，你

的心情是怎样的？”学生说：“非常感动！我想好

好珍惜我的知音！”教师说：“那么，你能否带着

这样的心境，再次为我们朗读一遍呢？我相信，你

一定会比上次读得更加出色！”虽然学生在朗读中

情感的表达尚显不足，但教师并未直接指出，而是

通过巧妙的问答，引导学生自我觉察并深刻理解朗

读中传递情感的重要性。

（二）过程与方法评价语

教师要重视学习的方法与过程，这是培养学生

能力的关键。例如，在学习三年级课文《金色的草

地》时，教师让学生自由朗读课文，找出一天中草

地的颜色变化。在学生自由朗读的过程中，教师巡

视发现，有些学生注意力不集中，并没有认真地思

考问题和朗读课文。在看到这样的情况后，教师特

意提问了开小差的学生，这几位学生果然支支吾吾

答不上来。教师说：“神奇的大自然为我们准备了

开满蒲公英的美丽草地，刚刚在大家阅读的时候我

注意到你有些走神，美丽的草地在呼唤你呢，可不

要辜负了大自然的一片美意呀！”学生羞愧地低下

了头并决心改正错误。教师巧妙地捕捉到了小学生

纯真无邪、热爱自然的心理特质，将阅读过程转化

为一场探索大自然的奇妙旅程，极大地激发了学生

的学习热情。

（三）情感态度与价值观评价语

语文是一门集工具性与人文性于一体的学科，

在满足工具性的教学的同时，通过丰富学生的精神

世界来满足语文人文性的需要。［3］101在小学语文课

堂教学中，教师要敏锐捕捉学生言行，尤其关注缺

乏自信的学生，提供锻炼机会并鼓励其参与互动。

例如，对于一些平时不太自信的学生，当他们偶尔

发言时，教师要注意表扬他们的进步：“你的观点

很有见地，表达得也很清晰。大家都很高兴听到你

的声音！”在教师的鼓励下，学生渐渐转变了自卑

的心态，在课堂中更加活跃了。

二、课堂评价语的问题分析

（一）缺乏精准聚焦

五年级课文《古人谈读书》一节中引用了《论

语》中的句子，教师因此向学生询问孔子的生平。

在学生正确回答后，教师又提及韩非子、老子等其

他思想家，看似拓展了学生的知识面，然而这些人

物对于小学生来说相对陌生，导致学生对教师通过

评价语额外补充的信息感到困惑，不知所措。

说话者与聆听者双方需共同遵守一系列既定的

规范，确保在对话内容中达成相互理解与有效协

作。这便是语言学领域知名学者格赖斯所阐述的合

作原则。在课堂评价语使用的语境中，课堂的主题

就是最主要的“会话目的”。［4］课堂评价语应基于

教学目标且具适应性，教学内容要科学准确。然

而，在真实课堂中，教师常常在学生回答后继续补

充知识，其目的或是拓展学生思维，或仅仅是出于

教师个人偏好，这种做法会导致教师的教学评价语

缺乏对课堂的聚焦，使学生感到十分困惑。

（二）缺乏语文之美

在一节语文课上，当学生深情地朗读完一篇课

文后，教师只是微笑着点了点头，说了句“嗯，读

得很好”。由于缺乏具体的正面反馈，小明无法明

确自己的优点，也无法在接下来的朗读中进一步提

升。课后，当学生聚在一起讨论课堂上的表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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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明竟然发现自己完全想不起老师表扬过自己。他

回忆道：“老师总是说‘好’，但我不知道自己到

底哪里做得好，课后也很快就忘了这些模糊的评

价。”这种情况不仅让小明感到失落，也让他对语

文课堂的兴趣逐渐减弱。

教师语言应具内容美与形式美：内容美在深刻

哲理，启迪思维；形式美在遣词造句，展现建筑、

色彩、音乐之美。［5］小学语文教师的评价语应具

备语言文字之美。在课堂教学中，学生由于年龄层

次和学习能力多样，其接受与回应教师提问的能力

呈现显著差异。然而，教师在进行评价时，往往未

能充分考量学生的个性化特征，评价语言的使用显

得笼统模糊，缺乏精准性与特异性，导致评价效果

有限。

（三）缺乏真情实感

在学习二年级课文《小蝌蚪找妈妈》时，有学

生突然问：“小蝌蚪变成青蛙后为什么就不找妈妈

了？”教师未料到此问题，为维护课堂连贯性和自

身形象，勉强回答：“青蛙长大后要忙自己的事，

但心里还是爱妈妈的。”这样的回答虽然可以暂时

应对，但不够准确和深入，无法让学生信服。

教师课堂评价语是教师与学生之间沟通、反馈

的桥梁。如果言语不具备诚实性，人与人之间的言

语交际就失去了最起码的信任，言语就失去了它应

有的效用，也就无法起到组织社会的作用。［6］49在

小学语文课堂评价中，教师应秉持真实原则，直言

不讳，真实评价学生的不足，促进学生成长进步。

一些教师在回应学生的回答时，往往因顾虑挫伤其

积极性，而谨慎于评判答案的正误。课堂上虽常闻

赞美之声，但久而久之，学生会怀疑教师真诚性，

滋生激励倦怠，最终影响教学成效。教师自身的知

识储备以及课堂机智极为重要，当学生提出了一个

奇特的问题，此时的教师并没有做好充足的回答学

生问题的准备。一些教师为了保证课堂的连续性和

维护学生心目中教师“权威”的形象，勉强给出了

一个连自己都不能确定的答案。这样缺乏真情实感

的课堂评价语会给学生虚伪、做作、掩饰的不良

印象。

（四）缺乏语言逻辑

在语文课堂上教师带领学生梳理文章脉络时，

为了逐步引导学生自己概括全文，教师常常用“然

后呢”“再然后呢”这类极具口语色彩的表达方式，

这里教师的表达就出现了连接词逻辑的错误，“然

后”已经表现出了时间的推移，而“再”又再一次

表现了时间的推移，很明显教师口中的“再然后”

出现了语义重复的问题。

像这样因为连接词使用不当而导致教师评价语

缺乏逻辑性的问题已经司空见惯。然而，正是这被

大众普遍忽视的错误在潜移默化间影响了学生的表

达能力，对学生语文素养的发展造成了不利的影

响。学科有自身逻辑，教学语言应通过思维形式发

挥作用，应强调逻辑性。教学语言需具备确定性、

一贯性、明确性、论证性，才能利于学生理解、接

受知识，提升教学质量和效率。［7］部分小学语文

教师的语言表达能力有限，这会导致他们在使用教

学评价语时出现用词不当、缺乏逻辑性的问题。

三、课堂评价语的策略优化

（一）注意调控聚焦，紧扣教学主题

在参与交谈时，根据所参与交谈的目的或方向

的变化而提供适切的话语，这便是合作原则。教师

通过评价语向学生补充一些课外知识来丰富学生的

语文素养，这样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在实际操作

过程中往往会出现偏离主题的情况，这是教师忽视

了课堂教学的目标造成的。在语文课堂上，教师的

语言要严格遵守合作原则，教师评价语应当与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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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题有关，紧扣教学目标和内容。教师要善于

调控聚焦。比如，前文中提到的课文《古人谈读

书》，在教师向学生提问孔子的生平后，就不应该

再继续补充其余不相关的人物，而是应该引导学生

聚焦孔子。教师可以说：“讲得真好，那么有谁来

告诉我们孔子认为一个人在学习上应该做到怎么样

呢？”教师不应随意发散，要紧扣主题来进行评价

引导。

（二）把握适度原则，丰富评价内容

人与人的交流需遵守数量准则，其信息要恰到

好处，既全面覆盖关键信息，又避免冗余，确保有

效沟通。教师的课堂评价语也应当遵守这样的原

则：一方面，教师的评价语应包含学生所需要的信

息，对学生的行为教师应作出具有针对性的回答；

另一方面，教师的评价语不能包含过多的信息，不

能超出学生的接受范围。由于语文学科的开放性，

教师需要更强的语文素养和语言表达能力。因此，

唯有不懈地探索教学语言的艺术，锤炼自身的语言

素养，才能使教学过程充满活力和乐趣，有效推动

学生的全面发展。鉴于不同年段的学生在知识储备

和学习能力上存在差异，以及他们各自独特的个性

特征，教师在进行评价时应充分考虑这些因素，确

保评价能够准确反映每个学生的实际情况，尊重他

们的个体差异性，从而给予恰当、公正的评价。课

文《白鹭》以诗意的语言描绘了白鹭的美。一个学

生朗读了描述白鹭形态的段落，并很好地表现出了

白鹭的优雅与和谐，此时教师说道：“你朗读得太

棒了！把白鹭的优雅形态展现得淋漓尽致，语调、

停顿都处理得恰到好处。继续保持，期待你更多精

彩的表现！”这段评价语既简洁又有效，非常适合

在课堂上的即时反馈。教师简短地指出了学生朗读

好在哪里—展现了白鹭的优雅形态，以及学生的

朗读技巧。语言简洁明了，没有冗余的部分。教师

通过“朗读得太棒了”和“期待你更多精彩的表

现”这样的语句，鼓励学生，增强了学生的自信

心和学习动力。

（三）坚持实事求是，升华评价情感

教学的高效性往往根植于师生间那份真挚的理

解与信赖。真诚的课堂语言需要教师真心实意地去

理解和尊重每一位学生。教师在评价学生课堂上的

回答或行为时，应坚守实事求是的原则。一方面，

要勇于直面学生的不足，对学生的表现给予客观、

公正的评价，既不回避也不掩饰；另一方面，在信

息化时代，也要敢于承认自己在信息或知识上的局

限，保持开放的学习态度。知识的更新速度日新月

异，教师在课堂上难免会遇到掌握不全面或不准确

的情况。教师应坦诚面对知识局限，避免假话空

话，以朴实诚恳的语言和准确的知识引导学生。在

上五年级课文《将相和》时，学生突然向教师提

问：“虽然蔺相如靠自己的语言技巧保住了和氏璧，

但是强大的秦国如果一怒之下向赵国进攻该怎么办

呢？蔺相如这样的行为是不是太过鲁莽了呢？”教

师回答：“这位同学的看法很新颖，非常值得我们

学习思考。真正的国际竞争中处处充满了危机，稍

有不慎就会酿成大错。而蔺相如靠着智慧和胆识保

住了和氏璧，完成了出使的任务，成功保住了国家

的尊严。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其归为鲁莽之举，而更

应该看到他在行动中所展现出的智慧和勇气。”对

待学生突然的提问，教师真诚地夸赞了学生的奇思

妙想，然后凭借自己的教学智慧给出了合理的

解释。

（四）注重口语表达，厘清评价逻辑

在课堂教学中，教师的评价语要遵守方式准

则，方式准则指的是教师为学生提供的信息要清晰

明确。它包含以下准则：要简练，避免晦涩，避免

歧义，要井井有条。［6］51语文教师的课堂评价语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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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练有序，逻辑清晰，语言流畅。应以自然连贯的

言辞表达评价，营造和谐环境，让学生在愉悦中学

习。同时，避免废话、重复与停顿，以免影响学生

专注力与课堂节奏。生动且富有吸引力的评价语言

能够极大地激发学生的想象力和辨别力，让课堂更

加生动有趣，知识更加深入人心。在教学《草船

借箭》一课时，教师向学生提问：“诸葛亮向周瑜

保证能在几天内造好十万支箭？”学生回答：“三

天。”教师继续追问：“同学们记得真清楚，那么

诸葛亮为什么敢立下这样的军令状呢？”学生回

答：“因为他有智谋，已经想好了用草船借箭的

办法。”教师问：“很好，那他具体是怎么操作的

呢？”学生答：“他利用大雾天气，让草船接近曹

营，让曹军误以为有敌军来袭，纷纷放箭，从而借

到了箭。”教师说：“没错，同学们分析得很到位，

那么我们可以看出诸葛亮是一个怎样的人呢？”学

生答：“他是一个足智多谋、有胆有识的人。”教师

总结：“是的，诸葛亮确实是一个智勇双全的人物，

他的智慧和勇气在《草船借箭》这个故事里得到了

充分的展现。”纵观整个教学片段，该教师从问题

的提出到解决，思路始终清晰明确。其评价语言不

仅简洁精炼，而且逻辑严密，能够将教学内容巧妙

串联。尤其是在这一教学片段中，教师采用了归纳

法，通过列举相关事实，逐步引导学生认识到诸葛

亮是一个足智多谋的人。整个教学过程紧密相连，

毫无冗余，每一步都紧扣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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