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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论丛

教师课堂评价用语对学生心理发展影响的案例分析

邹晴晴  聊城大学外国语学院  山东  聊城  252059

摘 要：课堂评价用语是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常用的与学生沟通、互动的用语，也是有针对性地指导学习，
达成教育、教学目标直接有效的途径之一。教师以口头方式，对学生在课堂内的表现做出的即时反馈性评价。
新课程以学生的发展为本，在课堂中，教师的评价用语要注重每个学生的独特感受，以激励为主，敏锐地捕捉
其中的闪光点，并及时的给予肯定和表扬，努力营造一种热烈而又轻松和谐的学习氛围。教师课堂上的评价用
语对学生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下面我将通过几个案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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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 :“这个词谁来读？”课堂上老师面带微笑地问。“我
来读，我来！”很多人都举起了手，老师非常高兴。“你读！”
随着老师的手指一点，一位小男生亮着嗓门读了起来。刚读完，
老师伸出了大拇指，“读得真棒，表扬！”。“你再读读。”
老师又点了一位小女生，这个女孩的发音标准，翘舌音到位，
读完后教师也伸出大拇指，“读得太好了！”“啪啪啪！”又
是一阵掌声。接着开始读课文了，有一位学生，一个字都没读错，
但没有语感，老师说：“你真棒！”，又有一位学生，声音特
别响亮自信，老师说：“你读得真好！”还有一位学生把感情
也读出来了，老师真是感到非常的满意：“太棒了，表扬他！”

点评：这位老师的出发点是好的，他想要激起孩子们的积
极性，让学生们在课堂上能更加踊跃的回答问题。可是，他却
忽略了课堂上回答问题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 从回答中发现学生
的缺点并帮其改正。上述例子中回答问题的学生身上除了老师
表扬的优点以外肯定会存在着一定的不足，可是这位老师给每
位同学的评价都以一个“好”字代替，都没有指出到底是好在
哪里，这样就有可能给学生一种错觉 -- 只要我回答问题老师就
会说好，而懒于去思考自己该在那些方面注意，也就不能更好
的提升自己的水平了。

从以上的教学案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课堂教学评价用语，
不能滥用“好”字，问题的解决，岂是一个“好”字了得。尊
重学生不能仅用“好”字体现，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也不能依
赖一个“好”字。我们需要的是正确的评价，切实的，符合每
个学生的特点的评价。应该注重心灵的沟通和知识的升华。

新课程标准的实施要求教师应该是学生学习的促进者，要
实现这样角色的转变，首先应从语言上表现出来，使自己的语
言具有导向性，通过即时的评价语言引导学生使用正确的学习
方法，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

案例二：两位老师处理一位学生碰到数学难题的情景
情景一：
学生：第 4 题我不会做。
老师：哪一部分不明白？
学生：我就是不会做，太难了！
老师：我知道你能做其中的一部分，因此前面三题你都做

对了。第 4 题是相似的，只不过稍难了一些。你用同样的一种
方式开头，但这里需要一个额外的步骤。想一想前面的三题，
然后看看能否解决第 4 题。一会儿我再来看看你做得怎么样。

情景二：
学生：第 4 题我不会做。
老师：你不会？为什么？
学生：我就是不会做，太难了！
老师：不要说你不会做——我们从来不说我们不会做。你

努力过了吗？
学生：是的，但就是不会做。
老师：前面三题你都做了，可能第 4 题要多花点精力。再

试试看！
点评：第一位老师表达了积极的期望，提供了有效具体的

建议，然而没有给出答案也没有代劳。在给出前三题的反馈时，
他具体指出答案是对的，并将成功归因于学生的能力与知识，
因而支持了学生的自我效能感，他还提供了一些知道性的帮助，
使学生对自己不会做的原因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也增强了他做
题的信心。第二位老师既没有提供有用的指导，也没有可信的
鼓励。他表达的只是一种单方面的，某种程度上是矛盾的期望，
让学生毫无理由相信进一步的努力会导致成功。这样的语言对
学生的进一步发展是没有多大用处的。

新课程标准指出：评价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考查学生达到学
习的目标的程度，更是为了检验和改进学生的学习和教师的教
学……从而有效的促进学生的发展……对学生的日常表现应该
以鼓励表扬等积极的评价为主，采用激励的语言，让学生不断
获得前进的动力，在自信中走向成功。

总结
由以上案例我们可以得知教师课堂上的评价用语对学生的

影响是极为深刻的，一句的得体的温暖人心的评语足以令人铭
记终身；反之，一句刺痛人心的带有侮辱性的评语也足以给人
留下永久的心灵创伤。日常教学中教师恰当的课堂评价用语中
所蕴含的期望、鼓励等情感力量，会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心
理暗示，起到激发学生学习热情、提高学生学习效能、乃至发
展学生个性心理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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