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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评价为课堂学习“点睛”
□ 张晓华

教学评价对于学生的学习具有非常重要的作

用，但光认识到这一点并不够。如何将认识转化为

实践呢？特级教师许嫣娜执教的二年级下册《雷

雨》一课中的片段，可以带给我们很多有益的启发。

课上，许老师要求学生读句子“雨越下越大。

往窗外望去，树啊，房子啊，都看不清了”，并判断

这雨大不大，说出自己的依据。一名学生认为雨

很大，因为句子一开头就说“雨越下越大”，而且还

说窗外的树和房子都看不清了，说明雨挡住了视

线。许老师表示很欣赏他的表达：“第一欣赏的是

你用了‘而且’，第二欣赏的是你用了‘挡住视线’，

读出了句子背后说的是什么。”之后，许老师请另

一名学生朗读，他把“看不清”读得越来越响。许

老师点评：“他读的时候强调了‘看不清’。谁读的

方式和他不一样？”紧接着，又一名学生朗读，把

“看不清”读得越来越轻。许老师认可她用这种

方式表示“看不清”，同时指出读课文不仅要读正

确、读流利，还要读出自己的理解，读出自己的

感受。

随后，许老师让学生结合图片，想象窗外在下

毛毛雨，借助句式“往窗外望去，_______”说话。一

名学生说“看到每朵小花上都沾上了小小的雨点”。

许老师夸他“看得真仔细”，正因为雨很小，所以花

上会有小水珠。接着，另一名学生说“毛毛雨给天

地铺上了一层轻纱”。许老师认为这个比喻充分体

现了雨下得又细又密，并指出如果把“铺”变成“罩”

会更准确。

之后，许老师让学生根据图片，想象窗外在下

暴雨，再用同一句式说一说。一名学生说“行人都

被雨打得狼狈不堪”。许老师表示“狼狈不堪”能使

人感受到雨很大，“打”字也用得非常准确。另一名

学生说“雨点仿佛千针万线，把天地密密实实地缝

合起来”。许老师赞赏他的语言积累很丰富，是用

诗人的眼光在描绘这场暴雨。

以上片段中，许老师及时、精准的评价推动着

课堂教学的展开。细细品析，可以看出，好的评价

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评价要贴合真实学情。很多教师总是会

用“很好”“谁还有不一样的思考”等评价语言，给人

蜻蜓点水、隔靴搔痒的感觉。这样的评价反映出教

学只关注了教，却忽视了学。以上片段中，每一次

评价都是结合学生的实际读写情况展开的，细致而

具体。只有讲清楚学生的发言好在什么地方，哪儿

需要改进，才能最大限度地促进学生的学习。

其次，评价要结合教学意图。以上片段中，在

学生回答雨大不大时，评价帮助学生巩固知识点；

在学生朗读后，评价强调读的不同方式，指导学生

进行个性化朗读；在学生想象说话时，评价指引学

生遣词用句。这些评价紧扣“发展学生语用能力，

深化课堂语言实践”这一核心，语言干净，指向鲜

明，有鼓励，有启发，有反馈，推动着读写教学目标

的高效达成。

最后，评价要贯穿课堂始终。以上片段中，评

价围绕课文，不断引导学生感受语言的精彩，体会

语文学习的快乐。这启示我们在教学中教师要始

终保持评价意识：在学生的认识发生偏离时，让学

生重回正确的航向；在学生的思考进入死胡同时，

为学生找到思维的突破口；在学生拥有新的见解

时，激励学生张扬个性……

好的评价可以为课堂学习“点睛”。教师要用

好评价这一工具，照亮学生的成长之路。

（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景城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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