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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评价是贯穿于学生的整个学习过程中的，可以说是无处不在的。教师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表情，都包含着对学生的评
价。随着教育的不断推进，评价体系也在不断地变革，完善。究竟什么样的学生是好学生？究竟什么样的学生是高素质的学生呢？我们在微
课教学中如何评价学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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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微课教学研究的背景 
1.1 教育教学改革的需要 

尽管目前新教材要求以学生为主角，操练为重点，然而受应试教育

影响，多年来，以传统的教师以自我为中心，采取满堂灌教学法，学生

为次的教学方法占据主导地位无法改变。现实中存在大量的高分低能现

象，从目前我校教学现状来看，微课手段对于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

学习积极性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1.2 提高教学有效性的需要 

传统教学资源如教案、课件、习题、课堂录像等，这些资源以整节

课或单元为组织单位，重点从辅助教师教的角度设计与制作，多是理想

化设计，不够生动，较难反映出教学时的真实状况。微课是由一线教师

自行开发，针对某个学科知识点、技能点或教学环节而精心设计和开发

的一种短小精悍、支持多种学习方式的教学视频。微课不仅是一种新资

源类型，更是一种全新的教学模式和学习方式。 

1.3 促进教师专业化发展的需要 

因为微课的核心组成内容是教学视频，通过视频呈现出了一个教师

的教学设计思想，解决问题的方法步骤和思路，对教学技巧的使用。 

2 微课教学研究的目的及意义 
2.1 微课程可以因材施教，形成自主学习的资源库 

研究表明，将现有的课程拆分成视频碎片，形成一个具有大量视频

信息的数据库，学生如果需要学习相应知识，可以用搜索引擎输入关键

词，就会出现一系列索引文件，学生可根据自己的需求，筛选自己需要

的知识，这个知识点可以是理论解析、实战案例、Flash 演示、情景模

拟等各种素材，可以满足学生自我需求，真正实现因材施教，教师的讲

解只是学生知識中的一个工具，形成以学生为主导的学习活动。 

2.2 微课可以按需选择学习，对不同学科知识点进行个性化学习 

调查发现，通过微课视频的播放，学生清晰地明白某一知识点其他

人有着怎样的观点和思考，可以开阔学生的视野，提高学生学业水平。 

2.3 微课将革新传统的教学与教研方式 

微课教学优点很明显，就是课例简单，学习内容与目标单一，教师

从微课中可以受到启发，有些甚至可以照搬或者迁移到自己的教育教学

之中。广大教师在这种真实、具体、典型案例化的教与学情景中易于实

现对隐性知识、默会知识等高阶思维能力的学习，并实现教学观念、技

能、风格的模仿、迁移和提升，从而迅速提升教师的课堂教学水平，促

进教师的专业成长。 

3 微课教学中如何评价学生 
中华词典云：“评价，即评价人的价值。”而一个人的价值缘何而来

呢？自然是指这个人对社会，对他人的贡献，益处。而我们的评价面对

的只是未成年的孩子，处于发展中的孩子。他们的价值又怎么能够评价

呢？所以，我认为，我们对学生进行的只是“评”。“评”是具体的，客

观的，全面的，也是感性的。评中重要的不是教师面面俱到地将学生的

表现冠之以优美的词句，重要的是帮助学生认识自我，重要的是鼓励学

生找到自信。 

3.1 帮助学生认识自我 

古希腊人曾经把“能认识自己。”看作人的 高智慧。阿波罗神殿的大

门上写着一句箴言：“认识你自己。”中国有句俗语：“人贵有自知之明。”这

些都是在说明自知的重要性。而且，认知自己是心理健康的基本前提。生活

中，有许多人不能了解自己，而一个不了解自己的人是无法享受积极而快乐

的人生的。在我们的周围，常有这样的孩子：平时学习的成绩不错，但在考

试时惧场，有的甚至不敢走进考场。这正是由于他们不能正确地认识自己面

对自己，而丧失自信的结果。著名童话作家郑渊洁曾说过：“我之所以能有

今天的成绩，主要因为我认识了自己，认识自我才是自我发展的开始。” 

3.2 学会赏识，帮助学生树立自信 

我们常说：“好孩子是夸出来的。”据调查，对于大多数的孩子来说，

他们缺少的不是批评，而是表扬。作业写错了，被老师批评；成绩没考

好，被父母批评；玩得时间长了，被爷爷，奶奶训斥。然而，在一个孩

子成长的历程中，令他们记忆 深刻的不是长辈的批评，而是那些难得

的赞扬。 

心理学表明，儿童对于自己的评价大多源于周围人对自己的评价。

如果周围的人给他的评价是积极的，肯定的，那么他就会觉得自己能行，

就会在生活中树立起自信来。反之，如果周围的人总是给他传递一些消

极的评价，如批评，指责，打骂等，孩子们就会觉得自己一无是处。从

而在心理上产生自卑感，无能感，甚至会产生破罐子破摔的想法。 

为此，作为教师，要学会赏识每一个孩子，尤其是对于那些特别的

孩子，学习成绩差，调皮，倔强的孩子等，更要善于发现他们身上的闪

光点。要学会欣赏仙人掌刺中的花。 

3.3 注重自评和互评 

评价者包括教师、学生或家长等。一项研究性学习活動一般都有一

定的时间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除了学生这个主体外，还有教师、家长

以及其他社会工作人员的参与。这些参与的人都可以就学习活动的某一

方面加以评价。我认为，其中， 不能忽视的就是学生的自我评价，因

为每个学生都在学习活动中投入了情感、精力，为研究付出了辛劳，所

以应该让学生就自己在整个学习过程中的表达进行自评、互评以及师生

互评，这样更能突出主体性。 

3.4 重视鼓励性评价 

小学生年纪小，心理发展还未成熟，学习能力处于低级水平，再加

上小学的学习只是获取知识的起步阶段，不能人为拔高要求，使得学生

对学习活动失去兴趣和信心。在评价过程中，应充分使用鼓励性的语言，

肯定学生的闪光点，让他们体验成功的喜悦，即使有不足之处也应当受

到赏识和鼓励。这样，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促使他们进一步地去阅读，

去观察，去发现，去探究，去创造，从而学到更多的知识，能力获得更

大的发展。这也是我们指导学生进行研究性学习的初衷。 

4 结语 
总之老师要利用好微课，抓住课堂机会，用好课堂评价，将会使自

己和学生都得到快乐，得到发展。教师对学生的学习评价，应让学生从

微课评价中感受到教师的关爱，从评价中看到希望，产生学习的动力，

加深师生间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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