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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书面评语是教师对学生的书面反馈,是教师对学生进行教育评价的方式之一,同样具备导向、激

励等教育功能。在小学教学实际中,书面评语存在着评价缺乏个性化、评语内容片面化、评价主体单一

化、评语缺乏客观性和家校缺乏沟通与合作的问题。因此为响应新时代中小学教育评价改革的要求,

学校应及时构建一个合理的书面评语体系推动书面评语的完善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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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ritten comments are teachers' written feedback to students, which is one of the ways for teachers to 

evaluate students' education. They also have educational functions such as guidance and encouragement. In the 

practice of primary school teaching,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written comments, such as lack of 

individualization, one-sided content of comments, simplification of evaluation subjects, lack of objectivity of 

comments and lack of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home and school. Therefore, in response to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reform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evaluation in the new era, schools should 

construct a reasonable written comment system in time to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and development of 

written com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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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

革总体方案》提出新时代中小学教育评价要进行改革,教育评价

改革应推动我国基础教育的科学化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教育评

价更要促进学生的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要致力于学

生们的健康成长。书面评语是教师依据学生的综合表现适时给

予其科学全面的总结、评价与指导。书面评语主要包括作业评

语和期末评语两种形式。在教学实践当中,书面评语存在三大问

题：其一,缺乏理论支撑,评语的理论支撑比较薄弱；其二,缺乏

实践性,至今尚未行成一套成熟且可操作的小学教师评语框架

体系；其三,缺乏统一性,已有文献主要针对单个学科评语进行

研究,学科之间缺乏统一评价标准,这也是导致书面评语质量参

差不齐的重要原因。 

1974年奥斯丁(Austin)通过两次对照实验发现给学生撰写

评语有利于学生成绩的有效提升,这也验证了书面评语所具有

的教育功能。有国内学者提出“教师评语直接影响学生的学习

动机、师生感情、自我实现目标、成败归因、心理健康等”。由

此可见,优质的书面评语在教学过程当中是不可或缺的,它对提

升国家教育质量、教师专业能力、学生全面发展及构建民主和

谐的师生关系都发挥着积极作用。首先,书面评语同其他形式的

教育评价一样对教育发展具有导向、反馈、激励、治理等功能。

其次,教师撰写书面评语也是回顾、反思自身教育工作的过程,

教师可以借此提升自身的教育教学能力。再者,“教育评价的根

本目的是为了促进学生的发展”,因此书面反馈也是为了促进学

生发展。Bloxham和Boyd提出反馈与学生的成绩和进步密切相关,

所以学生从反馈中获得的信息也将成为其学习的一个重要方

面。教师可借助书面评语帮助学生对学习行程正确的自我认知,

个性化评价也可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能力,促进学生的多样化

发展。 后,“教育教学活动是在师生关系中展开的,师生关系

是影响教育教学活动的 重要的一对关系”,那么书面评语作为

搭建师生关系的桥梁之一,良好的书面评语有利于构建和谐民

主的师生关系。 

1 书面评语存在的问题 

言语行为理论认为语言是人的一种特殊行为方式,人际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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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离不开说话和文字这两种言语行为,具体包括发话行为、行事

行为和取效行为。发话行为是借助语法、词汇表达说话者字面

意思的行为；行事行为表达的是说话目的的行为；取效行为表

达的则是言语所导致的变化行为。言语行为理论更加强调言语

所产生的有效后果,即言语的有效性和实际意义。书面评语是师

生借助文字进行交流的言语方式,那么教师在撰写书面评语时

也需以言语行为理论为指导,追求书面评语的有效性,充分发挥

言语的实践价值,进而撰写出高质量的书面评语。 

通过查阅相关文献及实地调研,不难发现书面评语主要存

在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评价缺乏个性化。首先表现在评语内容千篇一律,

问题针对性不强。其次表现在低年级段学生的阅读障碍,这样就

违背了言语行为理论的发话行为要求,即学生无法准确领会教

师评语的字面意思。 

第二、评语内容片面化。作业评语是教师对学生学业情况

的评价。不同于作业评语,期末评语则注重评价的综合性,但部

分教师撰写期末评语时仍片面化追求学业评价,此做法违背了

教育评价改革的要求。 

第三、评价主体单一化。作业评语是教师必须完成的学科

教学任务,通常只需任课教师一人完成即可。期末评语是对学生

的综合性评价,但是调研发现期末评语通常只由班主任一人撰

写,因而评价主体过于单一化。 

第四,评语缺乏客观性。评价的主观性过强也易造成评语质

量的下降。 

第五,家校缺乏沟通与合作。“教育评价是管理者、教师、

学生、家长共同参与的交互活动”,家长和学生倾向于关注教师

每日给孩子的作业评语,期末评语往往处于被忽略的状态,教

师、家长和学生就书面评语缺乏沟通与交流。如此便无法达到

言语行为理论的取效行为要求,教师评语也就失去其意义了。 

2 书面评语的改进措施 

我国的教育改革逐渐淘汰应试教育模式而转向全面发展的

素质教育,大力倡导去除“唯分数论”,强调学生的多样化发展。

因此书面评语也应与时俱进,教师需努力提高书面评语质量,进

而 大化书面评语的功能与价值。因此学校应构建合理的评语

体系,促进书面评语的规范化发展。 

2.1树立书面评语的评价目标 

首先书面评语的目标应该与国家教育的总体目标相契合,

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其次依据罗杰斯的人本主义教育理论,书面评语应该以“学生”

为中心,以学生的身心健康全面发展为目标。再者,作业评语的

目标应该是帮助学生对所学知识及时地进行查漏补缺和巩固。期

末评语则是对学生本学期的德智体美综合素质表现给予发展性

评价,发展性评价是促进评价对象在现实基础上向未来发展的

评价。 

2.2明确书面评语的撰写主体 

书面评语的主体主要是任课教师与班主任。作业评语的评

价主体为任课教师毋庸置疑。但是追求综合素质评价的期末评

语则应改善评价主题单一化的问题。期末评语可以以班主任评

价为主,其他任课教师为辅的评价方式。现由班主任进行评价,

之后再由一名主科教师和一名副课教师进行补充评价,这样不

仅可以减轻班主任的负担,多名教师协作评价的结果也更加全

面客观。 

2.3规范书面评语的内容标准 

内容是书面评语的核心,为了保证书面评语的客观性,校方

应制定相应的内容标准。根据前文提到奥斯丁实验,作业评语应

避免简单的分数或者优良等级评价,教师应该对学生作业结果

进行简单的文字总结,委婉指出作业的不足之处并给出相应的

建议。除此之外,教师也可针对学生的课堂表现进行评价,充分

发挥书面评语的师生交流桥梁功能。 

对于期末评语的内容,班主任教师首先应该围绕着学生学

习情况(包括学习成绩、课堂表现、学习态度与习惯、作业表现

等)、身心健康情况(包括体育表现、情绪状态等)、德行表现(包

括学生的品质素养、人际交往、集体意识等)、个性化特征(包

括学生的兴趣、特长等个性化问题)进行概括总结。值得说明的

是,班主任撰写评语应该兼顾这几大方面以确保评语的全面性,

由于时间关系,对于各个领域教师只用撰写出每个学生的关键

性问题以确保评价的问题针对性,要做到即全面又能突出重点。

辅助评价教师在班主任评语的基础之上进行核对纠正补充即

可。其次,教师在总结的基础之上,还应清晰罗列每位学生学期

表现的不足之处,并提出合理的改进意见。 后,根据皮格马利

翁效应,人会不自觉接受崇拜者和信任者的暗示,所以教师可对

学生提出恰当的期望,给予学生发展的心理动力。因为教育评价

的 终目的就是帮助学生发展,所以教师在撰写评语内容时也

应侧重于学生的发展。 

教育评价强调多元化评价,那么书面评语的撰写主体除了

教师,还可以是学生和家长。学生可以把自己的疑问、收获与反

思及时以书面形式展现出来。学生为自己撰写的评语 好先于

教师评语,这样有利于教师给学生提供个性化帮助。以学生为主

体的书面评语可以是学生自身,也可以是随机抽取同学的评价,

评价内容仍以上述所罗列的教师评语内容为主,不过校方可以

根据学校实际学生规模实施此策,学生规模大实施此策比较耗

费时间与精力。家长可围绕学生在家的学习情况、生活行为习

惯及亲子关系状况等进行评价。如此多角度多主体的评价可以

使书面评语更加全面客观,也可以更好的发挥言语的取效行为

功能。 

2.4制定书面评语的评价原则 

2.4.1评语的发展性原则 

我国的教育评价改革致力于发展性教育评价。“发展性评价

区别于选拔性评价和水平性评价,指的是在发展的整个过程中

进行的,旨在促进被评价者不断发展的评价”。因此书面评语作

为教育评价的方式之一,也应做到评语的发展性。教师撰写书面

评语应该以学生的发展为出发点,作业评语和期末评语均应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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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学生认识到发展空间,促进学生的自我反思与成长。 

2.4.2词意的精准性原则 

言语行为理论实现取效行为的前提条件是接收者能够准确

理解说话者的言意。因此教师为充分发挥书面评语的教育功能,

首先应确保语法、词汇的精准性,减少模糊词汇的使用；再者评

语应言简意赅,突出问题的针对性； 后尽量保证多用肯定句,

少用反问句,以免学生出现理解偏差。 

2.4.3评语的激励性原则 

书面评语应该对学生的学习与成长起到启发与激励作用,

实现言语行为理论所要求的行为改变,即激励学生作出行为向

好转变。“激励即是以某种刺激为诱因,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主

动性和创造性”。那么教师首先应在评语中展现出对学生的肯

定、鼓励与恰当的动机指引。 

2.4.4评语的个性化原则 

据调研,小学低年级段学生存在识字困扰,因此教师在书写

评语时首先应做到语言表达应于学生的理解水平相结合,对低

年级段学生禁用复杂语句和生僻词汇。再者评语应突出学生的

个性特征,比如可根据不同学生的性格特质使用不同的语言风

格,对于内向型的学生多采用委婉表达的方式。 

2.4.5评价的多样化原则 

书面评语除了文字表达,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采用图画或

者图标形式进行表达。比如可以用折线图展现学生的学习成绩

发展曲线,利用饼图横向表达学生的平时表现倾向,也可以采用

图画的方式对学生进行奖励等。如此可增强评语的直观性和趣

味性。 

根据艾纳斯所提出的教育评价观,教育评价不仅仅包含着

教育批评的内容,同时也应引入教育鉴赏的内容,教育鉴赏与教

育批评相结合。教师撰写书面评语切忌仅批评或鉴赏。只侧重

批评会挫伤学生的积极性与自信心,只侧重鉴赏不利于学生发

现自身问题。因此,教师在撰写书面评语时应做到赞扬与批评相

结合。 

2.5推动书面评语的监督评价 

适当的监督与评价可确保书面评语质量,避免书面评语流

于形式化,因此校方应加强对教师撰写书面评语的监督与评价。

校方可专门成立书面评语教研团队,考虑到教师们时间精力有

限,教研团队可以是轮值的,主要探讨书面评语发展,解决书面

评语难题。教研团队可对教师所撰写的书面评语进行随时抽检。

抽检的标准即是否符合校方制定的内容标准、评语的评价原则

与目标等。同时,每学期教研团队也可组织多次书面评语的表彰

分享学习交流会,促使教师之间互相借鉴学习。 

2.6优化书面评语的版面设计 

平时的作业评语处于绿色环保意识没有必要追求评价版面

的灵活化,但是期末评语校方应做到版面设计的灵活化。目前小

学校主要采用学生成长手册及成绩通知单的方式对学生进行学

期末评价,教师在撰写书面评语时易出现纸张不够的情况,因此

校方在设计评语版面时应留有机动页以支撑评价主体的创造性,

而不是固定的线条框。除此之外,校方在设计版面时也可加印学

校校训、校徽等学校文化特色,这种仪式感也彰显了校方领导对

书面评语的重视。 

2.7推动家校的合作交流 

小学生的健康发展需要家校合力为孩子创造一个互通且优

质的成长环境。教师的评价需要学生和家长的及时反馈。家长

和学生的反馈是评语价值的彰显,同时也有利于提高教师工作

的成就感,调动教师书写书面评语的责任心与积极性,以此便可

形成一个良性循环。有效的书面评语需要家校双方的合作、交

流与反馈,而不仅仅是教师的孤身奋战。 

除此之外,教育评价改革落到实处同样离不开教师的配合

与实践。因此高质量的书面评语也需要教师增强对学生评价的

主动性,同时也应坚持终身学习的理念,提高自身的教育素养。

首先教师应该树立正确的学生观、师生观和评价观,对学生进行

科学合理的评价。再者教师可以充分利用书面评语的撰写对自

我教学进行反思和改进。 后,依据Holliday(1994)所提出的言

语人际功能,教师可借助书面评语这种言语交际方式拉近与学

生的心理距离,增强与学生的情感连接,如此有利于搭建平等和

谐的师生关系,提升教师的工作幸福感。 

3 结束语 

综合上述,书面评语作为学生评价的重要方式之一,家校双

方应合力 大化书面评语的价值,对于小学教学实践当中所出

现的书面评语问题,多方应齐心协力解决现实问题,并对书面评

语进行相应地改进,使其成为提升教育质量,培养国家优秀人才

的得力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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