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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引路 ，
突破书写

“

高原期
黄丽萍

【摘 要 】探 索评价 主体开放化 ，
评价方 式 多 样化 ，

评价弱 势情 感 化 。 针对学生 的 书 写
“

高 原 期
”

， 利用 多

元化 的 评价 ， 促进学 生进行有效 的 突破 ，
让学 生不 断地认 识 自 我 、发展 自 我 、 完 善 自 我 ， 从 而切 实提高 学 生 的

书写 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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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丽萍 ，

江苏省宜兴市新庄小 学 （
江 苏宜兴 ，

２ １４２６６ ）教科室 副主任 ，

一级教师 。

汉字和汉字文化作为传承中华文 明的载体 ，

以其独特的 形态 、深刻 的 内涵享誉世界语林 ，是 中

华 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 ，是祖先智慧的结晶 ， 是 中

华 民族的骄傲 。 写字是小学生的一项重要基本功

训练
，
是巩固识字的重要手段 。 中 国人写字

一

向

很讲究 ，
有

“

字乃人之衣冠
”

的说法 。 写好汉字 ，
既

是学生学好科学文化知识的基础 ，
也是学生文化

素质的
一

个重要标志 ， 更是继承和弘扬 民族优秀

传统文化的
一

项基础工程 。

我校本着
“

为孩子的幸福人生奠基
”

的办学理

念 ，确立
“

培养有 中华文化根基的现代人
”

的育人 目

标
，
将

“

书法
”

作为我校的特色追求加以打造 。 学生

的字是越写越漂亮 ，越写越美观 ，
但是经过

一段时

间也 出 现 了书写高原现象 ： 学生的积极性普遍下

降 ，好多学生开始马虎了事 ，字的 质量开始下滑 。

为了扭转这一局 面 ，有效突破高原期 ，更好地

激发学生的 内驱力
，
让每一位学生都写好字 ，

我们

在教学过程 中进行 了
一

番摸索 ， 力 求把学生 的 自

主发展与多元评价相结合 ， 利用 多把尺子衡量学

生 。 这样一来 ， 不仅可 以培养与延续学生的写字

兴趣 ，还能诱发学生创造的动机 ， 提高学生写字的

水平。

一

、评价主体开放化

以往 以 教师为 主的较为保守 、 单
一

的评价方

式 ，学生常处于被动地位 ， 这样很容易使学生对评

价产生畏惧 ，从而影响学生写字的积极性 。 而今

天我们提到 的多元评价 ， 学生既是被评价者又是

评价者 ，评价中 除了教师 、学生本人 ， 还有 同学 、家

长
，
甚至还 有社会人士都可 以成为评价的主体 。

多元化评价
，
能够更加全面准确地把握好学生的 发

展
，让学生不断地认识 自 我

、
发展 自我 、

完善 自 我 。

（

一

）个人评价找 差 异

１ ． 自评 中 完善 自 我 。

自 我评价是原认知 的主要组成部分 ， 它对学

生 的智力和非智力因 素的发展都起着至关重要 的

作用 。 学生能否 客观地评价 自 己 书写的汉字 ，认

真地总结书写方法 ，检查学 习活动的质量与效果 ，

将直接影响学生进
一

步的写字发展 。

每次 自 评时 ， 我都要求学生先用心地观察范

字 ，然后描红 １ 个再对照范字临写 ２个 ， 最后让他

们进行 自评 。 但刚开始评价的时候 ，学生根本无

从下手 ， 我就让学生把这些字 同范字作 比较 ，从字

的笔 画 、结构 、 笔法等
一

样
一

样地认真对照 ， 写得

符合要求就画上一颗星 ， 或画上红圈圈 ， 最多可得

五颗星 Ｃ３

这种 自 我评价方法
， 是根据小学生的特点设

计的 ，
有利于学生进行 自 我操作 。 别小看这圈圈

画画
， 写完后他要学会认真审视 自 己 的学习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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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思 中培养对汉字的审美能力 ； 在反思 中学会

赞赏 自 己 ，培养 自信心 ； 在反思中也初步意识到 自

己存在着不足 ，从而完善 自 我 。

２
．
互评 中取长补短。

学生是学习 的主体 ，
学生参与评价学生 ，就能

更好地了解他人 ，认识 自 我 ，有利于有效地调动学

生的学 习热情 ，营造出 比 、学 、赶 、帮 的学习氛围 。

因此 ，在学生学会 自评的基础上 ，我又开始培养学

生互评的能力 。

每次 自 评后 ，
我就让学生再 次书 写 ２ 个汉

字 。 写完之后让同桌评
一评

，哪些地方写得好 ， 哪

些需要改进 。 互评时 ，鼓励学生善于发现别人的

长处 ， 学习借鉴 ， 以便 自我改进 ，千万
．

不要把评价

变成互相
“

挑错
”

和
“

指责
”

。

通过互评不仅能使学生扬长避短 ， 提高写字

水平 ，
还能训练 口 语交际能力 、观察分析能力 ，

也

能使学生正确全面地看待人和事物 。

（ 二 ）教师 评价 重 激励

教师正确地评价学生 ， 对学生一生的成长起

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 我对学生 的评价原则是 ： 激

励胜于颂扬 ， 表扬胜于批评 ，让学生
“

在微笑中认

识不足 ，用勉励的 口气给学生以鼓励 ，在轻松愉快

的氛 围 中让学生感觉到成功的喜悦 ， 从而激起他

们的学 习 兴趣 ，使学生潜在的能力得到更大限度

的发挥 。

１ ．
口 头评价如沐春雨 。

教师在课堂巡视和个别 指导时应常常采用及

时的 口头评价 。 因为有的学生对 自 己 的写字情况

不是很有信心 ，尤其是写字基础很差的学生 ，他们

可能有想要学好的决心 ，但是因为 自 己 的原 因没

有办法达到老师期待的标准 ，这就需要老师抓住

学生的心理
， 及时给予积极的 口头表扬 ，让学生们

提起学习写字的兴趣好好练习 ，
并且老师也可 以

在
一

旁进行耐心地指 导 ， 如果有改进就要给他积

极的鼓励 ，让学生对写字充满信心 。

我所教的班级有
一

位写字基础不太好 的学

生 ，每到写字时 ，总是
一副灰心丧气的样子。

一次

我走到她身边故意大声地说 ：

“

哎呀 ，
这几天你的

字进步可大了 ， 真了不起 ，
以后好好练 ，

一定会超

过其他同学的 。

”

我这番话还真的使她皱着的眉头

舒展开了 。 接着我又给她提 了几个笔画的改进方

法 ，她很认真地照着去做了 。 由于我经常表扬她

的点滴进步 ，她写字越来越专心 、越来越有兴趣 ，

字也 由七扭八歪变得整齐端正 ，有模有样了 。 有

一

回 ，她的妈妈见到我非常感激地说 ：

“

老师 ，谢谢

你
，
我都不敢相信我女儿还能写 出 这样好的字 。

”

我 听了很高兴 ，
同时也深深地体会到如果说学生

是
一

棵棵幼苗 ，那么老师的及时评价就是春雨 ，没

有春雨的及时滋润
一

定不会有幼苗的苗壮成长 。

２ ．个性批语润物无声 。

每班三 四十名 学生 ， 老师不可能面面倶到
，

写评语是鼓励学生最直接的方法 ，也是最有效的

方法 。 有时候我会在学生的作业本上写上 ：

“

好

漂亮 的字 ！


” “

你 的字可 以 和小 书法家 比美了 ！

”

“

小书法家你是当之无愧 ！


”

对于时好时坏的字 ，

我写上 ：

“

如果你天天能写这么好 ，该有多好啊 ！

”

对于极差的作业 ，
我写上 ：

“

老师相信你只是没有

认真写 ， 对不对 ？ 相信你认真写
一

定会写得更

好 ！


”

班里的几个小马虎看到老师非常关注他们 ，

每次写完作业都会认真检査 ，交作业时还会特意

告诉我 ：

“

老师我检查过了 。

”

看到孩子们如此认

真
， 我开心地笑了 。

３ ．特别 奖励錦 上添花 。

我的 口 袋里永远装着学生喜欢的粘粘纸——

五角 星 、小红花 、笑脸 、大拇指 … …这些小奖品倍

受学生追捧 。 每一次作业 ，我会根据学校的
“

书法

三结合
”

给孩子打优 良等级 ， 视卷面整洁程度加

星
，
得一次

“

优★或以上星级 ，我会在作业本

的外面贴上
“

小红花
”

或
“

笑脸
”

， 满十个就会奖励
一

份特殊的礼物 ：免做
一

次作业 ， 当
一回值 日 小班

长 ，奖励一本课外书… …学生乐此不疲 ， 写的字也

越来越棒 ！

（ 三 ）家长评价促动 力

写字的乐趣便在 自评 、互评中蔓延 。 为 了更

好地让学生养成认真 、规范的 书写习惯 ，我还让家

长参与到评价 中来 ， 每月
一

次的
“

家庭作业书写情

况评价与反思
”

就采用 了 学生 自评与家长评价相

结合的方式 ， 效果特别好 。 很多家长在写给孩子

的话中既有深情的鼓励 ，
又有 中肯的建议 ，为学生

保持良好的书写 习惯注人了 温馨的动力 。

二
、评价方式多样化

苏霍姆林斯基说过 ：

“

成功 的欢乐是一种 巨大

５２ 釦龙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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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绪力量 ，
它可以促进儿童好好学习的愿望 。

”

教师要让学生充分展示 自 己 的成功 ，就需要多为

孩子创造展示 自 己 的机会 。 写字评价中 的激励措

施是为了每个学生能写好字 ， 因此 ，将学生写的字

当成果来展示 ，能激 学生的成就感 ，激发学生写

好字的兴趣和信心 。

（

一

）展 示提信心

为 了给学生创造更多展示 自 我的机会 ， 建立

班级
“

书写我 的精彩
”

写字展板 ，每两周展出一次 ，

展出 １４张优秀或者进步作品 。 让学生寻找其值

得学习 的地方 ，树立追赶的 目标 ， 同时满足学生的

成就感 。 为提高 同年级学生写字的整体水平 ，
建

立了校级书法展板 ，
每月 一次班级整体展评 ，几位

书法老师专 门 负责打分进行评 比
， 并进行颁奖 。

这些方法简单易行 ，效果却不可估量 ，有很多学生

因此练习 书法的兴趣大增 ，还有的学生因此而成

了班级中 的写字高手。

（
二

）评 比 立 典型

儿童好胜心强 ，成功的喜悦往往能带给他们

无穷的力量 ，身边好的榜样更能激起他们的写字

兴趣 。 我在写字教学中进行
“

书法之星
”

的评选 ，

设有
“

写字新苗
” “

写字规范生
” “

写字小明星
”

等称

号 。 累计获得 ３个称号就可 以授予
“

书法之星
”

。

这种 内 容和指标的多元化评价 ， 充分尊重 了每
一

位学生的个体差异 ，使每一位学生身上的闪光点

和潜能都被发现和得到释放 ， 同时 ，把学生从单纯

追求分数的焦虑中解放 出来 ，让学生在成长过程

中变得更从容 、更 自信 。 学生在收获这一系列
“

跳
一跳就够得着

”

的称号的时候 ，更多体会到一种成

功的喜悦 。

（三 ） 活 动显 本领

落 实 书法 教育 ， 还需 要 营造 一 种 书 法 文

化 。 我们依托丰 富多彩 的活动 ，
促使学生提高

写字 与 书法技 能 ， 了解 书法博大精深 的 内 涵 。

如 ：学校每年都隆重举办
“

书法节
”

， 形式多样 ，

内 容丰 富多 彩 ， 有学生千人硬笔 比赛 、 家长硬笔

书法作品展评 ，

“

学书法 ，榜样就在我身边
”

讲故

事 比赛 、

“

我和 书法的故事
”

演讲 比赛 、书法社团

临帖 比赛 、参观欣赏校园书法特色等等 ，
全体师

生和部分家长快乐参 与 ， 为学 习 书法提供 了交

流展示舞台 。

三、评价
“

弱势
”

情感化

教育总存在个性的差异 。 对于那些写字优秀

的学生 ， 每
一

次练习都是一次成功的体验 ， 可对于

那些做出十分努力却仍无法成功的孩子 ，我们也

决不能让他们气馁 。 我们应以细腻独特的眼光去

看待
，去呵护学生需要被关注的愿望 。

（

一

）放 大 亮点 ， 闪 现火花

对于一个书写后进生来说 ， 我们要全面分析 ，

寻找他们写字的 闪光点 ，哪怕是极其微小的进步或

长处 ，我们均要及时给予肯定和鼓励 。 要以他们的

优点 、闪光点来鼓励他们
，
让他们知道 自 己行 ，

并且

尽可能地提供他们施展才华和表现的机会 ，让他们

好的方面慢慢取代较差的方面 。 这样 ，他们才会与

老师产生共鸣 ，才能增强他们克服困难的信心 。

我们班有一位书写能力较弱的孩子 ， 他的字

总是撑满格子 ，每个字都显得呆板 ，
是典型 的

“

火

柴棒体
”

。 看到他虽不漂亮却十分干净的作业本 ，

我会欣然画上一个笑脸或
一

个大栂指 ，
还经常在班

级中表扬他的写字本是多么的干净 、整洁 ，他溢于

脸上 的兴奋与 自豪也不逊于得到
“

小书法家
”

称号

的孩子 。 慢慢地 ，他的字 日 渐进步 ，越来越端正了 。

（二 ）捕捉 契机 ，
妙笔 生花

心理学研究表明 ： 儿童都有需要表现和展现

自 己 的欲望 ， 因此 ， 教师要顺应学生的心理为学

生提供 自我表现的机会 ，特别要关注那些写字后

进生 ，要创造机会因势利导 ， 激发学生 的学习 积

极性 。

新学期班级要建立 图书角 ，
谁来当图书保管

员 呢 ？ 孩子们议论纷纷 ，
提 出好多合适 的人选 。

但最后我还是选了班上
一

位字写得不是很理想的

孩子来当 。 事后很多孩子找我要求更换一个人 ，

说是他字写得不好
，
但我只对他们说 ， 他能 当好 。

我给这位孩子鼓劲 ， 要求他按班级的规定履行职

责 ，还要求他认真写字 ，
把字练好 ， 同学们就一定

能服 。 果真 ，他很尽职 ， 发现图书坏了 ， 自 己掏钱

买胶水把图书粘好 。 他也很努力 ， 有空就练宇 ，进

步越来越大 ， 写的字还在班级展板上展出 了 ， 同学

们也对他刮 目 相看 。

一

个小小的机会 ， 就使孩子得到 了 同学们 的

尊重 ，增强 了 自信心 ，
还使他写好了字 ， 我们何不

多抓住一些这样的机会呢 ？

知龙名 ？书法教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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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香怡情 庄正育人
——墨香文化蕴育 学 生 良好 品格 的实践研究

黄香君

【
摘 要 】书 法是 我 国 传统文化 的 瑰宝 ，

培养学 生对书 法 艺术 的 爱好
，
不仅能让学 生 学 得 一手好字 ， 更 能

使其 汲取 丰 富 的精神 营养 ， 将传统文 化进一 步 弘 扬 。 为此 ， 新庄小 学 以 书 法教 学 为 突破 口
，
开展

“

墨 香文 化

蕴 育学生 良好 品格 的 实践研究
”

， 通过
一

系 列 丰 富 多 彩 的 活动 ，形成 独特 的 学校德育 品 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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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香君 ，
江苏省宜兴 市新庄小 学 （

江苏 宜兴 ，
２ １４ ２６６ ）教 师 ，

一级教师 ，
宜兴市优秀班主任 、优秀教

育工作者 。

学校 ，

一

个传授知识 、传 承经典 、 弘 扬 文化

的场所 。 让学校成为
一

个
“

文化磁场
”

， 弥 漫 优

秀 文化 的气息 ， 让校 园成为 师生 的精神 家 园 和

心灵 的 栖 息 地 ， 已 经 成 为无 数学 校共 同 的 追

求 。 于是 ， 墨香文 化便应运 而生 ， 它那灿烂悠久

的历史 、厚重的文化气息 ，
以及丰 富的 内 涵得到

了 众人 的青 睐 ， 在新庄 小学
“

乐学正行
”

的校 训

中 得到 升华 。 学校 以 书法教育为 突 破 口
，
逐步

形成
“

墨 香怡情
”

的德育 品牌 。

一

、设计背景

（

一

）是义务教育 的 需 要

《关 于中小学加强写字教学的若干意见 》 中

强调 指 出 ：

“

中 国书 法将汉字 的表 意功 能和造型

（ 三 ）体验成 功 ，
心 儿开花

从心理学的角度看 ：

一个人只 要体验一次成

功 的欢乐 ， 便会激起追求无休止的成功 的力量和

信心 。 班上有
一

位同学参加学校千人硬笔书法 比

赛获得了二等奖的好成绩 ，这简直就是
“

放卫星
”

的大事 。 因 为这孩子平时的字要得个优都是挺难

的 ，说明这次 比赛 ，孩子重视 了 ，认真书写 了 ，
也说

明这孩子发展的空间还很大 。 于是 ，我抓住契机 ，

对她进行教育 ：
世上无难事

，
只怕有心人 。 只要坚

持练习 ， 得
一

等奖也不是难事 。 之后 ，我经常利用

课余时 间 给她辅 导 ， 使她的写字水平迅速提高 。

当她被评为学校的
“

书 法之星
”

时 ，
她 眼里含着泪

水 ， 那是幸福的 泪珠 。 这让她再次尝到成功的喜

悦
，
让她明 白 ： 只要努力

，
没有办不成的事 。

根据学生 的个体差异 ， 对
“

弱势学生
”

的写字

习惯进行个体化的评价 ， 让他们拥 有与众不同 的

体验 ，
也是行之有效的 良方 。

总 之 ， 评价是小学写字教学的重要环节 ， 但

是 ，有效的评价不会从天而降 ，它来源 于 日 常教学

的得失 。 只有根据学生实际情况 ，
采取实用有效

的多元评价 ， 才能 帮助学生突破书写练 习 中 的高

原期 ，有效整体提升学生的书写水平 。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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