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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础教育研究　主持人：刘　芳　校长

主持人简介

刘芳，女，１９６４年３月出生，中共党员，中学高级教
师，湖南省特级教师。现任湘潭市岳塘区湘钢三校校长。

湘潭市第十一次党代会代表，岳塘区人大代表。中国教育

学会中小学整体改革专业委员会成员，全国读讲精练教学

法研究会理事，湖南省小学校长工作协会理事，湖南省小

学管理专业委员会会员，湖南省小学数学教学研究专业委

员会会员。曾１６次被评为湘钢集团公司“先进工作者”，
多次获“优秀教师”“优秀共产党员”“教书育人标兵”“双

文明建设标兵”“十佳青年园丁”“芙蓉百岗明星”等荣誉

称号。２００３年被评为湘潭市“优秀德育工作者”。２００６
年被评为岳塘区教育局“优秀校长”，同年被评为全国古

诗文经典诵读工程实施工作先进工作者。２００７年被评为
湖南省优秀教师。２００８年被岳塘区政府授予三等功。２００９年被评为岳塘区“三八红旗
手”、岳塘区优秀人大代表。２０１０年获创建“中华诗词之市”、省运会先进个人称号。获
得国家级说课、赛课及省首届小学语文教师综合素养大赛特等奖、一等奖优秀指导老师

奖。２０１１年被评为湘潭市“优秀共产党员”。２０１４年荣获首届“米兰奖”殊荣。先后任
湘潭市岳塘区湘钢六校、二校、三校校长１６年。她特别注重积累办学经验，凭她丰富的
学校管理艺术和人格魅力，营造优良的校风、教风、学风，使湘钢三校以办学质量高而享

誉社会。学校先后获全国古诗文诵读活动优秀学校、国家级语言文字规范化首批示范

校，湖南省“义务教育合格学校”“诗教先进单位”“安全文明校园”“文明卫生学校”，湘

潭市“绿色学校”“中小学技术装备先进单位”“少先队工作优秀组织单位”“体育工作先

进单位”“亲子运动会获优秀组织奖单位”，岳塘区区“先进基层党组织”等荣誉称号。

省市领导及国家教育专家多次来校参观视察，对学校给予充分的肯定和高度赞扬。

主持人寄语

“人生应该使事业

成为幸福，使幸福成为

事业”。小教事业是平

凡而伟大的，其伟大蕴

藏于日复一日，年复一

年的日常工作中。这就

需要我们每一个教育人

有一个平和阳光的心

态，高远创新的追求，以

慈母般的爱和滴水穿石

的精神成就自己的教育

梦想和幸福。“好学校

就是为孩子们的一生奠

基”。愿我们的老师用

心去帮助每一个学生铺

垫美好的人生，用心去

开启每一个学生潜在的

智慧之门，让每一个学

生爱上学习，学会学习，

终身学习，让他们成为

一个心理健康、体魄健

壮、品德高尚、知识渊博

的社会人。

小学音乐课学生激励性评价探索 ①

彭　丽，刘　芳
（湘潭市岳塘区湘钢三校，湖南 湘潭４１１１０１）

摘　要：激励性评价是指在教学过程中，教师综合运用多种评价方式，根据学生差异及时地给以充分的肯定、赞扬和
鼓励，让学生获得自尊、自信和成功的体验，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提高其学习兴趣，促进学生积极主动学习的一种

评价策略。激励性评价有利于学生体验学习的乐趣和成功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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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霍姆林斯基曾说过“音乐教育并不是音乐家的教
育，而首先是人的教育”［１］。评价是音乐教育的重要环

节，具有导向、促进和激励学生发展的功能。激励性评价

让学生及时了解自己的能力和水平，从而促进学生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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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和审美能力的发展。过分注重结果，以学生在音乐

技能方面达到的程度来衡量音乐教育质量的高低，忽视

学生综合艺术修养与审美能力的评价，忽视学生的兴趣

和欣赏水平的发展。小学音乐教学中激励性评价有利于

全面合理地评价学生，让每一个学生体验学习成功的

快乐。

１　激励性评价
激励性评价是指在教学过程中，教师综合运用多种

评价方式，根据学生差异及时地给以充分的肯定、赞扬和

鼓励，让学生获得自尊、自信和成功的体验，从而激发学

生的学习动机，提高学习兴趣，促进学生积极主动学习的

一种评价策略。

２　激励性评价的实施
２．１　建立评价标准

美国教育家、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在《智力的结

构》一书中提出了多元智能理论（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ｓ）。
他认为，人的智能是以多元方式存在的，其基本性质是多

元的———不是一种能力而是一组能力，其基本结构也是

多元的———各种能力不是以整合的形式存在而是以相对

独立的形式存在。每个人各种智能的组合方式是不同

的，不存在衡量智能高下的统一标准，因此，人才的标准

是多元的。从这种理念出发，多元智能理论提倡使用多

元评价方式对学生的学业进行全面评价。《教育部关于

积极推进中小学评价与考试制度改革的通知》指出：要

“建立以促进学生发展为目标的评价体系”。这个评价体

系包括基础性发展目标和学科学习目标［２］。《音乐课程

标准》明确要求“应在体现素质教育目标的前提下，以音

乐课程价值和基本目标的实现为评价的出发点，建立综

合评价机制”。新的理念对教学评价提出了新的要求，要

求我们从多个角度去审视学生，重视学生的主体作用，让

学生认识自我、表现自我，并以此促进学生的发展。

２．１．１　确定评价原则
①鼓励个性体验。音乐体验是学生在音乐活动中通

过唱、听、动、看等形式所产生的感觉。由于每个学生的

个性特点不同，生活环境不同，因此对同一教学内容的思

考、见解和感受也不同。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中尊重每

个学生，鼓励学生个性化的表现，从而促进学生的个性

发展。

②尊重个体差异。每个学生由于先天遗传和后天教
育的差异，他们的音乐兴趣和音乐能力也有很大的差异，

因此他们在掌握知识和技能时的表现是不一样的，对音

乐的感受、理解与表现也是不相同的。基于此，我们在教

学中要以学生的个性特点为基础，建立多元交互的评价

标准，因材施教，促进学生音乐素养的形成。

③坚持正面肯定。第斯多惠说过：“教学的艺术不在
于传授本领，而在于激励、唤醒和鼓励”［３］。心理学研究

表明，当学生的行为受到教师的肯定评价时，他就会产生

愉悦、积极、主动的情绪体验，就会以百倍的信心、饱满的

热情投入到学习中［４］。既可以活跃课堂气氛，又可以增

强学生的荣誉感、自豪感，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２．１．２　构建评价模型
一是围绕《音乐课程标准》提出的四个领域：感受与

鉴赏、表现、创造和音乐与相关文化等学科学习目标，建

立有关学科学习目标评价模块。二是结合一般发展目

标，如：学习技能、沟通技能、创造性创作技能、社会责任

感等建立有关基础性发展目标评价模块。该评价模型将

学科学习目标和一般发展目标结合起来，体现知识与技

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和创新意识的动态发

展过程。

２．２　激励性评价的措施
２．２．１　营造宽松的评价环境

为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营造激励的气氛，我们

一方面在日常的教学活动中，寻找学生的闪光之处，抓住

时机对学生进行科学、公正、及时的评价。另一方面，我

们还通过举办系列活动，对各具特长的学生进行激励。

如，我们开展了“我是小小音乐家”的活动，我们设置了

“希望之星”“智慧之星”“舞蹈之星”“歌唱之星”“演奏之

星”等项目，在各方面表现突出的学生均可获得相应的称

号。如，老师在一个学期指定８首音乐作品，只要学生演
唱（或演奏、表演等）好一首作品就可得一颗星，得到五颗

以上的学生就可获得“舞蹈之星”“歌唱之星”“演奏之

星”等“五星级”证书。对于在音乐知识竞赛中的优胜者，

则可得“智慧之星”证书，在班级音乐会中表现优秀的可

得“希望之星”证书。这样，每到期末，每个孩子都能根据

自己的能力和特点，获得一张证书。证书是由五颜六色

的Ａ４纸打印的，证书上还有老师真诚的鼓励和夸奖，如：
“你真棒，老师为你自豪！”“你表现很好，但还可以再得一

（两）颗星，对吗？”对能力稍差的学生，教师则应该给予

更多的关注和更多的鼓励，如：“老师知道你很努力，你以

后会得更多的星星的”“老师和同学们都看到了你的进

步！”每个孩子捧着漂亮的证书，在赞赏的语言和鼓励的

目光中，心里的成功感和自豪感定会油然而升，并因此获

得前进的动力。

２．２．２　采用质性评价方式
质性评价注重学生评价的过程，注重与教学活动的

有机联系，适应音乐教学的即兴、变化、生成和跳跃等特

点，从而适合不同学生的具体情况；它可以通过客观描述

的方式，对学生艺术能力和人文素养等方面的进步做出

评定。在评价时我们既注意面向全体学生，又注重学生

的差异，在知识技能的评价上，不强求一律；既注重学生

音乐能力的发展，又注重人文素养的提高，尊重学生富有

个性或独特的表达方式。

①建立学生成长记录袋。学生成长记录袋是一种用
来记录学生音乐成长过程的资料袋，它有助于学生对音

乐学习过程进行思考和评价，让学生获得成长的体验。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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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依据学生的实际和学科特点，设计了学生成长记录

袋和学生学习评价表，同时制作了用于奖励的一些小物

品等。学生们将自己最好的舞姿拍成照片，或将参加学

校艺术活动的照片收藏，学生从一次次“原音（影）再现”

的纵向比较中感悟到自己的成长历程，从而获得成功的

喜悦；让学生说一说作品的创作过程，从而展示其学习中

的情感与态度等等。学生成长记录袋装载了学生对音乐

的爱好，是教师对学生进行多元评价的有效途径。

②给学生提供展示自我的机会。我们在每一节课上
留出十分钟的时间，以“我是小老师”“秀我风采”等栏目，

组织学生进行演唱、演奏、创作、交流和赏析。“我是小老

师”由学生或老师选定教学内容（如介绍某个音乐知识，

某件乐器，某位音乐家），在课前查找相关资料，充分准

备，在课堂上将有关内容传授给其他同学，其他同学可以

讨论、补充或者反驳。“秀我风采”就是学生充分发挥自

己的特长，以才艺表演的方式展示自己。由于准备充分，

每个学生的展示都很出色。在活动中，教师及时引导学

生对自己和同伴的表演进行评价，同学们互相帮助，并对

愿意帮助别人的学生进行表扬和鼓励，培养了学生学会

关心的良好品质。我们组织每期一次的“班级音乐会”和

“学生音乐作品展览”等活动，展示学生音乐学习的成果，

在这个舞台上，学生们自己编排、主持和评定，在表演形

式上，有歌曲演唱，有配乐诗朗诵，还有音乐剧表演；在组

织形式上，既有个人表演，也有合作表演，形成了人人参

与，个个展示的良好氛围。在此基础上，我们组织学生进

行趣味性评价，学生在民主、和谐的气氛中充分地享受学

习的快乐，享受成功的喜悦。

２．２．３　评价多样化
教师所采用的评价方法既要符合小学生的身心发展

特点，又要富于变化，形式多样。在教学实践中，我们主

要进行了两方面的探索。

①评价主体多样化。我们将自我评价、教师评价、同
伴评价、家长评价等多种评价方式结合起来。一是自我

评价。自我评价是学生对自己表现进行评价的一个非常

重要的环节，它可以提高学生的参与意识和交流能力，有

效地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正确地认识自我，了解自已

的进步与不足。二是同伴评价。同伴评价是指同学之间

的相互评价。研究表明，同伴间的肯定和认可能使学生

获得无穷的前进动力，使学生的自信心和兴趣倍增，以积

极的态度主动表现自己，以更出色的表现展示自我。三

是教师评价。教师评价具有导向功能，教师对学生的课

堂表现进行有针对性的评价，可为学生的学习指明正确

的方向，促进学生调整学习目标，完善学习行为。四是家

长评价。家长评价是指家长根据孩子的努力程度，给孩

子的作品打分等。与自我评价一样，家长评价的重点应

放在学生自我发展的纵向比较上，多肯定和鼓励。评价

对象的多样化，在充分尊重学生个性的前提下，促进了学

生的自我反思和发展。

②评价手段的多样化。我们主要进行了两方面探
索。一是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例如：在学

习湘教版二年级上册第十四课《过新年》时，先发动和组

织学生组成学习小组，要求各小组围绕“中国和西方过年

有什么不同？”进行研究性学习，收集相关的资料，并根据

资料和个人特点编排节目，嗓子好的唱歌，舞蹈好的跳

舞，会乐器的弹奏，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及时对学生进行

指导并作即时评价。待学生研究性学习基本完成后，再

进行活动成果展评，举办“新年音乐会”。这时老师和学

生人人参与，对上台表演的同学进行评价。这种形成性

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评价形式使学生积极主动地

参与到丰富多彩的音乐考核活动中，从而体验成功的快

乐。二是课内评价与课外评价相结合。新课程理念要求

学生把学到的音乐知识运用到生活中去，因此，我们要求

学生不但在课内表演，同时要求学生把学会的歌曲回家

唱给父母听，或者组织一些活动，如班会课、生日Ｐａｒｔｙ、新
年联欢会等，为亲友和同学们表演，由家长和同学们给予

评价。这种宽松的课外评价方式对发展学生的音乐能力

十分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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