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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传统的作业评价是教师的单向评价，缺乏教师和学生之间的沟通和交流，且形式单

一，缺乏个性化和针对性。新课程背景下中学化学作业评价及评语提倡以人为本，采取多元化的

形式，形成新的作业评价方式。本文主要针对化学作业的评价作简要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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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作业的批改，是优化化学教学的重要环节，
是贯彻新课改理念、落实素质教育的重要举措。《科
学课程标准 （实验稿）》对评价有如下表述：评价中

让学生积极参与，而不是教师凭自己的经验和认识

去下结论；评价的结论不是唯一的，学生的观点只

要有理有据就应鼓励；评价应以目标为依据，以发

展为根本，只要学生在原有基础上得到发展，就应

当鼓励。这就为我们在教学中优化作业的科学评价

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在注重素质 教 育 的 今 天，
化学教师应重视化学作业的批改，关注作业评价及

评语的重要意义及其原则，才能满足学生全面发展

的要求，为现代化的素质教育添砖加瓦。

１　作业评价的内容
作业评价是实施学习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课堂教学的延续，也是师生交流互动 的 一 种 方 式。
新课标下的中学化学作业不再完全是化学课堂教学

的附属，而更是重建与提升课程意义及人生意义的

重要内容。以新课程标准精神为依据，以学生为本，
设计新颖多样、面向全体学生、符合套餐作业要求

的本体作业。科学的作业评价包括对作业设计本体

的评价和对学生作业实践过程的评价两个方面，即

教师不但要对作业本体做客观评价，还要对学生付

出的努力与作业完成的质量做出相应的评价。

２　作业评价的目的
人们一般更多地把作业看成是一种练习，是为

了巩固所学知识而设立的一个环节。作业是学生学

习的外在表现，是个体学习品质的外露，同时也是

学生的学习作品，是学习的一种展示，我们可以让

它在作业评价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作业评价的目的

不仅是为了考察学生达到学习目标的程度，还要检

查和改进学生的作业过程，让学生养成良好的作业

习惯，从而形成优秀的学习品质，促进学生的全面

发展。中学化学作业评价，一要让作业评价成为学

生发展的动力；二要通过作业评价，充分保护学生

的自尊心和学习积极性；三要通过眉批等鼓励性语

言，提高作业质量；四要师生互动，当面评价并应

善待学生的 “错误”。

３　作业评价的标准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作业评价的意义在于实

现作业质量上的更 好、更 优。在 化 学 作 业 评 价 中，
要承认学生的个体差异，采用因人而异的方式来评

价学生的学习成果。积极的评价手段对于后进生的

促进作用尤为重要。

４　作业评价的类型

４．１　教师评价

有些作业类别不一，侧重点不同，学生难免出

现困难或错误，这就需要教师的详细讲解。教师可

以通过作业评语给予相应学生一定的评价，同时，
还要进行正确率统计和普遍出错问题统计，这样可

以帮助化学教师有选择有重点的讲解，更加符合学

生的学习需要。
４．２　学生互评

有些作业没有标准答案，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熟

悉的知识随意做出答案，不同的学生给出的答案必

然不尽相同，学生在看到别的同学的答案时，为了

评价对方，自己就需要动脑分析，既是作业评价又

是自我补充、相互交流和提升。例如，在学习氧化

还原反应时，我 们 可 以 给 出 这 样 一 道 作 业 题：给

“四大基本反应”各举２例，并标出每个反应中所

有元素的化合价。这样学生们就能通过其他同学的

作业补充自己对所学反应的遗漏。另外，我们还可

以选择一个学生的作业进行展示，好让其他同学对

其作业各抒己见，当然教师也要参与其中，在评价

过程中教师就可以掌握学生对不同知识点的理解情

况，及时解决遇到的实际问题，同时学生的错误也

能得到及时的改正，这就要求教师要在最短的时间

里做出作业反馈。这种评价方式的最大优点就是及

时，而且被展示作业的学生对自己的错误印象会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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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深刻，有助于改正。
４．３　自评

有些作业题目本身并不是很难，但是有些学生

由于自身的原因经常在此类问题中出错，此时，教

师需要让学生对自己的作业进行评改，这样，学生

就会对自己在此类问题中出现的错误铭记于心，当

下次遇见时就会提醒自己注意，避免错误再次发生。

５　作业评价的原则
５．１　激励性原则

每一个学生都有发展的潜能，都有成才的愿望

和需要，都可以在原有基础上获得发展。作业评价

应体现对学生的激励作用，让学生主体得到尊重，
让学生更多的品尝到学习成功的喜悦。传统作业中

当学生作业出错时，常 使 用 触 目 惊 心 的 “×”，这

有警告的作用，会挫伤学生的自尊心，引起学生的

反感，降低学习的积极性。因此在我们的化学套餐

作业的评价中将不会出现 “×”，而是用深受学生

喜爱的感化性符号和激励性语言取而代之。所以对

学生的作业评价要树立发展性评价观，应多给予鼓

励，以增强不同类型学生的学习信心，诱发内在的

智力潜能，切实让学生在作业中体验成功的快乐，
激励他们努力学习。特别是对学习比较滞后，作业

效果不佳的学生，更要以激励为主，改变一贯沿用

的作业评判符号，树立学生对作业的信心，让评价

成为师生间情感交流的载体，充分体现教师语言尤

其是激励性语言的作用。
５．２　互动性原则

作业评价是一个教师与学生互动及学生与学生

互动的过程。老师从这一过程中，可以发现学生学

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给予感性的反馈意见，学

生也能从教师感性化的评价符号中，感受到老师的

激励和希望，从其他学生中找出不足，避免自己重

蹈覆辙。
５．３　主体性原则

学生是学习活动的主体，更好地体现学生学习过

程中的主体性，离不开教师的引导和帮助。作业评价

应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通过评价让

学生及时调整自己的作业行为，了解自己的学习情

况，关心自身的学习提高，进一步发展自己的潜能。
５．４　多元性原则

化学作业采取分层次的套餐形式，那化学作业

评价也不能继续采用 “一刀切”的方法，也要多层

次、多角度地对作业进行评价。只有评价方法与形

式多样化，才 能 符 合 不 同 层 次 学 生 的 身 心 发 展 特

点。教师可以尝试采 用 教 师 评 价、学 生 自 我 评 价、
师生共同评价巧妙结结合的方式，体现出评价 “多
元化”的特点，在不同的情况下就可以起到事半功

倍的效果。
５．５　发展性原则

发展性原则要求在学生探究过程中，教师为学

生确定个体化的可实现的发展目标，同时不断地收

集学生在学习活动中的信息，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
对其提出具体可行的改进建议。发展性原则不是仅

要求老师重视学生的现在，而是要考虑到学生的过

去，更着眼于学生的未来，它所追求的是学生在探

究过程中所形成科学的探究态度、良好的探究习惯

以及掌握初步的探究方法，形成基本 的 探 究 能 力，
使评价有效地发挥它的 “激励”和 “改进”功能。

６　作业评语
此外，作业评语也是教师对学生学习的一种评

价。作业评语的主要目的不是教师如何评，而是引

导学生如何做。它是教师与学生之间互相沟通的桥

梁，是鼓励学生上进的动力。
６．１　委婉式评语

中学生正处于叛逆期，严厉、直接的评语会伤

害他们的自尊心，因此，选择委婉式评语会使学生

更主动地改正错误。教师用含蓄、委婉、暗示等方

式指出学生在作业中出现的问题和错误，反映学习

态度或方法等方面的问题并提出改进的意见，保护

了学生的自尊心，不使学生难堪。
６．２　表扬式评语

表扬式评语是指教师采用赞美和鼓励的语言表

扬学生继续努力的评语。这类评语可以增强学习的

自信心，提高 其 学 习 的 兴 趣。但 此 类 评 语 不 可 滥

用，学生也有自己的判断力。如果不加选择地一味

表扬，这会使学生感觉受到侮辱、歧视，学习积极

性受到极大的影响。
６．３　启发式评语

启发式评语是指教师采用能够促进学生对问题

的深入理解、促进学生主动思维的评语。这类评语

要突出教师的 “导”，学生的 “思”，即引导学生进

入一个思考和想象的空间，从而促进他们对问题的

深层次理解，激发灵感，促进思维能力的发展。
无论化学作业设计有多么新颖，方法有多么先

进，如果评价方法不改进，新内容和新方式的价值

就无法实现，因此改变化学作业的评价方式对新课

程的全面实施至关重要。在适合现代化学教学的评

价中，一方面，教师可以从作业反馈中了解学生对

知识和技能的掌握情况，适时调整教学目标和教学

进度、改进教学方法。另一方面，学生可以从教师

的反馈信息中了解自己的学习情况，以便及时矫正

自己的认知偏差，改进自身的学习策略，促进吸收

所学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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