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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一的课堂评价主体不利于多元评价主
体意见的收集，为充分发挥评价对学生书写
能力提高的正向作用，学生汉字书写的知情
人应参与到评价中来,于是，笔者在写字教学
中，主要引导学生进行自我评价和同伴互评。

（一）鼓励学生自我评价
课上，待学生完成书写练习后，笔者引导

他们依据书写评价标准评价自己的书写。为
便于学生记忆和理解书写评价标准，笔者将
其编成口诀，如“万丈高楼平地起，基本笔画
打地基；上下左右看仔细，高矮胖瘦要合理；
间架结构要观察，有分有合看距离。”在进行
书写评价后，笔者引导学生反思“‘我’与书写
标准的差距有多大？”“如何去缩小差距？”如
果学生自己总结不出来，笔者会进行适当解
释和引导。

在作业本中，学生的自我评价处处可见。
笔者引导学生借助书写评价标准成为“评分
员”，“评分员”对自己作业中的书写进行等第
式评价（优、良、中、合格、不合格五个等级）。

在评定等第后，学生还需要完成一份“自我评
价单”：我写得好的是哪个点？我的书写存在
什么问题？我需要做出哪些改变？

在“自我评价单”的引导下，学生能明晰
自己与书写目标的差距，而且还会自己反思

“如何缩小存在的差距”。这不仅对学生汉字
书写能力的提高有较大的帮助，也能够引导
他们学会自我评价。

（二）指导学生互相评价
同伴评价即学生之间的相互评价，它能

够帮助学生更客观和清晰地认识自己的学习
状况，从而改善和调节自己的学习。低段的学
生对同伴的书写有着良好的判断力，他们更
清楚谁的书写好。在写字教学课堂练习中，笔
者会尽可能多地为学生提供评价同伴书写机
会。对低段学生而言，同伴评价离不开教师的
指导，否则，学生可能凭借个人好恶进行评
价。笔者会引导学生基于书写规则或标准评
价同伴的书写，做到有理有据。写字教学课堂
上的同伴评价多为“口头评价”。笔者在白板

上展示学生的书写，其他同学发表对该生书
写情况的意见。

为更好地帮助同伴进行评价，笔者设计
了“汉字书写同伴反馈表”，如：同伴书写好的
方面是什么？同伴书写应该解决的问题有哪
些？

在同伴互评的过程中，老师的指导和点
拨也不能缺席，因为有些问题，可能是学生难
以发现的。

课堂评价是教学评一致性中重要的一
环，正确、科学发挥课堂评价的作用，对于教
师的教和学生的学都会有很大帮助。在当前
的“双减”政策下，如果教师能够在低段写字
教学合理运用课堂评价，不仅有助于学生写
字技能的提升，也能够减轻他们的学业压力。
因为，课堂评价为教师带来了有效的学习反
馈，教师不再“摸着石头过河”，进而不会采取
“大片撒网”的教育教学方式，教学会更有针
对性和层次性。

三、引导不同主体参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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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反馈就没有改进。要想改进，学生必
须知道“差距”在哪里，即“我现在的书写能
力”与“目标书写能力”之间的差距。教师的反
馈能帮助学生知道和理解到这种“差距”。低
段的学生更需要教师的有效反馈，因为他们
很难独立地了解自己的书写情况。但反馈也
有好坏与正负之别，有效的反馈才能发挥促
进学习的作用。“准确”和“及时”是有效反馈
的两个重要特征。

（一）准确反馈书写信息
准确反馈书写信息强调的是教师反馈内

容的精准性。在低段写字教学中，反馈内容的
精准可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基于书写标准

进行评价和反馈，二是用学生能听得懂的语
言进行反馈。学生能不能接收或理解反馈信
息，还要看教师的反馈是否具体、清晰。越是
具体清晰地信息反馈，对学生写字技能提升
的帮助就越大。笔者向学生反馈书写信息时，
尝试运用“描述性反馈”，即向学生清晰地描
述书写情况的具体细节。如《吃水不忘挖井
人》中“吃”字的书写反馈：“口字旁的大部分
应写在左上格，撇的起笔在竖中线右侧，最后
一笔为横折弯钩。”

（二）及时反馈书写信息
除准确外，反馈还要及时。书写中的及时

反馈对学生书写技能提升的帮助是最为有力

的，此时的反馈能够引起学生行为和认知的
改变。

在日常教学中，笔者发现，若未能向学生
反馈书写情况或者反馈不及时，学生就会犯
同样的错误。对低段学生而言，每节课要求书
写的汉字都是新的。如果一开始就写错，也未
得到教师的反馈，他们就会“错以为对”，一直
这样写下去。教师可能在学生多次出错后会
提高反馈，但此时的效果将大打折扣。例如，
有一次学生练习书写“万”字时，部分同学将

“万”字的笔顺书写错误，第二笔本来是“横折
钩”，但有部分同学写成了“撇”。笔者翻看他
们的课堂练习时发现，课堂上就写错了“万”
字的笔顺，但未得到老师的反馈。

一、准确而及时地反馈评价结果

二、丰富而多元的评价实践

对低段学生而言，兴趣在书写中扮演着
重要角色。教师要经常变化评价实践或者几
种评价实践联合运用，避免书写评价的单一。
在写字教学中，笔者运用丰富多元的评价实
践激发学生书写兴趣，从而提升书写能力。

（一）随堂练习中融入评价
在部编本教材中，每篇课文基本都安排

六个或七个要求会写的字。每节课，学生要能
够规范书写三至四个汉字。由于时间、班级人
数的限制，加之教学进度要求，写字教学中的
评价可能被忽略。缺少了评价，学生就不知道
自己的书写是否符合标准，或者离“达标”还
有多远。教师对写字教学的教学效果也不得
而知，因而也就无法有效调整自己的教学。

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做出有效评价呢？
教师需要考虑评价技术的引入和使用。笔者
在写字随堂练习中运用了抽样的技术，即在
40多位同学中选取有代表性的同学，根据他
们的书写表现判断、推测班级整体书写情况，
并据此调整自己的教学活动。

笔者根据对学生书写情况的了解，先抽

取一个书写能力中等的学生，对他的随堂练
习进行评价，若他的书写合乎标准，再找一个
书写能力较这位同学稍弱的学生；若他的书
写与标准有较大差距，可再找一个书写能力
好的学生。通过分析被抽样学生的书写，笔者
可判断学生在书写中容易出现哪些问题，从
而再统一强调。

（二）课后作业中融入评价
相较于课堂中的写字练习，学生在完成

作业本中的“写一写”时，有更充足的时间。通
过作业本中的反馈，笔者能大致了解学生的
书写能力及教学中的不足。在批改作业本时，
笔者采用了“等第+评语”的方法。根据学生整
体书写情况，先进行等第式评价（最高为五颗
星，最少为一颗星）。教师给出的等第一，让学
生知道了自己书写的大致情况，但不知道每
一个字的书写与标准的“差距”。因此，评定等
级的同时，笔者辅以评语。以一上《口耳目》一
文为例，本课要书写“口、耳、目、手”四个字。
在观察学生Z的书写后，笔者给他的等第是三
颗星。为了让Z明晰自己书写存在的具体问

题，笔者在旁边写上评语“口和目中的横折写
得不规范，没有做到横平竖直；口应该是上宽
下窄，不能上下一样长；耳中的两个横与右边
的竖连接了；手的第四笔应该是弯钩而非竖
钩。”

（三）书写大赛中融入评价
笔者会定期（一般为两周）在班内进行

“汉字书写大赛”。
赛前，笔者将拟定的比赛评分标准分享

给所有同学，标准分为三个等级：优秀等级、
合格等级和待提升等级，每一等级后都有相
应的评分细则。在规定时间内，学生书写一定
量的汉字。比赛结束后，依据评分标准选出

“书写小能手”和“书写进步之星”，并为他们
颁发特制的奖牌。为鼓励更多同学的积极性，
一般以竖排小组为单位，每组都会产生一名

“书写小能手”和一名“书写进步之星”。学生
获得的奖牌一直保留到下次比赛。为了赢得
荣誉，越来越多的学生注意书写的规范性，不
再随性而写。多轮比赛后，班级内大部分学生
的书写能力得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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