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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aoxuexinLun教学新论

黄碧华

教师反馈是课堂教学中教
师对学生学习行为的反应。 教
师反馈是课堂教学的重要组成
部分， 是教师教学理念和教学
技能的综合表现， 是教师反馈
意识和反馈能力的具体体现。
教师反馈主要内容包括评价和
纠错。 根据反馈时是否使用语
言， 教师反馈可以分为言语反
馈和非言语反馈； 根据反馈对
学生的影响， 可以分为积极反
馈和消极反馈。 教师反馈的最
终目的是帮助学生正确了解自
己的知识掌握情况和能力发展
状态，以便及时调整学习策略，
提升学习效果。 小学生仍处于
自我意识形成的初级阶段，缺
乏自我评价能力， 因此需要通
过教师的反馈确立自信心。 教
师如何评价， 如何纠错直接影
响着学生的心理和自我认同
度，影响着教学效果。关注教师
反馈，深入研究教师反馈，对提
高教学实效具有重要意义。

一、保证教师反馈的激励性
保证教师反馈的激励性是

充分发挥教师反馈的正向引导
力， 发挥教师反馈积极的促进
作用的前提和基础。 在教师反
馈时， 要遵循小学生的年龄和
心理特点， 警惕消极反馈的危
害性，克服教师反馈的片面性，
用富有激励性的积极反馈引导
学生的学习行为： 在评价和纠
正学生错误时， 多关注学生的

努力过程， 关注学生的点滴进
步； 倡导使用激励性的语言和
委婉的语气客观公正地评价学
生的学习， 保证教师反馈的效
果。

如一位教师在教学以做家
务为主题的一课时， 在了解学
生喜爱的家务时， 有如下一段
师生对话。

T: What do you like doing
among these housework?

S: I don’t like wash
clothes.

T: You are lazy. Right？
How about your father? What
does your father like doing?

S: My father doesn’t like
washing clothes.

T: He is lazy, too. Right?
学习运用“I like...ing”的句

式表达自己和亲人朋友（不）喜
欢做的家务事是本节课的语言
能力目标。 反馈时教师并没有
对学生的语用错误（like wash
clothes）进行必要的知识性反馈
（Cognitive feedback），倒是针对
学生和他父亲的个人喜好进行
了 情 感 性 反 馈（affection
feedback）， 贸然做出“You are
lazy./ He is lazy, too.” 的判断。
对教师这样的评价， 出于情感
敏感期的小学生会有怎样的反
应？ 其他学生又会如何看待教
师的评价？ 对于教师的“懒惰”
定论， 性格开朗的学生可能不

会太在意， 但对于较为敏感的
学生， 其稚嫩的心灵就可能会
受到永久的伤害， 甚至会引起
那些较为偏激的学生的反感。
教师不顾现代城市小学生的生
活经验， 根据学生的一句话就
轻易判断其“懒惰”的做法，不
符合积极反馈的原则， 会给小
学生带来不必要的负面影响。

与其给学生贴标签， 不如
改变反馈策略，调整反馈语言，
先对学生的观点表示理解，再
用“Do you mean you don’t like
washing clothes with hand? I
don’t like, either. It’s so cold
here in winter, right? But
washing with the washing
machine is OK with me. Is it
OK with you? Learn to do some
housework you can do” 对学生
进行主流价值观的引领， 提升
反馈效果。 调整后的教师反馈
贴近学生心理， 不但不会引起
学生的反感， 反而会让他觉得
教师十分理解自己，可亲可敬，
从而提升教师引导的可接受
性。总之，激励性的教师反馈能
促进师生相互了解， 拉近师生
距离，激发学生的向善精神，提
高教育教学效果。

二、保证教师反馈的及时性
捕捉最佳的反馈时机是保

证教师反馈实效的关键。 错过
最佳时机， 错过具体的教学情
境， 教师反馈的效果将会大打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