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学生自我评价品德与能力 培养小学生
的自我评价能力(大全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
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小学生自我评价品德与能力篇一

一堂课临结束时，教师要给学生反思自问的时间，如今天老
师讲的是什么内容?我有什么收获?还有哪些不懂的地方?……
学生通过反思，检查对照，内化自己的知识结构并确定补习
的方向。一个单元学完了，用一张试卷，学生自测一下。教
师做好样卷并附有明确的评分标准，张贴于教室外墙。学生
参照样卷，批改自己的试卷，用红笔在错题旁打“×”，同
时写出错题原因，自己订正;如果订正不了，就在旁边
打“?”，请求老师帮助;然后自评分数，上交试卷。长期这
样训练，学生就对自己的知识结构了解清楚，对照学习目标，
找出差距，今后的数学学习会更有针对性。

小学生自我评价品德与能力篇二

人文主义心理学家罗杰斯把自我评价作为学习的方法之一，
认为“当学习者自己可以决定评价的准则、学习的目的及达
到目的的程度时，他才是真正地学习，并且对自己学习的所
有方面负责”。因此，培养小学生的自我评价能力不但可行，
而且必行。

小学生自我评价能力的培养策略

1.范例评价



低年级初入学的小学生，一般不会评价自己的学习情况，多
依赖教师的评价。学生通过教师一个个评价的范例吸取一定
的评价标准，逐步掌握评价方法。

2.对他评价

学生从教师的范例评价中受到启发，以教师的评价作参照，
模仿运用到其他同学身上，体验评价活动。

3.自我评价

个性心理学告诉我们：个人在认识别人的品质时，就开始形
成了对自己的评价能力，个人自我评价能力的发展是由于个
体从周围的人们中分离出来，并和从这些人身上看到的东西
加以比较的结果。即学生的自我评价是建立在他评基础上的，
也只有在对他人的评价中，把别人和自己比较，不断调整对
自我的评价。刚开始学生的独立评价是有一定难度的，经过
一段时间的训练，学生领会了评价的范例，并获得了对同学
的评价经验之后，就能积极地把评价要素纳入自评活动中来。

小学生自我评价品德与能力篇三

人文主义心理学家罗杰斯把自我评价作为学习的方法之一，
认为“当学习者自己可以决定评价的.准则、学习的目的及达
到目的的程度时，他才是真正地学习，并且对自己学习的所
有方面负责”。因此，培养小学生的自我评价能力不但可行，
而且必行。

小学生自我评价的内容与方式

小学生数学学习得怎样，教师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引导小学生
自我评价。



小学生自我评价品德与能力篇四

学生的数学学习不仅仅是掌握一些概念和技能，还必须经历
探索、猜想、推理等过程，解决有关的问题。教师在数学教
学中，可设置与儿童生活贴近的情境，使要解决的问题包含
其中，让学生从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学习数学。长期坚持，学
生会获得有关解决问题的策略，体验到解决问题的成功与学
习数学的乐趣。教师再引导学生从“我是如何理解这个问题
的?”“我能用数学语言清楚地表达解决问题的过程
吗?”“答案是否正确、合理?”“这种解题策略还适用哪些
问题情境?”等方面进行反思，从而培养自我评价能力。

小学生自我评价品德与能力篇五

人文主义心理学家罗杰斯把自我评价作为学习的方法之一，
认为“当学习者自己可以决定评价的准则、学习的目的及达
到目的的程度时，他才是真正地学习，并且对自己学习的所
有方面负责”。因此，培养小学生的自我评价能力不但可行，
而且必行。

小学生自我评价的内容与方式

小学生数学学习得怎样，教师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引导小学生
自我评价。

1.知识、技能的自我评价

一堂课临结束时，教师要给学生反思自问的时间，如今天老
师讲的是什么内容?我有什么收获?还有哪些不懂的地方?……
学生通过反思，检查对照，内化自己的知识结构并确定补习
的方向。一个单元学完了，用一张试卷，学生自测一下。教
师做好样卷并附有明确的评分标准，张贴于教室外墙。学生
参照样卷，批改自己的试卷，用红笔在错题旁打“×”，同
时写出错题原因，自己订正;如果订正不了，就在旁边



打“?”，请求老师帮助;然后自评分数，上交试卷。长期这
样训练，学生就对自己的知识结构了解清楚，对照学习目标，
找出差距，今后的数学学习会更有针对性。

2.解决问题的自我评价

学生的数学学习不仅仅是掌握一些概念和技能，还必须经历
探索、猜想、推理等过程，解决有关的问题。教师在数学教
学中，可设置与儿童生活贴近的情境，使要解决的问题包含
其中，让学生从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学习数学。长期坚持，学
生会获得有关解决问题的策略，体验到解决问题的成功与学
习数学的乐趣。教师再引导学生从“我是如何理解这个问题
的?”“我能用数学语言清楚地表达解决问题的过程
吗?”“答案是否正确、合理?”“这种解题策略还适用哪些
问题情境?”等方面进行反思，从而培养自我评价能力。

3.情感、态度的自我评价

情感、态度主要体现在数学学习过程之中，教师要引导学生
记数学日记。学生像和自己谈心一样写出自己是否积极主动
地参与了数学学习活动，是否乐意与同伴进行交流和合作，
是否具有学习数学的兴趣。也可以每周一次利用十几分钟时
间，学生在班级里集中反思，好好回顾自己在近阶段中的课
堂表现、作业状况。哪些地方做得好，哪些地方还需要改进，
在不断总结中，端正自己的学习态度。

4.学习策略的自我评价

在具体的学习活动开始之前，学生应对自己的计划与准备工
作作出评价。检查自己对做什么、如何做以及时间等是否有
个大致的安排，是否准备了相关的工具，是否调节好了自己
的情绪与精力状态。学习过程之中，学生应对自己的意识、
方法和执行情况作出评价。要对自己是否对学习活动的目标、
学习任务、学习材料等有清楚的认识作出评价。要判断自己



是否激活了自己的心理状态，是否激活了对与当前学习任务
有关的所有因素的注意。还要根据学习目标，来判断自己是
不是依据学习任务、学习材料与个人特点制定了学习计划，
选择了适当的方法，确定了相应的程序。

在学习的过程中，学生还要随时对学习活动中各种因素是否
相互适应作出评价。若学习者意识到各种因素相互适应，就
作出决定维持学习行为;若意识到学习活动中各种因素至少有
某些不相适应，就要采取措施修改学习行为。在学习活动结
束之后，还应对自己是否对学习活动进行了总结和补救作出
评价。检查和评价学习活动的质量和学习效果，若发现存在
问题，要采取一定的补救措施，通过总结，积累经验，吸取
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