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学生思想品德评价表家长寄语(优秀5
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
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小学生思想品德评价表家长寄语篇一

1、陈碧玉：你是一个懂事乖巧的女孩，对同学团结互助。更
难能可贵的是，你有一个宽容善良的心，所以大家都很喜欢
你。但老师还要提醒你：学习可不要放松哦，这样你会不断
进步的！

2、你明亮的眼睛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小巧的嘴巴发出悦耳的
字音，你拼读的音节准确，声音甜美。你是一个待人诚恳，
心地善良的孩子，上课总是认真听讲，小脑袋里装着许多知
识，真是个爱读书的好孩子，在新的一学年里，老师相信你
会有更大的进步！

4、纯真可爱的小女孩，不光思维敏捷，而且想象力丰富。你
很文静认真，默默地吮吸着知识的甘露，学习成绩很好，老
师喜欢你在课余时间像蝴蝶一样在大自然中快乐飞舞，愿意
看到你在知识的海洋里畅游的学习劲头。课堂上，回答问题
时，你的态度是那么大方，老师真的好喜欢你哦！

5、你这周的表现真是不错，比如，上课听讲认真，发言积极，
老师真的为你高兴。但美中不足的是：你做事还是有些丢三
落四。你可不要小看这“毛糙”的习惯，也许它会成为你前
进道路上的最大障碍，所以，应该马上改掉它！让“认真”
陪伴着你，“成功”也就能成为你的伙伴。老师希望你能成
为所有盛开花朵中的最绚烂的一朵！



6、你心地善良，脾气温柔，活泼可爱，为人坦诚，接物待人
春风扑面。看到课堂上，你那专注的神情，认真的学习态度，
老师也感到欣慰。刻苦踏实的学习精神也很让我喜欢。如果
平时你能多思、多问、多说，那你的进步会很大的！

7、踏实与诚实是你成绩突飞猛进的重要保证，你的学习品质
和为人处世用不着怀疑，你善于利用时间，学习效率较高也
得到了同学的肯定。最后再送你一句话：学无止境，半点的
骄傲都会给你致命的一击！

8、你是一个聪明的学生。思维灵活，学习认真，上课能积极
回答问题，老师挺欣赏你的机敏。数学成绩一直很稳。老师
希望你继续加油，取得更大进步！

9、曹驰：你诚实，善良，虽然言语不多，但老师从你的行动
中感到你对集体的关心，从小事做起，默默为班集体争荣誉。
如果你能自信一些，在课堂上积极思考，大胆地表达自己的
观点，阅读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一定会有很大的提高。

10、你是老师很欣赏的学生，你的聪明叫大家惊讶。在语文
课堂上的表现真了不起！那么难的问题都回答的那么好，思
维真是太敏捷了。如果在课堂上能再专心写，你会更加了不
起的。继续努力吧，老师希望你在新的学期里能取得更大的
进步。

小学生思想品德评价表家长寄语篇二

本人一贯具有热爱祖国，热爱党的优良传统，思想上积极要
求上进，认真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与时俱进”的
时代特色，以一名新世纪团员的要求时刻鞭策自己。这一年
来我始终坚持自强不息，立志成材的信念，始终保持着昂扬
的斗志和坚韧不拔的作风，坚定不移地朝着既定的奋斗目标
前进。我坚持着自我反省且努力的完善自己的人格。所以无
论在什么情况下，我都以品德至上来要求自己。无论何时何



地我都奉行严于律己的信条，并切实的遵行它。平时友爱同
学，尊师重道，乐于助人，努力配合班干的工作，积极参加
学校和班级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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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思想品德评价表家长寄语篇三

四十年来，由于种种原因，思想品德的评价没有一个正确的
位置，如何评价教育的对象，还缺乏一个崭新的系统的比较
科学的随时代的前进而不断发展的客观标准和评估方式。对
此，我们做了一些初步尝试。

小学生思想品德评价要遵循三个原则。

一、“循序渐进，知行统一”的原则

培养品德集中到一点，就是要落实到道德行为上。道德行为
总是要通过一定的方式表现出来，正确的行为方式才会带来
良好的行为效果，小学生特别是低幻儿童对行为的理解具有
很大的具体性和情境性。教师、家长必须对其进行具体的指



导，细致地加以评价。对高年级学生，除了让他们明了道德
行为的一般要求、规则和步骤外，还要使他们具有独立地灵
活地选择道德行为的能力。

我们在对小学生进行道德评价时，必须针对各年级道德认识
的能力，由浅入深、由初级到高级、由概念到行为制订出不
同程度的评价标准（我们称它为“思想品德评估导向标”），
为他们创设道德情境（条件），有计划、有目的地使他们得
到道德行为反复训练的机会，逐步形成正确的观念和行为习
惯。

二、“激励为主，处罚为辅”的原则。

小学生品德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由非意志行动向意志行动转
化的过程，小学生的道德言行内容简单，表现刻板，直接与
外界（教师、家长等）的褒贬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在评价
时要做到确切、合理，把不断调动小学生的积极性，培养良
好的道德意志做为出发点，在设计“评估导向标”时对不同
年级的评价标准应有侧重点，有适当的坡度和必要的反复，
允许学生一次做不到，下次再重做，培养他们的自觉性，
变“要我做”为“我要做”。

当然，评价小学生的道德行为，既要以激励为主，也要给予
必要的处罚，但一定要讲清道理，使其明白错在哪里，为什
么错了。应该怎样去做才对。在使用“评估导向标”犑辈患
欠郑瑺对犯了错误的学生进行适当的处罚就是引导他限期
（下次自我评价前）改正错误，重新做起，然后给予登记。
再让其多次反复去做，这样就给了他改正的机会，激发和保
护了他们的积极性和好胜心。有时在引导小学生改正错误的
时候，应该有目的地组织他们反复练（为他们创造改正错误
的条件），培养其道德意志的控制和调节能力，从而达到品
德教育的目的。

三、“以身作则，以情感人”的原则。



一个人的情感，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感染别人，使对方产生相
同或与之有联系的情感，这就是情感的感染性。

在进行思想品德评价中，教师要针对小学生思想敏捷，接受
新事物快、模仿性强、可塑性大的心理特征，一方面要用自
己对学生高度热爱的情感去感染学生，使他“亲其师，信其
道”；另一方面又要用自己具有丰富道德情感的形象对学生
起示范作用，所以在引导学生评价中要严格作好教师的自我
评价，（我们为此在教师中开展教师工作评估，实行教师工
作积分制）要求每一个教师用教师的职业道德衡量、要求自
己，在平时的日常生活中要注意自己的仪表和行为，注意自
己对社会、对他人、对学生的评价语言。要求学生做到的自
己首先要做到，要勇于自我批评，诚心诚意地、民主地接受
学生对自己的评价，这样，才能做好学生的`表率，不愧“为
人师表”，引起学生思想上的共鸣，起到感染、教育学生的
作用。

由于小学生的道德行为往往受教师、家长和社会评价的影响，
所以教师和家长在平时各项活动中对学生的评价要准确、恰
当，要有激励性。特别是对待道德行为差的学生，要善于发
现他们的“闪光点”，因势利导，激发他们的道德情感，培
养他们的道德意志和信心，使其刚刚荫芽的思想火花能够越
闪越亮。

在评价小学生思想品德的同时，要为其道德行为的培养设置
一定的情境，通过少先队、班集体，组织他们参加各种活动，
寓思想品德教育于丰富多彩的第二 课堂之中，使其产生出各
种道德情感，培养意志，促进道德习惯的形成。

设计“小学生思想评估导向标”，使评价序列化、立体化德
育包括政治思想教育和道德品质教育，针对不同年龄阶段的
小学生和不同年级的实际应该有不同的评价标准，使教育和
评价具有连续性。实践证明，这个标准应该由浅入深、由表
及里、由行为到习惯、由感性到理性，遵循“教育－－领会



或掌握－－（心理）发展”这个由量变到质变的原理。

设计“小学生思想品德评估导向标”必须将小学生日常道德
规范和行为要求以导向的形式标出来，让学生在日常学习、
生活和活动中，自觉地沿着这个标准要求自己、评价自己。
这个“评估导向标”好比一个特制的拐杖，安装有照明
的“电灯”和“危险警报器”。电灯好比要求学生必须做到
的规范要求，只要沿着标向做，反复实践，就能逐渐培养良
好的道德习惯。警报器好比评价，首先是自我评价，做错了
应引起注意，尽快改正，力争下次做到。

小学生思想品德评价表家长寄语篇四

培养品德集中到一点，就是要落实到道德行为上。道德行为
总是要通过一定的方式表现出来，正确的行为方式才会带来
良好的行为效果，小学生特别是低幻儿童对行为的理解具有
很大的具体性和情境性。教师、家长必须对其进行具体的指
导，细致地加以评价。对高年级学生，除了让他们明了道德
行为的一般要求、规则和步骤外，还要使他们具有独立地灵
活地选择道德行为的能力。

我们在对小学生进行道德评价时，必须针对各年级道德认识
的能力，由浅入深、由初级到高级、由概念到行为制订出不
同程度的评价标准（我们称它为“思想品德评估导向标”），
为他们创设道德情境（条件），有计划、有目的地使他们得
到道德行为反复训练的机会，逐步形成正确的观念和行为习
惯。

二、“激励为主，处罚为辅”的原则。

小学生品德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由非意志行动向意志行动转
化的过程，小学生的道德言行内容简单，表现刻板，直接与
外界（教师、家长等）的褒贬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在评价



时要做到确切、合理，把不断调动小学生的积极性，培养良
好的道德意志做为出发点，在设计“评估导向标”时对不同
年级的评价标准应有侧重点，有适当的坡度和必要的反复，
允许学生一次做不到，下次再重做，培养他们的自觉性，
变“要我做”为“我要做”。

当然，评价小学生的'道德行为，既要以激励为主，也要给予
必要的处罚，但一定要讲清道理，使其明白错在哪里，为什
么错了。应该怎样去做才对。在使用“评估导向标”时不记
分，对犯了错误的学生进行适当的处罚就是引导他限期（下
次自我评价前）改正错误，重新做起，然后给予登记。再让
其多次反复去做，这样就给了他改正的机会，激发和保护了
他们的积极性和好胜心。有时在引导小学生改正错误的时候，
应该有目的地组织他们反复练（为他们创造改正错误的条
件），培养其道德意志的控制和调节能力，从而达到品德教
育的目的。

三、“以身作则，以情感人”的原则。

一个人的情感，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感染别人，使对方产生相
同或与之有联系的情感，这就是情感的感染性。

在进行思想品德

[1][2]

小学生思想品德评价表家长寄语篇五

培养品德集中到一点，就是要落实到道德行为上。道德行为
总是要通过一定的方式表现出来，正确的行为方式才会带来
良好的行为效果，小学生特别是低幻儿童对行为的理解具有
很大的具体性和情境性。教师、家长必须对其进行具体的指
导，细致地加以评价。对高年级学生，除了让他们明了道德
行为的一般要求、规则和步骤外，还要使他们具有独立地灵



活地选择道德行为的能力。

我们在对小学生进行道德评价时，必须针对各年级道德认识
的能力，由浅入深、由初级到高级、由概念到行为制订出不
同程度的评价标准（我们称它为“思想品德评估导向标”），
为他们创设道德情境（条件），有计划、有目的地使他们得
到道德行为反复训练的机会，逐步形成正确的观念和行为习
惯。

二、“激励为主，处罚为辅”的原则。

小学生品德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由非意志行动向意志行动转
化的过程，小学生的道德言行内容简单，表现刻板，直接与
外界（教师、家长等）的褒贬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在评价
时要做到确切、合理，把不断调动小学生的积极性，培养良
好的道德意志做为出发点，在设计“评估导向标”时对不同
年级的评价标准应有侧重点，有适当的坡度和必要的反复，
允许学生一次做不到，下次再重做，培养他们的自觉性，
变“要我做”为“我要做”。

当然，评价小学生的道德行为，既要以激励为主，也要给予
必要的处罚，但一定要讲清道理，使其明白错在哪里，为什
么错了。应该怎样去做才对。在使用“评估导向标”时不记
分，对犯了错误的'学生进行适当的处罚就是引导他限期（下
次自我评价前）改正错误，重新做起，然后给予登记。再让
其多次反复去做，这样就给了他改正的机会，激发和保护了
他们的积极性和好胜心。有时在引导小学生改正错误的时候，
应该有目的地组织他们反复练（为他们创造改正错误的条
件），培养其道德意志的控制和调节能力，从而达到品德教
育的目的。

三、“以身作则，以情感人”的原则。

一个人的情感，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感染别人，使对方产生相



同或与之有联系的情感，这就是情感的感染性。

在进行思想品德评价中，教师要针对小学生思想敏捷，接受
新事物快、模仿性强、可塑性大的心理特征，一方面要用自
己对学生高度热爱的情感去感染学生，使他“亲其师，信其
道”；另一方面又要用自己具有丰富道德情感的形象对学生
起示范作用，所以在引导学生评价中要严格作好教师的自我
评价，（我们为此在教师中开展教师工作评估，实行教师工
作积分制）要求每一个教师用教师的职业道德衡量、要求自
己，在平时的日常生活中要注意自己的仪表和行为，注意自
己对社会、对他人、对学生的评价语言。要求学生做到的自
己首先要做到，要勇于自我批评，诚心诚意地、民主地接受
学生对自己的评价，这样，才能做好学生的表率，不愧“为
人师表”，引起学生思想上的共鸣，起到感染、教育学生的
作用。

由于小学生的道德行为往往受教师、家长和社会评价的影响，
所以教师和家长在平时各项活动中对学生的评价要准确、恰
当，要有激励性。特别是对待道德行为差的学生，要善于发
现他们的“闪光点”，因势利导，激发他们的道德情感，培
养他们的道德意志和信心，使其刚刚荫芽的思想火花能够越
闪越亮。

在评价小学生思想品德的同时，要为其道德行为的培养设置
一定的情境，通过少先队、班集体，组织他们参加各种活动，
寓思想品德教育于丰富多彩的第二课堂之中，使其产生出各
种道德情感，培养意志，促进道德习惯的形成。

设计“小学生思想评估导向标”，使评价序列化、立体化德
育包括政治思想教育和道德品质教育，针对不同年龄阶段的
小学生和不同年级的实际应该有不同的评价标准，使教育和
评价具有连续性。实践证明，这个标准应该由浅入深、由表
及里、由行为到习惯、由感性到理性，遵循“教育－－领会
或掌握－－（心理）发展”这个由量变到质变的原理。



设计“小学生思想品德评估导向标”必须将小学生日常道德
规范和行为要求以导向的形式标出来，让学生在日常学习、
生活和活动中，自觉地沿着这个标准要求自己、评价自己。
这个“评估导向标”好比一个特制的拐杖，安装有照明
的“电灯”和“危险警报器”。电灯好比要求学生必须做到
的规范要求，只要沿着标向做，反复实践，就能逐渐培养良
好的道德习惯。警报器好比评价，首先是自我评价，做错了
应引起注意，尽快改正，力争下次做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