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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中国新课改的要求，在教学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要让学生学会自主学习和具体的应用一些学到的知识，因此

作为教师，要肩负起相应的责任，转变具体的教学方式，树立新的教学理念，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和理解学到的东西。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requirements of China’s new curriculum reform,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is 
to let students learn to study independently and apply some learned knowledge. Therefore, as a teacher, we should shoulder the 

corresponding	responsibility,	change	the	specific	teaching	methods,	establish	new	teaching	ideas,	and	help	students	better	master	and	

understand what they have lear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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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0 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打破了学校原有的计划，

学生由传统的在校学习变为线上自主。作为一名班主任，除

了密切关注孩子的身体状况，孩子的学习及生活也不可偏废。

教学方式已经改变，如果还是按照原来的评价必然事倍功半，

因此本学期在笔者所在班级来了一次评价方式的“变革”。

2 变学数学为用数学
孩子们能够真正体会“数学来源于生活，应用于数学”，

这是作为一名数学教师一直想要实现的目标。本学期孩子们

在家学习，给了孩子们充分体验的机会。因此，每学完一个

知识点，笔者就尽可能地让学生在生活中找到实际的例子，

让学生运用学到的数学知识真正地去解决问题。

2.1 活动一：我们分糖吃
学习完有余数的除法，孩子们知道了当对一个总数进行

平均分时，有时候是有剩余的，剩余的数量就是余数，因为

要平均分到不能分为止，因此余数一定比除数小。记住知识

点简单，但是真正去理解产生余数的过程是比较抽象的。因

此，笔者号召孩子们在家拿出自己的好吃的，和自己的父母

一起多次进行平均分，不断变化总数，边分边记录。在这一

过程中不仅增加了亲子关系，而且也让孩子们真正理解了余

数产生的过程。

任务布置后，孩子们兴致勃勃地和爸爸妈妈开始了分享。

第二天直播期间，笔者邀请几个学生和大家分享和父母的快

乐时光。孩子们热情洋溢，通过讲述平均分的过程，笔者感

受到了孩子们内心对于这部分知识的接纳，以及孩子们感受

到的家庭幸福。

2.2 活动二：生活处处有统计
学习完收集数据，孩子们对于书中的题目能够做到迎刃

而解，但是笔者认为这部分知识最重要的是能够完全体会统

计的过程甚至将统计的全部过程在生活中能够逐步实施。因

此，在学完这部分知识后，笔者号召学生可以就每位家人一

周使用口罩的数量进行统计，抑或是就垃圾分类的话题对家

里一周产生的四种垃圾数量进行统计。让每个孩子经历发现

问题—收集数据—整理数据—分析数据—提出建议—解决

问题的过程。一周后，学生将得到的成果进行展示，在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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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的过程中有孩子使用了笔者经常强调的正字计数法，有

孩子用不同的图形表示不同的类别，在这一过程中加深了分

类统计的思想；整理数据中，大多数学生呈现了统计图以及

统计表，体现了孩子整理数据的思想。有了收集数据和整理

数据的铺垫，分析数据就轻而易举了，最后孩子在此基础上

对家庭口罩的使用以及垃圾分类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1]。

通过这一活动，将本册数学统计与概率的知识进行了夯

实，提高了学生的统计能力，更重要的是加深了孩子们对于

疫情及垃圾分类的意识，学生也在此活动中感觉收获满满，

纷纷说“数学真好玩”“数学真有用”！

数学活动反思：传统的唯试卷论评价单一粗暴，疫情防

控期间更难以调动孩子学习的积极性。通过开展数学活动，

对孩子的过程体验和结果展示进行评价，不仅激发了学生应

用数学的积极性，更是让学生感受到了数学的魅力。

3 变无聊为有意义
疫情防控期间，由于缺乏小伙伴的陪伴，学生难免会觉

得无聊，因此如何消除学生的无聊情绪，变无聊为充实呢？

作为班主任，笔者在此事上斟酌再三，最终决定在班级中实

施几项有意义的活动，帮助学生丰富生活。

3.1 活动一：我是做饭小能手
现在的孩子大多数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甚至很多孩

子还有挑食的坏毛病。我们每次都背诵着“锄禾日当午，

汗滴禾下土……”，可是究竟有多少孩子能够体会到食物

的来之不易呢？那就利用这一时机挑选食物的其中一个来

源—制作，让孩子初步进行感知吧。

平时都是父母做饭，今天孩子们来掌厨。掌厨前，让孩

子们观察最近一周妈妈做菜的大致步骤，并进行记录。之后

孩子选择其中一道菜进行制作同时为了保证安全，提醒孩子

制作期间，父母务必在场。到了第二周，孩子亲手做的一道

道美食展示在了班小二中，有的孩子甚至分享了自己的制作

过程。西红柿炒鸡蛋、清炒小油菜、菠菜鸡蛋、水果沙拉等，

看着孩子们制作的美食，笔者都要流出口水了，再看到孩子

们展示自己亲手制作的饭菜时露出的笑脸，笔者知道孩子们

感受到了其中的乐趣，之后笔者利用直播课时间，以面粉为

例将食物的来源：种植—多次浇水—多次施肥—多次捉虫—

多次挑苗—收割—晾晒—脱籽—磨粉—制作进行介绍，通过

这一环节孩子们体会到了食物的来之不易，相信今后吃饭习

惯必定会有所改变 [2]。

3.2 活动二：我是当红小明星
作为一名班主任，知道自己的学生很多都是博才多艺，

但是在平时没有充足的时间邀请孩子们互相欣赏表演，见证

彼此艺术方面的成长。本次疫情给了孩子们充分展示自我

的机会，更是给了笔者进一步走向孩子心灵的捷径。于是，

疫情防控期间，笔者在班级里举行“我是当红小明星”的活

动，号召孩子们将深藏不露的绝活充分展示出来并将视频发

到班小二中。孩子们兴趣浓厚，每个人都跃跃欲试。故事大

师、手工大王、优美舞者、小小画家、种植大户、钢琴王子、

科学巨人等能人巧匠全部出现了。尤其是平时成绩不理想的

孩子，这次也大放异彩。

通过这次活动给每个孩子提供了展示的舞台，增强了每

位学生的自信，让学生都看到了彼此的特色，加强了班级团

结，同时也让笔者更加了解了每个孩子，甚至改变了笔者对

某些孩子的固定印象。

生活活动反思：传统的唯试卷论评价单一粗暴，看不到

孩子生活上的进步以及每个孩子的特长。通过举办这样的活

动，刺激了孩子们的成长，培养了孩子们的自信，同时加

深了师生的彼此了解，为孩子们的成长增添了一笔多彩的

画笔。

在评价方式选择过程中班主任所发挥的作用是非常重要

的，特别是在 2020 年疫情阶段选择一个合适的评价方式，

并且与学生的家长进行积极的配合，可以实现对学生科学

完善的评价。通过上述方式可以发现，改革评价方式以后，

同时进行配套的教学活动改革，可以有效地激励学生参与学

习，可以帮助学生树立自主学习的意识，由此可见，在具体

的教学过程中，班主任的主要职责就是要去引导学生，而如

何引导学生是非常重要的，引导又分具体的教学工作和激励

工作，而激励就是一种有效的评价方式，因此，采取有效

的激励方式也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

还要关注学生自尊心以及自信心的培养和成长，对学生进行

评价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缺点和不足，要让学生学会

认识到自身的缺点，并且对于这些缺点进行积极的改正，再

对学生表达他们缺点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保护学生的自尊

心，避免学生产生心理压力，这就需要班主任掌握一些心理

学的基本知识，针对一些心理比较脆弱的学生，采取适当的

方式。最后在学生评价过程中，需要注意综合性的评价不只

是学习方面，还有文艺方面 [3]。

4 结语
如果说教育是一首交响乐，评价无疑就是这首乐曲中的

一个个音符。要想这首曲子动人，一个个音符需要抑扬顿挫

才可以。如果只有一种评价模式，就好比音符单一，曲子终

将淡而无味；多元评价，音符跳动起来，教育这首曲子才会

悠扬婉转，荡气回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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