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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带一颗“糖”——试论小学生表扬教育

◎黄春英
摘要：马克·吐温说过： 只凭一句赞美的话， 我就可以快乐两个月。日常生活中，每一个人都希望得到别人的表扬。

表扬是一种鼓励，是一种肯定，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美丽，也可以把人世间不和谐的声音变成美妙的音乐。通过表扬小

学生能够调动其学习积极性，也能挖掘其各方面的潜能。但目前部分教师在表扬小学生过程中还存在很多问题，如随意性

比较大、夸大事实等。对此，教师要注重表扬教育的应用，使学生发现自己的优点，助力其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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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是一类特殊群体，其心智不成

熟，对待新鲜事物的好奇心比较强，但又

不持久。面向该类群体的教育要以表扬优

先，调动学生的学习动力，点燃其学习积

极性，促进其健康成长。本文以表扬教育

为切入点，分析现阶段小学生表扬误区，

提出具体的策略，给学生一颗“糖”，促

进其全面发展。

一、现阶段小学生表扬误区

（一）表扬随意性比较大

目前来看，一些教师对表扬没有正确

的认识，没有发挥其功效。这种情况下容

易陷入思维困境，如“凡是表扬都会对学

生起到积极的鼓励作用”。与此同时，部

分教师还认为表扬越多越好，在语言应用

过程中引入“真棒”“真不错”等，过于

随意，也不利于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

（二）表扬夸大事实

部分教师在表扬过程中没有遵循实事

求是的原则，表扬的内容过于笼统，且从

一定程度上夸大的事实，不利于使学生了

解自身的实际能力。此外，一些教师对学

生容易完成的事情进行表扬，流于形式，

其效果适得其反。

二、小学生表扬教育策略

（一）走出表扬误区，实施有效表扬

1. 夸具体不夸全部

教师在表扬学生过程中，要夸得具体。

以往教学过程中，教师常用约定俗成的方

式夸奖学生，如“你真棒 !”这种方式虽

然能给学生短时间的鼓舞，但久而久之容

易消磨学生的积极性，使其对表扬产生依

赖心理。对此，教师在表扬过程中要突出

特定的点，如 A 同学从不迟到，可以夸其

“你守时且遵守课堂纪律，是其他学生的

榜样”；B 同学热爱运动，可以夸其“生

命在于运动，通过运动能够强健体魄，你

的精神状态也更好了，值得大家学习。”

通过这种具体的表扬方式使学生明确自己

的优势，扬长避短。

2. 夸努力不夸聪明

小学生是一类特殊群体，面向该类

群体的夸奖不能夸大其词，也不能经常

性地夸他们聪明，而要突出对学生学习

过程的夸奖。例如，“经过这段时间的

努力，你的成绩有所提升，所有付出都

有了回报，大家都应该向你学习，努力

克服所有困难。”

3. 夸事实不夸人格

在夸奖成绩好的同学时，不能用“好

学生”给学生扣帽子，而要适当夸奖，就

事论事。如 C 同学帮助请假的学生值日，

真是个乐于助人的人。以事实说话，促进

学生良好品格的养成。如 D 同学在考试中

取得了好成绩，可以表扬其：“每个人都

有无限可能，只要你努力，就能绽放最耀

眼的光。”

（二）表扬场合恰当，形式多样

教师在表扬学生的过程中要注重场

合，有些事情不宜在公众场合大声宣扬。

例如，学生为贫困地区的学生捐款，不应

该对比学生捐款金额大小，这样也容易给

部分家庭条件比较差的学生带来心理辅

导。其次，表扬的方式有多种，教师要根

据实际情况灵活应用。如表情法。对于一

些比较内向的学生，教师可采用这种表扬

法。多给学生表现自我的机会，如他们回

答正确教师可以给予其赞赏的目光。再如，

动作法。如对于主动承认错误的学生，轻

拍其肩膀，告诉其下次不要再犯。对于上

课经常回答问题的学生，为其竖起大拇指。

此外，教师也可引入留言法，多关注比较

敏感的学生，并多与其交流，可在其课后

作业中留言，鼓励其继续进步。

（三）表扬方式诚恳，内容真实

教师在表扬学生过程中还要秉持诚恳

的态度。与此同时，还要保证表扬内容的

真实性。要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评价，同

时也不能给予学生过高的评价，使其能正

视自己的能力。例如，E 同学为班级里的

后进生，学习不努力，经过后天努力制定

了学习计划，且都能过按时完成计划。教

师可夸奖其“你每天都能完成自己的计划

是前进的一小步，以后也要多多努力。”

三、结语

每个学生都是独立的个体，他们都渴

望得到表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充分肯

定学生能够增强其信心，其各方面能力提

升均有重要作用。对此，教师要转变以往

的理念，表扬学生，多带给学生一颗“糖”，

点燃其学习及生活信心。在此过程中，教

师也要走出表扬误区，实施有效表扬；表

扬场合要恰当，形式多样；表扬方式要诚

恳，内容也要真实。多措并举，促进小学

生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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