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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周刊·论文0
□台州市黄岩区江口街道中心小学
林智伟

美术不同于数学，没有标准答案。美术

作品的美具有多样性，需要从不同的视觉角

度去欣赏和评判。传统评价是教师的评价，

学生没有发言权，而且美术教学常以最后测

试的一张作品来决定学生一个学期的美术学

习成绩。很显然，这种“一锤定音”的评价，不

能够全面反映学生的学习状况，也不能对学

生的学习产生促进作用。

而网络评价可以改变以前的“主体单一、

方式单调、标准一刀切”的传统评价制度，对

学生的美术学习进行更全面、更公平、更高效

的评价，适时反馈给学生，促进其学习质量的

提高。

一、网络评价的优势

（一）网络反馈及时

1.传统的美术教学评价依据的是一种

狭隘的正误标准。网络技术的出现不仅提

供了多样化、有层次和可选择的信息源，使

每一个学生能够选择适合自己水平的内容

进行探索，在自己的基础上获得不同程度的

发展，还可以支持各种复杂的教学评价系统

工具。因此，网络评价是美术教学评价很重

要的补充。

2.即使在周期最短的传统课堂评价中，

教与学、讲与会不合拍，往往会出现看似及

时有效、异常热闹但其实是被教师强势牵引

着的模式化的“假评价”；而网络评价机制有

参与、有量化、周期短，学生、教师、家长、大

众时时刻刻处于参与状态。

（二）网络平等、自主

在传统评价方式中，成绩好的学生是教

师的掌上明珠，基础差、进步慢、成绩不理想

的学生经常被冷在一边。而网络评价贯穿

学习的全过程，评价主体可以在网络上展开

讨论，提升自我分析、自我反思、自我评价、

自我决策的能力，引导美术教学获得成功。

（三）网络真实可见

传统评价很难让教师、学生、家长体会

评价对学生发展的明显促进作用。就拿正

在实施的《素质评价手册》来说，评价主要由

教师给出，从形式上看，虽然倡导了评价的

多元化，但没有细致可行的方案，使评价流

于形式。以学生互评为例，仅用一堂课时

间，让六七个学生围桌而坐，在缺乏足够的

素材展示的情况下，让学生凭印象给同组的

其他成员评定等级，这样的评价结果其信度

和效度是可想而知的。

网络美术教学评价的超文本特性，以真

实可见的方式呈现，赋予学生浏览的自主

权，实现对教学资源和信息最有效的组织与

管理，建立起完整的学生学习评价与互评电

子档案。学生可以自由地、快捷地查看自己

美术学习的全过程，获得针对性的指导，提

高美术学习的主动性。

（四）网络具交互性

一方面，网络具有较为理想的免费空

间，让师生突破教室的束缚，不受时空的限

制，相互传输大量的、清晰的图文声并茂的

资源，自由地提出疑问，表达看法，为学生进

行美术合作学习提供了便利条件。

另一方面，网络评价结果直接展示给

家长，而且便于学期统计，根据日常的各项

积分数据形成一本完整的学生美术成果报

告书。

（五）网络具开放性

教师之间、教师与学生之间、教师与家

长之间可以通过网络相互交换信息，这就使

教学活动变得更加开放，增加了教学评价活

动过程的透明度和民主性，使学生能客观、

全面地认识自己的学习。

鉴于此，我们建立小学美术网络评价体

系的第一步，是在多种网络评价平台中选用

了QQ空间，命名为“江口美术”。作为试

点，已接受100多名师生加入，并进行了学

生使用率调查。

调查对象为五、六年级两个班。调查结

果显示，68%的学生家里都接入了互联网，

QQ使用率95%。学生的电脑操作能力也

普遍较好，该平台满足美术网络教学的基本

需求，完成初步目标。

第二步，整合完成空间美术图片1000

多张，美术日记200多条，并能让学生、教

师、家长在同一平台上进行及时或延时评

价、反馈和讨论。

二、构建小学美术网络评价体系

基于小学生的年龄特点，通过互联网或

校园局域网开展网上评价，构建绿色的小学

美术网络评价体系，可以发挥评价本身对学

生综合素质的推进作用，具有明显的正向价

值取向。

学生层面：QQ空间最大的特性便是交

互性，这改变了原来教学呆板、沉闷的气氛，

师生间的评价互动将学生的兴趣调动起来，

真正发挥学生的学习主体性。正确利用

QQ空间的资源开展学习。教师鼓励学生

在空间里写日记，不只在美育方面，如每天

的心情感受、班级里同学的表现、课堂上学

习英语的得失……学生的思辨能力也会得

到提高。

教师层面：教师利用QQ空间更好地了

解学生的个性。在个性张扬的虚拟世界中，

每一名拥有QQ空间的学生，都有自己独特

个性的QQ空间装扮，从心情到日志，从相

册到视频，都记录了他们自己的人生经历，

反映了他们对外界事物的看法，显示着他们

对待各种事情时所出现的心理变化。教师

便于从QQ空间了解学生的优缺点，做好整

理，形成材料，因人而异地进行美育乃至品

德渗透教育。

网络评价体系可设教师一级、家长二级

监控系统，便于教师随时查看本班实施情况

和具体数据。网络评价与课堂评价结合一

段时间后，我们就会看到学生美术素养的快

速提升。

第三步：长期维护，系统运行。需要大

量的硬件和软件支持，并不断体现评价的几

个特性。

1. 趣味性。网络评价体系模块设置生

动，内容丰富多样，学生参与无拘无束。

2. 互动性。网络评价体系架起知识学

习、规范行为、特长培养和心灵沟通的桥梁，

营造和谐的大家庭氛围，使学生在评价中快

乐成长。

3. 自主性。网络评价体系是一个虚拟

的“大超市”，在其中学生可以自主选择。

4. 个性化。网络评价体系为学生搭建

了一个舞台，在这里学生可以自由地表达欲

望，展示特长。

浅谈网络环境下小学美术评价体系建设

□湖州市吴兴区教育保障与服务中心
李文彬

一名优秀的航模运动员不仅需要具备高

超的技艺、灵活的战术，还必须有很强的适应

环境和抵御外界干扰、有效控制自己状态的

能力和品质。在设备、战术、技术、气候条件

相同的情况下，心理素质往往是运动员决定

整场比赛胜负的关键因素。

体育竞赛的许多事实说明，如果运动员

心理素质不过硬，如骄傲、气馁或对竞赛结果

期望值过大，必然会造成各种消极的心理负

担，即使运动员自身实力再强，技术再高，也

难以在赛场上施展。历年湖州市航模竞赛调

查资料显示，运动员在比赛中因心理因素导

致发挥失常占近80%。

一、有效抗焦，具备必要的实战心理

航模运动员必须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

其心理素质的优劣决定参赛成绩的优劣。以

单项团体赛为例，第一个出场的运动员发挥

得如何、成绩的好坏，直接影响后面参赛运动

员的发挥。另外，赛场上出现的突发情况也

可能给运动员造成较重的心理负担。

笔者认为，作为一名参赛运动员应具备

以下几方面心理素质：

1.主动自觉：正确地认识自己和竞技对

手之间的优劣特点，摒除依赖思想，明确竞赛

目的，心情平稳，不受干扰，审时度势，争取主

动，有充足的信心确保独立完成竞赛任务。

2.坚定果断：竞赛中经常会遇到紧急情

况需要运动员独立解决，有时需要经历复杂、

剧烈的思想斗争，运动员必须在短时间内依

靠灵感、直觉和平时练就的过硬技术抓住时

机，毫不犹豫地付诸行动。

3.冷静镇定：运动员在赛场上要能够完

全自觉、灵活地控制自己的情绪，约束自己的

行为和言语，始终保持良好的竞技状态，不因

赛场周围环境和气氛的变化而产生心理和情

绪波动。

4.坚韧执着：在独立完成竞赛任务的过

程中自始至终保持充沛的精力、坚韧的毅力，

顽强执着地克服遇到的各种困难，直至最终

完成任务。

能够同时具备以上几点的航模运动员，

其心理素质极为稳定。参赛时只要模型良好

和技术全面，该运动员一定能发挥绝佳的竞

技状态。

二、因势利导，培养出色的心理素养

“艺高人胆大。”一名运动员技术到达相

当水平后，临场时自然就会比较踏实、有底、

稳定。反之，如果一名运动员实力不足而去

向强手挑战，需要全身心投入，依靠超常发挥

才可能取胜。

（一）重视技能训练

要提升心理素质就必须要注重技能训

练，以技能训练提升心理素质。在航模竞赛

中要避免出现以下现象：

1.避免求胜心切。竞赛中运动员的心态

变化直接影响到技术水平的发挥，这就是很

多运动员所谓的遇弱不强、遇强却不弱的原

因。其实只要心态放松，没有任何压力，就能

真正让技术得到充分发挥。

2.避免临阵磨枪。很多运动员在没有充

足训练时间的情况下，往往只能临阵磨枪，凭

着以往积累的知识和经验，仓促行动，其结果

自然不佳。

3.避免战术相同。以己之短，遇彼之长

是常见的事，这时就完全取决于运动员个人

创新的水平和调整适应的能力，而这一方面

恰是运动员最忽视和欠缺的。

4.避免难以掌控。运动员往往忽视这一

点，有的认为自己反正技术水平不高，拿什么

模型比赛都差不多，还有一些运动员往往喜

欢用性能非常好但并不适合他使用的模型参

赛，以至于出现对模型难以掌控的现象。

5.避免包袱过重。在竞赛成绩已经领

先，眼看就要取得胜利的时候，运动员往往最

容易出现心理变化，引起心态失控，丢掉几乎

到手的胜利。

（二）引导状态修正

赛场上运动员自身状态调整好直接关

系到取得航模比赛的最后胜利，具体包括赛

前模型设备的检查、赛中精神上的全神贯

注、赛后的冷静分析等，这些都可以很好地

调节自己的精神状态。但也要避免以下因

素的干扰：

现象之一：怕输。比赛没人想输，这很正

常，但求胜心切，越容易蛮干，也更容易失误。

现象之二：环境、氛围的影响。人生地

不熟、严肃的裁判、偏心的啦啦队，极有可能

让运动员感到孤单无助，心烦意乱，进而影

响发挥。

良好的心理素质和精神状态需要经验的

积累，只有通过比赛来不断获得。因此，多参

加比赛，增强适应能力，提高创新能力，通过

对手来丰富自己的阅历，是提高心理素质的

一个重要途径。

教练员还可借助各种方法来帮助运动员

树立合理认知观念，对付不良心理干扰，保证

睡眠与有效心理预演，争取赛时将兴奋水平

控制在适宜程度，做到心不慌手不抖，努力使

自己进入放松状态，并对自身心理特征和心

理过程施加影响。

一名运动员的某种素质，只有在需要这

种素质的条件下才能养成。也可以通过各种

模拟训练，造成危险、紧张、复杂、困难、意外

等刺激的心理条件，让运动员在近似实战的

心理状态下得到锻炼。

（三）巧设竞技动机

参加航模竞赛的运动员一般有数百人，然

而获得好名次的运动员只有数十个，他们往往

不一定是技术水平最高、竞技实力最强的运动

员，但一定是临场发挥最出色的运动员。

运动员在比赛中不可能没有任何心理压

力，甚至有部分运动员心理会十分脆弱，依赖

情绪也十分强烈，这时教练员适时的调适就

显得至关重要。

总之，心理素质是竞技状态的基本保证，

而竞技状态是心理素质的体现，也是运动员

取胜夺冠的重要因素。航模运动员心理素质

的培养是一个改变运动员心理状态和个性特

征的过程，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办到的事情。

在日常训练中，教练员和运动员都必须有耐

心，有信心，多临场，多观摩。教练员在训练

前要仔细了解运动员的心理状态，选择训练

手段，注意观察、记录和处理训练过程中运动

员的反应，以便及时调整和巩固心理训练，让

运动员在发展专业技术的同时，养成良好的

心理素质，充分调动内在潜力，发挥出较高的

竞技水平。

航模运动员的实战心理素质培养初探

□宁海县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城南校区 徐日琴

在“智育为先”的导向下，劳动教育一再缺位和异

化，学生只能在纸面上完成所谓的成长。学校由于在

组织实践活动中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劳动教育相关

内容长期停留在理论教导上。学生参加劳动，也主要

局限于校内场所大扫除等活动，甚至会出现家长帮助

孩子打扫卫生的现象。在家庭劳动教育方面，家长为

帮助孩子争取更多的学习时间，存在主动包揽一切家

务的现象。

上好新时期劳动教育课，是时代对学校教育的新

要求。劳动教育与社会生活密切联系，它的有效开展

离不开实践活动。布置劳动作业，创造有利于学生劳

动的环境和平台，能够还原劳动本色，使劳动教育常

态化，让学生在劳动中激发创造力，唤醒生命力，未来

拥有幸福生活的能力。

一、劳动清单——指尖上的好习惯

家庭是学生生活的主战场，每个家庭都有许多日

常的生活劳动。给学生一份劳动清单，可以使劳动教

育生活化。

1.自理劳动

从表面上看，学生缺乏基本劳动技能，其实是他

们缺少自理能力。

我班不乏这样的学生，每天丢三落四，不是忘

带作业，就是忘戴红领巾，还有充分理由怪在爸爸

妈妈身上。学生自理能力的缺乏也是责任意识缺

乏的表现。

为使学生养成自己的事自己做的好习惯，在每天

的劳动清单中，我布置了以下劳动作业：自己穿衣、系

鞋带和戴红领巾；自己整理书包、书桌和小房间；分类

需要洗和穿的衣服，并会叠好衣服放在衣柜内等。

2.服务劳动

孩子常常把大人的帮忙当作是理所当然的事，为

培养学生对家庭的责任意识和感恩意识，我每天布置

两大类有关服务劳动的作业：1.“做父母的小帮手”，帮

忙做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如洗碗、垃圾分类，每星期

学会做一道简单的菜，和父母一起做一次家庭大扫

除。2.“做孝顺的好孩子”，体贴父母。如父母下班进

门时，递上拖鞋，倒水或给他们捶背；饭前给父母摆碗

筷，盛饭；饭后给父母泡茶、削水果。

这是一场体验式劳动，引导学生爱家庭、爱父母、

爱劳动、懂感恩，最大实效是让学生深刻感受父母的

辛劳和人间的温情。

3.作业评价日

为让劳动作业落到实处，我把每周五定为劳动作

业评价日。针对一周所获“星星”颁发劳动币，10颗星

星可获10元劳动币，15颗星星可获15元劳动币，以此

类推。劳动币可以在班级开展的美食展销会中购买

食物。

二、耕作教室——指尖上的智慧

给学生搭建劳动舞台，把智力活动和体力劳动密切结合起来，让学

生在耕作中学习学科知识和劳动技术。

1.微型农场——加入科学味

科学味越浓，越能激发学生的劳动热情和兴趣。我把学科和劳动

教育相结合，在教室后面开辟“微型农场”，给学生布置劳动作业：带上

花盆，装上泥土，播下凤仙花、洋葱、大蒜种子，种下番茄、茄子等秧苗，

每天为它们浇水，记录植物成长日记。

种植活动中，学生学习简单的田间劳动技术，而且在跟踪记录中，

关注科学探究过程和事物变化，培养求实、严谨、讲条理的科学态度。

从课本走向生动活泼的综合劳动实践，学生感受到植物生长带来的成

功喜悦。

2.科研团——增加探究味

鼓励学生大胆进行科学研究，在劳动中培养学生的探究精神，这是

劳动教育的重要任务。在完成“播种植物”的作业中，有的学生种的种

子发芽了，有的却迟迟没有动静。我又布置了另一项劳动作业：探寻植

物不发芽的原因。学生们立即成立一个个研究团，通过观察和动脑，发

现种子埋在土里太深，或浇水太多导致腐烂，会导致怎样的结果。

3.艺术天地——开发创新味

“耕作教室”是一个创造性劳动和智力生活的中心，调动着学生劳

动创新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针对学生在教室里乱扔垃圾的现象，我创

设了“废品回收箱”，布置“变废为宝”的作业。现在，“你争我赶”那一面

墙，小红花已被学生涂上各种色彩的瓶盖子代替，塑料瓶粘上橡皮泥成

了一件件艺术品，学生们把家务劳动中摘下的菜叶、削下的果皮废物利

用，制作成一幅幅剪贴画，开发出一片艺术天地。

三、成果展示——指尖上的才能

刺激学生去取得新成绩可以发现他们的天资和发展他们的才能。

因此，学校通过丰富多彩的劳动作业成果展示活动，营造一种积极向上

的劳动氛围。

1.劳动运动会

每学年开展一次劳动运动会，让学生秀一秀一学年所学的劳动技

能，营造“自己的事自己做，别人的事帮着做”的良好氛围，激发他们的

劳动乐趣。

运动会根据不同年龄学生的情况，开展不同的比赛项目，低年级比

赛有穿衣、穿鞋、系红领巾、包书皮、整理书包、剪指甲等项目，最后评出

“自能小达人”。高年级比赛项目偏向技能型，有叠衣服、钉纽扣、缝沙

包、织围巾、洗切蔬菜、打扫卫生等。

2.美食展销会

平时学校结合传统节日，如端午节、元宵节，布置厨房劳动作业，不

仅让学生了解中国传统习俗，还让学生学会动手包粽子、汤圆和饺子；

春秋游活动中，我们提倡学生自己动手做小吃，小组分享美食。

每学期期末开展一次美食展销会，检验学生所学的厨房劳动技

能。每名学生带上自己的一道拿手菜，如小吃、特色菜、水果拼盘等，并

标上价码，用劳动币消费。这不仅培养了学生正确的消费观念，还使他

们学会感恩和分享。

3.小鬼当家

利用星期天，开展“今天我当家”活动，在家长的配合下共同组织，

如列出家里需要采购的清单，并去超市或菜场采购物品，回家为父母做

一顿丰盛的中餐。在家长的陪同下，学生完成活动任务，充分体验父母

的辛劳，进一步深化家庭责任感和自助自立意识。

常态化劳动作业能够强化小学生的劳动观念，培养其主人翁的劳

动态度。学生在劳动实践活动中，掌握了劳动技能，学会了生活，养成

了健康、积极、向善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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