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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切实提高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素质，促进学生的健

康成长，2002年以来，竹山县实验小学以党的教育方针为

指导，以贯彻公民道德教育实施纲要为契机，以开展青少

年道德建设实验为依托，在继续做好评选“三好生”的同

时，积极创新评价方式，探索开展“星级学生”评选活动，取

得了较大的实效，得到了学生的拥护和社会的认可。

一、缘起与思考

2002年 9月 1日，竹山县实验小学举行隆重的新学年

开学典礼。按照惯例，开学典礼要对过去一年表现突出的

“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等进行表彰。一般来说，在这

样特殊的日子里，师生们都应该是欢欣鼓舞的。但笔者在

给“三好学生”颁奖的时候意外地发现坐在台下的大部分

学生脸上都看不出高兴的样子，有的孩子一脸的沮丧，还

有的孩子神情凝重、呆呆地坐在那里看着主席台。这些孩

子们脸上的表情与热闹的表彰场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让

笔者陷入了沉思。

为什么在开学典礼的表彰会上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呢？笔者在思考中做了一些调查。调查发现，传统的“三

好学生”评选办法在精英教育时期发挥了积极的激励作

用，但在大众教育时代，这种评价办法就显现出了其固

有的一些缺陷。一是名额太少，激励面小。一般评选的比

例大多在 10%—15%，大部分学生即使拼命努力也与之无

缘，甚至半数以上的学生从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一次也没

有获得过这一称号，激励的是少数，挫败的是多数，激励作

用难以凸显。二是在评选过程中，“德”的评选比较笼统，

而在实际的评选操作中往往是学习成绩成为决定性指

标。这种一好抵两好、甚至一好遮百丑的评价观念，在导

向上非常不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三是在表彰范围

上，由于偏重学习成绩，多数的表彰对象年年都是老面孔，

表彰大会成了少数学生的“出众秀”。四是评选注重结果，

不重过程，没有发挥最好的评价功效。

综合分析上述问题，结论逐渐清晰。概而言之，传统

评价存在“三重三轻”的症结，即重结果轻过程，重分数轻

能力，重全面轻个性。如果在评价机制上突破“三重三轻”

的重围，给学生的成长搭建更多的平台，为学生的进步拓

展更广阔的空间，让学生的个性得以充分张扬，让学生的

才能得以广泛展现，我们相信所有学生的脸上都会绽放出

灿烂的笑容。

二、理念与实践

叶圣陶先生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教育是农业，不是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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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著名的教育评价家斯塔佛尔姆强调：“评价不在于证

明，而在于改进。”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

说：“每个孩子都是一个潜在的天才儿童，只是经常表现为

不同的方式。对于一个孩子的发展最重要的、最有用的教

育方法是帮助他寻找到一个他的才能可以尽情施展的地

方，在那里他可以满意而能干。”在这些著名教育论断的启

示下，竹山县实验小学尝试开展星级学生评选活动，旨在

让学生充分认识自我价值，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星级学生”评选的核心理念是：牢固树立“人人都有才，个

个能成才，一切为了促进学生发展”的学生观，“让每个学

生的不同进步都能找到存在的空间，都能得以见证”的教

育观以及“多一把评价的尺子就多一批成功的学生，更加

关注学生的进步和发展”的评价观。评选表彰不再以学习

成绩为衡量学生优劣的唯一标准，而是尽可能地发掘学生

身上的闪光点，尽可能多地让那些平日有特长、有特点却

因为成绩不冒尖而缺乏自信的学生登台亮相，展现自我，

彰显个性，弘扬主体。

根据这一指导原则，学校创新开展“星级学生”评选活

动，把《中小学生守则》和《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以及小学

阶段德育的标准要求综合细化为文明礼貌星、热爱集体

星、劳动卫生星、勤奋学习星、遵守纪律星、体育达标星、爱

护公物星、工作负责星、团结互助星、尊敬师长星，每颗星

都设立相应的争创评选标准，每一名学生只要在某一个方

面特别突出，达到了某一颗星的评选标准，即可按程序申

报评选为星级学生。评选活动坚持主体性原则，体现全员

参与、自我教育的特点；坚持激励性原则，体现对儿童的尊

重和爱护，通过教师的教育行为挖掘和彰显学生鲜活的生

命价值。学生争星活动是贯彻落实《德育整体化纲要》的

载体，星级内容也涉及学生生活、学习的方方面面；同时，

学校从整体出发，全面策划，构建了“学校——家庭——社

区、学生——教师——家长”的三维立体式教育网络。如

此使学生的行为受到多方的关注，使学生的进步拥有了广

阔的存在空间。

星级学生争创评选活动既是对学生进步的激励，也是

对学生素质提高的肯定，其关键是突出争创评选的过程。

考评采取自评、小组评、队干部评、教师评、家长评等方式，

让每一个学生都参与到活动中来。同时，学校班级也为不

同层次的学生设立了不同的争星目标，力图激发学生的积

极性，提高他们的参与热情。在参与这个评选活动的过程

中，学生们既教育了自己，又教育了他人，可以达到共同提

高成长的目的。实践证明，星级学生评选是对学生进行常

规教育、养成教育的有效方式，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自信心

和进取精神；对学生的评价不再以成绩排名次、以分数论

英雄，而是注重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考察，使每个学生

的个性得以优化，让每个学生都能在体验中享受到成功的

快乐。

三、效果与愿景

我们开展“星级学生”评选活动以后，涵盖学生的激励

面由过去的15%提高到70%以上。学生在校期间只要有上

进的愿望，至少可以获得一次表彰，有效地促进了学生的

身心发展，实现了评价方式的多样化、激励对象的多元化，

教育的功能日益凸显。

一是衡量更全面。星级内容涉及学校、家庭、社会三

个层面，关注到了学生在学习、做人、交际以及传统美德、

现代理性等方方面面，有力地促进了学生在德育意识、品

质、行为、能力等方面均衡地发展。二是操作更简便。考

评采取对照标准自我申报、小组评、班级评、教师评、家长

评等方式，做到有据可依、有章可循、易于操作，而且测评

的程序自下而上、自外而内，既自主又民主，既客观又公

正。三是激励更有效。学生参与评选的过程实际上就是

自我反省、自我教育的过程，也是家长与子女情感交流、学

生与学生信息沟通、学生与教师积极接触的过程。学生在

评选过程中相互对照，以他人为鉴，纵向联系，横向比较，

不断自我矫正、自我激励，积极争取上进，每一次评选都成

为了促进学生品德内化的过程。四是互动更密切。评选

过程就是学生直面交流的过程，通过师生交流、生生监督，

从而把学校对学生的要求转化为学生的主观意愿和自觉

行动，提高了学生的自我约束意识和自我管理能力，家长、

教师与孩子建立了一种相互理解、相互信任，平等、民主、

协调相处的和谐关系。五是作用更明显。评价激励应该

基于学生的成长和成功来实施，评价激励措施的运用应该

能促进所有学生的进步和发展。事实上，每一位学生的成

功都必然充满个性特征，每一位学生的发展必然有各自不

同的道路。“星级学生”的评选对某一方面表现突出的学生

给予适当的奖励，让更多学生获得成功的体验。这种评价

激励机制创新的价值在于评出的是所有学生的优势和自

信。

教育不是刻意的追求完美无缺，而要顺应孩子的成

长。正如英国哲学家奥菲所言：“当鞋子合脚的时候，就把

脚忘掉了。”顺其自然，因材施教才是最适合、最贴近学生

的教育。应其天性而育之，依其个性而塑之，教育会变得

真实、无痕。我们开展的“星级学生”评选活动只是一个有

益的尝试，今后要在评价内容上进一步完善，评价方式上

进一步拓展，真正使孩子们在“星”光灿烂的校园里健康快

乐成长，顺利步入人生的星光大道。

（作者：竹山县实验小学教师 湖北十堰 44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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