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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赏识教育在小学教学中的运用

赵丽  富宁县第一小学   

摘要:小学是学生学习的起步阶段，这个阶段的学习会影响学生的一生，

所以在小学阶段就必须要进行赏识教育。赏识教育如何激发学生的潜能，促

进学生积极发展，为教育工作者有效开展教育教学活动提供全面的视角和有

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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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教育的广阔领域中，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促进其全面发展是教育者

的核心使命。赏识教育作为一种独特的教育方式，正逐渐成为教育实践中的关

键力量。它以尊重、信任和鼓励为基石，营造积极成长环境，成为教育实践的

重要力量，为成功教育开启新路径。

二、赏识教育的内涵与本质

（一）内涵

    赏识教育是教育者对学生的积极行为、点滴进步以及独特个性给予及时、

充分肯定和赞扬的教育理念。它基于对学生的爱与尊重，深入挖掘学生的优点

和潜力，通过正面评价激发内在动力，助其在积极氛围中茁壮成长。

 

（二）本质

     赏识教育的本质是一种人性化的教育，它强调关注学生作为个体的存在

价值。与传统教育中侧重于纠错和惩罚不同，赏识教育将目光聚焦于学生的积

极面，是一种积极的心理暗示。赏识，本质特征是欣赏、重视、肯定、赞扬，其

本源是爱，真挚的爱，面向全体学生的平等的爱。这是赏识教育的根源与核心

理念。

三、赏识教育的重要意义

（一）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

    赏识能够点燃学生对学习的热情之火。当学生感受到教师对自己的认可和

欣赏时，他们会将这种积极情感与学习联系起来。例如，一位原本对数学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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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趣的学生，在老师多次表扬他的解题思路独特后，会对数学产生浓厚的兴

趣，主动寻求更多的数学挑战，因为他从老师的赏识中获得了学习数学的快

乐和成就感。

（二）增强学生的自信心

    每一次的赏识都是对学生自信心的一次加固。在成长过程中，学生会面临

各种挑战和困难，容易产生自我怀疑。而教师的赏识就像一把保护伞，保护着

学生的自尊心。学生在获得教师的赏识后，会深切感受到自己的努力和能力得

到了外界的认可。自信心的增强会促使学生以更积极的姿态面对学习中的各种

挑战。例如，有一名学生原本对数学学习充满恐惧，缺乏自信，但在教师多次

表扬他变得越来越自信，敢大声的回答问题，认真完成作业、解题步骤清晰规

范后，学起数学来很轻松，参加进步也很大。

（三）培养学生的积极心态

    赏识教育有助于塑造学生积极向上的心态。在一个充满赏识的环境中，学

生学会用乐观的眼光看待自己和周围的世界。长期接受赏识的学生更善于发现

生活中的美好，面对困难时也更有勇气和韧性，因为他们在内心深处已经建

立了积极的自我认知。

（四）促进良好师生关系的建立

赏识是师生之间情感沟通的桥梁。当教师对学生进行赏识时，学生会感受

到教师的关爱和尊重，从而拉近师生之间的距离。在赏识教育的滋养下，班级

内部会形成一种积极向上的学习氛围。学生之间相互欣赏、彼此鼓励，良性竞

争的环境逐渐形成。这种良好的氛围会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促使他们

更踊跃地参与课堂讨论、小组活动等各种学习环节。例如，当一位学生在课堂

上发表了精彩的见解后，得到教师的表扬和同学们的热烈掌声，这种积极的

反馈会激励其他同学努力展现自己的智慧，整个班级的学习热情就会像星星

之火般被迅速点燃，形成一种你追我赶、积极向上的学习风气。

四、赏识教育的实施策略

（一）发现学生的闪光点

    教师需要用心去观察每一位学生，因为学生的闪光点可能体现在各个方

面，不仅仅局限于学习成绩。无论是在艺术特长、运动天赋、人际交往能力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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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品德行为等领域，都有可能隐藏着学生的独特之处。在学习过程中，对于学

生的任何一点微小进步，如书写更加工整、回答问题更加积极主动等，教师都

要及时给予表扬，让学生感受到自己的努力被教师看在眼里、记在心中。教育

者需要具备敏锐的洞察力，从多个维度观察学生。不仅要关注学生在学业成绩

上的表现，还要留意他们在艺术、体育、人际交往、品德等方面的优点。 

（二）运用多元化的赏识方式

    赏识教育的实施不应仅仅局限于口头表扬这一种形式。教师可以通过丰富

多样的方式来表达对学生的赏识。书面评语就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方式，教师在

学生的作业本、试卷或者成长记录手册上写下详细、鼓励性的评语，具体指出

学生的优点和进步之处。如颁发小奖品（如优秀作业奖、进步之星、学习之星

奖等）、在班级墙上展示学生的优秀作品或照片、给家长发送表扬短信或电话

等。并在全班同学面前举行一个简单而隆重的颁奖仪式。同时，给予学生特殊

的班级职务也是一种赏识方式，对于有责任心的学生，可以让他们担任班级

的图书管理员、绿植养护员等职务，这不仅能增强学生的责任感，还能让他们

在为班级服务的过程中获得自信。

（三）要对不同层次的学生采用不同的赏识 

    每个学生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在学习风格、发展速度等方面存在显著差

异。赏识教育充分尊重这些差异，避免将学生进行生硬的横向对比。教师会依

据学生自身的起点和进步情况来实施赏识。教师要有不同的标准，不能用同一

个标准去衡量不同层次的学生。对不同层次的学生应该采用不同的赏识方法。

在对优等生的赏识教育中。教师要针对他们的聪明、成绩好进行赏识，尤其要

在他们解答出较难的问题时进行表扬，要进行及时表扬；对中等生进行赏识

教育，教师要针对他们认真、努力的学习态度进行表扬。对后进生进行赏识教

育，教师要针对他们学习上的哪怕只是一点点的进步进行表扬，还要注意挖

掘他们身上的其他优点，让他们不自卑，帮助他们树立自信。

（四）注重赏识的及时性和持续性

    赏识的效果与时间密切相关。当学生有出色的表现时，教师应立即给予赏

识，让学生在第一时间感受到自己的努力得到了认可。而且，赏识不能是一次

性的行为，而要贯穿于学生的整个学习和成长过程。例如，对于在阅读方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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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的学生，教师要持续关注并在其后续的阅读表现中不断给予鼓励，让学

生感受到教师的长期支持。

（五）强调情感沟通

    赏识教育建立在良好的师生情感纽带之上。教师通过真诚的微笑、饱含鼓

励的眼神以及温暖人心的话语与学生进行深入的情感交流。教师要平等对待每

一位学生，尊重他们的想法和感受，无论学生的家庭背景、学习成绩如何，都

要一视同仁。在与学生交流时，教师要保持耐心和亲和力，认真倾听学生的心

声。当学生遇到困难或挫折时，教师要及时给予关心和支持，帮助他们克服困

难，重新树立信心。例如，有一次考试后，一名学生因为成绩不理想而情绪低

落。教师发现后，与他进行了一次单独谈话，帮助他分析考试失利的原因，同

时肯定他在学习过程中的努力和付出，鼓励他不要因为一次的失败而气馁，

要相信自己有能力取得进步。这次谈话让学生感受到了教师的关心，重新振作

起来，更加努力地学习。

五、赏识教育实施过程中注意的问题

（一）避免过度赏识

    过度赏识可能导致学生产生自负心理，无法正确面对自己的缺点和失败。

教师在赏识学生时要基于客观事实，避免夸大其词。同时，要引导学生正确看

待自己的优点和不足，培养他们的自我反思能力，让学生明白成长是一个不

断改进的过程。

（二）防止赏识的功利化

    赏识教育的目的是促进学生的内在成长，而不是为了追求短期的行为改

变。教师不能将赏识作为一种操纵学生行为的手段，如只在学生取得高分或满

足教师期望时才给予赏识。真正的赏识应该是无条件的，关注学生的努力和进

步本身，而不是附加条件的奖励。

六、结论

    赏识教育犹如一盏明灯，照亮了学生成长的道路。它以其独特的魅力和价

值，在激发学生学习动力、增强自信心、培养积极心态和建立良好师生关系等

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实施赏识教育的过程中，教育者要充分理解其

内涵和本质，掌握科学的实施策略，并注意避免可能出现的问题。只有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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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让赏识教育真正成为教育的有力武器，帮助每一位学生绽放出属于自己

的光彩，为他们的未来奠定坚实的自信和积极向上的心理基础。在教育的征程

中，让我们用赏识教育为学生编织梦想的翅膀，助力他们飞向成功的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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