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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美国学者斯蒂金斯曾说：“如果评价不能在课堂层

面有效地实施，那么其它层面的评价都在浪费时间”。

学生在体育课堂中的表现相对于文化课而言更加直观，

且易于评价，在精讲多练的体育课堂中，教师的即兴

评价尤为重要。即兴评价是指在课堂教学的过程中，

教师对学生出现某种良好的行为或不足之处给予及时

的认可或指导 , 让学生获得心理满足或深化理解 , 形成

愉悦的心境 [1]。即兴评价强调评价与学习同步进行，

帮助学生树立自信心 , 更好地实现“教”和“学”的任

务，真正实现评价的即时、激励、反馈和发展功能 [2]。

2021年 9月，浙江省普通高中体育学科“新课程新教材”

教学展示中，《乒乓球正手斜线平击发球的练习方法

1：定点区域正手平击发球》和《运球组合技术运用方

法 1: 运球 + 运球突破》以体育学科核心素养为导向、

以知识结构化教学为重点，通过情境教学和多元评价 [2]

有效落实了体育课堂“教会、勤练、常赛”的任务目

标。透过两节课中富有艺术性的以评促学的即兴评价，

笔者明确体育课堂中教师应化身教练深入学练小组指

导学生，以准确有效的即兴评价优化体育课堂教学。

2. 体育课堂的即兴评价

体育课堂的即兴评价是指体育教师在课堂实践中所

观察到、感受到的学生学练行为，有所感触并即时进

行有助于促进学生运动能力、健康行为和体育品德的

评价。有效的即兴评价需要教师预设和实践过程中反

复的验证，并不是有感而发。

2.1 课堂即兴评价的预设

根据教学目标、教学重难点和学练标准，预先设想

实践课堂中学生出现的学练困惑并设计出富有艺术性

和鼓励性的评价方式、语言措词和评价动作，找到解

决学生困惑的引导式方法，可做到心中有数，课上不慌。

如，有效的学练标准通常具备三个特征，一是具备可

操作性，二是能使学生在学练中表现出专注的学练行

为，三是尽量采用以 2 人以上团队合作一致性 [4]。撰写

学练标准还应把握的三个关键词是“动作、环境、任

务”[5]，做到学生的学练任务清晰可视和易评价。唐老

师的乒乓球课中定点区域正手平击发球的学练内容中，

学练标准是“转腰蹬地充分，注意触球时机，力度适中。

发球落点为扇形区域任何位置，各练习 10 次交换，成

功率 90%以上”。从中解读“动作”是“转腰蹬地充分，

合理触球时机且力度适中的发球”；环境是“扇形区

域任何位置为发球落点”；任务是“发球练习10次交换，

成功率 90% 以上”，每次授课都有清晰的学练标准能

帮助老师和学生进行有参照有依据的即兴评价并及时

纠正存在问题，为学生的动作学习和运用提供保证。

2.2 课堂即兴评价的实践

教师的每一条即兴评价落在学生心里都有不同的反

响和作用，积极的即兴评价是需要老师经过实践课的

次次打磨、反思和修改才能获得。在体育课的准备部

分中面对胆怯、不爱运动的学生应作以鼓励为主的点

评，基本部分中面对技术动作不理解和技战术受挫的

学生可作激励促进为主点评，结束部分中应及时回顾

学生课堂发挥出色的点并予以评价，力争让每一条评

价都能有助于激发学生对体育知识技能学习的热情。

3. 基于即兴评价优化高中体育课堂教学的策略

浙江省普通高中体育学科“双新”活动中，《乒乓

球正手斜线平击发球的练习方法 1：定点区域正手平击

发球》和《运球组合技术运用方法 1: 运球 +运球突破》

即兴评价环节中，教师对学生出现的学练困惑以身临

其境感受为共情点进行引导与评价，帮助学生学好知

识技能的同时发展解决困难的能力，并提高学生的意

志品质。笔者通过分析和总结课堂教学录像，从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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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评价、精心激励评价、精细实时评价、精妙分层

评价和精到多元评价五个方面进行课堂教学优化策略

的阐述。

3.1 精准定位评价，推进要点的突破力

教师在日常教学中经常夸赞学生“很好” “真棒”

等等，很好，好在哪里？真棒，棒在什么地方？如果

能把好和棒的具体表现表述的再精准些，学生肯定会

备受鼓舞。如本次活动乒乓球课单一练习中，有一个

小组的 A 同学水平很好，每次都能将球发到最小的区

域，其他同学的水平一般，老师发现了这个现象，叫

停了练习，夸赞 A 同学：“你发球到最小区域的成功

率非常高，球速也很快，能分享下经验吗？”A 同学

美滋滋的说：“发球时重心要低，瞪转要快”。老师

马上接着夸赞：“你说的非常专业，降低重心和蹬地

转腰都是发球时发力的要点，请指导你的伙伴继续练

习。”老师看上去三言两语的夸赞，再次激发 A 同学

的学练热情，也带动了身边的小伙伴，最重要的是老

师夸赞 A 同学的过程中把学练内容的要点深深印在每

个学生的脑海里。

3.2 精心激励评价 , 持久学生的学习力

第斯多惠所讲的“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

在于激励、唤醒和鼓舞”。激励是最有效的教育方式，

能否恰当地掌握激励程度，直接影响激励的作用发挥
[6]。超量激励和不足量激励不但起不到激励的真正作用，

有时甚至还会起反作用，严重挫伤学生的学练热情。

恰当的即兴评价也是如此，应具有导向功能，能够充

分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帮助学生建立自信。让我

们的体育教学课堂教学事半功倍，让学生充满热情挑

战学练任务，促进学生身心健康的全面发展。

如足球课组合练习（2V2）练习中一位 B 同学进攻

时，面对的球门被对手封住，队友被另一位防守人死

死的盯住，老师观察到 B同学的不知所措后叫停练习，

先帮其分析问题：“现在突破很困难，同伴位置也不

利于传球，不能传球也不能向前时候，你肯定可以思

考出来一个合理的控球方向，加油！”。B 同学听后，

随即控制好球做了个运球转身，以退为进。老师紧接

着鼓励到：“对，漂亮！非常好的决策，再把空间拉

开些，不要轻易放弃，你还有机会，控制好距离，非

常棒，你成功了，祝贺你！”，针对学生在实际情境

的学练困惑，老师恰当的激励帮助学生克服困难并有

效激发了学生的学练激情和兴趣。

再如，乒乓球课的展示环节，一位自告奋勇展示发

球但未成功的学生，老师耐心又微笑的说：“没有关

系，你已经很努力，很用心的发球了，老师为你大胆

上台展示先点个赞！”随后老师面对其他学生说：“展

示难免紧张，这位同学很用心的展示发球，刚才哪一

个点出了些小插曲呢？对，转腰蹬地不是太充分，大

家回答的很好！”老师面朝这位同学又鼓励道：“来，

拿个纪念品，给你棒棒糖，继续加油！下一个练习环

节请努力争取领到手环！”

足球课中老师用合适、妥当的语言激励学生学练，

乒乓球课中老师对展示发球未成功的学生更是抓住时

机，先表扬鼓励再以提问的方式转移尴尬，最后用纪

念品奖励等方式激励学生成长。两位老师在学生的练

习环节中不夸张、不吝啬的给予恰当的点评，用合理

的语言深入学生的心里，保证了学生学练的积极性。

3.3 精细实时评价，拓宽技能的运用力

课堂教学即兴评价最大的特点是评价的即时性，即

兴评价作为第一时间的评价，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为体育课堂“学、练、评”的一致性创建了最有力的

保障。尤其是开放性运动项目中，学生动作技能的运

用表现易稍纵即逝，纠正不及时容易形成错误的方法。

著名的赫洛克效应告诉我们，在教学过程中，为有利

于调动学生积极性，应该及时的对学生的活动给予一

定的评价，这样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对今后的学习

生活起促进的作用。如足球课的组合练习（2V2）中，

进攻方学生失败的瞬间，老师及时叫停了练习，并还

原了失败瞬间的场景，与学生交流和指导：

刘老师：请说说刚才没有成功的原因？

持球人：传球失误了。

刘老师：导致传球失误的原因是什么？

持球人：同伴的位置不好。

刘老师：问题找得非常准，你认为同伴应该在什么

位置比较好？

持球人：往我身后跑。

刘老师：这个想法很好！让同伴往你身后跑的好处

是什么？

持球人：拉开的传球角度。

刘老师：真棒！同伴往你侧后方跑，除了拉开传球

的角度，还有什么好处？

持球人：把防守人带走。

刘老师：非常棒！按照自己的想法试一试。

刘老师通过运动情境重现、放慢运动节奏、讨论学

生技战术运用的结果和分析正确的技战术运用思路，

及时帮助学生拓宽足球运球突破的实战运用思考。

3.4 精妙分层评价，提升学练的驱动力

实践性是体育教学的主要特点，区别对待是体育实

践教学中遵循个体差异的教学策略 [7]，也是追求学生个

性发展、百花齐放的教学方法。对于体能状况好的学

生应加大运动强度与难度；对体弱且技能不佳的学生

应更多的俯身给予鼓励和信心；对于胆大爱表现的学

生，可以为其创造时机助其发展；对于胆小羞涩的学生，

可以小范围或单独表扬，鼓励其勇敢展示自己。

唐老师在乒乓球教学中，对动作技术学练有困难学

生这样说道：“我们这台进度比别人慢一点，没关系，

不要着急，上节课出现的问题，这节课把它解决就行！”

在不同球网空间的练习中，对表现优异的学练小组说

道：“我们这组是上次获得手环的同学，水平比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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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提前下降装置过中段 40 厘米的高度，你们依旧可

以做到，请试试看！”。面对学生乒乓球技能的差异

性，也让学生在比赛中有对抗的动力，唐老师用升级

赛制将学生分为两大组并保持灵活的升降功能，面对

比赛的结果，唐老师点评到：“好，比赛结束，同学

们很投入，依据比分，恭喜乙组的第一名请进入甲组，

甲组的最后一名请再接接力，争取快速回到甲组。”

此次活动的授课内容都是开放式运动技能项目，两

位老师按照学生的差异性分组学练，根据学生技术水

平设置不同教学方法和即兴评价，创设由易到难、由

简到繁的活动和比赛情境，用积极的话语鼓励学生，

帮助他们在符合自己运动水平的环境中提升技能水平
[8]，以健康向上的情绪适应队友和比赛环境，提高了学

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5 精到多元评价，优化素养的品质力

体育与健康课程是一门以身体练习为主要手段的课

程，评价方法的多样化更显著于文化课，体育课堂中

的一个微笑、一个击掌、一条规则、一份奖品和一场

比赛等各个方法可对学生进行综合评价，都能使学生

形成学科核心素养，获得全面发展。

在足球的 4v4 对抗赛中，刘老师对规则的设置激发

了学生的思考，在练习情境中，刘老师用赞扬的语言

对 C 同学大声说道：“非常聪明的决策，做得很好，

本来可以轻松得1分，但你选择利用变向时机得了3分，

为你喝彩！”，然后跑过去主动与该学生击掌，该生

的表情和身体动作表现的很兴奋很喜悦。4 下 4 上交替

比赛练习时，C 同学和同伴场下讨论交流场上的比赛，

刘老师走过去问他：“你同伴刚才的传球怎么样？”C

同学说：“提前量太大了”，刘老师回答“对！你说

的很准，同伴明显没有到位，这样传球很难接到，请

你给他一些提示，帮助他一下！”赛前和赛后都得到

老师评价的 C 同学，似乎神来助力，浑身透露着喜悦

和兴奋，化身教练的他对场上的同伴更是给予许多鼓

励性的建议，让课堂充满了能量。

对于比赛结果的现实性，评价的方向也极具艺术

性，乒乓球课中，面对胜负差异的比分，唐老师说道：

“请黄队和蓝队算一下分，计在大屏幕上，黄队 : 蓝

队是 182:175，从数据上看出我们黄队发球‘命中率很

高’，但也不缺乏蓝队在体能和接发球技术环节中更

好一些。”皆大欢喜又不失公正的点评是老师艺术性

授课的体现也是鼓舞人心、饱满课堂的实际举措。面

对学生成功与失败的动作展示，“请再努力，给你棒

棒糖，拿好小纪念品”，“很不错呦，拿好手环，这

是你的奖品”，唐老师的鼓励性点评和礼轻情意重的

小礼物更能温暖每一位学生，激励学生更好的学习，

也促进了自己更好的教学。

依托规则设计评价份额，依据学练标准给予鼓励评

价，从互帮互助到团队成长，从命中率很高到体能和

接发球技术更好一些 , 从鼓励展示到奖品送到手，两位

老师在评价方法中既关注那些运动基础相对较弱但学

习态度认真的学生，又鼓励运动优异的学生再上一台

阶，多元又多样的评价增强了学生自信心也优化了体

育课堂的教学有效性。

4. 结束语

基于《浙江省中小学体育与健康课程指导纲要》的

课堂教学转型，是本次“双新”培训活动的主题。倡

导课堂教学转型的途径，为内容化零为整体现结构化，

组织化整为零体现有效性。笔者认为课堂教学转型的

成功依托于教师对课程指导纲要的理解和学习，实现

于教师教学设计的安排和教学实践的用心摸索。以优

化课堂即兴评价为实践出发点，直抵备课核心，为教

师有效教学、学生有效学习和课堂有效转型提供途径

和落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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