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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本选题“如何表扬孩子”，本文主要运用了文献法研究，精选国内外近 20几年的，

较为权威的，与选题紧密相关的期刊文献文章，探究其中的异同点、成果和不足之处，总结了

关于“如何表扬孩子”的各种角度，并说明了自己的一些观点和拙见。在 20世纪 90年代以来，

“如何表扬孩子”不断被提起和研究，相关人士和学者根据自身的亲身经历或实验研究，在孩

子、家长和教育者之间跳跃选择立足点和实际需要研究的区域进行探查，包括如何表扬、表扬

的优缺点、表扬的对象，表扬的时间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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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教育中，“如何表扬孩子”一直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

在很多家庭和学校教育中，“要不要表扬？怎么表扬？要不

要把赏识教育和惩罚教育结合在一起”，成人的引领对于孩

子来说至关重要，但怎么引导，这关乎孩子的成长，也不容

马虎。要怎么把握其中的度，或者是怎么看待这些问题，正

因为这样的困扰，所以才会有众多国内国外的学者通过观察、

实践、文献研究等方式一点点下功夫。但是现在，不管是 10

后，还是 20后，在这些孩子身上，仍然还存在着问题，一

些父母或者是教师，或者把赏识教育绝对化，或者完全批判

“表扬”方式，他们对于对待孩子仍然存在着疑惑、矛盾，

而一些前沿的研究成果也并没有转化成实际完完全全可以

操作的，通俗易懂的方案。当前，还有一些现实问题需要迫

切解决，比如一些实际的极为复杂的情况家校该如何分别或

者携手应对，又或者我们该怎样有效地调节家长、孩子和学

校间对于“如何表扬”的态度矛盾，等等。所以，“如何表

扬孩子”仍然是值得深入研究的一个课题，对于该问题的研

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研究现状

从搜集到的较为带有普遍性和权威性的文献资料来看，

国内外理论界关于“如何表扬孩子”的研究源于苏霍姆林斯

基提出的“特殊奖励”思想。自 1968年美国著名的罗森塔

尔效应提出以来，“表扬孩子”的问题开始备受国际心理学

界和教育学界的高度关注和重视，成为诸多学者关注的热点，

取得了较多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大都从身边例子和实验结论

得来，本文主要选择的是 20世纪 90年代以来国内外的研究

成果。

（一）国内现阶段主要理论和观点

1.实践方面

郭兰英于 1998年在《“夸夸我的好孩子”——家园合

作培养幼儿良好的行为习惯》一文中用亲身实践活动——幼

儿园贯彻北京市’97 家教指导行动主题“学会关心、举止文

明”的过程中探索了一种适合幼儿年龄特点家园合作培

养幼儿良好行为习惯的新形式—“夸夸我的好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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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来阐发“夸奖孩子”的必要性和需要改进之处；陈卫

兵于 2011年在《家长，你会表扬孩子吗？》中也是以自己

在小学教学中学生捡钢笔的事情来佐证家庭教育中表扬的

教养方式不正确带给孩子的影响；谷冀豫于 2013年在《舌

尖上的魔力——浅谈教师评价用语的正确使用》中引用自己

在小学听课中一位老师上课时对学生的具有极强针对性和

富有激情的评价性用语从正面佐证了课堂上老师应该怎样

运用表扬性用语才是对学生有帮助和鼓励的；石东升于 2017

年在《别让孩子在夸奖与赞美声中迷失了自我》中以自己与

女儿的交往，与老师的交谈中谈到家长应该怎样用积极和正

面的语言来鼓励孩子，并配合学校教师，让他们能够更没有

负担地去接受批评教育，不迷失自己；王保华于 2019年在

《请正确使用“表扬”这根魔法棒》中以自己学校中的一个

孩子妈妈只是轻声对孩子的错误一笔带过，但赞赏却占话语

的一大半为错误案例，来引发如何正确把握表扬的度。胡慧

娟于 2023年在《家庭教育中慎用“好孩子”标签》一文中，

以自己作为一位心理教师，对自己近三岁的孩子发展自我意

识关键期的前提来说明“好孩子，要听话”的表扬要求的金

箍给孩子的发展带来的不利。这些实验和实践性的经历带来

的观点更容易让人信服，也具有真实性和有效性，其中也不

乏罗森塔尔效应、多元智能理论、埃里克森人格发展阶段理

论等理论性的支撑。但是除了少数文献是专门针对孩子与家

长之间的行为、结果与表扬回应以外，其他很多都是对课堂

上师生互动的问题阐发与理解，缺乏家庭教育小范围的实证

性和针对性。

2.落脚点方面

郭兰英女士在文献中的落脚点是学前教育中家长、幼儿

与幼儿园的“夸夸我的好孩子”互动；晓君文于 1998年在

《家长如何表扬孩子》一文中，是站在家长的角度表述表扬

手段的注意点，王保华于《请正确使用“表扬”这根魔法棒》

里，同样站在家庭中家长的角度来说明如何用表扬塑造孩子

健康向上的心理，何石明在《家长该如何赞扬孩子》中讨论

家长赞扬孩子的门道仍然是站在家长的角度想问题，而桑标

于 2001年在《父母形象系列（之二）——肯定、表扬与激

励》中也是以父母的角度来看如何展示肯定、表扬与激励孩

子的形象；同年，倪慧芳于 12月在《学会赏识孩子》中分

别站在父母和孩子的角度来看到底应该如何实施赏识教育

这个教育理念；敬亚荣于《激励性评价需要什么样的语言》

里立足于老师这个角色来看如何用语言来赏识、激励和赞赏

孩子，谷冀豫在《舌尖上的魔力——浅谈教师评价用语的正

确使用》中，也是站在老师的角度，评价他们的用语应该怎

样才能对学生产生积极影响；刘中丽于 2010年 5月在《好

孩子不完全是夸出来的——关鸿羽教授访谈录》中，以访谈

对话的形式，站在专家的角度讨论怎样把握表扬与鼓励的度；

李先军于同年在《好孩子真是“夸出来”的吗？——论“以

表扬为主”与学生道德情感的表扬》中，真正站在学生的角

度，以学校道德教育中“以表扬为主”的滥用来阐发它带给

学生的弊端，引发思考，而陈卫兵在《家长，你会表扬孩子

吗？》中则是立足于“如何巧妙地表扬”，也是以孩子的角

度来生发他们与教师、父母和其他亲属之间的沟通问题，石

东升在《别让孩子在夸奖与赞美声中迷失了自我》中，是于

孩子、家长和老师三者之间谈赞美、惩罚与守规矩之间怎样

达到平衡状态；张晓林在《正确使用表扬，发挥表扬应有的

作用》中提及表扬过多产生的不良后果和应该怎样正确发挥

表扬的作用，是分别站在小学学生和老师的角度论述的；任

纪远于 2019年 7 月在《好孩子不一定能夸出来》中，谈及

评价用语的内在微妙之处时，是站在宏观的教育者角度来看

待从“差评”到大肆褒扬表扬用语这些教育现象和出现的问

题；胡慧娟于《家庭教育中慎用“好孩子”标签》一文中从

母亲的立场来看“好孩子”标签的影响与祛除。总的来说，

这些文献中的观点，确实详尽了各种角度来看表扬及其相关

问题，但是却大都站在教育的立场思考，较为忽略了孩子作

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他们内心的真正想法和今后独立的生存

的问题。

（二）国外现阶段主要理论和观点

Hae in Lee、Young-Hoon Kim、Pelin Kesebir 和 Da Eun

Han于 2017年 8月 15日在《理解父母的赞扬何时会导致孩

子的最佳表现》中,站在家长和教育者的角度研究考察了父母

表扬孩子的实际条件和要注意孩子如何感知表扬；Nahm Eun

Young、Park So Eun 于 2017 年 8 月 31 日在 Understanding

When Parental Praise Leads to Optional Child Outcomes中，以

实验的研究方式，站在母亲的角度探究不同类型的母亲赞美

如何影响母亲和孩子之间的相互情绪反应；Mary Shin Kim

于 2017 年 于 The practice of praising one’s own child in

parent-to-parent talk里是站在父母的角度，以亲子会话语料

的实验来看待父母的代替表扬方式对孩子的作用；Koizumi

Yoshiko,Iijima Noriko,Ikeda Kazuhiro 于 How Do Teacher

Praise Children’s Behaviors in the Kindergarten?第三次和第四

次报告中，是以实验的方式，立足于幼儿园教师，来看他们

的表扬行为与保育经验年数的关联。我们可以看到，近年来，

外文期刊中，许多文献都是扎根在真正的、精确的、细致的

实验上而探查“如何表扬孩子”及其相关问题的，但是，其

中角度相对来说仍然不够完善，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和国内一

样，轻视了孩子作为与父母、教育者相关的表扬对象以外也

拥有独立的人格的方面。

二、结论

综上，国内外学者对“如何表扬孩子”问题进行了研究，

不管是用实验，还是前者的理论观点，身边或者亲身经历，

https://scholar.cnki.net/home/search?sw=6&sw-input=Mary Shin Kim
https://scholar.cnki.net/home/search?sw=6&sw-input=Mary Shin K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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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等等，各种研究方式，都得到了许多有价值和参考性的

研究成果。现有的研究表明，表扬只是一种方式，是父母，

教育者在孩子的成长方面或者过程中所运用的一种赏识方

式。不是所有的表扬都有效，表扬也不是在幼儿身上才能使

用。表扬需要把握度，需要技巧，需要和批评、适度惩罚交

错变换使用。除此以外，表扬对象、表扬者应该怎样处理好

表扬过程中之间出现的矛盾，在研究中也有所思考和反映。

但本文的研究认为，除了上述的研究角度之外，还有一些角

度尚未被特别注意到，比如：我们在实际教育中，表扬过程

里，怎样把教育者、父亲、母亲或其他与孩子有亲密往来的

家属，朋友等角色分清，他们担当的到底是什么，又该怎样

看待他们在这一过程中的行为反映的心理；还有，孩子作为

表扬对象，在这样一个学业负担重，家庭同龄人少的环境中，

我们应该怎么从他们在表扬前后的行为，真正站在他们的立

场去考虑问题。笔者坚信，更多的温和、有效、细致的实验

和温暖、更加多样的研究角度会让“如何表扬孩子”带来更

多的，对孩子有利的，能平衡孩子、家长和教育者之间关系

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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