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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丝入扣，好“语”润生 
—一个农村小学教师对作文评语的思考实践 

◆麻  芳 

（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郭溪第一小学  浙江温州  325016） 

 
摘要：作文评语，是教师对学生习作的评价，它为学生习作水平的提高
提供了一个平台,它是沟通教师和学生心灵的桥梁。作文评语不仅在于它

的导向作用，更在于它的激励作用。本文通过笔者对本校五年级学生的

作文评语现状进行调查、分析，并根据实际对改进作文评语进行了实践
思考，以求达到使学生勤于写作，乐于写作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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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评语，是语文教师对学生的作文从形式到内容的总结性
评价。它既有导向作用，更有激励作用。它是教师对学生作文所
做的指导与评判，也是沟通师生心灵的桥梁。如果教师能评中含
情，评中生情，就如同在学生心里点燃一个耀眼的火把，能唤起
学生的兴趣，激起学生的热情，激活学生的思维，增添学生“我
手写我心”的写作乐趣。 

一、农村小学作文评语观状分析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为了提高学生的写作兴趣，准确地为作

文评语搭针把脉。我和同级段的老师设计调查表对五年级四个班
学生进行作文评语问卷调查。我们成立学生调查小组、分头取样
调查、统计调查结果，写出调查报告等一系列程序，最后得出以
下分析： 

（1）大多数学生喜欢老师写的评语，也会留意老师写的评
语，可以看出学生其实是很想与老师进行情感交流的。 

（2）大部分学生喜欢老师激励性加启发式评语中，对老师
真诚提出作文中的不足之处，能欣然接受并进行改正。可以看出
老师激励性或启发性的评语能激发学生的写作兴趣，进而能帮助
学生提高写作水平。 

（3）大部分学生觉得老师的评语会给他带来帮助，但还有
少数学生觉得老师的评语不完全有帮助，由此证明老师的评语针
对性不强或不符合学生的心理要求。 

（4）在“你印象深刻的评语”和“希望得到怎样的评语”
中，我们可以看到教师的评语简单化，缺乏实际性。写作方法指
导少，写作艺术熏陶不够深入。长此以往，难以有效地提高学生
的写作水平，难以培养学生的鉴赏能力。 

作文评价是学生习作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把学生的作文
比作花朵，那么教师的评语则是映衬花朵的片片绿叶，如果没有
绿叶不断供给养料和水分，花朵就会枯萎，直至凋零。因此，作
为语文教师，要想不断激发学生的写作兴趣，提高学生的写作水
平，就要在批改学生的习作上是需要花费一番功夫，多抓一些富
有个性的东西，根据每个学生、每篇文章的具体情况，提出具体
的意见。这样才能有的放矢，让所有的学生都有所得。 

二、作文评语的实践思考 
1.多一点鼓励，激发写作兴趣 
德国著名教育家第斯多惠在《德国教师指南》一书中说到：

“教学艺术不在于传授，而在于激励、唤醒、鼓动。” 
在作文批改时，教师要尊重每一个学生的劳动成果，要善于

发现每一篇作文的闪光之处，哪怕只是一个词语用得生动，一个
句子写得形象，一个标点用得正确，也都要教师满腔热情地给予
肯定并为之喝彩。每一个学生的作品都是一幅生动的画卷，只要
先尝试到欢乐，学生更愿意提笔尽情撒野，“野到深处文自芳”。 

有一次，看图写话。图画主要内容是：雪后，孩子们在雪地
上玩耍的情景。一个男孩子（二年级）写了如下一段话：“这是
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大雪飘飘洒洒从天而降，飘到了树枝上，
有的树枝像奇异的珊瑚，有的树枝像美丽的鹿角，大雪给大地披
上了银装。孩子们在雪地上玩得很高兴。”乍一看这段话，我惊
喜，惊喜于孩子对那景致的描写如此美妙，但又有点遗憾，如果
能把孩子们怎么玩雪的情景写生动了，那是多么完美啊！我写到：
“你作文中的语句这么生动，许多著名的作家小时候也不过如

此。”我把他写的这几句话在全班孩子面前读后，极力地表扬了
一番。我看到了他的明眸放射出的光芒，足见他是多么激动。而
后我把作文送回给他，问他：“想把作文写得更好吗？”他高兴
地点头，并且告诉我，句子是他从课外书上学的。我称赞他很会
学习，能看课外书是个好习惯。从那以后，这孩子就开始喜欢看
书，喜欢写作。每次都写得特别认真，现在可以算是班级里的写
作高手了！成功的欢乐是一种巨大的情绪力量。当一个人的美好
行为得到他人的充分肯定，乃至一个小小的成功被他人认可，他
会因此爆发更大的热情，产生更大的动力，将某一方面的工作做
得更好更出色。 

2、多一点幽默，给予写作动力 
古人云：教人未见意趣必不乐学。作文教学评语中如果一味

是枯燥乏味、僵硬刻板的评语，学生嚼之无味，所以未必乐意看，
自然也就起不到导向的作用。而幽默恰恰是很好的润滑剂。一句
幽默的语言，一个新颖的形式，一次诚恳的指导……那么即使是
批评，学生也乐意接受，而且觉得韵味无穷。 

例如：一堂习作课上，教师要求学生写一篇有关春天的文章。
有个学生偷懒，为了图方便，直接到《优秀作文选》上抄袭了一
些内容过来。这时我们切记不可小题大做，狠狠批评，这样只会
挫伤学生的自尊心，打击他们的积极性，甚至使学生更加害怕写
作文。遇到这样的文章，我们不妨幽默几句：“这篇文章好像似
曾相识。很多名人都是从模仿起步开始的，看来你在向他们靠拢。
不过你想想看荷花是在春天开放的吗？” 

比如，有的学生不能正确运用标点符号，作文中尽是逗号。
我在批语中这样写道：“句号睁大了迷惑的眼睛，感叹号流下了
委屈的眼泪：‘亲爱的主人，您怎么把我们忘得这么快呢？’”一
个孩子写了一篇《孙悟空畅游奥运》，文章想象巧妙丰富，充满
童趣，但错别字却连篇。我这样批道：“孩子，你的作文读起来
像孙悟空的筋斗一样轻盈灵巧，特别是孙悟空与刘翔跑那一段更
为巧妙。可惜错别字太猖狂，专门出来为非作歹，害得‘非错别
字’们个个唉声叹气、叫苦连天。请你学学孙悟空，抡起你的“金
箍棒”，睁大你的“火眼金睛”，为它们伸张正义吧，老师相信你
能行！” 

这些闪烁着童心的话语，学生会在“忍俊不禁”中受到思想
震动，不仅在愉悦中感受到浓浓的师情，而且认识到了自己习作
中的不足。如此一来，学生的习作能力就在潜移默化中得到了质
的提升。外国一个学者说：“用幽默的方法说出严肃的真理，比
直截了当的提出更能为人接受。”可见一句幽默风趣的评语，不
仅可以创造一种愉快的学习氛围，更是润滑剂，赋予孩子更多的
动力。 

3.多一点启发，点燃写作热情 
作文教学中，教师的启发性评语对于学生的作文影响很大。

因此，教师要热情设问，给学生关心、鼓励和启迪，让他们驰骋
自己的想象，在现有作文基础上，引起更广泛、更深入的思索，
从而激发起写作动机和兴趣，进而使作文水平稳步提高。 

比如：“你有一支生花的妙笔！你眼中的马鞍池公园美得就
像一幅画，像一首诗！读你的作文时，老师心情很愉快。如果你
把那时的愉快心情写上去，那该有多好！” 

“在你的笔下，借物抒情的写法运用自如，字里行间饱含着
强烈的“爱”。你以一片枫叶作引，把整件事情写得像诗一样美
好。真是太棒了！如果作文结尾能与开头呼应，那就更诗意盎然
了。” 
“一百个人眼中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面对同一篇作文，不同
的老师可以给出不同的评价，甚至完全相反的评价。所以教师总
是根据自己一个人的标准去评判所有的学生是很不科学的。教师
不能轻易地下断语，而应多站在学生的角度，从学生的视野来批
改作文。例如，我们与其在评语中写到“不够具体”，倒不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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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如果能多写一些有趣的事情放到文章中，效果可能会更
好，你觉得呢？”这样的商讨式的评语会让学生有被尊重的感觉，
自然他们也就会更加重视教师的评语了。看来，有时换一种说法，
多带点启发，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学生拿到作文本时总要先睹评语为快。当他们看到老师那么
欣赏自己的作品时，会很自觉地去修改作文中的不足。如果说激
励是给学生的一股强劲的动力，那么巧妙的启发就是一盏引路的
灯。 

4.多一点互动，碰撞出创造的火花 
习作应该说真事，写真话，抒真情，是孩子自由表情达意的

场所。思维只有在自由宽松的境界里才能得以开发。作文教学评
语应该打破教师一统天下的局面，让更多的人参与其中。通过学
生的自评，同伴间的互评，大大调动学生作文的积极性，在修改
别人作文的同时逐步提高自己的作文水平。 

这学期我将作文评语扩展为学生自评、同学间互评、老师总
评三步骤。在操作过程当中，我惊喜地发现学生们对作文的关注
度比以前高多了。在“同学间互评”环节中，学生们连一个小小
的错别字、标点符号都不放过，俨然一副小老师的样子，慎重地
做着自己的决定，挥动着手中的红笔。每个人都发挥着自己的特
长，同时在别人的提醒下改进了自己的不足。下面我就例举实践
中的点滴收获。 

学生自评：我对自己这次的习作还是比较满意的，因为语句
通顺，语言生动，还有许多好词、好句呢。而且我还特地运用了
一些修辞手法，突出了小草的生命力很顽强，最后一段我悟出了
一个启示。我觉得当中的“五彩缤纷、娇艳醒目”等这些词用得
非常好，能体现鲜花是多么的引人注目。不过，我不能骄傲，以
后还要好好加油，再接再厉！ 

——吴幼琪 
小伙伴评：幼琪，你这次的作文写得很棒哦！你的作文里加

了许多好词好句，使内容变得更加生动起来，加油，我看好你！ 
——徐乐 

学生自评：满意，我觉得这个“冒”字用得很好，好在能够

体现出含羞草的生命力是很顽强的。但也有不足之处，比如第一
句我觉得自己写得有些不通顺。下次我要争取拿到三颗星！ 

——黄洁豪 
学生自评：很满意。我觉得第二自然段写得比较好，因为加

了一个故事进去，更具体地描写了人们是怎样受到启示并发明雨
伞的。我相信只要努力，会越来越棒的！ 

——吴璇 
小伙伴评：吴璇，你这次的作文很值得我学习哦，真羡慕！

你在作文里加了鲁班造伞的故事，使文章更形象生动了。我还发
现你在描写海豚重达几百斤的时候，用了列数字的说明方法，真
厉害！ 

——徐留约 
老师总评：你的好朋友“小溪”被你夸得很美，很神奇，让

人很想去认识你的这位“朋友”，真想一看究竟啊！ 
——给林烁《我家门前的小溪》的习作评语 

老师总评：你真是个心细的孩子，你描写了发生在我们身边
的两个真实事例，字字句句都那么诚恳，令老师很感动！ 

——给吴佳倩《老师，我想对您说》的习作评语 
作文评语是连接师生的纽带和桥梁，只要“多一点”，就能

把教师和学生的心拉得更近，把学生与作文的距离拉得更近。这
四个“多一点”，犹如点点春雨，丝丝入扣，润物无声，滋润着
语文园地里破土而出的新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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