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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是语文教育和学习的核心目的之一，写作不仅可以拓展
人生的宽度，还可以增强人生的亮度。语文核心素养指要培养
学生语言建构与运用、思维发展与提升、审美鉴赏与创造、文
化传承与理解，而学生最终能力的提高都是以语言的建构与运用
为基础的，而作文评改作为写作教学中重要的一部分，是培养
学生读者意识的重要途径。在以语文核心素养为背景的基础上，
探究一种多元互动的作文评改方式，以期增强教师的作文评改意
识，使教师意识到“好作文是改出来的”。

1　多元互动作文评改的功能
1.1多元互动作文评改的含义
多元互动中的“元”即“要素”，也就是指作文评改的

主体。“多元”不仅指在作文评改中学生的参与、教师的参
与，也可以指参与到学生作文评改过程的家长、同学、朋友
等。“互动”即多个主体之间的交流探讨，例如：集体批改、
小组批改等多种方式，使得更多的人参与到作文批改的过程中
来，“作文评改”即“作文评价与修改”，评改作文过程中
评价主体对学生的作文既评价又修改。“作文评改”与“作文
批改”有较大不同，“作文评改”是“作文批改”的升华。
评改的前提是评价，即评价主体对学生作文提出中肯的评价，
后对作文提出合理的修改建议。

1.2积极落实语文核心素养之要求
语文核心素养是在新课改的背景之下，为实现“立德树

人”的根本目的而提出来的。顾之川在书中将语文核心素养理解
为以下四个方面内容：“一是必要的语文知识，包括语言文字、文
学审美、人文素养等知识；二是具有较强的识字与写字、阅读与
表达（包括口语与书面语）能力；三是语文学习的正确方法和良
好习惯；四是独立思考能力与丰富的想象力。”林崇德谈到学科素
养是这样说“学科核心素养是学科独特育人价值的集中体现，是
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在特定学科上的具体化，是学生通过学科学习
而逐步形成的正确价值观念、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其中作文教
学是提升语文核心素养的重要途径之一，语文核心素养背景下多
元互动的作文评改，其根本目的是巩固学生的语言知识积累，培
养学生的语文学习能力，培养学生审美鉴赏能力，以此提高学生
写作综合能力。

2　对教师实施多元互动作文评改的分析
2.1教师习作评改观念存在偏差
在传统的作文课堂中普遍存在写作教学的机械化、程序性过

强，教学模式单一。教师将语文核心素养这一基础与写作教学剥
离，当前教师在写作教学中将更多的关注点聚集到写作方法上，
比如找准立意、语句准确、字数要够、书写工整等，这只会使作
文教学越来越僵硬。长此以往，学生的作文也将趋于相同，变得
模式化。

2.2教师习作评改目标固定且意识淡薄
当代教师面对作文教学，教师大多数情况存在根据自身经验

而设计教学，这节课认为材料很重要，便提醒学生积累素材；这
节课认为立意很重要，便提醒学生仔细审题；这节课认为书写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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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基于语文核心素养的基本内涵，对多元互动作文评改方式进行探究。为了分析多元互动作文评改方式在语文教
学中的意义和价值，研究语文核心素养背景下作文评改在教学中运用的现状，经分析发现大部分教师对作文评改的重视程度有所提
高，但是在作文评改教学中仍然存在评改方式单一、教学呈现无序性等问题。所以在此基础上探讨多元互动的作文评改有效实施的
策略，能够给现阶段语文教师开展作文评改提供一种新的思路，能够使学生充分发挥主体性，参与到作文评改教学过程中去，提升
中学生写作水平，促进语文核心素养与多元互动作文评改方式的进一步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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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便告诉学生练习书法……教学呈现无序性，教师很少去思
考系统的作文训练要求与内容，甚至有些教师写作前无指导，写
作后无评改，认为写作课可有可无。这种情况直接导致写作评改
无法进行，教师的评改目标意识浅薄，教师不重视写作评改，未
认识到写作评改的目标是激发学生写作兴趣，提高学生文学素养，
这也就间接导致写作教学课堂杂乱无序。

3　基于语文核心素养的多元互动作文评改策略
3.1 写前以读促写，评价阅读理解力
在课文中寻找训练写作的切入点，使学生可以随时随地进行

写作训练。学生在阅读理解课文的基础之上，发挥想象力，表
达自己的观点，有利于培养学生的阅读理解力。学生对文章的
理解能力可能会产生不同的观点，教师不能使用单一化的评价标
准，对学生的观点做评判，教师要尊重且理解学生不同观点的
存在。

3.2 写中点拨启发，评价语言表达力
教师应创新教学过程，尤其是在对学生进行写作指导的过程

中，细化指导过程对学生进行点拨启发。例如在立意的过程
中，要细化立意的步骤，教师应该在知道学生审清题意，揣摩
内涵之后，分析研究，与学生一起探讨，在不抹杀学生思想的
前提下给予学生建设性的建议，选择重心，确立其中心思想。
教师应及时更新教学观念，摒弃旧的教学观念，才能给予学生
新的思想。

3.3写后师生修改，评价思维发展力
集体批改、合作式批改、家长批改等多种批改方式，学生可

以通过语言的运用，获得思维的发展与提升，学生在表达时，力
求用最准确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思想，在表达时还会尝试多种句式，
以求表达的完美。写中点拨启发，评价语言表达力

4　总结
现代作文评改不受传统作文教学的限制，体现在评改主体多

元化、评改方式多元化和评改标准多元化。多元互动作文评改在
以语文核心素养为背景之下变得更加具体、灵活。研究就当代教
师评改教学现状及原因进行分析，结合语文核心素养对写作评改
的要求，也结合一些教学片段提出了相应的作文评改策略。作为
教师要创新作文评改理念，追赶前沿理论更新教学观念设计，重
视学生与课堂，以学生为本位，鼓励学生积极思考，在关键处加
以点拨，重视学生的阅读体验和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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