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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重点以及发展的基础是育人为本，纵观我们

的作文评改这一环节可谓“动静分明”：“动者”一般为

教师，收缴、评改、评讲作文一条龙服务，忙个热火朝

天；而“静者”却是学生，似乎只要他们完成写作就万

事大吉了，大部分学生关注的不是自己写作的得失，而

仅限于作文的得分或等次，甚至对教师呕心沥血的“精

批细改”毫不在意，对教师给出的评语更是一读而过，

让恪尽职守的教师枉费心血。

1　作文评改概念

作文评改是写作教学中不可或缺的环节。作文评改

由“评”与“改”两部分内容组成。学生完成作文后，

教师要针对作文内容、形式、书写等进行点评。“批”的

目的在于找出学生写作的优缺点，并分析成因。“批”属

于宏观的，如学生写作观点不正确、材料应用不恰当、

结构有问题等都可在“批”的环节指出，“改”主要是修

改错误，教师在作文评改教学中要坚持普遍性、计划性、

理论性等原则，基于素质教育的要求，积极促进学生核

心素养发展。

2　作文评改特点

2.1 作文评改主体多元化

在作文评改中，教师的评改固然重要，可提升学生

的语言运用能力、思维能力、审美能力等。全新的多位

一体的作文评改模式可加强师生、生生、学生与家长间

的对话，教师在作文评改中关注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

提升学生写作思维，从而掌握相应的作文评改技巧，切

实提高语文学科核心素养。

2.2 作文评改内容综合化

随着素质教育的推进，教师在组织学生评改作文时，

应格外关注学生的语言、思维、审美等能力的发展情况，

即不仅要重视语言文字表达形式的评改，还要关注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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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蕴含的思想情感。作文评改综合化就是要从多角度

评改学生的作文。其中，评改内容在宏观上要关注写作

态度、思维逻辑、情感内涵等，微观上细化到具体的标

点符号、写作格式、错别字以及工整程度等。评改的总

要求是统一形式与内容、统一整体与部分、统一文化与

审美，以切实提高学生的语文核心素养。

2.3 作文评改语言情感化

在进行写作技巧传授和作文评改时，情感发挥着极

其关键的作用。学习语文、评改作文，都需要真挚的情

感。因此，无论是当面评改作文，还是书面评改作文，

教师都应为语言注入情感，且这种情感既要真诚，又要

平等，与学生进行深度沟通，真正让学生受益，从而能

够发挥激励学生的作用。

2.4 作文评改方式多样化

受“应试”教育影响，教师将作文评改课的大部分

时间用于训练学生的答题技巧，传统的作文评改以教师

自评为主，因评改教学时间有限，作文评改也多流于表

面形式。随着语文教学改革工作的深入推进，教师以培

养学生的核心素养为目标不断创新作文评改方式。

3　作文评改现状

3.1 以教师为评改主体，缺少互动性

部分教师在组织作文评改活动时，并未清晰认知评

改主体，很多情况下都是自己在唱独角戏。这会导致学

生在作文评改中的积极性大打折扣。常见的作文评改步

骤是学生上交作文，教师直接批改，然后将批改后的作

文发到学生手中，再利用几分钟课堂时间，对个别优秀

作文进行讲评。这种作文评改模式极其单调，导致部分

学生对写作产生误区，认为作文就是枯燥的写、写、写，

从而对写作失去兴趣。

3.2 作文评改过于注重知识

部分教师在批改作文时，存在重知识轻思维的现象。

部分教师对此缺乏深刻认知，在作文批改中简单、机械

化地评价作文中的字词、语句与篇章结构等。其形式多

为教师通读学生作文，圈出字词错误以及不通顺语句，

简单写几句评语，而未针对学生的行文思路以及主旨情

感进行深入分析，造成学生写作思维越来越僵化。

3.3 作文评改全面开花，重点不突出

部分教师在作文评改时存在重点不突出的情况，常

常“胡子眉毛一把抓”，泛泛而谈，字词、语句、谋篇布

局、行文思路等处处涉及。

3.4 作文评改语言缺少温度，平等性不突出

部分教师在评改作文时使用的评价语言只关注结果，

缺少温度，仅用“阅”“优”“良”等语言进行评价，在

课堂上针对学生的作文问题也一语带过，没有与学生进

行积极的互动、交流。这样的评改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

评改，只是简单打分。评语也极其空洞，且具有程式化

特点，不仅不能给予学生行文情感上的反馈，又无法为

学生日后的写作带来有益的指导与建议。例如下面所示

的一个作文片段：“过了一小会儿，小妹开始在床上乱

蹦，我有一些担心，将她抱了下来，她却非常地不开心，

胡乱地抓着我的头发，用手遮挡我的眼睛。我刚抱住她，

她便用手挡住了我的眼睛，我从这一刻开始什么也看不

见了，她却抓着我晃来晃去，我的重心越来越不稳了，

开始倒下去了。就在倒下去的那一瞬间，我发现我只有

两个选择，向前倒，或向后倒。向后倒，妹妹的头或许

会磕到墙上，而我会稳稳地被被子接住，向前倒，我会

撞在墙上，妹妹则可以安然无恙地落在床上。如今，我

已经长大了，我的选择毫无悬念，宁可自己受伤，也不

能伤着幼小的她。于是，我向前扑去，果然我的头撞出

了一个大包，而小妹却在一旁哈哈大笑，就在这一瞬间，

我意识到我长大了。”这是一篇以《成长》为题目的作文，

教师在评改时，只简单地写下了“不错”两个字，并在作

文题目旁边画下4颗星，文章右下角写上批注日期。学生

认真写出的作文，蕴含着丰富的情感，为自己长大而开心

地发出了一连串的感叹，特别希望获得他人的赞扬与鼓

励，而教师仅以冷冰冰的“不错”两个字草草应付。

3.5 作文评改以套话为主，缺少针对性

部分教师在作文评改时，常常使用套话、空话等评

语，并未直接指出学生存在的问题，也未针对学生的问

题提出具体修改建议。例如，文章语言流畅、字迹工整、

情感充沛、让人动容等评语，都是泛泛而谈，并未指出

生动的语言是哪一句，哪一部分情感更为充沛。当学生

看到这种评语时，常常有一种“云里雾里”的感受，不

知道自己这篇作文“好”或“不好”。

4　提高语文作文评改有效性的策略

4.1 过程观察法

这种方法主要运用在某篇作文修改后，有些生活中

的细节引起学生的争论。如有位学生描写麻雀的动作时

这样写：“麻雀看到地上的小虫子，就飞落在地上，并迅

速跑过去，一嘴吃掉了虫子”教师就问学生：“麻雀会跑

吗？”这引起许多学生的争论。我就让学生们都到操场

上去观察，结果得出结论：麻雀是在地上跳着，是不会

走的。还比如鸡掉转头时是一顿一顿的，而不像人一样

一扭就转过头。显然，上述描写不符合事实，于是学生

根据观察到的结果对自己的作文作了修改和润饰，作文

变得更生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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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品读评语法

评语的品读，能调动学生的写作热情。教师可以把

写给学生的评语打印成条目，发给学生，让学生去品读

或结合作文去品读，许多学生根据评语又写出了许多让

人感动至深的日记来。品读评语，实际就是对写作知识

和写作能力的又一次检验，从而让学生对写作有一个更

纵深的认识。

4.3 丰富评改语言，关注文本情感

青少年学生正处于心理及生理发展的特殊时期，因

此，教师的评改语言，无论是书面言语，还是口头言语，

都应关注学生的思维发展。这就要求教师在进行作文评

改时，应灵活应用语言文字。除此之外，教师在要丰富

评改语言，多使用生动活泼的语言，并做到通俗易懂、

表达准确，确保学生在简洁流畅的作文评语中感受到语

言文字的魅力，进而不断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及思

维水平。

4.4 杜绝“一刀切”

学生的语文学习基础不同，对语文知识的接受能力

不同，写同一主题的作文时，写作水平参差不齐，教师

要花费心思批改，指出每个学生作文中存在的不同问题，

并为其提供有效的修改建议，然后科学分成三个层级，

针对每一层级的学生加以悉心指导，从而促使全体学生

的写作水平同步提升。例如，第一层级的学生写作基础

较弱，面对错字满篇、病句满篇的作文，教师应向学生

指出错别字的危害，要求学生平时多积累好词、好句。

第二层级的学生写作基础中等，在结合素材、事例写作

时，常出现无话可说、无事可写的情况。这时教师可指

导学生练习扩句，积累文章素材。第三层级的学生写作

基础较好，在写作时字迹工整，言语到位，但是整篇作

文读下来感觉平平，毫无新意。这时，教师就可指导其

注重阅读，学习文章布局技巧。总之，不同学生存在不

同的写作问题，所以，教师应从不同角度去评改学生的

作文，将鼓励的态度作为评改准则。

4.5 鼓励学生自改，体现主体性

自评、互评以及小组评等模式会促使学生积极参与

课堂教学活动，深化对相关知识的理解。有关自评法的

应用，主要是指学生完成写作任务后，自我诊断作文中

的优点、缺点，然后结合教师讲评内容再次进行自我评

价，具体流程如下：讲评前自评—优点：语言优美，重

视景物描写、细节描写。缺点：选材陈旧，情节夸张。

讲评后自评—优点：行文结构完整、紧凑，做到首尾呼

应，中心思想明确，不存在偏题问题，语言优美，熟练

应用日常积累的好词佳句。缺点：未细致观察周边事物，

所选择的题材比较陈旧，在创作时过度追求语言优美，

忽略情感把握，致使文章失真。二次自评之后，学生为

自己制定了相应的改正策略，养成写摘记的好习惯，将

灵感记录下来。关于互评法的应用，以一次作文创作为

例探究。在一次写作教学中，教师发现班级的两个学生

都模仿了《阿长与〈山海经〉》中先抑后扬的写作手法描

述身边的人物。其中，一个学生恰到好处地用了“贬”，

而另一个学生在使用这种手法时存在一些问题，在“贬

人物”方面言语过多，且缺少鲜明转折，未突出人物优

点。因这两个学生在写作手法上有一定的可比性，所以，

相互评价，这可促使两个学生同步提升写作能力。

4.6 创设作文评改情境，激发学生评改兴趣

创设作文评改情境可为学生营造轻松、愉悦的语言

实践氛围，让学生在作文评改过程中得到听、说、读、

写的熏陶，从而促使学生乐评、乐改。以下述作文评改

为例，探究创设作文评改情境激活学生评改兴趣的策略，

将班级各学习小组分为不同的“编辑部”，教师在多媒体

屏幕上展示评改要求，各“编辑部”内部进行交流、讨

论，评选组内最优文章，并要说明文章优在哪里，推选

一名代表在全班师生面前汇报。然后从各“编辑部”推

选的优秀文章中选出一篇，与另一篇“进步文章”一同

张贴在班级的宣传栏上，供全班同学阅览。创设“编辑

部”的情境可让班级的每一个学生都有机会承担起小编

辑的职责。学生在“编辑部”内对其他同学的作文进行

细致评改，热情高涨。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双减政策下新课标的教学理念是“以人

为本”，转变学生完全处于被动接受的状态。教师在写

作教学中要高度重视作文评改环节，并不断优化作文评

改策略。初中语文教师可通过有效的评改策略不断丰富

学生作文评改体验，语文教师可以依据不同作文的要求，

采取不同的评改方式，来提高作文评改质量，最终促使

学生写作水平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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