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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如何有效培养初中生的作文互批互改能力 
◆朱雄兴 

（广宁县宾亨镇中心学校  广东广宁  526300） 

 
摘要：在语文作文课上，教师需要对学生作文互批互改能力的培养，以

提高学生的作文审美能力和写作技巧，并且还能减少自己的工作量。在

学生进行互批互改的过程中，教师需要转变自己传统的教学观念，组织
批改小组，做好批改前的准备工作，从教师指导批改、采用多种批改方

式、对内容进行全面批阅、汇总批阅情况这四个步骤实施作文互批互改

活动，研究互批互改活动对于提高学生语文写作能力的作用，循序渐进
地提高互批互改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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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6 年版）》对于初中学生提出
了一些写作方面的要求：学生每学年的作文次数不得少于 14 次，
其他练笔不得少于 1 万字，在 45 分钟内完成的写作字数不得少
于 500 字。因此，初中语文教师每个学期都要布置不低于 6 次的
作文，其中不包括期中和期末的考试作文，每学期都要进行阅读、
写作、综合性学习、名著导读，例如，《卖油翁》这一阅读课描
述了善射者陈尧咨举世无双的射术，也刻画了卖油翁从钱孔灌
油，而钱不湿的技巧，向我们阐释了“熟能生巧”的道理，通过
阅读这篇课文，要求学生在写作的时候，能够抓住细节，从细节
上刻画出人物的传奇色彩。所有的作文、阅读心得、综合性学习
和名著导读摘抄都需要教师的精心批改，此外，教师还需要备课
和批改其他的作业等，艰巨的工作量使得教师在批改作文的时候
难以避免出错。针对目前的现状，教师应该转变这种批改作文的
模式，恰当地将学生引入作文的批改过程中，让学生参与作文的
互批互改活动，增强学生对作文的重视度，从而提升学生的作文
写作能力。 

一、开展作文互批互改活动的准备 
一些学校领导和语文教师在教学观念上比较传统，他们普遍

认为作文就应该由教师进行批阅，让学生批改作文是一种不负责
的做法。第一，语文教师应该引导学校领导转变传统的教学观念，
让他们亲自身临课堂，体会作文课上学生互批互改的气氛，了解
到学生的作文批改能力；第二，向抱有传统观念的学校领导和语
文教师介绍互批互改的教学案例和其他学校的一些成功经验，转
变他们的态度，为互批互改活动的开展扫除思维障碍。 

教师可以对班级进行分组，以几个人为一个小组，在分组的
时候，要以现有的班级座位为前提，特别注意不同性别和不同学
习能力的学生搭配，每个小组委任一名小组长。在作文互批互改
的时候，教师要制定《作文互批互改记录表》，下发给每一个小
组成员，最后收回汇总装订成册。在每一次的互批互改活动中,
教师需要在课堂上巡游指导学生在批改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小组
长需要对所批改作文的优点和缺点进行详细地记录，提供给后面
批改的学生进行批改，或是供其他小组学生进行相互学习。 

二、开展作文互批互改活动的具体步骤 
作文的互批互改活动与过去的阅读活动有很大的不同之处，

其需要一个科学合理的活动步骤，保证学生有序地完成。为了激
发学生的参与积极性，教师可以派语文科代表把任务分派给各小
组长，每个小组的所有成员都必须有一篇要批改的作文，小组长
根据成员的能力不同分配难易不等的作文。从实践过程来看，主
要有以下几个步骤： 

（一）教师对作文批改进行指导 
在作文的互批互改活动进行之前，教师一般利用作文课或阅

读课对班级学生进行作文批改指导。可以用一部分学生的作文为
例，从审题、作文结构、中心思想、修辞手法、环境和人物描写
等方面进行技巧指导。在互批互改活动进行的过程中，因为学生
的熟练程度不高,所以可以先批改自己的作文（后期不允许批改
自己的作文），通过教师的再三指导以后，教师的指导步骤可以
省略，只需要下发评分标准和参考评语。 

（二）采用多种批改方式 
为了提升学生的自主性，在不同的批改过程中，教师可以采

用多种批改方式，互批互改方式有自己批改、同学批改、师生共
阅、一文一评、一文多评、同班互评、班级互评、不同年级互评
等。学生最先尝试批改自己的作文，主要是对标点、错别字、病
句等进行修改，熟练之后就开始进行互批互改，在每次批改的作
文评语处签名，以表示自己已完成批改，然后，教师把学生批改
的作文收回，再次进行批改，这时不但要对作文进行批改，而且
还要对学生的批改情况进行批改。相比过去只由教师批改的方
式，工作量更多了，教师可以从每个小组抽一两篇批改即可。 

（三）对内容进行全面批改 
因为很多教师都会利用阅读课和作文课指导学生完成作文，

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提升学生的作文批改能力。学生在互批互改
活动中，大都是从字迹、卷面、字数、中心思想、情感、文章结
构等方面进行批改，通过最近几年的互批互改活动的情况来看，
学生在作文互批互改能力上有所突破，有的学生知道在句子旁作
眉批，有的学生则在结尾处做总评。学生的评语一般都是既不缺
表扬也能委婉指出缺点，并且还能对错别字和病句进行修改。 

（四）分组汇报批改情况 
一般而言，每次的互批互改活动，每个学生至少要批改两篇

作文，小组内的成员批改完作文后就交给小组长，然后汇报批改
情况。小组成员一起评出最优秀的作文、最差的作文、最有进步
的作文等。小组长把批改情况汇总到记录簿中，把记录簿和所有
的批改作文一起交给语文科代表。另外，当一部分的作文被教师
批改之后，师生可以一起评出最优秀的作品，并张贴到教室黑板
报中。优秀的作文没有必要再进行抄正，因为文中有学生的评语，
师生还可以根据评语，评出最优秀的批改员，并进行表扬。教师
的主要任务是把优秀作品收集汇总，装订成册，提供给学生阅读，
也可以作为教师进行课题研究的材料。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本文探究了作文互批互改活动教学的步骤，作文

的互批互改活动是新课程改革的要求，并获得了一定的效果，这
与教师孜孜不倦的教学精神是分不开的。对于作文课互批互改活
动的研究，还需要教师的不断实践经验总结，从而不断完善作文
教学的革新，提升学生的作文互批互改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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