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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浅谈如何引导学生修改作文 
◆郭建新 

（东莞市谢岗镇中心小学  523590） 

 
摘要：教师要提高作文教学的质量，不仅要在如何引导学生“写”方面

勤于研究，也要在如何引导学生“改”方面多做探索。 “写”和“改”

处在同样重要的地位。具体作文教学实践中，教师要善于引导，讲究策

略，在激发学生兴趣的基础上，培养其能力和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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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学的主要任务就是引导学生学会感悟赏鉴语言文字，
善于积累和运用语言文字，而写作教学是引导学生运用语言文字
的主要途径，可见，写作教学在语文教学中的意义，那么如何引
导学生修改作文，也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作文教学要重视修改的环节  
当今作文教学中，教师把如何引导学生“写”作为作文教学

的主要内容。教学中，教师着力引导学生如何审题立意，如何选
材布局，如何择词用语，也就是说主要专注于如何引导学生“写”，
在“写”的环节中倾注过多的时间和精力。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
写完文章以后，不加反思地直接上交于老师，认为已经完成作文
任务，作文修改，那是老师的事情。教师拿到学生作文以后，伏
案潜心修改，可谓是殚精竭虑。然而学生对老师修改后的作文，
只关注评语，对于作文具体存在什么问题，该如何修正，不去考
虑。整个作文教学过程，以教师教导学生如何写和教师修改学生
作文为主要环节，教师占教学的主体地位，学生只是被动接受。
这不仅违背了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教学理念，而且不利
于学生作文能力的培养和综合素质的提高。那么如何解决这一畸
形现状，使作文教学不再陷入劳而无获或不劳而获微的窘境？我
认为，不仅要指导学生“写”，还要教会学生如何“改”，让学生
自己学会修改作文，把“写”和“改”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学
生真正成为作文的主人，这样，不仅能减轻教师工作的负担，而
且有利于学生作文水平有一个质的飞跃。 

二、引导学生修改文章的策略  
1、让学生明确文章修改的原则  
在引导学生修改作文前，教师应让学生明确修改文章应该坚

持的原则，让其认识修改文章不能太随意。我指导学生修改文章，
主要让学生坚持做到以下几点：  

（1）统观全局，大处着手  
修改时一般要着眼于“五看”：看主题确立、看材料选取、

看结构布局、看语言表达、看标点符号。教师让学生不要急于逐
字逐句的去斟酌，让其先从大的方面着手，如：文章内容符合不
符合写作要求，主题是不是突出，观点是不是正确，结构是不是
完整，材料选取是不是得当。然后再考虑局部问题，如：用字、
用词、用句是不是做到准确、通顺、生动，标点符号运用是不是
规范。  

（2）修改限度，原作生命  
每篇文章都是作者独特的体验和感悟，体现了作者的思想、

认知和情感，也就是说注入了作者的个性生命。引导学生在互改
作文时，让学生明确只要文章的思想内容符合写作要求，就坚决
不改动原作主题，要尊重作者的思想情感，即保护“原作生命”。  

（3）认真负责，严谨细致 
许多文学大家都非常注重对文章的修改，且态度十分严谨认

真。曹雪芹写《红楼梦》曾 “披阅十载，增删五次”。伟大作家
列夫托尔斯泰往往对同一部作品不厌其烦的反复修改，做到自我
感觉不能再增删分毫，才肯罢休。所以在引导学生修改文章时，
不管是自评还是互评，一定要让学生抱着严谨细致，认真负责的
态度，不能有一丝一毫的马虎大意。  

2、让学生了解文章具体修改的内容  
学生修改作文前，教师先让其了解应该从那些方面进行修

改，只有了解了修改的具体内容，才能动笔时有章可循。  
作文修改大致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内容，一是形式。 内

容的修改着眼于主题和材料。教师应该学生明确，主题是一篇文

章的灵魂所在，所以，写文章立意一定要准确、鲜明，在写的时
候，就要格外注意，一般在修改时不轻易变更主题，只是通过对
文字的增删更换来突出主题。材料是为主题服务的，材料的选取
剪裁是以更好的突出主题为宗旨的。对能有力表现主题的材料要
详细写，对只是与主题有关的材料要略写，或一笔带过，对与主
题没关系的材料要毫不吝惜的删掉。对形式的修改着眼于结构和
语言。结构如何安排也主要是由主题的表达来决定的。修改结构
形式，一般要让学生在修改提纲时完成，定稿以后只可在过渡和
照应方面加以修改。 后才是对文章的语言进行修改。教师首先
要让学生明白，文章语言必须符合文体要求，文体不同，语言表
达方式也不同。其次，要让学生从整体上感受文章的语言风格，
尤其在修改他人作文时，要尊重作者为文的个性特色。 后才是
让学生从语法、修辞角度去斟酌。选用的字句不同，其表达效果
也就不同。这就要求教师要培养学生推敲文字的能力，让学生在
一字一句上下功夫，字字讲究。  

3、让学生掌握修改文章的方法  
（1）读  
写完作文后，要让学生对自己的文章朗读上两三遍，在朗读

中体会作文语言表达是否通畅。如果读起来不顺口，就应该反复
揣摩，发现语言表达上存在问题就及时修正过来，使其顺畅。疏
通完句子后，还要引导学生反复默读，在默读中体会选材立意谋
篇布局方面是否存在问题。  

（2）删  
就是删去多余的字、词、句与段落。材料是为主题服务的，

在精不在多，不能够表现主题的内容，不管其有多么生动，多么
震撼人心，一定要不假思索的坚决去除。对于华而不实、空洞无
物的语段或重复啰嗦的语句也要坚决删掉。    

（3）增  
需要增加的地方大致有三种情况：一是突出或深化主题的内

容要增加；二是内容单薄的应适当扩展；三是需要具体的地方写
的不够详细也需要增加。  

（4）改  
文章中如果语言出现语法错误，是病句，教学要让学生改正

过来。词语运用不当或表达不够生动的地方也需要学生将其改换
过来，使其更准确更具表现力。  

（5）调  
教师不仅让学生对于逻辑混乱、语序不当的词语和句子进行

调整，还要对衔接不紧凑、顺序不合理的语段进行调整，从而使
语言顺畅，结构严谨。  

采用集体修改作文的方式。教师先对全班学生的作文浏览一
遍，然后选取具有代表性的篇章或片段以投影的方式展示出来，
供学生阅读。阅读后，教师让其各抒己见，畅谈修改意见。对于
修改建议准确的有创意的学生，教师要给予肯定表扬，对于修改
建议不好的学生，教师要适当的引导，让其掌握正确合理的修改
方法。 后教师要对学生集体修改情况做出分析总结，不仅要总
结出这次修改作文中学生所采取的好的修改方法，也要总结出学
生在参与修改作文过程中的积极表现，让学生在收获中感受快
乐。这不仅有利于激发全班学生修改作文的兴趣，而且充分体现
出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 

三、结语 
总之，作文教学的革新任重而道远，教师在具体教学实践中

要大胆地探索研究，不断寻求改进的方法，真正提高作文教学的
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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