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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一字一句关乎教育 
——说说语文教师的作业评语艺术 

◆翟  峰 

（莱芜市莱城区吐丝口小学） 

 
摘要：语文作业有别于其它学科作业，如何通过写评语与学生进行沟通，

达到教育目的值得探讨。本文旨在通过语文作业的评语艺术，引起教师

对作业批改、作业评语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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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改作业是老师的日常工作之一。语文作业不像有些学科，
只有硬性规定的公式、定理，而是学生思维与内涵的外在体现，
从语文作业中，语文教师可以很明显的探知学生的心理、思维和
情感倾向等，对于语文教师而言，有助于老师及时有效地了解学
生的思想甚至生活动态，有助于老师更好的开展课堂教学（其实，
这恰恰就是备课之一—备学生）。批改语文作业并不仅仅只是了
解学生的知识掌握情况，更是师生之间沟通的纽带与桥梁。而后
者，主要靠评语来完成。 

语文作业大多是周记和作文，看起来费时费力，所以有时候
老师会在文后简单地写一个“阅”（或“好”“优”等）字或者打
一个红叉号、半对号，以此节省时间，提高效率。但是对学生来
说，每次作业都希望得到老师的认可，这样的评价太笼统，无法
吸引学生的眼球，久而久之会使他们失去对作业的兴趣。而且，
无论学生写作水平如何参差，作业都是他劳动的成果。因此，这
样简单划一的评语严格说来是对学生的不尊重，是对自己职责的
亵渎。 

评语的主要内容是肯定优点，指出不足，提出希望，本质上
也是一种教育手段，也需要讲究一些艺术性。笔者从教十几年，
下面就结合自己的教学实际，简单谈一谈对语文教师的评语艺术
的粗浅认识。 

一、评语要有明确的指向性和针对性。 
“阅”和“优”等字也代表了一种评价和判断，但是显得太

冷淡了，无法让学生从中直观领会作业的优劣所在，“优”在何
处？“差”在哪里？所以，评语一定要针对学生作业内容，有的
放矢，这样才能让学生明白错在哪里，才能知道如何改正。之所
以这样说，是缘于我的亲身经历。我上学时候有一次作文，老师
在我的一个病句旁写了一句话：“这个句子生病了，改一改，让
它恢复正常吧。”就这一句话，让我非常感动，因为我知道老师
仔细看我的文章了。从此以后，遣词造句就格外用心起来。工作
以后的我，一直坚持给学生的作业写评语，就是出于这样的理解。 

1.评语的指向性和针对性，可以通过圈、点、批、划、旁批
和总评来体现。 

学生作业中的错误，比如错别字、病句等，都需要老师细心
发现，认真指出，这样才能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才不至于重
复错误。曾经有这样一个学生，刚入学不久的一次周记，我从他
六百多字的文章中找出了 24 个错别字，我将它们一一圈起来，
还有几个比较典型的病句，我把它们划出来，在旁边写上我的意
见。这样一来，作业本上的笔迹就是红黑夹杂了。第二次交作业，
我有意先找到了他的作业。结果第一次作业被他撕掉了，有一张
纸条放在里面：“老师，没想到上次作业您给我找了这么多错误，
我都查字典改正了，就是有些话还是不知道怎么写。我又重新写
了一遍，请您批阅。”后来我找他谈话，他坦言“没想到连错别
字都要划出来改”，“以后会注意”。 

对于优美的句子、典型用词等，用这样的形式标示出来，学
生会受到鼓励，进一步激发学习的兴趣。我到现在还常常引用我
学生的一句话：“时间苍老了我的记忆。”记得当时我在这句话旁
边做过这样的评价——“苍老”属于使动用法，这样用，既表达
了记忆消逝的意思，又凸显了时间的力量，很见文字功底。 

除了作业中的细节需要评价，对作业整体的评价更是不可或

缺。无论篇章结构、中心主旨还是书写的规范度，都可以加以评
价。优点要肯定、提出表扬，缺点要点明、提供建议。字字句句
都要从学生作业实际出发，让学生从中真正有所收获。 

2.评语要针对学生性格特点、接受能力和方式。 
不同的性格决定了学生对同一事物的不同接受能力和接受

方式，尽管作业评语主要是针对作业，但是也不能不考虑到学生
的性格因素，否则，可能无法起到相应的作用甚至会产生反作用，
无意中打击了学生的积极性。一次失误让我意识到了这一点。 

同一个班级中有同名同姓的两个学生，一次作业批改中，我
很严肃的指出了作业中存在的问题并且表明了我的立场：如果再
不重视，不认真对待学业，将会错失人生中最美的时光，将来追
悔莫及！后来，B 同学的同桌找到我说 B 同学这几天很不开心，
他觉得老师对他失去了耐心和信心。我恍然大悟，我的评语针对
的是大大咧咧、略缺乏毅力的 A 同学，结果却写在了 B 的作业
本上！B 同学学习成绩一般但是很刻苦，性格内向，比较敏感。
在他看来，这样的评语足以说明老师的愤怒了，难怪会闷闷不乐。
这次失误说来像个笑话，但却准确无误的告诉我，治病讲究对症
下药，写评语也一定要考虑到学生的性格因素：对于内向、敏感
型的学生，评语要委婉，要以保护为主，激励为主；对于外向、
马虎型的学生，评语可直接，在激励之外，也可适当借鉴鞭策、
激将等办法。 

二、评语要有指导性，源于作业，归于做人。 
语文作业的特殊性，决定了语文教师享有了了解学生思想的

特权，因此，对学生作业中暴露的问题，教师要及时、合理的跟
进，做学生思想的导师。有一个学生非常关注国际时事，对美国
霸权主义深恶痛绝，但是矫枉过正，常常流露出过激的民族主义
情绪，我肯定他的爱国情怀，但是提醒他注意“以子之矛攻子之
盾，则何如？”他在评语后加了一个笑脸，后来慢慢学会了理性、
平和。进入高中的女生，大多会遭遇所谓的“情感问题”，为之
伤心劳神，给学习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我在周记中对她们表
明我的态度：这是很正常的事，但是因此影响学业就是最大的失
败，做夭折的花蕾还是怒放的玫瑰？女生班会邀请我参加，大家
达成共识：此时放弃我想要的，我将得到更好的。（化用陈安之
之语） 

批改语文作业，身体是劳累的，但精神是愉悦的。通过评语
与学生交流，看他们在老师的指导下，一步步走向成熟，走向理
性，对生命投资的快乐远大于厚厚一摞作业本的烦恼。 

三、评语要富于变化性，贴近学生实际。 
评语主要是对学生作业的评价，同时也是教师自身语言积累

与素养的体现。学生经常交作业，如果评语——特别是总评——
翻来覆去只有固定的几句话，时间一长，不但学生看着没新意，
老师自己也会觉得难为情。 

教学实际告诉我，一个不关心学生思想、生活的老师，不是
合格的老师；一个与学生距离遥远、不贴近学生的老师，也不是
合格的老师。语文教师尤其要注意这一点。关注学生，亲近学生，
感知他们的思想动态，了解他们的好恶变化，并将其活用到评语
中，有事半功倍之效：不仅能拉近师生距离、进一步增进师生情
感交流，而且使学生保持对语文课的兴趣，保持对语文老师的信
任，便于更进一步的学习、生活、思想指导。 

一位德国教育家曾经说过：“教育艺术的本质不在于传授的
本领，而在于唤醒、激励、鼓舞。”恰当的作业评语能使学生体
验到学习的乐趣和成功的愉悦，从中受到启发提示甚至做人之
道。所谓“教育无小事”，作业评语看似平常，但是关乎学生成
长，关乎教育发展。从看似平常的作业评语入手，从点滴入手，
教育生活化，会带来教育成效的最大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