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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教学在语文教学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有许多学生害怕写

作文,提笔就抓耳挠腮,半天写不出一个字,用学生自己的话,就是:“不知

道要写什么”。因此，教师把大量的时间和经历都放在了指导学生写

的方面。而轻视了作文的讲评。结果学生不知道自己作文中的成功与

不足各是什么，得不到及时、正确的评价，领略不到成功的愉悦感，

同时，对作文中存在的许多问题得不到落实和弥补。这样激发不起学

生作文的兴趣，不利于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可见作文讲评课是作文

教学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环节。因此，教师不仅要上好作文指导课，

更重要的是要上好讲评课。下面，我就谈一谈自己在作文讲评方面的

点滴做法： 

一、尊重学生意愿，肯定学生的点滴进步。 

在作文评价中，首先应摆脱“让学生围绕老师的意图旋转来衡量

作文水平”的圈子，用成人的评价标准去评价一个小学生。这是不妥

的。大家知道，就“课改”后的试卷上，有关短文的阅读，经常会出

一些题目，让学生去评价或谈谈自己的看法。这类题的要求，很明显，

只要学生说得有一定的道理，都可按正确的答案给分，作文的评价，

也应该如此。例如：我班的王若愚同学在写《我的理想》这篇作文时，

开篇写到：人的一生会有很多理想。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想，有的人

理想是拥有一家属于自己的大公司；有的人理想是每天换一辆豪华跑

车；还有的人理想是当科学家……而我的理想是当一个世界上最富有的

人，比比尔盖茨富十倍，比李家诚富一百倍。所谓富可敌国。我的帐

户上最起码要有七十三千万亿欧元。后面他写了自己实现理想的过程。

可以看得出来，他是一个非常爱钱的孩子。甚至从他实现理想的过程

中可以看出他对金钱的崇敬程度。难道根据这篇作文，给他扣一个

“拜金主义”的大帽子吗？我觉得那就太可笑了。于是我给了他这样

一句评语：现在老师最关心的是等你变成有钱人以后最想干什么？后

来，他回复我说：“我想让汶川地震中生存的人都过上好日子！我想



帮助所有困难的人！”我又给他画了一个开心的笑脸。因为我觉得他

的回答比他写作文时，思想已经丰富多了。 

因此，我认为在作文评价中，我们老师应“尊重学生意愿，肯定

学生的点滴进步”，学生的习作内容，不管是写光明的、积极的，还

是阴暗面、消极面的，只要文字流畅、语句通顺、说理清楚、具有真

情实感，都应给予肯定、鼓励。决不能通过我们的作文评价，让学生

写作的兴趣减弱，创新的意识衰退，甚至人性扭曲，应该站在学生的

角度去认识学生的作文。学生的世界里自有他的酸甜苦辣，只要他们

能用自己的表现方式写下来，敢说敢写，放开手脚，写出自己的真情

实感，突出一个“真”字，这样的文章就应该称作好作文。 

二、结合学生实际，有针对性地进行讲评。 

首先，教师应对全班同学的作文进行全面系统的总结，发现优点，

找出共性的问题，以便有的放矢。讲评课上选取有代表性的文章，并

以此为例进行整篇分析，肯定成功的一面，指出不足之处及问题存在

的原因。如在讲评《我的理想》时，将事先选好的文章输入电脑，让

学生看着大屏去朗读去体会该篇代表作。随后向学生提问，这篇作文

写得好不好?好在什么地方?你是怎样写的?最后对优点加以肯定，予以

鼓励。对于存在的不足，让学生提出疑问，找出存在问题的原因及解

决的办法。 

其次，努力发现作文中的闪光点和文章中的精彩片断进行讲评。

让学生知道，一篇较好的文章也不可能十全十美，一篇较差的文章也

会出现较精彩的片断。教师在批改作文时应努力发现并及时搜集一些

优美的句子、新颖的开头、自然的过渡句、较好的结尾等，并不失时

机地将这些闪光点在讲评时展现在学生面前，让他们尽情地去欣赏，

去品味，去体会其妙处，并强调指出写文章铸炼语言的重要性，哪怕

是一个字、一个词、一个句子，只要用得恰当，也会给文章添彩。让

每一位同学都有“取别人之长，补自己之短的机会”，同时，通过精

彩片断的讲评使学生领略到成功的愉悦感，并激起写作的兴趣。 

再次，作文讲评要抓住作文中出现的错误的字、词、句等细微之

处进行讲评。在初中阶段，学生作文言语不顺，用词不准确，写错字



白字，错误地使用标点符号等现象时有发生，要克服这些缺点，也要

在作文讲评中更正。教师在作文批改时进行典型记录，在作文讲评课

上指导学生修改，这样既纠正了错误，也培养了学生认真细致的学习

习惯。 

三、采用多种方式，认真评改学生作文。 

“认真”评改学生作文，这是提高学生作文的有效途径。 

1、教师批改是示范。 

教师批改，一定要牢记“认真”二字，踏踏实实地做到“眉批、

总批”相结合。对学生作文中好的词、句子都要画下来，在旁边写上

评语，而不是只在最后进行总的评价。对于错字、病句更要圈画出来。

让学生改正，不细心的老师就会培养出粗心的爱写错别字的学生。对

于内容不具体，思路不清晰，详略不得当等问题都要一一指出。评讲

时，也要让学生认真地去读一读，想一想，老师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修

改，这样的修改是不是好。读完了，想好了，再同桌、前后交换阅读，

这样的讲评有很大的实效性。同时，也为培养孩子自改和互改起了示

范作用。 

2、放手让学生批改作文。 

叶圣陶老先生说过：“作文教学要重在培养学生自改的能力。”

作为教师在新课改下，要摆正位置，改变传统的老师一手完成的现象。

学生批改，它包括自改和互改两类。“自改”和“互改”均为学生批

改。这种形式，实质是发挥学生的自主性，鼓励学生大胆而积极地参

与，相互学习，共同提高。学习别人是如何触及生活、触及自然的，

是如何展开大胆而合理的想象的，是怎样以真情实感写出新颖的文章

来的——这实质是一种互相合作学习的过程。放手让学生批改，不但

减轻了老师的工作负担，又培养了学生动手、动脑的能力。正所谓是

“一举两得”。学生自改，并不是老师不管，完全由学生自己去做。

老师应该给学生出示自改的要求。在刚开始学习自改时，要求不宜提

得过多。慢慢地等学生有自改经验后，适当增加自改的要求。现在我

任教的这个班已经是六年级了。他们已经有了充分的经验。有时候，

他们自改的作文比我发现的问题还多呢？会自改，自然就会评改其他



同学的作文了。在互改的过程中，孩子们的眼睛会细心的不放过一个

标点符号。  

3、当好学生的“引路人”。 

小学阶段的作文教学，实质是一种启蒙教育。因此，评改学生作

文时，除正常的修改外，我们老师应在“眉批、总批”栏内当好学生

的“引路人”。例如：当写读后感时，大部分同学把笔墨放在了内容

介绍上，感受写得少，即可提示“读后感可不能写成梗概。”，“读

后感重在写感受，内容只做大概介绍就可以了。” 当学生在写命题作

文时，却自己拟定题目，即可在同行的眉批栏内给予提示：“这是一

篇命题作文”……用这种引路的方法,激发学生的写作志趣,鼓励学生积

极参与,认真观察,把笔尖探到现实生活中去;以自己的真情实感去强化情

感,定能受到事半功倍之效果。 

总批的评语，也应围绕“当好学生的引路人”写上适当的、学生

易于接受的评语，要知道过多的否定会使学生失去写作的热情。教师

要尊重学生的劳动，要用一分为二的观点，以满腔的热情去发现学生

的“闪光点”，用激励性的评语予以热情洋溢的肯定和褒扬，或放大

亮点，或相机赞美，或殷切期待，“以心换心”，给学生有很深刻的

印象，促其再一次反观作文，从而对他以后的作文起指导作用。 

综上所述，只要我们语文老师对学生的作文能给予正确的评价，

充分调动学生的习作积极性；评讲学生作文时讲究科学，注重方法的

指导，能力的培养；评改学生作文时不搞“一言堂”，尊重学生的自

主权，创设一个和谐、民主、自由、健康向上的学习、育人环境，我

们相信，新课改下的作文教学一定能上一个新台阶！ 

为了提高学生的批改能力，我从 1979 年 3 月起，发动我的上帝—

—学生们一起来搬这两座山。 

开头有人议论纷纷，说我偷懒的有之，说学生水平低批不好的有

之，说作文水平会下降的有之。但我心里有数，因为学生在批改过程

中积极性很高，批改得比我还认真、还仔细。批改后，学生们对同学

写的批语的关注程度远远超过以前关注我写的批语的程度，有的还为

一条批语是否准确展开热烈的争论。既然这样，学生成绩一定能提高。 



果然，半年以后我们班的作文成绩在全县就遥遥领先了。领导、

家长所关心的无非是成绩，学生成绩高了，又学得积极主动，你采用

的方法，尽管他们不理解，也就不再干涉了。 

自那时到现在，我已经有 16 年零 6 个月的时间没批改过一篇学生

作文了。我心里清楚，这种一篇不批的方法绝不是最好的方法。倘若

我批 1/咸或 1/10，学生作文水平一定会提高得更快。但我为了证明教

师不批，学生作文水平一样能提高，就一直坚持不批一本。  学生

能学会批改吗？回答是肯定的。后进学生也能学会吗？也能。 

怎样批改作文？我从易到难，列出十条要求，第一次批改只提一

条要求，大家觉得很简单，会做了，第二次，再提第二条要求。这样

10 几篇文章批下来，每位学生就都能围绕一篇作文，从 10 个方面写

出批语了。  以下 10 个方面，每个方面给 5分，一篇作文满分为50

分。 

1．格式是否正确 

刚入学，我喜欢使学生感到写作文，批作文都不难。随随便便地

写，老师只要求同学们作文的格式正确，批改作文时只写一条关于格

式的批语。批作文的时候要抽签，谁都有可能抽到全班任何一个人的。

抽到人家的作文本，打开作文一看，格式没锗，便拿出红笔，写上批

语：1．格式正确。批文用减分法，此项倘不减分，此文则为满分，然

后签上批改人的尊姓大名。 

2．卷面是否整洁 

显然这一条又是大家都能看得出来的。后进学生批改别人作文，

指出卷面不整洁时，下次自己写作文也注意卷面了。 

3．错别字几个 

发现错字，要将错字在原文处打上标记，并且写到批语处，再在

后面写上正字。有的粗心的同学错字挑不出来，怎么办？我们就搞流

水作业：每人要批四篇文，每篇文要经过甲、乙、丙、丁 4 个人之手。

甲批错别字六个，乙发现本文错别字不是 6 个，而是 7 个，那么甲就

要对为什么漏掉这个错别字写出一百字的说明书。丙发现本文错字是

八个，那么甲、乙同学都要被追究责任，各追加一百字的说明书。学



生批改之后，我还要抽查，重点抽查那些粗心的同学。这样使粗心的

同学也认真起来，批改的时候，手里抱着大字典，唯恐漏掉了错别字。

发现错别字，每两个扣 1 分，最多扣 5 分。10 个以上也不再多扣，但

要一一给予指正。 

4．有几处病句 

挑出一篇作文中的病句，凡病句，都要在下面划上横线，写出病

在何处，再在文后批语中，写清病句几处。每处病句减 1 分，减至 5

分，不再多减。 

5．标点符号有几处明显错误 

强调句号、引号、叹号、问号的使用。发现明显错误的地方，有

一处扣一分，有五处扣五分，超过五处，不再多扣。 

以上五条，都是写文章最低的要求，学生经过三、四篇文章的批

改实践，就能够掌握。再批改两三篇，掌握得比较熟练了，再一条一

条地增加新的要求。 

6．看文章的中心是否鲜明、集中 

这两点在作文指导时，就具体举例，告诉学生什么叫鲜明、集中。

学生批改之前，我先大致看几篇文章，在进行批改指导时，又简介两

篇好的文章，再举两篇中心不突出，不集中的例文，学生从老师举的

正反两方面的例文，举一反三，就能批得符合实际。 

7．看文章的选材 

这条批语提三点要求：①是否围绕中心。②是否符合生活实际。

③是否具有典型性。这三点中最要紧的是第一点，随着作文水平的提

高，才提出选材具有典型性的要求。 

就结构而言，也要写清三点批语：①层次段落是否清晰。②过渡

是否自然。③开头和结尾是否照应。 

9．看表达方式 

主要看其是否符合文章体裁的要求，记叙文以记叙为主，说明文

以说明为主，议论文当然以议论为主。除此之外，还要看其是否符合

作文指导的要求。如写记叙文《他进步了》，要求夹叙夹议，本文是

不是做到了。写说明文《芦苇》，要求说明中有描写的成份，文中有



没有适量的描写。写散文《家乡赞》，要求记叙、议论、抒情相结合，

文中结合得怎么样。 

10．看语言是否简练、通顺、准确 

语言不简练，重复、罗嗦者酌情扣分，此项不超过二分。语言不

通顺，不是指有病句，而是指句与句之间衔接不连贯者，扣分也不超

过二分。 

后五条要求，每条 5 分，不做太具体的减分规定，由批改人酌情

处理。由于我讲课用的时间极少，批改作文的任务多数都在语文课堂

上进行，老师指导，学生抽签互批，每个人都要在作文本上写出十个

方面的批语，一般情况一篇作文的批语都在 200 字以上。有一次我们

班学生写作文《仙人掌》，这篇文章的平均字数才 600 ，可全班同学

批语的平均字数却有 260 字。有一位同学用红笔写满了两页作文纸，

仍意犹未尽，在第三页又写了几行，批语竟达 560 字之多。 

 

学生批改作文，关键在于同学生商量，研究学生的写作兴趣、阅

读兴趣、批改兴趣。适应学生心理，组织得好了，才有实效，学生的

批改能力才会提高。 

有一名学生问我：“老师，您猜我最爱上什么课？”我说：“不

是体育，就是音乐！”“都不对，我最爱上批改作文这节课。”“为

什么？”“我特别愿看别人的作文，又很愿给人家挑毛病。” 

1984 年，我让我担任班主任的两个班的学生投票表决：是老师给

批改作文好，还是互相批改好。共 106 名同学投票，98 人认为互相批

改好，只有 8 名同学认为老师批改好。同学们分析，这 8 名同学为什

么愿让老师批改呢？同学们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刚转到班级

不久的学生，他们还没有尝到互相批改的甜头。 

 

学生互相批改作文有什么好处呢？十几年的实践，使我觉得有五

点好处： 

第一，经过多次批改实践，学生不仅准确地记住了写作文的基本

要求，而且对这些要求理解得越来越深刻。他会指导别人应该怎样写，



不应该怎样写，自然也增强了自己的写作能力。 

第二，每个人都有机会看到多名同学的作文，这样容易发现、学

习别人的长处。别人的缺点短处，自己引为戒鉴，也是好事，学生的

思想多了一个相互交流，开放的机会。 

第三，每次批改作文，每人只批一本，负担不重，每次又都抽签

换人，批的人有新鲜感，有兴趣。每位同学的作文，每次又都换一位

同学批，看不同的同学对自己的批语，当然也有新鲜感。这种新鲜感，

有利于培养学生批改作文的兴趣和看别人批语的兴趣。 

第四，批改作文时，学生站在批改者的角度，进入教师的角色思

考问题，有利于增强学生的心理适应能力、心理平衡能力、角色互换

能力，促进学生心理走向成熟。 

第五，教师只抽查翻阅一部分同学的批改结果，在短时间内看多

篇作文，有利于教师比较思考，且保持较浓厚的阅读兴趣，容易激发

教师的智力潜能与创造潜能。还可将节省的大量用笔批改的时间，用

于研究学生心理，研究学习方法，进一步提高教书育人的效率。 

 

如果认真找，还可以找出互批作文更多的好处。不能否认，世间

万事万物有一利便有一弊，有一得便有一失，互相批改作文既然有好

处，便也一定有弊端，特别是在学生自我教育能力不强的班集体，弊

端可能会更明显，倘组织引导不好，会弄得一塌糊涂。正因为如此，

试行学生互批作文的教师才更应认真思考，细致分析，耐心具体地指

导学生做好这项工作，以兴利除弊。16 年学生互批作文的实践告诉我，

互批作文，利大于弊，有利于培养学生批改作文的能力。 

 

我是不会再重走被两座大山压得喘不过气来的老路了。如果有变

化，那就是再探索更好、更科学、更节省时间的作文批改之路。 

 

 

既然提精批，又提略改，是否前后矛盾？笔者认为所谓的精批和

略改是辨证统一的。“精批”并非就是一味的“多改”，而是尽可能



地找出学生作文中的优点和问题，给予恰当的奖赏、指导、点拨，

“改”的工作尽量交给学生去做。这样就可以比较好地保护学生的自

尊心和自信心，使他们愿意去改、能够会改。具体批改时要注意以下

几点。 

１、要有启发性。“逼”学生动笔。理想的精批略改应该是这样

的：老师的一个符号、一句评语，都能引起学生的思考、这样的批改

不会满足于指出问题，即使打上“？”，也明确导求学生提起笔来。

“这句话不通，请改通顺”“这儿如加上心理活动就更为具体了，请

把你当时炒菜时的感受写进去”“你的开头总是太长，入题慢。请你

品味品味《落花生》、《燕子》，还有课外的许多散文佳作，思考：

怎样开门见山，让开头引人入脸？并体现在自己的作文中”…… 

２、要评文，也要评人。更多的时候，我们总有意无意地把作文

看作是一项技能，因而批改的重点总在遣词造句、煤篇布局上。如此

“只顾到学生作的文，却忘了作文的的学生”（叶圣陶语），我认为

再详尽的批改也是不完善的；甚至可以说是无效的。学生作文的兴趣、

态度，他们在作文中反映出来的思想认识等，教师更要“精细”的辅

导、指导、矫正。所以，我对作文慢的就求“快”，对性格急的就求

“稳”，对懒于观察的就求“勤”，对疏于构思的就求“活”，对敢

于创新的就求“准”，等等。不惟如此，对学生暴露的思想问题从不

听之任之，而是及时教育，给予正确的引导。 

３、减少批改次数．追求批改效果。“精批略改”还包含着这样

的意思，即遵循实效性原则，适当减少教师精批的次数。现在不少班

级都有五六十个学生，教师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每个学生的每

一篇作文都要精批是不可能，也是没有必要的，更何况多批不等于精

批。减少教师的批改负担，是为追求效率，把他们的精力和创造力集

中到几次批改上。我的做法是一个学生每学期精批２到３次，上下学

期至少都轮到一次。其余的批改则比较粗略，教师的这几次精批以一

当十，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我把它称为综合性会诊，所以批改的要

求也比较全面，字词句方面的，思想态度方面的，既给予激励又明确

问题，而且指出改正的方法和努力的方向。接下上的几次略批，基本



除”。实践正明，这种做法是可行的，效果显著。这是“伤其十指，

不如断其一指”的艺术。 

４、给学生成功和快乐。一个高明的语文教帅在批改作文时，不

会老做医生，也不做难服侍的婆婆，而是像一个园丁，不光注意到剪

莠除草，更注意到按时施肥浇水，帮助幼苗迅速地发育成长。每个学

生在原有基础上的发展，哪怕是点滴进步，他都会欢欣鼓舞，大加褒

奖，“这个词用得妙极了”“这句话把……写得十分具体、形象”“你

这篇作文词通句顺，我为你的进步高兴，愿你再接再励”，如此等等、

学生读之身心愉悦，真切地感受了作文的快乐。教育家赞科夫说过：

“教学一旦触及学生的情绪和意志领域，触及学生的精神需要，这种

教学就能发挥高度有效的作用。”作文批改中这种效应尤其明显。评

讲中也要注意这一点。两会结合效果更好。 

 

二、多评讲 

多评讲，就是尽可能地增加评讲次数。本文在开头就强调了，评

讲的走过场是造成作文教学效率不高的一个重要原因。事实上，评讲

是学生作文能力持续发展的一个新起点。因为学习受反馈推进的原则

已是心理学界公认的一个教学原则。评讲座多多益善。只有多评讲，

学生才会尽可能多地接受反馈，对自己的作文及时“扬长救失”；只

有多评讲，才能多鼓励，满足学生的学习成就动机。因为“无论这种

奖励多么诱人，如果不能经常有可能得到的话，对行为是没有什么影

响的”。（见施良方《学生认知与优化教学》）也只有多评讲，师生

才会共同创进平等、民主、合作的氛围、学生就会在这种自由、自在、

自觉的空气中激活思维，焕发创造活力，从而获得作文和人格的双重

发展。 

多评讲的一个必要前提是尽可能多地接触每一个学生的作文。每

学期规定的大小作文也就在１６篇左右，这１６篇作文老师指导的成

分较多，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学生的自由发挥，一些学生的作文潜力很

难被老师发现。所以我另外开辟了以自由练笔为主的“循环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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