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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习作评改是作文教学的重要环节，是对学生习作水平的一种客观评价，也是习作指导的继续和延伸。采取以老师为指导以学生为主

体的学生习作评改方式，是新课程理念下“学生为主体”思想的重要体现，也是习作课程教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在近几年的习作教学中，我

改变习作评改方式，即把学习的主动权交还给了学生，又轻松的锻炼了学生的写作能力，达到了提高学生写作水平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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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语文老师共同的感受是，批改学生习作是教学中最费时、费力、

费神的事。语文教师加班加点、认认真真批改出来的习作发到学生手中，

学生大多第一眼关注的是等级的评价，其后才看老师的批语。至于老师

为什么要如此评判，有什么优点，有什么不足，今后应如何取长补短等，

很少有学生认真去琢磨，即使琢磨，他们也不知如何修改。下次作文依

然重复上次的错误，习作写来写去，水平没有提高。面对习作教学的困

惑，我认为学生习作水平难以达到本年段目标的主要原因，是现行的习

作评改方式有弊端，应改变。语文老师只有更新习作评改理念，让习作

批改成为老师和学生共同的事情，把学生从被动地接受评改变为评改习

作的主人，让老师从裁决习作好坏的“法官”变成引导学生批改习作的

组织者和引领者，让习作批改成为激发学生写作兴趣提高学生写作水平

的原动力。 

如何提高习作评改的有效性，我在教学实践中做了如下探索： 

1 观念变，学生变 

观念决定态度，在学生的观念里，评改作文是老师的事，写作文是

自己的事。因此，把评改习作的权利还给学生，切实做到《新课标》要

求的“教师要重视引导学生在自我修改和相互修改的过程中提高写作水

平”，充分体现“以学生为主”的作文教学理念，老师还要做很多工作。

要让学生的观念转变，首先是教师观念的转变，教师应放手让学生自己

学习批改。在习作课上，学生习作完成后，我让学生尝试着自己大声朗

读自己的习作，看看能不能发现问题，每个学生都这样做，并把自己发

现的问题用红笔标出来自己修改好，这样我告诉学生这是习作修改的小

窍门之一，以后写完后自己大声读给自己听，很浅显的问题就会发现，

并叮嘱他们及时修改过来，这样做降低了习作中的一些明显的容易改正

的错误，也让同学们尝到了修改的乐趣，消除了修改的畏惧感。我再给

他们讲名人修改文章的故事，让他们体会到修改的重要性，明确“文章

不厌百回改的” 含义。 

在初步修改的基础上通过投影播放学生中修改的优秀习作课例片

段。观看后引导学生谈谈课例中值得自己学习的地方并请修改的学生谈

自己的修改想法，当学生说到自我进行作文修改有借鉴的意义时，我引

导学生认真记住并在以后的学习中尝试应用，还适时给学生讲著名作家

修改作文的故事，如引导学生回忆曾经学过的“千锤百炼为一绿”和“推

敲”的典故，使学生感悟到修改作文的方法。然后让学生同位之间互相

读对方的习作，再次互相批改，并说一下批改的理由。在把初步批改之

后的习作，向习作批改第二步迈进。 

2 出示范例，学生摸索修改的方法 

学生的习作我都会认真的修改几篇作为范例，并且都是当面批阅，

告诉学生老师为什么这样评价，更重要的是告诉学生这个地方应该怎样

修改，学生按照老师的指导修改后，我再批阅，和原文对照，让学生明

确好在哪里，再次感受到修改的意义。这样每个学生手中，都有老师详

细批改的几篇习作。我让学生说一下老师是从哪几方面批阅的？引导学

生总结批改的方法。学生很快发现老师是从这几方面批改的：1、首先是

书写评价。学生会在习作批阅中单独进行评价。2、习作基本格式的的评

价指导。3、内容的评价，包括两部分：整体评价怎样，其次是学生习作

中的优点和需要修改的地方，重点是提出如何修改。指导学生批改作文

的具体操作是灵活多样的，但教师示范是最重要的，也是必不可少的。

它能给予学生批改习作的方法，让学生批改起来有章可循。 

3 面向全体，集体批阅 

当学生初尝自己评改习作的愉悦时，我趁热打铁，积极示范在全班

如何批改。首先在全班的习作中，选择两篇具有代表性，习作水平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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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的两篇习作复印件发放到学生手中，第一步学生根据自己的评判初步

给书写水平划上等级和习作格式评定，并在班内展示。第二步，学生大

声朗读习作，发现问题，圈圈画画。第三步，我朗读学生习作，学生听

读发现问题并修改，这样的初步示范后学生在班内交流自己的修改建议。

第四步，是关键的环节，学生针对内容的批改，我从投影上出示本次习

作要求，让学生从整体上根据习作要求来总体写出评语；其次是针对细

节的评价，哪个地方好？哪个地方要修改，学生帮他他修改过来。教师

发现批改好的在班内展示，及时指导评价的方法，让学生介绍经验。习

作作者根据大家的意见课下修改习作，复印后学生们再阅读，与原文对

照发现优点，再次感受到修改的成果。这样经过反复几次后，学生基本

掌握了修改的方法，再把这一方法推广到小组、再到同位，最后逐步放

开到每个人。 

4 大胆放手，学生独立完成批改 

第一次组织学生独立评改习作时，我把最新的一次习作复印件分发

到每一位学生手上，课件出示修改的基本要求和本次习作的要求。让学

生独立完成，对完成好的学生让他讲修改的秘诀，让学生有成就感。在

学生修改的基础上，我再进行修改，并对作者提出修改建议，让他重新

完成习作。经过这样集体批改一篇习作，学生会发现习作评改中自己的

优势或差距，能及时地调整自己，学习别人，习作批改既是批阅的过程

也是学习习作的过程。大家批改完成后，作者再根据大家的建议重新修

改自己的习作。在批改中对一些能力差的学生我采取个别示范的方法，

对一小部分接受能力较低的学生进行的。这种示范我常常会利用课外活

动时间来完成。在这个示范过程中，我大多以更加轻松的语气，以更有

鼓励性的语言，让学生在没有任何压力的情况下指导他们评改的方法，

对这些学生适合从最简单的批改做起，重点是指导他们学习别人习作中

的优点。第二次组织学生批改习作时，我在第一次评改的基础上多加了

一项：根据习作的要求写出评语和修改建议，和作者讨论修改的内容。

使学生轻松地接受指导，享受到批改习作的成功感。为了提高学生的责

任心和更好地跟踪学生批改习作的情况，每次批改完后，我都要求学生

签上自己的姓名和日期。 

再后来，逐步加大批改作文的难度，如提出文章的选材、结构层次、

语言特点等方面的要求。这些要求对学生来说是有一定的挑战性的，教

师必须花较多的时间和方法进行指导，介绍正反两方面的例文、例句，

加以说明，规定针对某一方面的批语的具体导向，在批阅学生的评改时，

及时和作者、批阅者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他们二人都有所收获。但在等

级指导上我没做太具体的要求，由批改学生在一定的范围内酌情灵活处

理。 

5 关注个体评改，注重习作修改 

学生之间互相批改是批改中的难点，为了突破难点，我会把批改习

作当作是一项家庭作业。学生把自己的习作或要修改的习作与家长共同

修改，批改的家庭成员也要签上名字，这样不仅让学生多了一个共同的

修改伙伴，也让家长了解孩子和同伴的的习作水平。教师及时进行检查，

对批改认真的学生和家长通过小纸条和电话联系的方式予以肯定和表

扬。每次组织学生批改后，我都要浏览一遍，对学生的批改进行及时的

批阅。并注重学生的批改后的习作修改，及时给予指导意见。 

一学期的全员锻炼后，一部分能力较强的学生涌现出来了，我把这

部分同学任命为小组长，实施小组合作工程。由组长们自由选择组员组

成小队，每队四个同学左右（教师根据每组学生的水平再稍作成员的调

整）并给自己的小组起个醒目的队名。教师对小组长进行“岗前培训”，

并制定一些竞赛标准。 

每次习作批改完毕，小组内要集体评出最优秀的一篇习作和一则最

优秀的评语，推荐收集到班级《优秀作文选》和《优秀评语录》里，或

者是留下照片发到 QQ 群里，让家长分享学生的成果。 

毋庸置疑，习作评改是作文教学的重要环节，尤其是学生能根据批

改提出的修改建议进行第二次、第三次……的习作修改，是对学生习作

水平提升的一条很好的途径。同时也把老师从繁重的习作批改中解放出

来，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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