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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语文教师，作文教

学无疑是一出重头戏，作文教学

水平的高低是衡量语文教学质

量高低的重要标准。 而对学生习

作的评改则是作文教学各环节

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它直接影响

到学生写作的积极性，关系到学

生写作水平的提高，切不可等闲

视之。 在作文教学中许多教师反

映评改学生作文是一件耗时、费

力、低效、得不偿失的苦差事，那

么有什么办法可以减时、 省力、

增效、事半功倍呢？ 我想结合自

己的教学实践，谈谈自己的一些

体会。

一、亲身体验，自评自改

在习作过程中，学生不仅是

一个被评的客体，更应是评价的

积极参与者。 学生通过自评，可

以了解自己的进步，发现存在的

问题，及时纠正失误，养成修改

文章的习惯。 古人说过“书读百

遍，其义自见”，文章修改其实也

一样。 在文章写出来后，小作者

可以通过边看、边读、边想、边改

的方法，眼、口、手、脑并用，文章

中的毛病，尤其是语言方面的毛

病，如用词不当，语句不完整，句

子成分搭配不当， 一经诵读，即

能凭语感发现。

二、取长补短，互评互改

批改别人的作文，对别人是

一种帮助，对自己也是个取长补

短的机会。 同时看别人的作文，

学生心理上会产生一种新鲜感，

评改起来也会非常认真，容易看

出好与差来。

指导学生互评作文有高低

两个层次的要求：“格式是否正

确，卷面是否整洁，错别字有几

个，语句是否通顺，标点符号使

用是否正确” 均属低层次要求。

在刚刚开始学习如何互评互改

时， 可以要求学生一项项做到

位，经过几次练习，学生基本能

达到要求。而看“中心是否明确，

文章选材是否得当，语言是否简

炼、通顺”就属于作文评改的高

层次要求。这就要求学生在依据

直觉和语感的基础上，再作理性

分析，形成文字。 写评语一般要

禁止学生写套话，假话，不设具

体的条条框框， 学生可自由发

挥创造，写出独具个性的评语。

这样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学

生的评改能力和表达能力也得

到加强， 同时在评改其他同学

作文时， 学生能够学习到好词

好句，好的构思，认识到文章怎

样写才是好的， 哪些毛病在写

作中是应该避免的， 从而弥补

自己的不足。

当然， 教师在学生评改之

后，还应该进行进一步的检查，

避免出现评改不认真或把好的

文章改坏的情况， 并从中总结

出经验， 对学生进行进一步的

指导。

三、注重交流，教师评改

作文评语是教师与学生沟

通次数较多、范围较大的一种文

字交流方式，对于大面积提高学

生的作文水平，激发学生的写作

兴趣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因

此，教师在评改作文时，一定要

注意以下几点：

一是要有针对性。 教师要针

对不同的对象， 采用不同的语

气， 用饱蘸真情的笔和学生交

流。 所有这一切，都将直接影响

学生写作的积极性，故教师评改

作文时，应因人而异。 如有的小

学生写作时，错别字较多，教师

就可以集中批改他的错别字，并

在尾批时特别提出，希望小作者

注意这个问题；而有的小学生写

作时语句罗唆，就可以针对这个

方面重点评改；还有的小学生在

写人写事时比较笼统，不注重细

节描写，教师就可以在需要进一

步描写的地方作出批示，引导小

学生思考，这里是否还可以写得

更具体呢？ 只有这样，教师评改

一次， 学生才会有一次进步，有

一次收获。

二是要坚持多鼓励的原则。

教师评改作文的过程，实际上是

与学生心灵对话、情感交流的过

程。评改作文，应树立“以人为本”

的意识，用“显微镜”去寻找学生

作文中的“闪光点”，哪怕只是一

个标点，一个词语，一处描写，只

要体现了成功的价值，就要把它

找出来，然后用“放大镜”把它放

大，用热情洋溢的评语予以赞扬，

予以鼓励，使学生获得收获的喜

悦，体验成功的快乐，从而激发学

生的写作兴趣。 如学生在文章中

使用了一连串排比句，这时，教师

如果在旁边评上一句：“真是妙语

连珠！ ”相信学生看到后一定会

发出会心的微笑。 而当要对学生

提出一些批评性的评语时，也要

注意采用商榷的语气，具体而又

有建设性。 如指出学生字迹潦草

时，可以这样说：“这么好的文章，

只有整齐漂亮的书写才能与之

相配，你说呢？ ”指出学生语句罗

唆时，可以这样说：“这几个句子，

如果再写流畅一些，简洁些，这篇

文章会更棒！ ”相信小作者们看

到这样的评语，一定会欣然接受

老师的建议。

总之， 在作文评改过程中，

如果能把学生的自评、互评与老

师的评改结合起来，一定能提高

作文评改的效率，让学生体验到

写作的快乐，从而达到事半功倍

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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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教学是语文教学的

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塑造学

生美好的心灵的有效途径。

小学作文教学纲要指出：“小

学作文教学， 既能使学生形

成初步的写作能力， 又能使

他们受到思想品德教育，发

展智力， 养成良好的学习习

惯。”中国有“文道合一”传统

教育思想。 因此,在作文教学

中遵循叶圣陶先生的“教作

文与教做人的统一” 的教学

思想， 坚持文品和人品的结

合，渗透德育，提高学生的素

质,是每个语文教师的责任。

一、 习作训练中要明确

德育目标

语文教材中的习作训练

题， 都蕴含着丰富的德育思

想内容。 教师要熟悉课标对

各年级作文的要求， 明确每

次作文的德育要求。这样，作

文指导与思想教育有机结合

就能做到有的放矢。 只要教

师恰如其分地启发学生思考

习作训练题的思想性， 就能

达到“传道”的目的，收到“润物细无声”的教育效

果。

比如一次看图作文，画面是九月十日教师节那

天，一个小姑娘将手中的一束野菊花插在老师办公

桌的笔筒里的画面。 在指导中，要让学生明白：画面

虽是陈旧的，但我们的想象永远是新鲜的，而且画

面的内涵是亘古不变的。 要让学生知道，教师节是

什么时候确立的，为什么要设立教师节？ 小女孩在

做什么？ 她为什么这样做？ 你和老师的交往中有什

么难忘的事？ 然后明确中心：“尊重教师， 敬爱教

师。 ”由于这中心和内容跟学生生活很贴近，学生会

自然而然地想到老师对自己的种种关爱，自然有话

可写，有情可抒。“写一件你听到或看到的表现社会

主义新风尚的事”，教师在指导时，结合“八荣八耻”

教育，可先让学生讨论“哪些事情属于社会主义新

风尚”，然后确定中心：“爱惜劳动成果”、“为灾区

人民捐款”、“义务邮递员”等。 让学生谈谈自己身边

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之花， 对学生的作文定有启

发。 总之，语文教材中的每道习作训练题，都具有深

刻的的德育内容。 习作指导时，教师要把握题目的

德育导向，引导学生分析题目的内容，弄清写作目

的，力求通过习作做到“文道合一”，这是培养新一

代人的需要，更是提高作文教学质量的前提。

二、习作训练中要关注生活中的德育素材

社会犹如“万花筒”，五彩缤纷，斑斓绚丽，教师

只要留心观察，德育素材就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因此教师要把日常的写作教学、德育和社会生活三

者结合起来。 教师要引导学生关心家乡的建设、国

家的发展、科学技术的成就和丰富多彩的社会文化

生活。 学生关注社会生活了，眼界就会开阔，作文时

眼界就会更宽一点，胸襟就会更开阔一点，思考就

会更深入一点，文章就会写得更活一点。 这样，既能

达到习作训练目的， 又能培养学生关注社会生活，

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教师还可以通过如人物系

列、课文系列、传统文化系列、新闻系列等指导学生

分系列积累写作材料，让学生在积累过程中得到教

化。 总之，教师应该充分调动一切可以发掘的因素

来培养学生关注社会能力，丰富习作内容，拓宽德

育渠道。

三、养成作文习惯，陶冶学生情感

作文是学生文化心理结构在言语层面上的外

化，是学生思想道德水平和文字表达能力的综合体

现。 学生构思文章的过程是通过字词句篇来表达思

想、观念、立场的过程，同时也是学生对过去所接受

并形成的思想道德观念进行梳理、发现、顿悟从而

加以强化并使之升华的过程。 学生作文训练不应拘

泥于教材中作文训练的内容。 要提倡我手写我心。

应多指导学生进行多种形式的生活作文训练。 如口

语训练、写日记、片段训练等。 指导写作这类生活作

文时，要注意做到三结合：与学生学校生活相结合；

与学生家庭生活相结合； 与学生社会生活相结合。

只有学生养成动笔的习惯，学生才能在动笔的过程

中得到情感上的陶冶， 从而达到作文与德育双丰

收。

浅谈小学生作文的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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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飞起来

长沙县石常中学 罗琼

有这样一则故事：

一位老人在黑板上画了一

个圆圈，请测试者回答是什么。

小学一年级的回答 ：“句

号 ”，“月亮 ”，“烧饼 ”，“乒乓

球”，“老师生气的眼睛”，“我家

门上的猫眼”……

初中学生一位“尖子生”回

答：“是零。 ”一位学习成绩差一

点的学生喊到：“是英文字母

O。 ”

大学生们哄堂大笑， 拒绝

回答这个只有傻瓜才回答的问

题。

机关干部们面面相觑，用

求救的眼光瞟着在场的领导，

领导沉默良久， 说：“没经过研

究， 我怎么能随便回答你的问

题呢？ ”

这虽是一则幽默的故事，

但它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不同

层次的人的想象能力。 按理说，

随着人的知识水平的提高，想

象能力应该越来越丰富， 但遗

憾的是随着受教育时间的增

长， 人们的想象力却越来越黯

淡无光， 于是便出现了故事中

那令人啼笑皆非的情形。 那么，

人们的想象力都飞到哪里去了

呢？ 作为教师，我们该怎样在课

堂上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呢？

一、 用多媒体创造想象条

件，让学生的想象飞起来

利用多媒体创设教学情

境，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创造

有益于学生想象的思维空间和

场景，放飞学生想象的翅膀。 例

如教朱自清的《春》一文时，利

用多媒体播放春花怒放等体现

春天气息的春景画面，让空旷优

美的风景来勾起学生的想象力，

为学生创造可视的想象空间。

二、 引导学生主动参与课

堂，创造想象条件，让想象飞起

来

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说：

“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

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

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

是知识进化的源泉。 ”其实，对

教育而言，读书的最终目的并不

是获取知识，而是训练思维，学

生的头脑也不是一个被填满的

容器，而是需要被点燃的火把，

教师的责任就是点燃学生头脑

中创新思维的火把，让它熊熊燃

烧，让他们的想象真正飞起来。

例如教林嗣环的《口技》一

文时，让学生根据自己的特长，

或扮犬吠、或扮小孩哭、或扮妇

人哄小孩、或准备水泼、或准备

众人吆喝……让他们亲自模仿

文中失火后的场景，人工再造，

并发挥各自想象，共同表演失火

时的嘈杂场景。 这样，枯燥乏味

的文言文既学得活泼有趣，又轻

轻松松地打开了学生想象的闸

门，也给学生课后提供了一定的

反思及想象素材。

三、教师注意课前几分钟的

引导及开场白，给学生创造想象

空间，让想象飞起来

教师可利用课前几分钟，

让学生课前准备一则成语故

事、 名人名言或谚语， 上台演

讲。 学生因为要在课前准备，必

须多观察、多读、多写、多讲，上

台时， 必须充分调动自己的思

维，精心组织语言，并发挥自己

的想象力使讲述更加生动、有

趣， 在座的同学也因其他同学

的精彩表演而开眼界， 也有助

于学生想象能力的提高。

例如教老舍的《济南的冬

天》一文时，便可从回忆古人描

写杭州西湖美景的诗句“欲把

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开始，接着可以描述有“世界公

园”美称的瑞士夏季风光：淡蓝

色的湖泊被翠绿的树木环抱，

各种各样的鲜花盛开， 美不胜

收。 随着老师的讲述，学生已经

张开了想象的翅膀， 他们的思

维已经飞翔在美丽的大自然

中， 学习的热情也在慢慢的积

蓄。

四、 注重课堂结尾的设计，

给学生创造一种余音绕梁的环

境，让想象飞起来

俗话说：“编筐窝篓，贵在收

口”，在课堂结尾，激发学生打开

思维的闸门，会有利于课余思维

的持续延伸。这里引用一位小学

教师教《全神贯注》一文结尾时

的一段话，供读者参考：

正因为罗丹的这种工作精

神深深地打动了斯蒂芬·茨威

格，所以才有这一句名言：“那一

天下午，我在罗丹工作室里学到

的，比我多年在学校里学到的还

要多。 ”但名言也不都是名人所

作，老百姓也可以写名言。 比如：

“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 我

想同学们读了这篇文章也能写

出各自的名言。 现在大家有什么

感想， 请用名言的形式表达出

来 ， 最 后 落 款 写 上 未 来

的×××。

长沙县北山镇中心小学 张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