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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文批改是作文教学中重要的一环。学生通过阅

读批改过的习作，能更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文章的优缺点，改进

不足，提高自己的作文水平。在作文批改中尝试采用师生共改、
学生自改互改、家长学生共改等多种批改方式相结合，有利于

激发学生习作的热情，提高作文批改能力，提高作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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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霍姆林斯基说过：“只有学生参与了作文的评析， 亲身

去体验，去感受，才能激起强烈的作文兴趣与作文欲望。”作文

批改是作文教学中最重要的一环。所以，教师应该把作文批改

的权力下放，让学生也参与作文批改，成为作文批改的主人。
针对这一问题，我根据学生的心理特点和实际情况，在作文批

改方式上进行改革，采用学生教师共改、学生自改互改、家长

学生共改相结合的方式，提高学生的自批自改能力。并且通过

师生共同欣赏佳作、进行二次习作，激发了学生习作的兴趣，
促进了学生作文水平的提高。

一、师生共改，教改方法

师生共改是指教师和学生共同批改一篇作文。 学生完成

习作之后，教师认真阅读学生的作文，从中挑选一两篇有普遍

性问题的例作，认真思考怎样修改，做到心中有数。上课时，利

用投影将挑选的例作展示出来。师生共同浏览文章，了解文章

的主要内容，对要修改的文章有个总体认识，看文章主题是否

突出、选材是否典型、结构是否合理、详略是否得当。接着精读

文章，看文章中语句是否通顺连贯，有没有错别字，标点符号

运用是否正确，书写格式是否规范等。教师一边讲解作文批改

的步骤和方法，一边和学生共同修改例作。 最后，给例作写上

恰当的评语，评上等级。学生在与教师的共同修改中不知不觉

掌握了修改作文的方法，同时，也知道了今后在习作中应该注

意哪些问题。
二、学生自改，培养能力

《语文新课程标 准 》中 强 调 学 生 要 “养 成 修 改 自 己 作 文

的 习 惯”。 但 在 平 时 的 作 文 批 改 中，教 师 往 往 忽 视 了 学 生 的

参 与。 正 确 的 做 法 是 学 生 在 师 生 共 改中初步掌握作文的修

改方法后，教师就大胆放手，把习作修改的权利交给学生。 让

学生在完成习作以后，阅读自己的习作，并根据自己学到的批

阅方法，尝试修改自己的习作。当然，对于学生修改完的习作，
教师也不能就此罢手，要看学生的修改是否恰当，然后给予适

当评价。

三、学生互改，增加兴趣

从教育心理学来看，学生具有表现自己的欲望，教师要利

用学生的这种表现欲，创造机会让学生批改别人的作文，突出

学生的主体地位，使学生成为真正独立学习的人。 这样，既减

轻了教师批阅作文的负担，还可以激发学生的兴趣，消除学生

对教师批改后的习作仅看看分数就完事的状况。 教师可先讲

解作文批改的要求， 让学生明确本次作文批改时应该从哪几

个方面着手批改。 然后把全班学生每四人一小组划分成若干

小组，每个人大致浏览每篇习作的内容。接着各自发表自己对

习作的看法，共同探讨，形成统一的意见。最后，给每篇习作写

上评语，打上成绩，并分别签名。
四、家长学生共改，增进交流

到了小学高年级，孩子有了自己的主见，有些心里话不愿

意与家长交流，无形中疏远了家长和孩子间的关系。 通过批改

作文可以让家长走进孩子的内心世界，了解孩子的学习生活现

状、情感态度，拉近同孩子的距离，增进情感。另外，学生习作的

素材大多数来源于自己的日常生活，而这些素材，也正是家长

所熟悉的。家长通过批改学生的作文，可以和孩子平等地交流

意见、也可以多角度、多层面、多视点的审视、引导孩子写作。

五、出示范文，师生共赏

每次完成批改以后， 教师可以从习作中选择文质兼美的

文章，在全班范读。 也可让学生自我推荐，把自己的文章读给

大家听。 学生带着问题听，文章哪些地方做得好，值得我们借

鉴？ 还有哪些不足？ 应该怎样改进？ 等等，这样取长补短，在习

作欣赏中不知不觉提高自己的作文水平。
六、二次习作

二次习作指的是学生的作文在经过批改后， 根据批改者

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再次进行习作。 与第一次作文相比，要求

不变，规定不变。只是多了一次总结完善、提高升华的机会。对

每一位学生来说， 其他同学的第一次作文也是重要的课程资

源，按照维果茨基的“最近发展区”理论，同伴之间的问题一般

都处在学生的“最近发展区”，同伴之间的优点最容易被接纳

吸收。 通过二次习作，学生可以充分把握机会，对照自己的不

足，吸收借鉴别人的优点，精心选择材料，精心构思谋篇布局，
精心运用语言，把“二次作文”写好。

总之，让学生参与习作批改的全过程，多种批改方式相结

合，就是要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习作的积极性，让学生从“要

我写”变为“我要写”，提高学生写作的兴趣，从被动习作转为

主动习作。 同时，让学生在作文批改中产生一种成功的喜悦，
以增强学生对写好作文的自信心， 进一步养成认真进行习作

的良好习惯，提高作文批改能力，进而不断提高作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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