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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E7_94_9F_E4_BD_9C_E6_c64_453611.htm 学生自改、互改作

文是新课程改革理念下一种行之有效的作文批改方式。《语

文课程标准》提出，要重视引导学生在自我修改和相互修改

的过程中提高写作能力。这种批改方式不仅有利于培养学生

的欣赏能力和评价能力，便于学生之间相互学习和交流，还

可以提高评改和反馈效果，保证信息的畅通。 但是我们需要

认识到，作文自改方式虽好，但如果引导不利，方法不当，

往往会陷入误区。常见的误区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不能及

时界定本次作文的评改重点，使作文自改带有随意性。 一般

来说，在写作初级阶段，每次作文训练都只有一个目标，这

一次训练审题，下一次训练如何拟题，再一次训练如何写好

开头等。这是写作训练的序列，如果学生不明确，必然会眉

毛胡子一把抓，应该重点评议的内容不突出，过分注意细节

而忽视了主要目标。因此，在组织评改前，教师一定要讲清

楚评改的重点和方法。 二、不能及时制订有效的组织措施，

使作文自改陷入无组织性。 每次作文评改到底采用何种形式

，是学生自改，同桌互改，还是分小组进行，都必须精心安

排。教师在学生评改前，要对作文进行分类，写作水平高的

和写作水平低的搭配应合理。评改的结果也要及时公布。每

小组可推荐一名发言人，由发言人将本小组评改中出现的优

缺点加以总结，在发言时向全体同学提出合理化建议，从而

使小组之间能够分享彼此的成果。 三、对批改中有争议的问

题不能及时解决，使作文自改缺乏公正性。 一般情况下，作



文自评都是每个学生批一篇作文，甲给乙批，乙给丙批，丙

给丁批，丁给甲批。由于学生的知识和能力高低不齐，态度

端正程度也各不相同，因此，对一篇作文的评价有时会失之

偏颇，这样就会挫伤学生的写作积极性。因此以小组为单位

进行自评时，在评语和分数后面，批改者要留下名字；每篇

文章每次至少要由三个学生分别批改。这样，同一篇文章就

会出现不同学生的不同批语，从而使评价出现偏颇的几率大

大降低。 四、善后工作完成不力，使作文自改缺少实际效果

。 学生作文自评的最终目的在于使其发现自己的优点和不足

，从而做到发扬优点，改正缺点的目的。学生自评过后，要

把作文发还给学生，使学生在批改他人作文的基础上对自己

的作文进行修改，并把改好的作文再抄写一遍，根据体会写

好后记。教师可把优秀作文张贴在“学习园地”中，让学生

在学习优秀作文的同时也学习优秀评语的写法。这样互相交

流，全班学生的作文水平和自改能力必定会有更大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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