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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MS帝国之家，为帝国cms加油！

《关于提高的兴趣靠自己的作文》【第一篇】

提高作文的兴趣靠自己

在我的身边有很多的同学经常抱怨对作文没有兴趣。只要老师一布置作文，就好像吃了黄连一样
，眉头紧皱。更有甚者，他们有的居然认为写作文比武松打虎还难。总是认为写作文难，当然没
兴趣咯！写作文真的有那么难吗？看看他们认为难的原因就知道了。因为他们总是感觉没有内容
写。连写什么都不知道，当然也就不知怎么写了。

我以前也有这样的感觉，每次写日记总要先为不知写什么而头痛。有时还要抱着作文书找素材。
很幸运的是我有一个好妈妈。她告诉我写文章不要怕没有内容写，只要写自己想写的东西就行了
。生活中你经历过的事有很多，妈妈给你买了一个玩具，你很高兴，可以写；学校与同学争吵可
以写；上学时挨了老师的批评可以写；受了委屈，想向父母发发牢骚，也是可以写的；当然，自
己这么大了，还尿了床这样的嗅事同样可以写。总之，高兴的、不高兴的、看到的、听到的、想
到的⋯⋯想写什么都行。

写自己想写的东西，兴趣自然就浓了，你们说对吗？这就说明，提高作文的兴趣关键还是靠自己
。

指导教师：英子
简评：说得好！

《关于提高孩子的作文》【第二篇】

提高孩子的作文水平,家长应该做些什么

提高孩子的作文水平，家长大有可为。家长要丰富孩子的生活，让他们有话可说；还要在生活中
训练孩子的眼睛、大脑和口，教会孩子把话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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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教学是语文教学中的重点，同时也是难点。很多家长认为自己工作忙、水平低，不愿意辅导
孩子作文，认为那是学校和老师的事。其实提高孩子作文水平不只是老师的事，家长也责无旁贷
，也大有可为。那么，家长该做什么呢？

首先要不断丰富孩子的直接生活和间接生活，让他们有话可说。�

要让孩子有东西可写，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生活单调是有些孩子的作文水平相对低下的致命原
因。有些孩子面对一个命题作文，简直目瞪口呆，无从说起。比如要他们写一次去动物园或公园
游览的经过，如果他们没去过，他们怎么写呢？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有的孩子的作文内容
丰富、新颖，原因之一就是他们见多识广，有话可说。我的女儿才五岁，她已经去过很多风景点
，近如家乡附近的登月湖、金牛水库，远如镇江金山寺、润扬大桥，更远一点的上海外滩、东方
明珠塔和海底隧道，她还跟她爸爸去过大学校园。我们认为，多玩一些地方，可让她见见世面，
开阔眼界。我起初也曾经觉得她还小，玩了也许没有多大作用。但是看着她比同龄的孩子懂得多
，显得成熟大气，心里觉得这样做还是利大于弊。各个家庭的经济水平都在提高，影响丰富孩子
生活的往往不是家庭经济条件而是家长的教育观念和意识。丰富孩子的生活需要家长投入金钱、
精力、热情、爱和智慧。即使足不出户，也可以使家庭生活丰富多彩起来。我是老师，孩子她爸
以前也曾做过老师，我们都会弹琴，我们就给他买了一架电子琴也让她学，我们还教她画画、跳
舞、下棋。谈到下棋，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有一次我和她爸爸下棋，她说她要下，我说：“你
还小，不会下。”她爸爸就对她说：“待会儿我教你。”后来不知怎么的，没有多久，她就会摆
棋了，爸爸夸奖她，她自豪地对爸爸说：“妈妈还说我不会呢！”另外，孩子有空时，让孩子做
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也会使他们的生活充满趣味。�
作文素材的另一个来源是孩子的间接经验。其中阅读是获取间接经验的重要手段。让孩子从小就
一些古今中外的名著，如安徒生的童话、《一千零一夜》、《西游记》、《十万个什么》等以及
像《中国成语故事》、《少年百科全书》等这样的知识丛书等等，让孩子从名著、丛书中了解世
界，弥补他们生活经验的不足，同时名著还可训练他们的想像力，帮助他们积累词汇，提高表达
能力，可谓一举多得。�

听故事也是扩大孩子生活视野的重要手段。很多作家背后都有一个会讲故事的高手，著名作家莫
言有个会讲的故事的奶奶。孩子除了通过视觉接受信息外，听觉的也很重要，听故事会给他们观
察世界打通另一道宽敞的大门，减轻他们阅读时眼睛的负担。�

其次在生活，还要让孩子学会思考、观察和表达。

站在东方明珠塔上向下眺望，整个都市灯水辉煌，流光溢彩，璀璨夺目，女儿简直看花了眼。我
们就不时地启发女儿，“你看马路上的汽车多不多？”“多。”“汽车像什么？”“像一个个大
青蛙鼓着两只大眼睛。”是啊，女儿不会车水马龙之类的词语，但是她的这个比喻确实是很符合
她的年龄特征的。在登月湖边散步，看见一座小树林，我们停了下来。这是一片小白杨。我们问
女儿，这些树整整齐齐地排列着，看起来像什么？“像小朋友在做操。”那风吹过的时候又像什
么呢？“好像在跳舞。”“风吹动树叶的时候，有没有声音啊”“有”，“这声音像什么呢？“
像在唱歌。”夏天，每当夕阳西下，我们一家总要出来散步、纳凉。一天，我们把女儿抱在水边
一块方形小石墩上坐着，让她的两只小伸伸向前方，浪花涌过来，淹没了她的小脚，浪花退后，
小脚又重新露出来。她兴奋的喊着：“真舒服呀！”我们便问她，浪花冲着你的脚感觉像什么啊
？女儿沉思地“恩”着，“像不像妈妈的手抚摸着你啊？”“像。”回到家后，女儿就把这个发
现高兴地告诉了奶奶：“我今天去湖边玩了，爸爸把我放在水边的一块石头上，让水冲我的脚，
好舒服啊，就像妈妈的手抚摸我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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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实践我认识到：没有教不好的孩子，只有不会教、不想教的老师。作为家长，应该帮助孩子
在生活中学习观察、思考和表达。当然，家长也要树立终身学习的意识，不然就会感到心有余而
力不足的。

《关于提高视率让分数和评语动态地的作文》【第三篇】

提高视率让分数和评语动态地呈现

——试论一种全新的中学作文评改理念

江苏省盐城中学 李仁甫（224001）

 在整个作文教学体系中，评改是极其重要的一个环节。如果我们让这一环节落空，那么作文训
练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就难以挣脱作文教学长期以来形成的疲软状态。所以，更新作文评改理
念，在当下就显得非常重要。

 在整个语文教学体系中，作文教学又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既然整个语文教学理念在日
益更新，那么我们的作文教学（尤其是评改）理念就也应该随之更新。我们知道，新的语文教学
大纲已经首次把“人文性”写了进去，突出了在语文学习过程中“人”的因素，承认和重视“主
观性”在语文学习中的存在。如今，语知和阅读中答案的“惟一”和“机械”的现象，尚且还遭
到人们的批评，而主观性非常强的作文，它就更应该值得人们反思。我认为，对一篇学生作文，
不应该存在绝对的评判标准，不应该只是惟一的分数和惟一的评语。因此，作文教学也应该“与
时俱进”，我们的评改理念也应该与整个语文教育的理念相适应。

 目前作文评改的主要弊端

 一是缺乏普遍的推动力，也就是说对所有学生的写作热情不能产生推动作用。每一次作文本子
发放下来，总是极少数学生面对自己的分数激动不已，面对自己的评语喜上眉梢，而其他大多数
学生看看分数然后惊诧不已，瞧瞧评语于是皱着眉头。可以说，“点”上的积极，更衬托出“面
”上的消极！在广大教师对此感到纳闷、痛苦乃至无能为力的时候，我们的学生更是感到纳闷、
痛苦乃至无能为力！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可能很多，但我觉得分数和评语的“惟一性”是最主要
的原因。

 试问：这少数学生的作文和大多数学生的作文，其分数和评语都真的无可争议吗？作文的好差
标准难道是绝对的吗？老师的打分尺度难道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吗？当然，在正常情况下，
极个别特别好或极其差的作文，被老师用来做“典型”或“反面教材”，也许因为老师斟酌得审
慎一点，评判的结果可能会离“准星”稍微近一点，从而能够被大家广泛地认同；然而，更多的
作文，它们的分数是否就一定恰如其分呢？评语是否就一定切中肯綮呢？

 我想，既然“一千个读者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么教师充其量不过是一个读者，尽管他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读者。打个比方吧，教师可能比学生水平更初三点，他们之间的关系相当于“
尺”与“寸”，但教师这个“尺”是有“所短”之可能的“尺”，学生这个“寸”更是有“所长
”之可能的“寸”，况且比较起来，教师“尺”为一，而那么多学生却拥有那么多的“寸”。可
是，我们为什么只让教师的“尺”发挥着作用——很显然，有时发挥的反而是其“所短”，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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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学生的“寸”能够“有所长”呢？假如在整个评改过程中，大胆地放手，也让每一个学生积极
参与，甚至于多次参与，那么学生的写作热情也许就会极大地提高的。

 二是缺乏足够的转化力，也就是说不能把训练转化成效益，转化成“再生能力”，转化成“生
产力”。作文评改的最终目的，应该是举一反三，通过有计划的一次训练达到学生自己在无序状
态下的多次训练所不能轻易达到的效果，从而真正地大面积地增强整个班级学生的创造力，使他
们越写越想写，越写感觉越好。可是，目前的评改措施缺乏更高层次上的互动性，只由教师一人
改，学生自己往往只看自己的分数和评语，而难有机会看别人的分数和评语，而即使是在所谓学
生之间的“互改”之后，也仅仅是“我看你给的分数和评语，你看我给的分数和评语”，而其他
学生仍然难有机会看到。

 这几乎就是一篇作文的命运！它“合在本中人未识”， 正如姜夔《扬州慢》词里的红色芍药
“年年知为谁生”，甚而至于该生本人也很少看，有的几乎不看。一篇作文的命运竟如此悲惨！
这就意味着，一个学生向他人借鉴经验和吸取教训的机会比较少，意味着一篇作文难以最大程度
地发挥它的示范或警示作用，意味着一次有计划的作文训练难以很好地发挥它的转化功能和实现
它的最终目的。

 分数和评语：变静态为动态

 要克服上述两大弊端，要使分数和评语对学生产生巨大的推动力和转化力，我们就必须建立一
个全新的理念：分数和评语都不是静态的，它们是动态的。

 众所周知，分数与作文水平未必完全一致，有时它们的差距竟令人十分惊讶，从而引起非常大
的争议。此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其原因很简单：如果是教师评改，他在评改时，就有
可能因为见识有限，不能适应丰富多彩的尤其是新的风格；可能因为思维僵化，不能容忍放胆作
文、另类作文、新概念作文；可能因为情感定势，不能平等地对待每一个学生的作文，无视一些
特殊学生的进步；可能因为心理失调，不能耐心地进入“文本”，仅仅是走马观花、浮光掠影。
同样，学生之间的简单“互改”，也会受到某一学生的见识、思维、情感、心理等因素的制约，
给出的分数和评语往往会引起很大的争议。总之，只给一个分数和评语，绝对不是实事求是地衡
量学生作文实际水平的最好方法，绝对与人们对整个语文学科人文性、模糊性、主观性这些特点
的最新认识不相适应。

 现在，已经到了应该对分数和评语的给法，作重新考虑的时候了！为此，我提出一个新的看法
——学生作文的分数是可以变动的，评语是可以商榷的，甚至是可以推翻的，因而它们是动态地
呈现着的。这样，分数和评语实际上会有若干个，而不是简单的一个。

 那么，怎样才能做到分数可以变动，评语可以多元地呈现呢？这就涉及到一篇作文的视率问题
。

 视率：变低为高

 现在，我们已经把分数和评语放在了一个动态过程之中，而能够实现这一动态效果的一个重要
途径，就是提高作文的视率。

 什么叫视率呢？就是指一篇作文，作为劳动产品被自己和别人尊重的程度，作为信息产品被自
己和别人了解的程度。简单地讲，一篇作文完成之后，就是要看，包括别人看和自己看。没有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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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就是没有评价；看的人少乃至只有一个人，实际上就是评价的效果低，乃至只有一种评
价。在这里，视率与评价发生了联系，也就是与分数和评语发生了联系。过去，一篇作文的视率
非常低，学生写好后，只有老师看，而且常常只看一遍，或者在互改时被另一个学生看，也常常
是只看一遍（只有少数学生的作文有机会被老师所评讲和被大家所了解）。要使分数和评语处于
动态的过程之中，在动态过程中呈现出来，就必须打破这种评改体系的静态模式，让更多的人参
与进来，让人更多地参与，让一篇作文赢地更多的目光，占有非常高的视率。那么，具体来说，
怎样提高视率呢？

 第一，多个方面参与。在通常的教师评改之外，我们还要增加学生的互改。不过，这种互改，
不是过去那种机械的“结对子”，而是由教师在随意发放一篇作文的时候任意确定。虽然一个人
仍然只是拥有一份作文，但改好后可以与同座位的另一个学生交换，或者与前后座位的其他学生
作更大范围的交换，然后再改；评改后，返还给作者本人，这时作者本人还可以反批，与评改者
进行争鸣、论战；当最后交给老师时，老师还要看，不仅看作者原文，还看各个学生所打的分数
和所写的评语，然后也在“五花八门”的分数和评语后面给出自己的参考分数和评语；甚至教师
的分数和评语还不是“终审”，如果作者本人有话还可以“好好说”。这种互改，是交互的，复
式的，立体的，多层次的，是更高意义上的互改，我们可以把它称作“互联网”式的评改。经过
这样的互改，一篇作文的分数和评语就不再是惟一的了。分数的多种和评语的多样，确实得益于
视率的提高。视率的提高，极大地刺激了每一个学生的自尊心，激发了他们的写作兴趣和热情，
从而使他们感到自己的劳动被尊重着。

 第二，多种媒体呈现。当今是一个信息时代，媒体极其丰富，交流和传播信息的工具非常多。
从信息论的角度来看，学生的一篇作文就是一条信息。过去，一篇作文往往只有一个读者，它就
像韦应物《滁洲西涧》里所说的一棵幽草可怜地在“涧边生”着，少人知晓，无人赏识。那么，
作为一个信息产品，它如何才能被别人广泛地了解呢？这就必须提高视率。在看的过程中，信息
才能实现其价值，作为信息的作文才能取得其训练效果。作为信息产品，一篇作文的内容被反复
呈现的方式有很多，主要有：（1）由写作兴趣小组成员将一些文章的全文或更多文章的片断出
成黑板报或编成小报（传阅或张贴）；（2）在多媒体教室上评讲课，充分地利用实物投影的优
势，最大可能地把更多学生作文的内容放大到大屏幕上；（3）把某些优秀作文的全文或一些作
文的精彩片断推荐给校广播站，或鼓励学生自己投稿。不过，这里要强调的是，我们应该对精彩
片断的呈现予以高度重视，这样才能使更多的人感到自己创造的信息被广泛地关注着，从而从面
上鼓舞每个学生的信心，从根本上调动大家的写作积极性。

 第三，不同时间交流。目前，作文交流的渠道，通常是一课时的评讲课，至多再加上课后的个
别面批。除此之外，好像就没有什么渠道了。其实，我们还可以在过一段日子后，统一安排时间
（如自习课、辅导课）交流，让学生“回头”看，像老牛吃草一样不断地反刍。如果我们用以上
方法来认真地进行操作，那么，每一个学生作文的视率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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