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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课 程 实 施 以 来，学 生 的 听 说 能 力 有 了 较 大 的 提

高，而写作 能 力 是 目 前 学 生 语 言 技 能 中 比 较 薄 弱 的 环

节。单一的写 作 教 学 方 法 是 影 响 学 生 写 作 能 力 提 高 的

关键，其中在英语写作评 价 策 略 上 问 题 尤 为 突 出。教 师

花费 大 量 时 间 批 改 学 生 作 文，往 往 把 重 点 放 在 语 法、词

汇、拼写上，逐 字 圈 改，学 生 作 文 只 能 得 到 一 次 性 评 价，
最终造成学生怕写、教师怕批的局面。

一、英语作文评价中的主要问题

１．忽视学生的主体作用。长期以来，教师全批全改

学生的英语作文，然后组 织 集 体 讲 评。教 师 是 唯 一 评 判

者，学 生 自 始 至 终 被 动 受 评，学 生 的 主 体 作 用 和 主 观 能

动性得不到发挥。

２．批改方式单一 机 械。教 师 花 费 大 量 的 时 间 详 批

全班几十篇 作 文，给 学 生 英 语 作 文 的 评 价 通 常 程 式 化、
简单 化，一 个 分 数 或 等 第 便 成 了 教 师 的 终 结 性 定 论，这

样的评价缺乏针对性、指导性。

３．过于注重评价 结 果。评 价 时 教 师 重 点 划 出 学 生

作文 中 的 病 句 错 句，学 生 的 作 文 本 上 红 字 累 累，文 章 被

改得“体无完肤”。教师没 有 顾 及 学 生 的 情 感、态 度 和 写

作体验，严重挫伤了学生写作的积极性。

４．忽视评价的反 拨 作 用。学 生 拿 到 批 改 过 的 作 文

后，往往浏览一下错误之处、分 数 和 几 句 评 语，便 弃 之 不

管。学生没有有效利用教师 的 评 价 结 果 来 改 进 学 习，更

谈不上发挥评价的激励、调控、发展功能。
二、英语作文多元评价策略

评价的指导思想应定位 在“以 学 论 教”，以 学 生 为 评

价基点。评价时应遵循下列原则。

１．互动性原则。互 动 性 原 则 要 求 教 师 改 变 评 价 身

份，充 分 调 动 学 生 参 与 评 价 的 积 极 性，改 变 学 生 被 动 接

受评判的状况，发挥学生 在 评 价 中 的 主 体 作 用。评 价 时

要做到师生互动、生生 互 动，形 成 民 主、平 等、和 谐、自 由

的评价氛围，让学生畅所欲言。

２．发展性原则。评价的目的不是为了检查、甄别和

选拔，而 是 在 于 通 过 评 价 促 使 被 评 价 者 改 进，促 进 其 发

展（朱慕菊，２００２）。写作评 价 的 作 用 不 是 简 单 地 评 判 学

生作文的好坏，而是帮助学 生 发 现 优 点，找 出 问 题；帮 助

教师根据评价情况，及时调整教学方法，改进教学策略。

３．针对性原则。学生英语水平参差不齐，单一的评

价标准势必会导致对部分学 困 生 要 求 过 高，而 对 一 部 分

优生却过 于 放 松 的 现 象。组 织 评 价 时，教 师 要 认 同 差

异、适应差异、利用差异，对不 同 层 次 的 学 生 制 定 不 同 的

评价标准，组织有针对性的评价。

４．激励性原则。要使学生喜欢评价，这是评价中的

一个重要原 则———激 励 性 原 则（陈 琳、王 蔷，２００２）。教

师在作文 评 价 方 面，应 定 位 在 激 励 学 生 的 进 步 和 发 展

上，能给学生 提 出 针 对 性、启 发 性、鼓 励 性 的 评 语，这 样

学生才能从遭遇失败到尝试 成 功，从 惧 怕 写 作 到 乐 于 并

善于写作，增强写作信心。
三、多元评价的具体做法

从评价 源 来 看，有 来 自 学 生 自 己、同 伴、教 师 的 评

价；从评价 过 程 来 看，有 初 稿 后、二 稿 后 和 定 稿 后 的 评

价；从评价 形 式 来 看，有 书 面 等 第、教 师 或 同 伴 的 话 语

等；从评价内容 来 看，有 针 对 要 点、语 言、结 构、词 数、书

写等的评价。下面就重点介绍几种评价形式。

１．自我评价。自我 评 价 是 写 作 评 价 的 重 要 形 式 之

一，它 能 充 分 发 挥 学 生 的 主 体 意 识，不 仅 有 利 于 培 养 学

生对学习认真负责的态 度，还 能 促 使 学 生 学 会 思 维。组

织学 生 进 行 自 我 评 价 时，教 师 必 须 给 予 充 分 的 指 导，使

学生懂得如何对自己的作文进行自我评价。
（１）制定 标 准。为 了 让 学 生 能 正 确 评 价 自 己 的 作

文，教师首先要与学 生 一 起 制 定 具 体 的 评 价 标 准，确 定

优秀作文的构成要素，并 提 供 示 范。但 不 同 的 文 体 应 采

用不同的评价标准，如记叙文可制定下面的评价表：

项目 评价要素 分值

结构 文章的开头、主体和结尾 １５

内容 人物、事件、过程和特点等 ４０

表达
能正确运用时态，结构正确 ２０

正确运用连词、时间状语、形容词、副词等 １０

优美

单词拼写正确 ５

大小写、标点符号正确 ５

书写端正，卷面整洁 ５

评语

（２）学生 自 评。学 生 参 与 了 标 准 制 定 后，可 以 对 照

标准，对 自 己 的 习 作 进 行 自 我 评 价，找 出 自 己 的 优 点 与

不足之处，并认真填写评价表。
（３）教师 反 馈。学 生 上 交 习 作 和 自 我 评 价 表，由 教

师对学生的自我评价写出意见后再发还给学生。

２．同伴评价。同伴评价是指在写作过程中，学习者

对同伴的写作予以评价。与 教 师 评 价 相 比，同 伴 评 价 有

许多优点。首 先，学 生 写 作 时 有 特 定 的 读 者 对 象，能 有

效激发其写作动机。其次，学 生 能 够 很 快 得 到 自 己 的 写

作结果反 馈，而 且 学 生 似 乎 更 乐 于 接 受 来 自 伙 伴 的 意

见，更期望自己的劳动成 果 得 到 同 伴 的 认 可 与 赞 同。第

三，同伴评价集中于内容、组 织 和 词 汇 等 多 方 面，比 教 师

评价更为具体。另外，评价和 修 改 他 人 文 章 的 技 能 可 迁

移到自己文 章 的 评 价 上。评 价 时 应 根 据 一 定 的 程 序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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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１）教师先出示作文评 价 表，让 学 生 熟 悉 评 价 项 目。

然后 选 择 例 文，通 过 投 影 演 示，指 导 学 生 给 同 伴 的 作 文

确定档次、打出分数、写出批注和评语等。
（２）学生阅读同伴的作 文，并 根 据 评 价 表 进 行 评 价。

学生 应 给 同 伴 的 作 文 划 出 好 词 好 句，找 出 语 言 错 误，最

后给出成绩，写上评语。评 语 要 清 晰、具 体，便 于 同 伴 发

现自己作文的优点和缺点，并作相应的修改。
（３）教师随机抽取几篇学 生 互 评 过 的 文 章 进 行 公 开

分析，指导、纠正互评各环节的问题。
（４）教师再让学生评价，并 反 复 指 导 和 纠 正，帮 助 学

生掌握评价技能。
这一评价过 程 中，每 位 学 生 既 是 作 者 又 是 读 者，他

们通过批判性地阅读他人的 作 文，可 以 学 到 更 多 的 写 作

知识和技巧，并时刻留心其语法及用词错误。

３．教师评价。教师根据评价表，认真阅读学生的作

文，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并 记 录 在 评 价 表 上。教 师 应

及时 反 馈 评 价 意 见，指 导 学 生 修 改 作 文，要 求 学 生 修 改

后附上写作的体会。评价时教师应注意以下几点：
（１）以读者的身份进 行 评 阅。教 师 应 从 读 者 的 角 度

进行 评 阅，好 像 学 生 就 在 你 面 前，对 写 得 精 彩 的 地 方 可

标注“Ｔｈａｔ’ｓ　ｇｒｅａｔ！”“Ｇｏｏｄ　ｉｄｅａ！”等。同 时 对 看 不 懂 的

地方也应指出，以帮助学 生 树 立 对 读 者 负 责 的 态 度。这

样，学生就能感受到来自老 师 的 关 切、尊 重 和 重 视，从 而

更加认真地对待写作。
（２）重点标出学生的 共 性 错 误。有 的 教 师 认 为 作 文

批得 越 细 致 越 好，结 果 花 费 了 大 量 时 间 和 精 力，而 学 生

面对被改得“满 目 疮 痍”的 作 文，心 里 也 感 到 不 是 滋 味，
对这些错 误 还 往 往 一 犯 再 犯，以 致 失 去 英 语 写 作 的 兴

趣。因此教 师 每 次 只 需 标 出 一 些 共 同 性 错 误，集 中 解

决，不在此范围内的错误可以暂时忽略。
（３）巧用激励性评语。激 励 性 评 语 就 是 以 鼓 励 性 语

言评价学生作文的优点和所 取 得 的 进 步，并 对 其 所 付 出

的努力予以肯定和赞许（王 青，２００７）。根 据 学 生 作 文 的

不同特点，应 选 用 不 同 的 评 语。一 是 综 合 等 第 类 评 语，
如：Ｇｏｏｄ！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二 是 宏 观 调 控 类 评 语，如：Ｂｅｔｔｅｒ
ｐａｙ　ｍｏｒｅ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ｅｎ－
ｔｅｎｃｅｓ．三是佳句欣赏类评语，如：Ｗｈａｔ　ａ　ｗｏｎｄｅｒｆｕｌ　ｓｅｎ－
ｔｅｎｃｅ　ｕｓｉｎｇ“ｃｏｖｅｒ”！四是 规 范 习 惯 类 评 语，如：Ｉ’ｍ　ｅｘ－
ｐｅｃｔｉｎｇ　ｙｏｕｒ　ｃｌｅａｒ　ｈａｎｄｗｒｉｔｉｎｇ．

４．建立档案袋。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把自己某一

时期的习 作、自 评、互 评、教 师 评 价 一 并 保 存 在 档 案 袋

中，用 以 记 录、展 示 自 己 在 这 一 阶 段 的 习 作 中 所 取 得 的

进步与成绩。具体要求如下：
（１）制作 档 案 袋。让 学 生 自 己 准 备 一 个 档 案 袋，并

对自己的档 案 袋 进 行 装 饰，以 突 出 个 性。首 先，要 求 学

生先制作档案 袋 目 录，标 明 档 案 袋 的 类 别、姓 名、学 校、
班级等。其次，要求学生 填 好 写 作 现 状 分 析。教 师 鼓 励

学生客观分析自己当前的英 语 写 作 水 平，以 便 今 后 对 学

习进步情况进行评价。
（２）明确写作目标。明 确 的 写 作 目 标 是 学 生 参 与 英

语写作活动的动力。在学期 初，教 师 可 根 据 英 语 新 课 程

标准 对 学 生 提 出 写 作 要 求，为 学 生 制 定 分 级 目 标，给 学

生树立奋斗目标，激发学生参与英语写作的欲望。
（３）用好档案袋。收集 学 生 每 月 的 最 佳 作 文 及 其 评

价、课 上 限 时 的 作 文、阶 段 性 错 误 汇 总 及 作 文 进 步 记 录

等。在期中和期末组织学生 当 堂 写 作，教 师 评 阅 后 存 入

档案袋，作为学生学期写作的评定成绩。
建立写 作 档 案 袋，有 利 于 教 师 了 解 学 生 的 写 作 情

况，及 时 给 学 生 提 供 针 对 性 指 导；有 利 于 学 生 了 解 自 己

写作的成长进程，调整好写作策略。
四、多元评价效果分析

１．教师角色的变 化。教 师 不 再 忙 于 大 量 批 改 学 生

的作文，而是重点组织和 指 导 评 价 过 程。教 师 只 需 对 学

生的学习档案进行定期检查，促 使 学 生 规 范 地 做 好 档 案

记录，逐步形成自我评价和自主学习能力。

２．写作态度的变 化。多 元 评 价 策 略 让 学 生 有 权 对

自己和他人的作品“说三道四”，教 师 不 再 是 唯 一 的 读 者

和评判者，改变了学生为 了 应 付 老 师 而 写 作 的 态 度。多

元评价策略能让每个学生发 现 自 己 的 进 步，认 识 自 己 的

不足，在不断成功的进步中提高写作积极性。

３．评价效果的变 化。传 统 评 价 方 法 既 不 容 易 调 动

学生的积 极 性，也 无 法 对 个 体 学 生 的 写 作 状 况 进 行 系

统、清晰的诊断和指导，因此 难 以 取 得 较 好 的 评 价 效 果。
多元评价策略能让学生对每 一 篇 习 作、每 一 阶 段 的 优 点

与不 足 有 清 晰 的 认 识，从 而 及 时 调 整 写 作 策 略，使 学 生

在参与评价中不知不觉地提高写作能力。

４．学习能力的变化。多元评价中的一系列活动训练

了学生的分析、归纳、概括能力，提高了学生语言的准确性

和思维的严密性，学生能清楚地、有条理地表述问题。同

时，多元评价策略也促进了学生语言综合技能的提高。
总之，评价是 教 学 活 动 的 一 个 重 要 组 成 部 分，对 整

个教学活动起着积极的 促 进 作 用。教 学 实 践 表 明，写 作

教学中采用多元评价策略，有 助 于 提 高 学 生 写 作 的 自 信

心，有 助 于 培 养 学 生 的 自 主 学 习 能 力，有 助 于 培 养 学 生

的合作学习精神，也有助于学 生 形 成 进 一 步 写 作 的 兴 趣

和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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