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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荞自改能力的程序初探

蒋洪波

著名教育家时圣陶先生在一九六三年三

月提出了作文批改 “必使学生能自改其文”

0,—九七八年三月又明确提出
“作文教学

要着重在培养学生自改的能力”②,叶老这

一语文教育思想,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来愈引

起了广大语文教师的重视。许多有志于中学

语文教学改革的老师在实践中摸索培养学生

自改能力的规律,总结出了重点改、轮流改、

小组改、讨论改等经验,但是对培养学生自

改能力的过程还缺乏整体性的认识,急待我

们去探索。培养任何一种技能都要有计划有

步骤地进行,才能事半功倍,否则是难于奏

效的。修改作文的能力是一种智力技能。智

力技能的形成程序十分复杂,探索起来也就

非常困难,但又是有规律可循的。通过几年

教改实验,我们认为培养学生自改作文能力

的程序,从形式上可分为五个环节,即示范

改——集体改一丁小组改——相互改——独

立改。各个环节既相互联系,又相互独立 ,

前工环节是后一
环节的基础,后一环节是前

一环节的发展,环环相扣,形成-个联系紧

密的训练
“
链条

”。每一环节都坚持从单项评

改到综合评改,循序渐进,从而达到从扶到

放的目的。

示范改的目的主要通过示范评改,要求

学生掌握修改作文的方法和重要意义,避免

盲目的尝试过程,提高学生修改作文的自觉

性,从而积极地修改自己的作文9把修改作

文当成一种乐趣而不是一种负担,尽快提高

修改作文的能力。示范改,一是出示名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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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稿和定稿,引导学生去揣摩名家修改的用

心,比较修改前后不同的表达效果9学习名

家严谨的治学精神。例如叶圣I旬先生的 《蚕

和蚂蚁》的初稿本和定稿本就是很好的示范

例子,学生可以从 比 较 中学习叶老如何炼

字炼词,如何选择旬式,如何对 待 文 言词

语,以及如何使用标点符号等 知 识。示 范

改,二是教师出示自己习作的初稿和定稿 ,

结合实例谈改的道理,并 以自己修改习作的

体会去影响学生;三是面向全班评改学生作

文和个别当面评改。全班评改宜选 中 等 水

平,优劣互见的作文。评改前用 大 白 纸抄

好,留出修改的空白,老师一边评议9一边

修改,起引路的∫F用 。个别当面评改宜选上

等 和 下 等水平的作文,分别提出不同的要

求,做到因材施教。每一学期的第一次作文

详加批注,旨在作出示范作用,使学生明确

作文水平不高的症结,努力的方向。示范改

还需选择∵篇学生的初稿和修改稿,让学生

讨论,使他们认识到自己有修改好作文的能

力,从而鼓舞坚持修改作文的信心。示范改

是综合性的,从字词句到篇章结构 都 要 涉

及 ,以 便提出修改文章的总要求 ,这个总要求

不急于要学生一下掌握,各项要点在今后的

修改训练中逐步落实。通过示范教会学生运

用删除、换位、追加、压行、提行t贯接刂

复原、留空i缩 空等修改符号。学生能够使

用统一的修改符号,能够提高修改效率,教

师可以直接收阅学生的初稿,直接掌握学生

修改作文的具体情况。示范改是教给学生修



改作文的规律性细l识 ,主要是老师讲解,但

又并非唱独角戏”仍然要求处处调动学生学

习的积极性,培荞学生的能力,目 的在于过

渡到集体改。

经过示范改的训动,虽 然大部分学生对

修改作文有了较清醒的认识,但能够运用所

学的修改知识的学生毕竟是少数,这就要求

利用集体改的方式去充分发挥作文尖子的带

练作用。集体改,∵般是选择有修改价值的

作文,课前印发给学生,并提出明确的修改

要求。提要求头几次着重在字词句,然后才

逐步过渡到篇章结构,立意选材。课堂上,

教师主要起引导作用,让学生充分发表自已

的意见,形成集体讨论的生动场面。起初为

ˉ个字、一个词、-句话用得是否妥贴而争

论不休,待学生有了一定的基础,就把学生

的注意力引向篇章结构,立意选材等方面 ,

向知识的纵深发展o通过集体评改,尖子生的

才能能够得到充分发挥和很好的培养;中上

水平的学生能够得到迅速提高,成为小组评

改的骨干;差等生可以从其他同学的发言中

得到最直接的启发 ,坚定修改好作文的信心o

事实上,不少差等生在集体评改中也能发现

问题,提出一些∵得之见,应当充分肯定他

们。通过集体评改,学生在示范评改中学得

的修改知识通过运用得到了巩固,又有一部

分人形成了-定修改能力,为小组评改奠定

了基础。     ∶

小组改是从扶到放的又ˉ重要环节,充
分发挥在集体评改中培养起来的骨干分子的

作用,带动全班同学积极修改作文。具体作

法 是 按 作文水平高低搭配分 组,每 组 四

人,选一位作文水平较高的作组长。每次每

组修改∵至二篇作文 ,∷ 头几次全班各小组修

改同一作文,便于交流,互相学习o小组集

体讨论丿充分发挥每一个学生的才智,然后

由 组 长 执笔改定,写上小组评语,交作文

本人仔细阅读,∷写出自已对小组评 改 的 意

见。个组改,骨干分子的作用发挥 得 最 充

分,对茔等生的影响也最苴接。差t生 也有

了更多的发言机会9修改作文的能力也渐趋

形成,为相互改铺平了道路。

相耳改是过渡到独立自改的必要训练程

序。学生一般难于发现自己作文中的错误,

易于发现他人作文的不足。根据这一认识规

律,抓好相互改的一环是非常必要的。相互

改第一步是作文水平相当的相互改9双方都

有改头9便于切磋,第二步是作文水平较高

的和较低的相互改,发扬互助精神,对差等

生进行具体的帮助J在评改过程中,先各自

谈写作本文的打算,接着独立评改对方的作

文,评改后交对方仔细阋读,然后 两 人 讨

论,评议对方改得是否合理,评得是否恰当 ,

交流体会。老师一要特别注意辅导差等生 ,

解 决 他 ￠]在修改中遇到的疑难,三要指导

尖子生帮助差等生提高修改能力。互改结束

后,老师收回学生修改过的作文,查 阅一遍 ,

对学生的评改作简略的评议,指出取得的成

绩和存在的问题,明确下次评改的目的。

经过示范改、集体改、小组改、相互改四

个训练环节,学生普遍形成了一定 l旬修改能

力乡这就可以过渡到独立改。独立改包括独

立修改自己的作文,也包括独立修改他人的

作文。在训练过程中,一般让学生先独立改

他人的文章,这与相互改有一个显著的区别 ,

就是独立完成老师布置的修改他人作文的任

务,不与任何人讨论,并要求按时完成。其

次9老师通阅全班作文,分别指出存在的问

题,然后把作文本发下去,让学生自己修改

自己的作文,改后写上修改体会交上来老师

过目,以便掌握学生的自改情况。第三步,

放手让学生修改自己的作文,要求学生写起

初稿后,反复修改,然后把定稿和初稿
一

同

交上来,老师根据每个学生的自改能力提出

具体的要求,以便促使每-个学生都尽快提

高自改作文的能力。

以上简述的培养学生自改能力的五个环

(紧接第 10硅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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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她去培荞学生的观綦、诧忆、想象、蛱想、

思维等方面的智力,这就能定出它的 “训练

点”,并形成它的科学序列。

培养写作能力9更要有 “训练点”,形

成训练的序列。同时要特别注意它与知识、

智力之间的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

写作能力 ,一般应包括:积 累材料的能力

(包括观察、记忆、收集资料的能力);构思的

能力 (包括审题、立意、选材、想象、联想、提

炼中心思想、布局谋篇的能力);表达的能

力 (运用各种表达方式和表达方法的能力、

选择并使用语言的能力);修改文章的能力o

此外,还要求表达的速度 (包括书 写 的 速

度)。 因此,培养写作能力,就必然要以相

关的知识为基础,以 开发智力 为 条 件,并

与之紧密配合多而写作能力的形成,就必然

有四个阶段:积累,构思,表达,修改。这

四个阶段和记叙、说明、议论各种文体的训

练要求,就分别形成横的和纵的培养写作能

力的 “训练点″和它的训练序列。

培养写作能力,还要掌诨学生写作能力

发展的一般规律,即从简单到复杂,丛模仿

到创造。因此。作文训练教程,必须把分格

(上接笫 111页 )

节,每一个环节都要踏踏实实地训练,首轮

训练必须依次进行9大约需要一学期时间。

以后各轮训练既可依次循环9也可 穿 插 进

行,因为学生已有一定的基本功了。经过几

轮严格的训练, “培养学生自己改的能力”

的目的是不难达到的。当然, “修改非语言

讪纭与分步讪绦结合起来。所淆芬格讪练 ,

就是指的通常所说的小作文,如各种人物的

肖像、服饰、行动描写和各种场面描写的单项

训练,又如按时间、空间、事理关系来安排

材料的单项训练。所谓分步训练,就是在大

作文中,在综合训练过程中,要有计划地对

学生按照积累、构思、表达、修改的阶段进

行分步训练;或者在大小作文中按照简单、

复杂、模仿、创造的程序进行分步训练o

知识、智力、能力的掌握和开发与培养

问题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它们都各有其

“训练点”和训练序列。在学术界,有的主

张以知识体系为序,有的主张以能力培养为

序,有的主张以开发智力为序。但从现行教

材实际出发,我们觉得按照教材编排的知识

体系确定训练点和训练序列,把智 力 的 开

发、能力的培养溶注于这一训练序列中,是

切实可行的。我们的原则是,以运用知识为

基础,以开发智力为手段,以培养写作能力

为目的o知识、能力的序列是和谐一致的,也

是比较集中和连贯的,而智力的序列则是比

较分散的,是分别为 该 项 训 练 目的 服 务

的。

文字之事,实为思想认识之事”③,不过 ,

我们这里着重讨论的是培养学生自改作文能

力的程序,因而对此不再展开详论。

注:

①、②、③ 《叶圣陶语文教肓论文集》第T24页 、

、
第15T页 、第了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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