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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初中阶段，英语写作能力的培养已成为学生语言技能发展的关键环节。然而，传统的英语写作教学模式

过于侧重知识的传授，常常忽视了对学生写作过程和学习成效的全面评价。仅依靠教师的面批反馈，虽

然能够解决个别学生的问题，但对大多数学生的写作能力提升效果有限。为此，探索“教–学–评”一

体化模式的写作教学评价体系显得尤为重要。该模式不仅注重师生评价的互动，还融入了生生互评环节，

这一方式能够有效促进学生之间的互学，帮助学生更深入理解写作评价标准，从而更精准地指导自己的

写作，提升写作水平。因此，文章将探讨在“教–学–评”一体化视角下的初中英语写作教学实践策略，

旨在为提升英语写作教学质量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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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English writing skills has become a crucial part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language proficiency. However, the traditional English writing instruction model tends to focus too 
much on knowledge transmission, often neglecting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students’ writing 
processes and learning outcomes. While teacher feedback through face-to-face corrections may ad-
dress individual students’ issues, its impact on improving the writing skills of most students is lim-
ited. Therefore,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explore an integrated “teaching-learning-assessment” 
model for writing instruction. This model not only emphasize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eacher and 
student evaluations but also incorporates peer assessments, which effectively promote peer learn-
ing among students. It helps students gain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writing evaluation standards, 
enabling them to guide their own writing more accurately and improve their writing skills. There-
fore, this article will explore practical strategies for English writing teaching in junior high school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grated “teaching-learning-assessment”, aiming to provide new ideas 
and methods for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English writing i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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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英语学习要求学生具备听说读写等综合语言能力，其中写作对学习者的能力要求最高，因为它不仅

是学习者逻辑思维的体现，也是英语语言运用准确性和丰富性的综合展示。因此，写作在英语教学中被

视为重点和难点。在传统的写作教学实践中，教师通常通过作业点评和范文讲解的形式进行指导，或通

过头脑风暴等方式引导学生分析作文题目。然而，当前的写作教学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在作业点评中

获得高分的学生往往并不明确自己为何比其他学生表现得更好，评分的依据主要依赖于范文，而非对写

作技能和策略的深入理解。而在作业评价中得分较低的学生，虽然通过教师的指导和范文学习提升了某

篇作文的写作能力，但他们通常无法清晰地了解如何在下一篇作文中进一步改进。无论是高分还是低分

的学生，都难以从这类写作评价中获得可沉淀、可迁移、可建构的智慧和能力，从而影响其长远的写作

发展。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本文以北京市房山区 2023~2024 学年九年级上学期期末英语试卷写作题目二为

例，展示了初三英语写作教学中师生评价和生生评价的具体实践。通过具体案例分析，旨在探索如何在

写作教学中更有效地运用评价策略，帮助学生在反馈循环中不断提升写作能力，并为未来的写作教学提

供理论支持与实践指导。 

2. “教–学–评”一体化视角下初中英语写作教学的核心理念 

2.1. “教–学–评”一体化理论的核心理念 

“教–学–评”一体化理论强调教学(“教”)、学习(“学”)和评估(“评”)三者之间的密切关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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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作用，并主张在教育实践中将三者有机结合，形成一个协同发展的整体，以达到最佳的教育效果。

就评估主体而言，传统教学模式中，教师往往是教学过程的中心，学生作为知识的接受者，缺乏足够的

主动性和参与感。而“教–学–评”一体化强调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教师的角色更多是引导者和促进者。

而关于评估方式，传统模式下，评估大多是期末考试等形式的终结性评估，侧重于学生最终成绩的考核，

而“教–学–评”一体化不仅注重终结性评估，还强调形成性评估(过程性评估)，通过实时反馈促进学生

的学习改进。 
教师在教育实践中，应准确把握“教”、“学”、“评”在教育过程中的不同功能，树立“教–学

–评”一体化的整体育人理念。具体而言，“教”主要体现在根据核心素养目标和内容设计教学目标与

教学活动，决定育人的方向和基本方式，并直接影响育人效果；“学”则体现为在教师指导下，学生作

为主体参与的各类语言实践活动，最终决定育人效果[1]；“评”则在于监控教学与学习过程及其效果，

为促进教学改进与学生学习提供重要参考与依据。应注重三者的有机融合与相互作用，发挥其协同育人

的功能，以实现教育效果的最大化。 

2.2. “教–学–评”一体化理论的实践意义 

在初中英语写作教学实践中，评价是学生提高写作能力的重要驱动力。教师的评价是学生自我评估

写作水平的关键依据，同时，生生互评能够充分激发学生的主体意识，使其不仅是评价活动的接受者，

还是设计者、参与者与合作者。在这一过程中，学生能够主动运用评价结果，改进自己的学习和写作技

巧。 
此外，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不仅有助于促进教学的改进，同样也能促进学生的学习发展。作业点评、

师生课堂互动和生生互评等多种评价形式，能够实现诊断、咨询和反思的功能。评价的诊断作用帮助识

别教学与学习中存在的问题，评估教学活动是否达成预期目标。科学有效的评价体系应注重评价主体的

多元性，强调评价形式与内容的多样性，关注评价目标的多维性，并坚持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的有

机结合。 

3. “教–学–评”一体化视角下初中英语写作教学实践策略 

3.1. 写作前明确任务 

在“教–学–评”一体化的教学理念指导下，写作教学应注重激发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与教师的有

效反馈。为了帮助学生提升写作水平，教师在进行师生评价之前，首先要求学生按一定要求完成写作任

务，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步骤。 
学生需要在写作前抄写优秀作文的要求(见表 1)，以便在写作过程中形成明确的目标和规范。这些要

求涵盖了多个方面：其一，作文内容要点全且对，确保每个问题都有充分的回应；其二，在点全的基础

上，要增强文章的丰富性，做到在回答问题的同时进行适当拓展；其三，写作时不仅要梳理步骤(如为了

写好作文，增加词汇量，如何记背单词的计划：早上背，中午复习，晚上自测)，还要能够解释原因(如步

行上学是因为离家近)并描述结果(如汽车出行会造成空气污染)，同时通过展示具体的示例(如校园环保活

动：关灯、收集空瓶子)来加深论述的说服力；其四，增强文章的逻辑性，确保要点间存在清晰的逻辑关

系，并通过行文体现出来；其五，对于具有交际功能的写作任务，如倡议书和邀请信，学生要特别注重

语言的交际性；最后，语言的准确性也是评价标准之一，尤其是对于语法错误的容忍度(例如，三处及以

上语法错误的作文不可得满分)有着严格要求。这些细化的写作要求，不仅帮助学生明确写作的方向，还

能为教师提供更具针对性和建设性的评价反馈，从而有效促进学生写作水平的提升，增强教学与学习之

间的互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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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The grading criteria for written English expression in Beijing’s junior high schools 
表 1. 北京市初中英语书面表达评分标准  

 第一档 
(9~10 分) 

第二档 
(6~8 分) 

第三档 
(3~5 分) 

第四档 
(0~2 分) 

内容要点 
要点齐全 
观点正确 
体现交际 

要点齐全 
观点正确 

要点不齐全， 
部分内容符合题意 与题目相关的内容不多 

句式词汇 句式多样 
词汇丰富 

句式词汇基本 
能够满足要求 

句式词汇 
单调平乏 

简单拼凑 
句式词汇 

语言表达的准确性 个别错误为 
丰富语言产生 

少量错误 
不影响理解 

错误较多 
影响理解 内容难以理解 

语篇的连贯(逻辑) 具有逻辑性    

3.2. 教师批阅策略 

在写作完成后，教师依据优秀作文的要求对学生的作文进行批阅，并根据评分标准分别挑选出选出

9~10，6~8 分和 3~5 分的作文进行分析。以北京市房山区 2023~2024 学年九年级上学期期末英语试卷写

作题目二(见图 1)为例，教师首先将学生的作文根据要点、句式词汇、语言表达等方面的优缺点进行分类。

例如，有些学生的作文列举了相关要点(如读书、运动等)，但段落之间缺乏有效的过渡句，导致文章缺乏

连贯性。以“读书”为例，部分学生作文仅仅列出“课余时间读书”、“读好书”和“买书”等要点，

但未对每个要点进行充分拓展，缺乏深度思考和自然衔接。对此，教师可引导学生在段落间增加过渡句，

并通过例子或个人经验进行拓展，使文章更加完整和连贯。 
 

 
Figure 1. The writing task 2 of the 2023~2024 first semester English exam for Ninth Grade in 
Fangshan District, Beijing 
图 1. 北京市房山区 2023~2024 学年九年级上学期期末英语试卷写作题目二 

 
部分学生在描述“运动”的好习惯时，虽然在段落之间有过渡句，文章结构较为清晰，但在表述具

体活动时存在时间线不明确的问题。这可能是由于学生在写作时可能没有充分意识到时间顺序的重要性，

尤其是在描述连续性活动时。尽管段落之间有过渡句，但在具体活动的叙述中，学生可能没有清晰地标

明活动发生的先后顺序。例如，使用了模糊的时间状语(如“有时候”、“经常”)而没有明确的时间点(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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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早晨”或“每周三”)来构建时间线。例如，学生提到“每天步行上学，放学跑步，周末踢足球”，

虽然三项活动各自有所描述，但未明确指出活动的具体时间段。教师可以通过引导学生改进，如使用具

体的时间表述(如“On weekdays: I walk to school and run after school. On weekends: I play football”)，让文

章在逻辑上更加严谨。 
教师最后将展示一篇范文，首先引导学生自主分析范文中的优点与不足，再根据优秀作文的标准进

行详细讲解和分析，帮助学生从中汲取写作的技巧和方法，以提升其写作水平。通过这一过程，学生不

仅能够在教师的指导下改进自己的写作，还能更好地理解写作评价的标准，为今后的写作提供明确的方

向。 

3.3. 学生自评和互评标准 

在写作教学中，学生通过自评和相互批阅同伴的作文，不仅能够深化对写作标准的理解，还能提高

他们的批判性思维和写作技巧。每位学生在自评和批阅他人作文时，依据以下标准进行评分：第一，字

数和字迹是评定的基本条件，字数不达要求或字迹不清晰的作文不能得 9~10 分。其次，批阅时需检查要

点是否完整，每篇作文必须回答题目中所有提出的问题，若缺少其中一个要点，最高分为 6 分。逻辑性

也是评分的关键，包括段落与段落之间的结构和段落内部的组织。段落之间应采用总分总结构或总分结

构，而段落内则应使用并列结构，以确保文章的连贯性和层次性。此外，学生还需检查拼写和语法，若

发现三处以上的语法错误，则该作文无法得满分，且错误应圈出并修改；若语法错误超过三处，批阅者

应慎重考虑是否将作文评分进入 9~10 分档次。最后，评阅时还应关注语言的丰富性，即学生是否在回答

问题的基础上进行了适当的拓展。例如，学生可以通过梳理步骤(如背单词的时间安排)、解释原因(如步

行上学是因为距离近)、描述结果(如汽车出行会导致空气污染)，以及提供示例(如校园环保活动)等方式来

丰富自己的表达。这些标准不仅帮助学生了解自己的写作不足，也为他们提供了改进写作的具体方向。 

3.4. 教师二次评价 

在经历了学生初步写作、教师批阅、学生自我评价和同伴互评之后进行，教师再次批阅，这种反馈

循环模式已成为提升学生写作水平的重要手段之一。在这一过程中，教师不仅对学生的修改版本进行细

致的评阅，而且根据学生的自我评价和同伴互评的反馈，进一步提供针对性的指导意见。这一反馈机制

的核心在于促进学生通过多次反馈来修订和完善自己的作文，从而提升写作能力。 
首先，教师批阅是这一过程中的关键环节，教师通过对学生初稿的评阅，指出作文中的不足之处，

如语言表达、结构安排及逻辑性等，帮助学生发现并改正写作中的问题。接着，学生依据教师的批阅意

见进行修改，并结合自我评价与同伴互评的反馈，进一步优化作文内容。在这个阶段，学生不仅能通过

自我反思和同伴的视角更全面地了解自己的写作问题，还能在他人的建议中获得更多的启发，从而加深

对写作技巧的理解和掌握。在此之后，教师根据学生修改后的作文再次进行评阅。这一评阅不仅是对学

生写作进步的检查，也是对前期反馈效果的验证。教师根据学生的修改情况给予进一步的反馈，指出其

优点与不足，并为学生提供更深层次的写作指导。通过教师的二次评价，学生能够更加明确自己在写作

过程中已取得的进步及其仍需改进的方面。最后，在教师再次批阅后，学生根据自我评价、同伴互评和

教师的二次评价综合考虑，进行最终的作文定稿。在这一阶段，学生不仅是对作文的内容进行最后的调

整，也是在整个写作过程中对写作技巧、批评意见及反思能力的综合运用。这一完整的反馈循环，促使

学生不仅关注结果，更注重写作过程中的思维方式和方法的培养。 

3.5. 建立学生成长档案 

学生每完成一次写作训练，都可以记入其成长档案。在构建学生成长档案的过程中，教师应注重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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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的个性化和系统性，记录学生在英语写作中的每一点进步和独特见解，清晰展现学生在不同学习阶段

的发展轨迹[2]。通过这一过程，教师可以更好地发现学生的学习规律和潜在问题，从而为个性化教学提

供数据支持。学生成长档案的记录不仅是对学生学习情况的总结，更是对其学习过程的全面反映。因此，

教师在日常教学中应细心观察并及时记录学生的表现，无论是课堂上的互动表现还是课后的作业完成情

况，都是反映学生学习状态的重要信息。教师需要善于捕捉这些细微的变化，并将其真实地记录在学生

档案中。 
此外，教师还可以邀请学生参与到档案的构建过程中，让学生自主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和反思内

容，增强学生的主人翁意识，同时使档案内容更加贴近学生的实际情况[2]。通过回顾档案中的记录，学

生能够清晰地看到自己的成长轨迹和不足之处，这有助于他们制定更加具体的学习计划和改进策略。同

时，档案中保存的优秀作品和成功经验也能激励学生提升自信心，增强学习动力，从而不断在英语写作

中进步。 
在实际操作中，学生成长档案记录可以涵盖多个方面的内容。例如，可以详细记录学生在不同写作

任务中的表现，包括作品的主题、结构、语言表达等方面；还可以记录学生在写作过程中的思考与修改

过程，以及他们对自己作品的评价和反思。此外，学生成长档案还可以作为家校沟通的重要桥梁。通过

向家长展示学生的成长档案，教师不仅能让家长更加了解孩子的学习情况和进步，还能增强家长对教育

的参与感和信任感。家长在看到孩子的成长与进步后，也能够提供更多的支持与鼓励[3]。通过个性化的

记录和家校的共同参与，学生的成长过程可以得到更好的追踪和促进，最终实现其在英语写作领域的持

续发展。 

4. 结语 

本文在“教–学–评”一体化视角下，深入探讨了在初中英语写作教学实践中教学、学习与评价的

有机融合。从核心理念层面，始终坚守以学生为主体，将教学、学习与评价紧密融合，让学生真正成为

写作课堂的主角，激发其内生动力。 
在实践策略方面，写作前精准明确任务，为学生搭建写作框架，指引方向；教师批阅策略科学严谨，

既能精准指出问题，又能给予建设性反馈；学生自评与互评标准的设定，培养了学生的反思能力与批判

性思维，使其在相互评价中共同成长；教师二次评价对学生修改后的作品再次把关，巩固提升写作成果，

确保学生在修改过程中得到持续的指导与支持。尤为关键的是，建立学生成长档案，完整记录学生在英

语写作学习过程中的每一步蜕变，从词汇运用、语法掌握到篇章架构、创意构思，为个性化教学与持续

发展提供有力依据。 
教师与学生在“教–学–评”一体化框架下的紧密协作与互动，不仅能够提升学生的英语写作能力，

更有助于培养其终身学习和批判性思维的能力[4]。未来，随着教育技术的不断发展与教学方法的持续创

新，“教–学–评”一体化视角下的英语写作教学将呈现更加丰富和多元的教学形态，为学生的全面发

展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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