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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得不到教師給予適當的回饋，他們又怎會知道自己的學習表現

和成效？課程發展議會與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07）指出優質的回饋，能有效促進學
習，對學生能發揮正面的激勵作用。語文科教師常給予學生回饋，希望能提升他們的

語文能力，尤其是教師在批改作文時所撰寫的評語，不但能修正學生作文的失誤，而

且能夠激發學生的寫作興趣，只要他們有興趣，並樂於嘗試創作，相信對他們學習語

文有一定的幫助。教師應怎樣撰寫評語呢？本文先分析促進學習的回饋和撰寫評語的

重要性，然後探討中文科教師撰寫作文評語的一般情況和分析教師如何巧妙運用作文

評語，希望藉此啓發教師對撰寫評語的認識。

2. 促進學習的回饋 （Feedback for learning）

很多學者（Sadler 1998, Stefani 1998, Black and William 1999, Yorke 2003）都認為
回饋能對學習產生重要的影響。所謂“促進學習的回饋”是指教師給予學生回饋時應

指出學生的學習現況，教師能就現時學生的表現和預期學習的成果作出比較（Black 
1999），分析他們的表現，從而提出回饋，促進學習。要促進學生學習，回饋必須具
方向性，鼓勵性和獨特性，對學生的學習充滿期望。

2.1. 方向性

教師可因應教學目標，觀察和評估學生是否達標，並給予回饋。回饋必須配合

教學目的，回饋的內容應具方向性，積極引導學生學習得更好（Wiggins 1999, Irons 
2008）。Berry（2008）認為學習性回饋就是指教師要提出學生可改善學習的方法。但
有時教師給予學生很多回饋，但要學生改善的地方太多，他們可能會消化不下，令他

們無從著手。若是教師給予學生回饋的內容很精要，能因應學生的能力提出具體的改

善方向，學生便能有所適從，知所改善。

2.2. 鼓勵性

學生是需要被稱讚才能引起學習的動機和學習新技能（Koopmans 2009），興趣
是學習動力的根源，教師的一句稱讚話語的確能觸動學生的心靈，這種鼓勵語能激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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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對學習的興趣和信心。Berry（2008）認為這是一種動機性回饋，具激勵學習的作
用。這些鼓勵，是對學生抱有一種期望的表現，能引發他們學習的興趣。回饋好像替

學生增設了加油站，教師為他們打打氣，能令他們心靈上產生安慰，從而積極學習，

所以鼓勵語是教師給予學生回饋重要的一環。

2.3. 獨特性

每位學生的學習能力和興趣都不相同，他們有不同的學習需要，回饋正好給予教

師機會照顧個別學生學習的差異，回饋不可千篇一律，教師必須因應學生的興趣、程

度和能力而作出不同和多元化的回饋（Irons 2008）。要照顧個別學生的需要，教師盡
可能配合學生“最近發展區”（Vygotsky 1978）提出回饋，提升他們的學習能力。教
師甚至要了解學生的個性，評出特色。他們必須具一雙慧眼，洞察學生的不足，發現

學生與眾不同的光點（路生良  2009）。只要學生發現自己有出眾之處和受人賞識的優
點，他們便會學習得更積極；只要教師能了解學生的不足，才能有效地針對他們個別

的需要，提出具體的建議。

3. 撰寫中文寫作評語的重要

回饋的形式主要可分為口頭和書面兩類。撰寫評語是屬於書面的回饋，中國語文

科教師較重視在寫作範疇上為學生撰寫評語。最近國內的研究發現在收集書面評語的

過程中，除了中國語文科外，在數學、英語學科中，很難看到教師撰寫評語（于志、

蔡敏  2011）。由此可見中文科教師較任教其他科目的教師多寫評語，尤其是為學生的
作文撰寫評語，原因有二：一是從教學和評估的角度而言，撰寫評語，是對學生寫作

能力的鑒定，讓學生清楚了解自己寫作的優點和缺點。教師希望用評語向他們提出改

善的方法，提升他們的寫作能力。二是從師生互動的角度而言，評語可以加強師生間

的交流，是教師與學生感情交流的渠道。中國語文科其中一個課程目標是培養學生的

情意態度。最近教育局課程發展處（2010）在《新高中課程 中國語文》文件中清楚列
出“中國語文課程重視培育學生的語文素養，語文素養是指知識、能力、情感、態度

在語文方面整體和綜合的表現……使學生的讀寫聽說的能力、思維能力、自學能力、

情感、態度和價值觀等得以全面發展。”（頁 4）。要了解學生的全面發展，例如他
們待人處事的態度和價值觀，教師除了在課堂和課外多觀察學生的表現外，也可在他

們的作文多留意他們對事物的想法。所謂“文如其人”，教師從學生的作文或多或少

可多了解他們的性格。撰寫評語時，也可對他們的想法作出回應，啓發學生正確地認

識自己，樹立正確的人生觀。評語可加強教師和學生間的交流，促進學生語文及個人

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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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文科教師撰寫作文評語的一般情況

4.1. 評語較一般，流於空泛

教師為學生撰寫作文評語時大都採用眉批 1和總批。2無論是眉批或總批，于志和

蔡敏（2011）的研究發現書面評語的具體程度令人不滿意，具體的作文評語僅佔百分
之三十，大部分評語都是較空泛，研究更指出千篇一律和程式化的現象尤為嚴重。教

師多喜歡運用“內容充實”、“內容空洞”、“注意錯別字”、“注意句子的完整”

等一般評語，其實這些評語是空泛的。若教師並沒有舉例說明，學生並不明白怎樣的

文章才算“內容充實”。為甚麼自己的文章“內容欠充實”呢？怎樣才可以改善寫錯

別字的習慣？若大多數學生犯的毛病，教師會在課堂上和學生解說。最理想的做法當

然是教師評閱作文後多和個別學生溝通。可是一般語文教師的工作量也相當大，加上

全班人數眾多，他們根本沒有時間在每次批改寫作後和所有學生作個別溝通，所以一

些具體的評語是需要的。

4.2. 教師主導的評改

許多教師批改學生作文時，一旦發現他們的缺點，就往往自己動手幫助學生改正

（徐江梅  2009）。原因很簡單，有些教師可能認為學生的能力未能達致修改文章的能
力，甚至不能寫完整的句子，所以他們認為倒不如由自己修訂，撰寫評語作總結。這

種以教師主導的批改和撰寫評語的方式，降低了學生主動修訂文章的能力；同時由於

撰寫評語只有教師一人，這意味著教師是閱讀學生作品的主要讀者，學生為了討好教

師，往往依從教師的喜好來寫作，文章缺乏個性。就“中秋節”為題，很多學生描述

當天與家人賞月的情況，他們以為這是教師期望的內容，但實際上有些學生卻不是這

樣度過中秋的，他們可能只是如常地玩電腦和看電視，但為了討好老師，只好記敘一

個不是真實的中秋，由此可見，以教師為主導的評改對學生的寫作是有潛在的影響。

4.3. 學生欠缺對教師評語的跟進

教師常常抱怨辛辛苦苦寫的評語，有些學生看一眼就扔下（毛榮富  2011），對評
語毫不重視（李繼兵  2011），對修改作文也不感興趣（李賢英  2011）。現時一般學
生收到教師評改的作文後，先看看自己所得的分數，然後再閱讀教師給予的評語，但

是大部分學生對評語並沒有積極進行跟進的工作。他們通常對評語的跟進只限於謄寫

一次教師評改的作文，或填寫教師預先製訂的工作紙。工作紙的內容是總結全班學生

1 在正文的旁邊寫上批語。
2 在行文的後邊寫上總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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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犯的毛病，希望他們從中學習。Schen（2000）認為教師給予學生回饋後，學生應作
適當的重溫和修訂，才能達到學習的成效。回饋之後的重溫和修訂，能幫助學生改善所

學，對學習產生重要的影響。如果學生欠缺對評語的跟進，又怎能提升自己的寫作能力？

5. 如何運用作文評語？ 

不少教師花了頗多時間批改學生的作文和撰寫評語。教師花盡心思的批改是否能

達到預期的成果？怎樣運用評語才能引起學生對寫作的興趣和提升他們的寫作能力？

以下是筆者一些建議：

5.1. 善用引導修改型的評語

Gallavan（2009）認為教師給予學生的“回饋”就像為他們建構鷹架，協助他們

學習。批改作文的目的就是教師幫助學生建構所學，讓他們明白自己作文的優點和缺

點，能自行修改，提升他們的寫作能力。為了幫助學生學習修訂作文，劉冲（2009）
建議可用“引導修改型的評語”，他解釋：“通過提出問題的方式，從形式到內容，

從觀點到材料，從佈局謀篇到遣詞造句，對學生進行點撥，啓發學生思考自己的作文

的得失，自己去修訂作文，從而領悟作文的方法，提高作文的能力。”（頁 55） 例如
一位小學六年級的學生寫了一篇以“我最喜歡的人物”為題的作文，但內容平鋪直敘，

欠充實和感染力，人物形象也不鮮明。文章還有些錯別字和病句。對上述學生常犯的

毛病，教師可運用引導修改型的評語。例如：

就內容欠充實方面，教師可用評語提出以下問題：

1. 你最喜歡的人物有甚麼性格？
2. 你可發現哪些事情最能表現他的性格？
3. 有哪些言談舉止，心理描述可突出他的性格？
4. 他的行事為人方面有甚麼地方令你欣賞？可否舉例？

就句子和錯別字方面，教師可在犯錯的地方，提出指引：

1. 這句子有一個錯字，你找到嗎？找到後便修改它。
2. 這句話讀起來很不通順，請你改正它！

以上的書面提問，是針對學生作文的缺失，為學生提供方向性的回饋，希望學生

就提問修改文章。在教師的啓發下，學生與自己的作文對話，與教師的評語對話，從

而培養出修改自己文章的能力，這對提升寫作能力有一定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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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巧用交心型的評語

一向以來，教師都是以權威姿態，語文專家來批改學生的作文。劉冲（2009）則
認為“如果教師一改威嚴的面孔，以學生的身分，以聊天談話方式，用生動活潑和充

滿關愛的評語，與學生進行心靈的溝通，就會收到很好的效果。”（頁 55） 交心型的
評語是教師對學生寫作內容的感受和體驗。教師能以朋友的身份，平等地和學生交流，

用商量的語氣來達到啟發的目的（王莉  2011）。劉冲（2009）稱為“聊天交心型的評

語”，張海燕（2009）則視為“朋友式的評語”。例如有學生在“中秋節”一文中記

敘當晚父母要出外工作，他在家中悶悶不樂的情況。以下是教師所用的部分評語：

“很感謝你對我的信任，告訴我你很不開心。我在小時候也有類似的經驗，

我會……希望你也像我一樣獨立，不要不開心。告訴你一個好消息，你能寫出自

己的感受，文筆通順，作文日見進步呢！希望你的情緒智商也有進步。”

當學生看到評語後便覺得教師的說話是肺腑之言，師生間的心理距離縮短了，師

生間的關係也加強了。上述教師的評語不但回應了學生的個別獨特性問題，而且充滿

教師對他的關愛，糾正學生的想法，具鼓勵作用。

5.3. 恰當運用讚賞的評語 

對學生下的評語，要做到恰當褒貶，更應是肯定他們優點（路生良  2009）。讚賞
的評語能指出學生的優點，加以表揚和讚美，令學生對寫作產生動力和信心。這些讚賞

能鼓勵學生，激發他們的寫作興趣（張玉清  2011），縱使只是文章的一些細小部分，
教師也可以多給予肯定和表場。例如對學習上有進步但信心不足的學生可批上：“只要

肯努力，定有好成績”，對一向草率但這次作文較認真的學生可批上：“認真是進步的

開始”（戴曉娟  2005）。對於有極大改善的學生，可批上：“這篇作文進步如此大，足

見你具有作文的潛力”、“老師相信你的作文一定會有很大進步”、“只要努力，你同

樣可以寫好作文”（劉冲  2009）。又例如以下是一些讚賞評語，可加強學生的成功感：

“很有古代文言書信的韻味，行文也不造作，頗為流暢，是一篇很不錯的作品。”

“內容不落俗套，令人眼前為之一亮，文章寫得實在太棒了！”

“行文流暢，觀點明確和獨特，脈絡分明。自古英雄出少年，你可謂當中的佼佼者。”

5.4. 批評語的寫法

雖然讚賞的評語能表揚學生的能力，使他們產生學習的動力，但是教師也需要指

出學生的缺點，否則學生不知道怎樣改善。撰寫批評語比撰寫讚賞語較困難。若用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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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和強硬的評語，可能會傷害學生寫好文章的信心；若評語是用挖苦的語調，更會傷

害他們的自尊心；若用委婉的語氣，學生可能不明所指，更不知如何改善。Hyland, 
Fiona and Ken Hyland（2001）建議教師採用“合併行動形式”（Paired Act Pattern）
來撰寫批評語，藉此減少學生對閱讀批評語產生的誤解和不快，以下是他們的一些

建議：

5.4.1. 讚賞和批評 （ praise-criticism）

教師先稱讚學生表現得好的地方，然後才指出一些不當之處。

“內容有趣生動，但有些句子不完整，文意不清楚。”

“你的字體已有改善，很好！但所用的詞語較千篇一律。” 
“文章的開端能概括全文，可惜結尾寫得馬虎。”

“你這封書信可謂一語中的，切中肯綮。但楊修應當怎樣趨吉避凶，遠離災劫？

你在書信中又缺乏片言隻語，實屬可惜！”

“本文誠然是一篇文意通順的文章，但提出改善建議部分便不夠詳盡和具體了。”

5.4.2. 批評和提議（ criticism-suggestion）

教師批評學生表現較差的地方，然後提出改善的建議。

“故事內容太平淡，請你多加人物的對話，增加趣味。”

“沒有分段，讀起來很不方便，結構欠層次。可否請你將文章分為二段或三段？”

5.4.3. 讚賞、批評和提議 （praise-criticism-suggestion triad）

教師讚賞學生一些表現，也指出不當的地方，從而提出建議。

“我很欣賞你的努力，你的作文日見進步，但你要注意常寫錯別字，可閱讀‘錯

別字’一書，希望這本書對你有幫助。”

“你的字體已有改善，很好！但不要常常重複慣用的詞，例如“高興”一詞在文

章出現了四次，可否嘗試用另一詞語代替？”

“同學寫本文時確實有大眼光、大氣魄，文氣上下馳騁，縱橫捭闔。不過，有大

眼光、大氣魄之餘，還要有駕馭微小事情的能力。文章中開頭部分如果能輔以

例證，說服力一定更強，效果也會更好。”

Hyland, Fiona and Ken Hyland（2001）還建議教師採用一些禮貌的用詞和提問方式提出意
見。例如教師可多運用“可以”、“請你”、“若能…”、“或許”、“如果”等詞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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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多運用不同類形的修辭手法，例如比喻法和對比法。”

“你的論據不足，如果有適當例子，文章更有說服力。”

“請你小心運用標點符號，不要一逗到底。”

至於運用句式方面，教師可多採用提問句，例如：“第一、二段可否合併？”，“你

可不可以多寫一些自己的感受？例如你覺得開心嗎？為甚麼？”等，啓發學生如何修

訂文章。

5.5. 多嘗試對話式的回饋

教師寫了評語後，學生有沒有跟進？他們對教師所寫的評語有甚麼看法？他們有

沒有回應的機會呢？回饋應雙方面的溝通（Treglia  2008），最常見的是用對話。對
話式的回饋是指學生接受教師回饋訊息（例如評語），他們有機會和教師討論（Nicol 
and Macfarlance-Dick  2004），學生可就教師給予的回饋作出回應（Irons  2008）。若
教師沒有太多時間和學生討論，可預先設計回饋表讓學生填寫，回饋表是學生用書面

的方式與教師對話，回應教師所寫的評語。這種做法一方面可幫助教師了解學生對評

語的看法和遇到的困難，另一方面可考查學生有沒有對評語作出跟進。有些回饋表列

明教師的評語，然後請學生寫上可改善的地方，並附錄在下一次的作文，方便教師檢

視和跟進他們有否改善。

5.6. 自創有趣的評語

教師可善用修辭手法來寫評語，讀起來有趣又生動，學生樂於接受。以下是一些

例子：

“文思如潮湧，內容很豐富。”

“你常常粗心寫錯別字，請你和‘小心’交朋友！”

“字字皆辛苦，句句都是你的心血，很欣賞你的努力。”

“行文流暢，如讀名家作品。”

“這是一碟未調味的小菜，要多加修飾和調味。”

“我讀完你的文章，腦海出現一片雲，不明白你所表達的意思。”

“你的句子像散沙，很不完整。”

“錯別字頗多，破壞你的文章氣勢，快快把它們趕走。”

“字體像麥兜的真跡，要好好改善。”

“認清楚你的字以後，我的老花加深了。”

“內容妙極了，令我捧腹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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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有趣的評語，是教師自創的傑作，打破了一般所寫的評語。教師根據學生的

作文特點，用輕鬆活潑的筆調寫出他們作文的問題，學生樂於閱讀，也易於接受。

6. 結語

撰寫評語是教師的心血結晶，可促進學生學習。在倡導素質教育的同時，語文教

師給予學生作文書面評語是不容忽視的。教師在作文批改上務必做得恰到好處，讓學

生明白自己學習的得失，知所改善。評語要對學生有所期望，多作鼓勵，可激發他們

對寫作的興趣和信心。有了自信，學生自然勇於寫作，發展他們的寫作能力，因此，

教師撰寫評語對提高學生作文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要寫好評語，教師所花的心思和時間實在不少，例如引導修改型評語要教師再檢

視學生是否回應評語，而交心型評語也需要教師花費較長的時間來撰寫。語文科教師

批改作文的工作量大，可能有教師認為要實行本文提出的建議，並非易事。但筆者深

信只要教師能看到學生從評語中有所得益，師生有所交流，學生的作文有所進步，他

們會樂於嘗試，覺得花時間為學生撰寫有素質的評語是值得的。此外，隨著本港出生

率下降和小班教學的推行，每班學生人數減少，教師可以有較多時間針對個別學生的

需要撰寫評語，小班教學正為教師提供一個良好的契機實踐本文提出的理論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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