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研究
第 8 卷◆第 4 期◆版本 1.0◆2025 年

文章类型：论文 | 刊号（ISSN）：2630-4686 /（中图刊号）：380GL020

Copyright ©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Education Research

142

核心素养导向下的初中语文作文评价标准体系构建研究

何福平 1 李胜菊 2

1.重庆市铜梁区巴川初级中学校

2.重庆市铜梁区金砂小学

DOI:10.12238/er.v8i4.5979

摘 要：本文聚焦核心素养导向下初中语文作文评价标准体系的构建。剖析当前作文评价现状

及问题，深入阐述核心素养各维度与作文评价的关联，构建涵盖语言、思维、审美、文化多维

度的评价标准体系，并提出包括教师评价、学生自评与互评及过程性评价的实施方法，旨在为

初中语文教师提供科学全面且具操作性的作文评价指南，促进学生作文能力与核心素养协同发

展，同时列举相关关键词与参考文献助力研究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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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junior high school Chinese composition evaluation
standard system under the guidance of core literac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of composition evaluation, expound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imensions of core literacy
and composition evaluation, constructs an evaluation standard system covering the dimensions of
language, thinking, aesthetics and culture, and puts forward implementation methods including teacher
evaluation, students' self-evaluation and mutual evaluation and process evaluation, aiming at providing a
scientific and comprehensive and operational composition evaluation guide for junior middle school
Chinese teachers, promoting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composition ability and core
literacy, and enumerating relevant keywords and references to help further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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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教育现代化进程中，核心素养已成为教育教学的核心

目标[1]。初中语文作文教学作为语文教育的关键组成部分，

其评价标准体系的构建对学生核心素养的培育意义非凡。科

学合理的作文评价不仅能精准衡量学生写作水平，更能引导

学生在创作中发展语言运用、思维拓展、审美塑造与文化传

承等多方面核心素养，为学生终身学习与发展筑牢根基。

一、当前初中语文作文评价存在的问题

（一）评价标准片面化

传统初中语文作文评价多聚焦于语言文字的表面形式，

如语法正确、词汇丰富等，却忽视了学生思维的深度与广度、

审美情趣的高低以及文化内涵的挖掘[3]。

（二）评价主体单一化

当前作文评价主要依赖教师单一主体。教师受时间与精

力限制，难以对众多作文进行细致入微的评价。

（三）评价过程静态化

多数作文评价仅针对学生完成的作品进行一次性评定，

忽略了学生在作文创作过程中的素材积累、构思立意、修改

完善等动态环节[4]。

二、核心素养与初中语文作文评价的内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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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核心素养导向下初中语文作文评价标准体系

的构建原则

（一）全面性原则

评价标准应涵盖核心素养的语言、思维、审美、文化等

各个层面，避免片面侧重某一维度。全面考量学生作文在内

容、形式、情感、思想等多方面的表现，确保评价结果能综

合反映学生的作文素养全貌。

（二）层次性原则

基于初中学生认知发展规律与写作能力差异，评价标准

应设计不同层次要求。从基础达标到高阶提升逐步过渡，使

不同水平层次的学生均能在评价体系中找到对应目标，获得

针对性的发展指引与激励。

（三）可操作性原则

评价标准应具体明确、易于实施。各项评价指标应尽可

能量化或具备清晰的描述性界定，评价方法应简便易行，减

少评价过程中的模糊性与主观性，以便教师与学生能准确理

解与应用。

（四）发展性原则

以促进学生成长进步为宗旨，评价标准应关注学生作文

能力的动态发展。评价结果应及时反馈并提供建设性改进建

议，鼓励学生持续提升，而非仅作静态评判，助力学生在作

文创作过程中不断超越自我。

四、核心素养导向下初中语文作文评价标准体系

的具体内容

（一）语言建构与运用维度

1. 准确性

2. 流畅性

3. 丰富性

（二）思维发展与提升维度

1. 立意深刻性

主题明确集中，文章围绕核心主题展开，不偏题、不离

题。

2. 逻辑严谨性

文章结构布局合理，层次清晰有序。

（三）审美鉴赏与创造维度

1. 情感真挚性

文章情感表达真实自然，不虚假、不造作，能让读者真

切感受到作者的喜怒哀乐等内心情感，引发情感共鸣。

2. 意境营造性

在文学性较强的作文类型（如散文、诗歌）中，善于营

造独特的意境氛围。通过对自然景物、生活场景、人物形象

等的细腻描绘，创造出富有诗意与美感的艺术境界，使读者

仿若身临其境。

3. 审美个性

文章彰显作者独特的审美风格与个性特征，在语言运用、

选材视角、立意表达、结构设计等方面均体现出作者对美的

个性化理解与追求，避免千篇一律，展现出独特的艺术创造

力与审美魅力。

（四）文化传承与理解维度

1. 文化元素运用

能够精准恰当地在作文中融入传统文化元素，如诗词典

故、历史故事、民俗风情、传统技艺等，为文章增添文化底

蕴与历史厚重感。例如，议论文中巧妙引用古诗词或历史典

故强化论证力度；记叙文里自然融入民俗文化元素彰显地域

文化特色。

2. 文化价值观体现

文章积极传递正面健康的文化价值观，如爱国主义情怀、

集体主义精神、尊老爱幼美德、诚信友善品质等。通过人物

塑造、事件叙述、观点阐述等方式，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

文化与精神，引导读者树立正确的文化价值观念，促进文化

传承与发展。

五、核心素养导向下初中语文作文评价的实施方

法

（一）教师评价

1. 制定评价量表

教师依据构建的作文评价标准体系，精心设计详细的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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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量表[2]。分别设定具体分值或等级标准（具体可参考表 1）；

在思维发展与提升维度，对立意深刻性、逻辑严谨性、创新

思维等制定明确评价细则。评价量表应简洁明了、易于操作，

确保教师在评价过程中有据可依，提高评价的准确性与客观

性。

表 1

语言建构与运

用维度
评价标准 分值

准确性
无错别字、用词恰当、标

点规范
20 分

流畅性 语句通顺、过渡自然 20 分

丰富性
词汇多样、句式灵活、修

辞恰当
20 分

2. 综合评价

教师在评价学生作文时，严格参照评价量表，对学生作

文进行全面、深入、综合的评定。评价语言应亲切、中肯、

富有建设性，助力学生明确自身优势与不足，激发学生提升

写作水平的动力与信心。

3. 评价反馈

教师应及时将评价结果反馈给学生，反馈方式可多样化，

如书面评语、课堂讲评、个别辅导等。书面评语应详细具体，

针对学生作文的独特之处给予个性化的赞扬与肯定，对存在

的问题进行深入剖析并提出切实可行的改进策略。

（二）学生自评与互评

1. 评价指导

教师要对学生进行系统的自评与互评指导，帮助学生深

入理解评价标准与方法。可通过典型作文示例分析、小组讨

论交流、评价实践演练等多种方式，引导学生掌握从语言、

思维、审美、文化等多维度评价作文的技巧，学会撰写客观、

准确、富有建设性的评价意见。例如，教师可展示一篇作文，

引导学生从不同核心素养维度进行评价讨论，然后总结评价

要点与方法，再让学生进行实践操作，逐步提高学生的评价

能力。

2. 自评实践

学生在完成作文后，依据教师提供的评价标准与量表，

对自己的作文进行认真反思与自我评价。从语言运用的准确

性、流畅性、丰富性，到思维发展的立意深度、逻辑严谨性、

创新思维，再到审美鉴赏的情感真挚性、意境营造性、审美

个性，以及文化传承的文化元素运用与文化价值观体现等方

面，全面审视自己的作文，找出优点与不足，并详细记录自

我评价的过程与结果。

3. 互评活动

组织学生开展互评活动，可采用小组互评或全班互评形

式。在互评过程中，学生认真阅读他人作文，严格按照评价

标准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并撰写详细的评价意见。

（三）过程性评价

1. 素材积累评价

教师密切关注学生日常学习生活中的素材积累情况，如

阅读笔记、观察日记、素材摘抄本等。定期检查学生的素材

积累成果，从素材的数量、质量、多样性以及学生对素材的

整理分析能力等方面进行评价。

2. 构思立意评价

在学生进行作文构思立意阶段，教师通过与学生个别交

流、小组讨论、课堂提问等方式，深入了解学生的构思立意

情况。评价学生立意是否新颖独特、是否符合题意要求、是

否具有一定深度与广度，以及构思框架是否合理清晰、结构

布局是否得当等。

3. 作文修改评价

高度重视学生作文的修改过程，要求学生对自己的作文

进行多次认真修改。教师对学生的修改过程与修改结果进行

全面评价，观察学生是否能根据教师评语、同学建议或自我

反思发现问题并进行有效修改，如语言的进一步润色、逻辑

的严密完善、内容的补充丰富等。

六、结束语

核心素养导向下初中语文作文评价标准体系的构建是

适应教育发展趋势、提升学生综合素养的关键举措。通过深

入剖析当前作文评价问题，紧密结合核心素养内涵构建多维

度评价标准体系，并创新实施教师评价、学生自评与互评及

过程性评价相结合的多元评价方法，能够有效解决传统作文

评价的弊端，充分发挥作文评价在培育学生核心素养方面的

导向与激励作用。更能全方位培养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思

维创新能力、审美鉴赏能力与文化传承意识，为学生的终身

学习与发展奠定坚实的语文素养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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