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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高中人物短评写作教学中，学生往往表现出找不到评价角度、评价写成感悟等

问题，这反映出学生缺乏人物评价意识的问题。如何帮助学生形成人物评价意识、建立人物

短评的写法？美国过程写作法提供了重要启示。过程写作法关注学生写作的过程——写作的

流程和操作的步骤，一种写作的程序性知识，这对于人物短评写作教学具有积极的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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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建构与运用是语文核心素养的基础，而写作是“语言建构与运用”的基础与表现。

教材编写以这个“基础”为立足点和根本点，将写作融合于各学习任务群的单元学习任务中，

高度融合读与写等语言实践活动，围绕单元主题，聚焦文本的写作艺术和阅读方法设计了丰

富多样的写作类型。统编高中语文教材必修中册第三单元撰写人物短评这一写作任务聚焦史

传文本在叙事中穿插议论的写作艺术，其要义在于以写促读、以写促学，希望学生通过写作

来建构史传文本中评价人物的知识、建构关于史传文本的学法。 

 

一、统编高中语文教材短评写作任务梳理 

要完成人物短评这一写作任务，有必要对统编教材中与短评相关的写作任务进行梳理，

找到短评写作任务各自的侧重点，以便进行将人物短评写作任务放到高中语文全学程中进行

规划，从而明晰人物短评写作任务的能力进阶要素，进而科学设计人物短评写作的教学重点

与难点。 

在统编高中语文教材中，短评写作任务一共出现在 3 个单元中，以下按照教材顺序、所

属任务群、任务侧重点进行梳理。 

单元学习任务中的短评写作任务 所属单元 所属任务群 侧重点 

优秀的古诗词往往具有深刻的意蕴和独特的艺

术匠心，学习欣赏时应当重点关注，细加品味。比如，

曹操的《短歌行》运用比兴手法和典故表述心志，陶

渊明《归园田居》用白描呈现日常生活画面，李白《梦

游天姥吟留别》用瑰丽的想象表现梦境，白居易《琵

琶行》把抽象无形的音乐化为具体可感的形象等。从

本单元选择一首诗词，就你感触最深的一点，写一则

800字左右的文学短评。 

必修上册

第三单元 

文学阅读与

写作 

古诗词艺

术手法的

鉴赏 

《红楼梦》中有很多水平很高、反映人物个性特

征的诗词曲赋。如黛玉、宝钗、宝玉等人写的一组“白

海棠诗”，就显露出人物的情趣和性格。小组合作，

选择小说中某位人物，细读品味其诗词，加深对人物

形象的理解，并撰写短评。还可以组织班级“《红楼

梦》诗词朗诵鉴赏会”。 

必修下册

第七单元 

整本书阅读 《 红 楼

梦》人物

形象的理

解、诗词

的鉴赏 

司马迁写《屈原列传》，在叙事中穿插议论，并

在文末以“太史公曰”点题，直接发表对人物的看法

和评价。借鉴这种写法，揣摩《苏武传》中班固对苏

武的认识和评价，尝试以班固的视角，写一则人物短

评。 

选必中册

第三单元 

中华传统文

化经典研习 

对文本内

容 的 理

解、对作

者的了解 



将教材中的短评写作任务放在一起进行比较会发现以下的同与异： 

首先，相同的一点是：这三个短评写作任务都建立充分的阅读理解的基础之上。古诗词

的文学短评建立在对古诗词艺术手法的鉴赏之上，《红楼梦》诗词的短评撰写离不开对人物

形象的理解，本次人物短评的写作任务既建立在对文本《苏武传》的阅读理解之上，又离不

开对于作者班固视角的把握。因此，在开启短评写作任务的教学之前，必须要将内容理解落

到实处。 

其次，不同之处在于：从写作任务的难易程度上来说，这三次短评写作任务难度呈逐级

上升趋势。从侧重于对古诗词手法的鉴赏，到古诗词手法鉴赏加小说内容理解，再到史传写

法借鉴加内容理解、再加高于文本的作者视角揣摩。当然，这也和必修阶段与选择性必修阶

段的学习特点息息相关——从学习到研习。 

 

三、任务分析与学情分析 

（一）任务分析 

学习任务：司马迁写《屈原列传》，在叙事中穿插议论，并在文末以“太史公曰”点题，

直接发表对人物的看法和评价。借鉴这种写法，揣摩《苏武传》中班固对苏武的认识和评价，

尝试以班固的视角，写一则人物短评。 

这一写作任务包含了三大要点：“太史公曰”的写法借鉴、对苏武人物形象的理解、班

固的视角揣摩。其中，重点在于“太史公曰”写法的借鉴以及对于苏武人物形象的理解，难

点在于对班固这一视角的把握，以及班固这一特定视角下更具体的评价角度的选择。 

（二）学情分析 

在实际教学过程中，笔者发现学生对班固这一视角的把握较为机械，这是因为学生对于

班固这一历史人物的认识较为浅薄，那如何获得对班固这一历史人物的认识呢？“百度”其

生平经历往往成为大多数学生的选择。但是网络上历史人物的生平经历往往太过扁平化、脸

谱化，学生无法通过其获得对历史人物具体而深入的了解，因此可以选择与班固这一历史人

物相关的史料，供学生阅读了解。 

在呈现了范晔《后汉书·班固传》这一史料后，学生对于班固的了解与认识有了一定深

入，但在揣摩班固对苏武的认识时，存在着机械地“找相同”的问题，即找到班固与苏武相

似的生平经历，由此学生便简单地认为班固对苏武的情感态度是“理解”“同情”等，这种

囫囵吞枣、不假思索式的理解背后是具体的评价角度的缺失。 

评价角度的选择是学生最大的难点，具体表现为在撰写人物短评时，机械地选择“理解”

“同情”的情感态度、用概括人物经历以及简单套上一两句感叹话语进行评价。学生无法掌

握“评”的角度和方法，无法评出人物形象的特色与亮点。 

综上，在对实际教学过程进行反思后，笔者认为可以通过以下策略来落实教学重点、攻

克教学难点。首先，阅读理解更多的“太史公曰”、梳理归纳“太史公曰”的写法特点，以

完成“太史公曰”写法的借鉴这一教学重点。其次，呈现与班固相关的所有史料，帮助学生

建立对班固的深刻了解与认识。最后，让学生自主搜索、阅读感兴趣的历史人物相关的史传

类文本，尽可能多地找到史传文本中评价人物的角度，建立人物评价的角度“库”。 

 

四、过程写作法在高中人物短评写作教学中的运用 



过程写作法旨在管理学生的写作行为，而写作清单是教师管理学生写作过程的重要媒介。

所谓的写作清单就是将本次写作要求，包含写作内容、表达方法、写作策略方面的知识和要

求，以清单的形式有序排列，供学生在写作全程中自检或互评。1 

（一）人物短评写作清单的设计 

写作清单中的条目即是人物短评写作评价的要点，评价要点的确定除了任务分析、学情

分析带来的教学重难点之外，还可参考近几年的高考真题。2023 年上海春考《董三齐传》

第 19 题“围绕董三齐坚守原则这一品质，为其写一则人物短评”的评分说明可为评价要点

的确定、写作清单的设计提供思路。 

【真题回顾】2023上海春考文言文一《董三齐传》 

19.人物短评通常采用叙议结合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人物的评价。请结合全文，围绕

董三齐坚守原则这一品质，为其写一则人物短评。（5分） 

答案示例：坚守原则是董三齐身上尤为珍贵的品质。当得知母亲患病时，他放弃科考，

整装归家，选择尽孝。他禁用官价采购，不徇私利，维护公义。面对钦案，他不屈从朝廷批

复，坚持法律的公正性。而他的坚守也一定程度影响了周围的人和事：家族和睦，公正得到

维护。人生中，功名与亲情、公与私、权与法的权衡取舍总是困难的，董三齐始终坚守孝悌、

公义、公正等原则，未改变其节操，这一品质值得称颂。 

评分说明：表现坚守原则的具体事例，概括完整准确 1件给 2分，概括完整准确 2件给

3分。对人物坚守原则的评价准确，2分。 

将以上评分说明转化为写作清单，如下表所示。 

《人物短评》写作清单 

 叙议结合，能结合苏武主要事迹来发表看法 

 对苏武生平主要事迹能概括完整、准确 

 能体现班固对苏武的态度，有鲜明的价值评判 

 有特定的评价角度，如君臣、家国的关系立场等 

以上写作清单不仅可以让老师对学生的学习结果进行评价，同时还可以让学生在完成人

物短评撰写后进行互评与自评，使其清晰地把握自己的不足之处，并明确下一步的修改方向。

当然，如果能在课堂活动中让学生经过小组合作讨论得出评价量表、自主设计写作清单是更

好的。 

（二）人物短评写作任务的教学支架与活动 

在提供了写作清单之后，教师还需要提供一系列教学支架、设计一系列学习活动，为学

生写作任务的完成提供帮助与一定的指导。 

1.阅读与了解——范例支架 

教师检索《史记》“列传”中的“太史公曰”，可以挑选一些来作为范例提供给学生学

习、了解“太史公曰”的主要内容。 

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难也，处死者难。方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势

不过诛，然士或怯懦而不敢发。相如一奋其气，威信敌国，退而让颇，名重太山，其处智勇，

可谓兼之矣！ 

——司马迁《廉颇蔺相如列传》 

太史公曰：吾闻之周生曰：“舜目盖重瞳子。”又闻项羽亦重瞳子。羽岂其苗裔邪？何

兴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陈涉首难，豪杰蜂起，相与并争，不可胜数。然羽非有尺寸，乘势

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

 
1
 董蓓菲. 从知识传授到行为实践的视点转移：我国作文教学转型的理论依据与实施路径［J］.课程·教

材·教法，2014（9）. 



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及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自矜功伐，

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

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 

——司马迁《项羽本纪》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

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昂，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

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於秦，有以也夫！ 

——司马迁《商君列传》 

2.梳理与归纳——陈述性知识 

《史记》中的“太史公曰”即司马迁对人物直接发表看法，一般有这样几个特点： 

一是常结合人物的主要事迹或行为来发表看法； 

二是有着比较鲜明的价值评判，这种评判大多是站在君臣、家国的关系立场上； 

三是对人物的评价有着强烈的主观情感，如《商君列传》。 

3.再读与理解——补充资源 

再读《苏武传》，理解班固对苏武的态度。建议将课文删掉的原文部分也读一读，如有

可能，再读一读《李广苏建传》中李陵的部分，综合把握。 

单于视左右而惊，谢汉使日：“武等实在。”于是李陵置酒贺武曰：“今足下还归，扬

名于匈奴，功显于汉室。虽古竹帛所载，丹青所画，何以过子卿!陵虽驽怯，令汉且贳陵罪，

全其老母，使得奋大辱之积志，庶几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为世大

戮，陵尚复何顾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异域之人，壹别长绝!”陵起舞，歌日：“径万

里兮度沙幕，为君将兮奋匈奴。路穷绝兮矢刃摧，士众灭兮名已隤。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

安归!”陵泣下数行，因与武决。单于召会武官属，前已降及物故，凡随武还者九人。 

武以始元六年春至京师。诏武奉一太牢谒武帝园庙。拜为典属国，秩中二千石；赐钱二

百万，公田二顷，宅一区。常惠、徐圣、赵终根皆拜为中郎，赐帛各二百匹。其余六人老，

归家，赐钱人十万，复终身。常惠后至右将军，封列侯，自有传。武留匈奴几十九岁，始以

强壮出，及还，须发尽白。 

——班固《李广苏建传》课文删掉的原文部分 

（三）撰写与修改 

根据前期阅读与整理的情况，确定好写作的角度，尽量体现班固对苏武的态度，模仿班

固的口吻撰写短评；写好后可以自己读一读，对照写作清单改一改，也可以请同学、老师帮

忙评一评、改一改。写作清单在此过程中起着评价与指导的作用。 

基于清单的写作教学旨在将写作教学的目标从学生的文章转向每一个学生参与并完成

写作任务的全过程。它要求教师的教学行为从作文知识的讲授转为对全班学生写作行为的有

效监控：鼓励有效合作，全程参与，运用写作知识，完成写作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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