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３４ 卷第 ６ 期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Ｖｏｌ．３４，Ｎｏ．６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０７

“过程写作”在高中英语
写作教学中的应用

尹　 世　 寅
（四川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成都 ６１００６８）

　 　 摘要：目前我国高中英语写作教学理念、教学方法等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影响了《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实
验）》的实施和高考英语写作的改革效果。 作者在对“过程写作”研究的基础上，提出高中英语写作中重视体裁教

学，强调真实写作，倡导合作写作，发散集体思维，改革评价方式，鼓励不断完善，转变教师角色，开发学生潜能，兼
顾结构内容，过程成果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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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目的语写作是外语学习者运用语言的书

面表达形式，是综合语言运用能力即交际能力的重

要组成部分。 写作技能的培养是外语教学的重要任

务之一。 在我国基础英语教育中，写作技能被列为

构成综合语言运用能力的四种语言技能目标之一，
在高中阶段的英语教学中尤为重要，是培养学生使

用英语理解和表达的必要条件和手段。 高中英语教

师应当重视写作教学，在教学过程中通过转变理念、
改革教法，努力提高写作教学质量。

一　 高中英语写作教学存在的问题

我国中学英语教学中，写作教学长期处于重视

不够的地位。 目前，高中英语写作教学主要存在以

下问题：
１ 教师和教学理念方面

受传统观念和社会环境影响，我国不少高中仍

把英语教学的目标和重点放在升学应考上，重知识

轻能力、重结构轻内容、重结果轻过程等现象普遍存

在。 为适应高考需要，一些教师通常只偏重语言知

识和阅读技能的教学，写作教学和练习时间相对较

少，并存在缺乏正确的指导思想、缺乏系统的教学和

练习等负面现象。 比如：急功近利，只在考前组织突

击性的强化写作练习；脱离实际，既不考虑写作目的

和阅读对象，也不考虑体裁、题材和内容的真实性；
忽视过程，不了解写作既是使用目的语发展思维和

学会处理、表达信息的过程，又是语言创新、发挥的

机会和空间；忽略情感，不注重写作中与人沟通、合
作能力的培养；评价单一，评改重点局限在词法和句

法的修订上，不关心写作评价的激励作用和学生个

性、潜能的发展。 这些问题使高中英语写作教学迟

滞不前，收效甚微。
２ 教材和考纲要求方面

交际教学法引入我国英语教学十余年来，特别

是 ２００１ 年《九年义务教育 普通高级中学英语课程

标准（实验稿）》和 ２００３ 年《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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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以下简称高中英语课标）颁发以后，交际

语言教学思想使我国基础英语教学理念、教材编排、
教学方法和评价方式等发生了很大变化。 作为语言

交际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英语写作技能在高中英

语教材、高考考纲中已被列为教学和考查内容：２００３
年秋启用的人教社新版高中英语教材中，每一单元

均设计有写作任务和写作指导；１９８９ 年以后的高考

英语标准化试题（ＭＥＴ）、２００３ 年以后的全国试题

（ＮＭＥＴ）和地方自主 ３＋Ｘ 命题均把书面表达列为重

要的主观题型。 然而高中英语写作教学并未得到应

有重视、达到预期效果。 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观原因

主要是教材的写作练习多为仿写，真实写作所占比

例较低，练习题型较单调，与高考书面表达题型不接

轨；高考中的书面表达均为指导性写作，题材和内容

与真实写作尚有距离，不能为学生提供想象和创新

空间；书面表达分值较低（２５ 分，占全卷 １５０ 分的

１６．６７％）等。 客观原因主要是师生对教材中写作练

习的重视程度不够，学生因写作题在高考试卷中所

占分值较低而缺乏写作动力等。
３ 学生动力和学习方面

高中学生英语写作问题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
是缺乏写作动力。 写作是一种费时长、收效慢的技

能训练，一些学生怕苦怕累，参与动力低，一些学生

则因为写作在高考中分值较低而不予以重视。 二是

学习方面的问题。 据笔者调查，中等和中下英语水

平的高中生，因初中学习欠了账，语言知识和语言技

能均跟不上高中英语教学进度，学习困难越来越大，
造成恶性循环，到了高二、高三阶段，为了应试而把

主要精力放在记诵生词短语和阅读练习上，根本无

暇顾及写作训练。 一些英语较好的学生尽管在用词

造句方面已经没有或基本没有问题，但由于平时缺

乏系统的写作知识（如体裁、主题、段落、连贯、连接

等）指导和足量的练习，很难写出好文佳作。 依笔

者近年高考阅卷的经验来看，高中学生的写作主要

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１）语言问题。 如词汇匮

乏、用词不当、拼写错误、标点或格式错误、句型误

用、语法错误（最具代表性的是缺乏连接词和从句

方面的错误）、过分口语化等；（２）内容问题。 内容

空洞、信息凌乱、套话滥用、遗漏或多加要点等；（３）
语篇问题。 体裁不当、主题不明、逻辑混乱等；（４）
文化问题。 表达汉语化（如把所给汉语要点逐字直

译为英语）、措辞和语气不得体等。

二　 高中英语写作教学的现实要求

高中英语写作要求可以从高中英语课标的技能

目标描述和高考的写作命题中反映出来。 高中英语

课标在总体目标中对高中阶段（六至九级）写作技

能目标的描述是：能有效地使用口头语或书面语描

述个人经历（六级）；具有初步的实用写作能力（七
级）；能写出连贯且结构完整的短文（八级）；能用常

见的应用文体完成一般的写作任务，并具有初步使

用文献的能力（九级） ［１］７－８。 高中英语课标的内容

目标对各级的写作目标由浅入深地做出了更具体明

确的要求，概括起来有以下几方面：
１ 体裁方面。 包括应用文体（如便条、信函、通

知、申请、摘要、报告、文字 ／图表说明、简历）；记叙

文体（如叙事或写人的短文、引用和转述）；议论文

（如阐述和评论），戏剧文体（如短剧改编）；以及简

单笔头翻译等；
２ 语言和语篇方面。 要求语言恰当，语意连贯

且结构完整，文体规范、得当，文字 ／语句通顺，用词

准确，格式正确；
３ 技能方面。 能简单（六级） ／比较详细生动

（九级）描述，简单表达，简单评论，能进行修改；
４ 情感方面。 能交流信息情感，能描述情景、

态度或感情［１］７１０－１４。
全国英语高考试题和地方自主 ３＋Ｘ 命题第 ＩＩ

卷中所含的“短文改错”和“书面表达”是考查写作

能力的两道大题 （共 ３５ 分，占全卷 １５０ 分的 ２３．
３％）。 “短文改错”是检测学生书面表达能力的一

种比较客观的题型，能全面地考查学生对语言的评

价和校正能力以及对词汇、语法和语篇三要素的把

握能力。 “书面表达”近十年来采用汉语提示说明

的提纲、图示、图表、图画形式下的指导性写作，体裁

为应用文、说明文、记叙文和议论文。 这种命题较为

单一，但相对稳定。 ２００４ 年后，一些发达地区的自

主命题中开始出现翻译、情景作文和开放作文题型，
更注重考查学生的思维、想象、表达能力，给学生更

多语言发挥空间，与高中英语课标的人本主义教育

观和综合语言运用能力目标更趋一致。 可以预测，
高考英语写作改革力度的加大将会极大推动高中英

语写作教学的开展。
三　 过程写作的理念、特点与方法

目前，我国很多高中英语教师在写作教学中仍

采用传统的成果写作途径（ｐｒｏｄｕｃｔ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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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途径把写作视为一种独立的个人书面语码编码

活动，“主要关注写作的最终成果：短文，报告，故
事，以及成果应有的‘外部特征’。 写作被看成是

（１）满足一定标准的英语修辞风格规则，（２）反映正

确的语法，（３）组织布局符合读者思维评判习惯”，
其教学重点是“为学生提供可供仿写的范文以及学

生最终成果好坏的评判标准———内容、组文、词汇应

用、语法应用、以及拼写和标点的机械使用” ［２］３３５。
随着教育学、心理学和语言学的发展，针对成果写作

途径的不足，１９７０ 年代末西方一些应用语言学家提

出了过程写作途径（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过程写作的

理论基础是人本主义教育论、建构认知理论和交际

语言教学理论。 它把写作过程视为一种复杂的、循
环式的认知、思维和信息沟通过程［３］３，让学生“对他

们自己所处的形势做出判断并由自己找出解决问题

的方法” ［３］５，“把学生看作语言创造者，让学生把写

作聚焦在内容和信息上，把他们个人的内部动力置

于学习过程的中心” ［２］３３５，“试图开发书面语码的本

性（与说话不同，在被‘释放’前它可以预先被计划

并无限制修改），在学生写作时给予他们展开思维

的机会” ［２］３３６，“关注写作任何文篇都须经历的各个

步骤，通过与学生一起经历写前构思阶段、编辑阶

段、改稿阶段和‘发表’阶段，达到深入写作中所运

用的各种技能之本质的目的” ［４］２５７。 总的说来，过程

途径与成果途径视写作有下述不同：

过程途径 成果途径

一种过程，一种技能 一种检验结果

与其他技能和其他文篇联

系紧密

惟一的结果，与其他技能和

其他文篇无关联

真实世界的一部分 与真实世界无关联

目标对准真实读者 与读者无关联

期望有真实反馈，而非批

改

不期望有任何反馈

期望有批改

合作进行（达到某种程度） 个人独立进行

需要大量帮助和刺激因素 无需帮助、刺激或动机因素

Ｄ． Ｈ． Ｂｒｏｗｎ 根据 Ｍ． Ｓｈｉｈ［５］６２３的观点，对过程写作

途径的特点做出以下总结：１ 重视通往最终写作结

果的写作过程；２ 帮助学生理解他们自己的写作过

程；３ 帮助学生构建写前构思、起草、改写策略的全

部技能；４ 为学生提供写和改写的时间；５ 把重点

放在修改过程上；６ 引导学生在写作时发现他们想

说什么；７ 在整个写作过程（而绝非最终写作结果）
中，让学生进行反馈，使他们的表达越来越接近写作

意图；８ 鼓励学生从教师和同伴那里获得反馈；９
在写作过程中组织师生间的观点讨论会［２］３３５。

Ｊ． Ｈａｒｍｅｒ 将 Ｒ． Ｗｈｉｔｅ 和 Ｖ． Ａｒｄａｔ 的过程写作

模式图解［３］４ 总结为： 草稿 （ ｄｒａｆｔｉｎｇ ）； 谋篇布局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ｉｎｇ，指信息分类、安排实验等）；复查（ ｒｅｖｉｅ⁃
ｗｉｎｇ，指检查上下文、逻辑连贯、评价影响、编辑）；聚
焦（ｆｏｃｕｓｉｎｇ，指用以保证所了解信息是所想了解的

信息）；形成观点 （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ｎｇ ｉｄｅａｓ）；评价 （ ｅｖａｌｕａ⁃
ｔｉｏｎ，指评价草稿和 ／或系列草稿） ［４］２５８。

Ｗｈｉｔｅ 和 Ａｒｄａｔ 对过程写作的步骤进一步具体

说明为：讨论（全班、小组或二人结对活动）→头脑

风暴 ／做笔记 ／提问→快写 ／选择观点 ／确定主题→写

粗略稿→初步自我评价→组织信息 ／谋篇布局→写

初稿→小组 ／同伴评价和反馈→观点讨论会→写二

稿→自我评价 ／编辑 ／校对→完成草稿→对草稿的反

馈［３］７。
四　 高中英语过程写作应注意问题

当今，过程写作途径已成为西方写作教学的主

流［９］５９。 如何运用其教学理念、教学原则和教学方

法加速我国高中英语写作教学的改革，已成为我们

亟需探索和实践的课题。 笔者在四川师范大学校级

重点课题“高中英语过程写作教学及其有效性研

究”的参研中，通过调查研究，认为进行高中英语过

程写作教学时应注意以下一些问题：
１ 重视体裁教学，强调真实写作。 写作中首要

问题是体裁的判定和应用。 教师要有意识、有目的、
有计划地引导学生熟悉并应用高中英语课标要求的

各种写作体裁，并在教学中注意三个方面：一是体裁

选定应遵循趣味性、促动性、关联性，并适合学生的

认知水平和语言水平；二是教学方式可以通过展示

范文，让学生观察、体验和分析范文的体裁图式，在
教师的帮助下总结出文体结构和语言素材特点，在
此基础上提供相似体裁的话题，让学生自己审题 ／审
图并进行仿写；三是写作中要强调体裁真实性，强调

写作要反映真实世界，要关注真实读者，获得真实反

馈，起到平衡“信息沟”的作用。 对教材中的一些缺

乏真实体裁的写作素材，教师在使用时要加以改造。
如人教社高中英语教材第一册（上）第八单元的写

作练习要求学生通过回答所给问题描述自己喜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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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明星［１０］５６，但未提供写作文体要求。 根据学生

的生活实际，教师应增加体裁要求，如让他们就此话

题写 ｅ⁃ｍａｉｌ 进行交流。
２ 倡导合作写作，发散集体思维。 过程写作把

写作看成学生主动参与、大胆实践、发散思维、交流

看法、相互支持、相互帮助的语言交际活动过程。 教

师要注意在写作活动的各步中发挥学生的主体作

用，引领学生积极参与和认真进行讨论、选题、草稿、
反馈、改写、校对、展示作品等集体活动。 教师在帮

助学生组织写作小组时要根据学生的语言水平、写
作水平、参与积极性和个性特点等进行组员搭配。
在各阶段活动中，教师要帮助学生确定好各自任务

（如主持、执笔、提问、记录、审校等），确保每位学生

始终参与，人人动脑、动口、动手；通过集思广益、及
时反馈、去伪存真、精益求精的写作过程，达到增强

合作意识、发散思维能力、提高口笔头表达能力的目

的。 值得一提的是，Ｗｈｉｔｅ 和 Ａｒｄａｔ 倡导把过程写作

看作一种“促写途径” （ ｅｎａｂｌｉｎｇ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和“有声

写作”（ｃｏｍｐｏｓｉｎｇ ａｌｏｕｄ）活动［３］５，１２，即要求学生通过

写作活动，学会“有声思维” （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ａｌｏｕｄ）、逻辑

推理、得体表述、被人接受、文责自负等英语书面交

际能力。
３ 改革评价方式，鼓励不断完善。 过程写作把

评价和协商、反馈、修改、完善集为一体，把评价的权

利和责任还给学生，让其在教师的帮助和指导下，通
过自我评价、同伴互评和小组互评，交换观点、群策

群力、取长补短，不断完善写作。 评价的标准宜在教

师指导下集体制定，包括对写作方式、逻辑连贯、文
体结构、词法句法等方面的要求，可采用“问题清

单”方式，如评价草稿时可对写作方式提问，对写作

目的和观点提问，对文章结构提问，就读者反馈提问

等［３］１１８。 评价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对写作成品的“发
表”，即对学习成果的展示和对学生努力的回报，可
采用作文竞赛、墙报展示、编选作文选集、学校广播

站广播、推荐给报刊杂志发表等方式。 这类开放性

评价方式既能使学生增强读者意识、降低写作焦虑、
产生成果自豪［４］１８、提高写作动力，又能使其及时了

解自己在组织信息、遣词造句、语篇表达方面的不足

以及读者对自己文章的理解程度，促进写作反复修

改，日臻完善。
４ 转变教师角色，开发学生潜能。 过程写作

中，教师的角色由传统的讲解者、评改者转变为促写

者、指导者、伙伴、读者、资源提供者、反馈提供者等。
过程写作赋予教师的任务是指导、帮助、鼓励和促进

学生通过参与、思维、互动和反馈，学会创造意义和

表达意义。 教师对学生的写作活动要及时有效地提

供指导、咨询和帮助，如写前阶段提供参考题目、设
置话题情景、确定人员组合；讨论阶段参与小组协

商、主动提供信息、传授修改策略；反馈阶段认真阅

读草稿、及时发现问题、给予有效点拨；评价阶段采

用多种方式、坚持民主作风、促进学生发展。 在学生

活动中教师不应过多控制和干预，但也不能放任自

流。 由于写作是循环反复、不断修正的非线性学习

过程，因此教学重点应放在帮助学生开发、发展写作

潜能上。 教师要根据班级实际水平和学生个体水平

制定教学计划，把鼓励每一位学生，特别是英语基础

薄弱学生的参与放在首位，让各层次学生在参与过

程中各有所获，在同伴和教师的帮助下积极思维、勇
于实践，逐步提高英语写作能力。

５ 兼顾结构内容，过程成果并重。 高中英语课

标写作评价标准要求“对学生的作文主要从内容要

点、语言使用效果、结构和连贯性、格式和语域以及

与目标读者的交流五个方面进行评价” ［１］５５。 由此

可见，对“成品”的评判标准是其语言流利性、准确

性和内容连贯性、完整性、可读性。 把写作教学重点

从写作结果转为写作过程，并非排斥语言知识和写

作技能的讲授和练习。 词汇、语法和篇章结构等语

言知识和收集素材、撰写草稿、谋篇布局、修改校对

等写作技能同样重要，我们提倡在教学中根据学生、
教材和教学实际，对过程写作和成果写作加以比较

筛选并灵活运用。 Ｂｒｏｗｎ 在论述两种写作途经时曾

说“目前对过程写作的重视必须建立在过程和成果

平衡的前景上。 如同人们在运用多数语言教学法时

会走极端一样，在使用过程写作途径时，教师很容易

由于过分强调过程而忽视最终成果的重要性。 永远

不要让这种情况发生！ 成果毋庸置疑是终极目标，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经历写前构思、写草稿、修改和

编辑过程的原因。 没有最终成果的目标，我们会淹

没在修改的海洋里不能自拔。 过程不是终点，而是

到达终点的途径” ［２］３３７。
从我国外语教育沿革看，写作教学历来都是中

学外语教学的目的和手段之一，对写作技能的检测

也被当作检验中学生目的语运用水平的一种重要方

式。 如茅盾回忆 １９１３ 年就读北大预科一年级时，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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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教师“就要学生作英文的作文，他不按一般的英

文法先得学写叙述、描写、辩论等的死板规定，而出

个题目，让我们自由发挥，第二天交卷” ［７］２８－２９。 又

如，季羡林 １９３０ 年高中毕业考入清华大学时英文只

考一篇作文和一篇改错［８］６，当时社会对中学生英语

写作的要求可窥一斑。 而且，重视写作过程在我国

古来有之，如西晋著名文学家陆机在《文赋》中曾说

“恢万里而无阂，通亿载而为津” ［６］４８。 Ｗｈｉｔｅ 和 Ａｒ⁃
ｄａｔ 在《过程写作》一书中把此句引为开篇语，认为

陆机所谓的“万里”、“亿载”即写作过程，“津”即融

写作本质和写作方法为一体，在作者和读者之间沟

通信息的写作目的［３］１．６。

综上所述，过程写作途径符合当代交际语言教

学理论的原则和高中英语课标的目标及要求，对提

高我国高中英语写作教学具有借鉴意义和运用价

值。 近年来，不少高中英语教师已将其运用到课堂

教学中并取得一定效果。 可以预见，只要我们科学

灵活地探索其本土化和多元化的运用，一定能达到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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