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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英文写作训练教学有效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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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结合中学英语写作训练存在的问题，提出调动学生写作兴趣的课堂指导方式为：利用美文欣赏增

加语言输入；用听力训练提高语言准确度；用头脑风暴激活语言信息量；开展活动提高语言灵活性；巧用

互改互评扩大语言交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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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英语新课程标准把培养学生的综合语言运用

能力提到了总目标的位置，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语言

技能包括了英语教学过程中长期需要关注的四个基本方

面：听、说、读、写。作为表达技能之一的“写”与其

他几个环节相辅相成，既是课堂教学的主要内容，又是

对学生运用所掌握知识的一个重要的检测方式。但是就

平时教学过程中学生书面表达的实际情况来看还存在以

下一些常见的问题。 

一、高中英语写作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1．基础语言问题较多。学生作文中所用词汇贫乏，

句子运用不规范，句式单一，没有自然的开头与结尾，

也没有句与句之间顺畅的过渡，这种现象在有中文提示

的作文中尤其普遍，以至于许多学生的作文如出一辙。 
2. 学生写作兴趣低下。教师往往在写作活动中将

重点放在词汇的运用、句法的正确性及衔接的手段，注

重写作的结果，机械化的练习使学生处于教师控制之下，

逐渐对写作失去了兴趣。 
3．训练有效度有待提高。教师较注重写作练习的

几个环节——起草、初稿、修改或重写。该方法落实得

较仔细，但教学双方均费时较多，学生没有足够的时间

对多种文体和题材进行练习。 
针对以上的写作教学状况，如何有效地开展写作教

学，尤其是抓住有限的写作课时段进行有效地指导和练

习，帮助学生在感兴趣的过程中形成有效的写作策略，

提高写作能力，就成了教师日常教学中的一个重要任务。 

二、提高高中英语写作教学有效性措施 
要将写作课的预定目标落到实处，获得预期效益的

最优化，笔者认为可以采取以下的措施。 
（一）利用美文欣赏，增加语言的输入量 

英语教学专家 Alexander 认为“Nothing should be 

spoken before it has been heard；Nothing should be read 
before it has been spoken；Nothing should be written before 
it has been read.”[1]所以在要求学生有效输出之前，必

须给与学生足够而有效的输入，课堂上合理地选取一定

量篇幅适中的范文以美文欣赏的形式呈现给学生，经过

教师启发性引导学生分析范文的精彩之处，让学生感性

地体会好文章在选词、连接、表达上的精到之处。范文

应选择那些题材多样，能激发学生思考，对所要写的文

章有结构、用词提示作用的小说片段、习作范文甚至诗

歌。通过教师与学生的共同探讨，适时而又自然地在课

堂上让学生主动记住一些经典的表达或小段落。俗话说：

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写诗也会吟。这样把一些背诵的

任务渗透到形式较为轻松的欣赏探讨中，既不加重学生

的负担，又能帮助学生巩固扩大词汇，加深对语言的了

解，内化语言知识结构，这是语言输出的基本保证。学

生通过仔细阅读，揣摩其细腻生动之处，挖掘亮点。精

彩的范文胜过教师无数遍的说教式讲解，为其构思文章

的框架，提高词汇、句型和固定表达的能力做了铺垫，

增加了学生的语言积累，从而使其语言输出规范化，避

免中文式英语的出现。  

（二）结合听力训练，提高语言的准确度 

听力训练是对学生记忆、概括、语言转换能力一个

极好的锻炼过程。写作课由于其既定的写作训练目标，

导入的听力训练不应采用传统的选择题型，而是应以听、

记概要，回答与所听内容相关的综合性问题为主。根据

安德森（Anderson）的理论，听力理解过程可划分为感

知、分析和引用三个过程。[2]通过这样的练习，学生在

这三个相互关联，循环出现，不断选择和修正的阶段中

既提高了基本的英语能力——单词拼写的正确度及合理

应用语法，又在主观描述所听内容的过程中培养了遣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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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句的能力。 
（三）用头脑风暴激活语言信息量 

在中学英语的阅读课中，头脑风暴被广泛使用，特

别是导入部分，其目的是让学习者在相对集中的一个话

题下，敞开思想，激活其头脑中各种相关的信息，产生

尽可能多的设想。在写作课中的 Brainstorming 主要有以

下两个阶段： 
1. 确定议题。新课标中提出学习英语的持续动力

来源于学生的兴趣，这是激发学生积极主动探索知识的

内部动力，是保持有效主动学习的前提。这就要求教师

要精选作文的题材，有针对性地选取贴近学生生活的话

题，让学生感到有东西要讲，有内容要写。话题确定后，

可结合该堂写作课预定的某类题材训练目标确定写作体

裁，如发表观点类的对新校区建设的合理化建议，对学

校校庆的规划，描写类的如对所熟悉的人物描述等。 
2．集思广议，畅所欲言。这个阶段要注意不必即

时纠正发言学生的语言错误，尽量让学生发表自己的意

见。学生的动是以教师的启动为基础的，教师应预见某

个话题 Brainstorming 过程中学生可能遇到的表达上的

问题，适时地加以铺垫、点拨、指导，让学生在表达中

练习巩固已掌握的知识，同时较自然地通过说、听、交

流，发现自己有待更正与提高的地方，其效果远远胜于

教师一一罗列、纠正或者给出所谓的“标准表达”。在

这个阶段，没有框架式的标准表达，只有学生通过一步

步地思考、整理，提出更好的表达方式。有活力的头脑

风暴犹如一陡峭的“智能”曲线，开始缓慢地积聚思想，

然后非常快，接着又开始进入缓冲的阶段。教师应该懂

得通过小心地提及并培育一个正在出现的话题，让创意

在陡峭的“智能”曲线阶段自由形成。Britton 指出：学

生口语句型结构和表达方式往往是他们学习写作的基

础。[3]Brainstorming 让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尽可能地积

累了写作素材，并通过发言交流丰富了其口头表达技能，

而这种技能中就包括了对写作中所需要的大量书面结构

和措词的运用能力。 
（四）开展多样化活动，提高语言灵活性 

1. 小型课堂活动。如 What would you like to 
know？让学生将各自感兴趣的话题写在纸上，然后传递

给其他学生，大家在他人的话题下写上一个问题，表达

出自己想了解的内容。接着每个学生注意回答自己收回

的全部问题，整理成文后在班内交流。这种真实性较强

的活动旨在训练学生写作过程中一个重要环节——如何

组织信息。学生通过写作进行交流，用所学诠释一系列

的问题，阐明自己的观点。 
2. 故事接龙。教师给出故事的开头，学生努力续

尾或延伸，学生们各尽其能，将他们的想象力、创造力

发挥到极致。该活动在课堂上通常以小组讨论的形式进

行，学生整理后教师应适时地展示各小组的作品。 
3. 谚语习语的小竞赛。英语中有大量生动形象的

谚语、习语和俗语，教师可布置学生在课外精选、摘抄

涉及各种话题的内容。写作课上插入一个小竞赛，既可

让学生了解更多的文化背景，又可让学生感受到看似平

凡的英语短句或小词汇所带来的文学震撼力。通过点评

分析，学生潜移默化地在自己的写作中运用了一定的谚

语习语，使自己的表达呈现地道的英语风采，也使文章

增色不少。 
（五）巧用互改互评，扩大语言交流面 

传统的作文批改常常是收齐学生的习作，教师逐篇

进行细批，完成分发后就其主要问题在课堂上点评讲解

或是个别面批。该方式往往费时较多，学生被动地接受

各自习作中满眼的红色批注又不甚理解，无心细想，写

作练习的效果不佳。合作学习除了大量应用于学生就某

个话题讨论、交流外，也可用于写作课上。学生交换各

自的初稿，对他人作文进行讨论、修改、润色。通过倾

听、讨论、互动，学生的思路进一步开拓，语言的精确

度在较主动的情况下得以提高。教师可适时地让学生发

表对所交流文章的评论，让学生的习作在更大的范围内

进行交流，借鉴彼此的长处。教师应不失时机地对学生

一系列的活动进行恰如其分的点拨，如所用的词汇中高

级词汇有哪些，过度是否自然流畅，脉络是否清晰，文

中所使用的高级结构有哪些，语言是否规范等。这些点

评或总结应为写作训练过程中的点睛之笔，这对教师的

个人写作素质与指导能力也是一大挑战。 
另外，学生的习作中不乏比教师的范文更为精彩的

文章，应不定期地安排学生习作展示欣赏课，这既是学

生写作档案中的重要资料，又能让学生及时体验成功的

喜悦，不断取他人之长，补自身之短。 
作为英语基本技能之一，写作是高中英语教学一个

重要的组成部分。为了增强学生写作的兴趣，保持其学

习提高写作能力的动力，教师应不断探索，积累有效的

方法，抓好课堂指导，力求学生的写作能力在不同的水

平线上不断地突破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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