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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写作法与英语写作教学
α 窦　琴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 陕西 杨凌　712100)

　　摘　要: 根据过程写作法的理论, 结合多年写作教学实践, 通过对学生英语写作全过程的分析

探讨, 提出针对学生实际的英语写作全过程教学指导方案, 以求能在英语写作教学中, 或在学生的

写作过程中提供适时的、必要的帮助和指导, 从而全面提高学生英语写作能力。

关键词: 英语写作; 过程写作法; 过程指导

中图分类号: G633. 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9107 (2002) 01- 0086- 04

　　大学英语写作是衡量学生综合英语水平和应用

能力的一项重要指标, 它不仅要求学生具有比较扎

实的语言功底, 而且要了解和把握写作的过程, 但

是, 在大学英语教学的诸多环节中, 英语写作却始终

是一个薄弱环节。

一、问题的提出

长期以来, 在大学英语写作教学中, 一直存在着

“重成品轻过程”的偏差, 对学生的写作, 教师把精力

主要集中在对学生的“成品”进行批改上, 而忽略了

学生在写作过程中所需的种种指导[1 ] , 结果导致学

生在写作中出现语言错误多、主题不明确、内容不深

刻、条理不清晰、自我完善能力差等诸多问题, 从而

造成大学生英语写作水平难以提高或提高较慢的现

象。过程写作法 (p rocess- focu sed app roach) 的诞

生, 无疑给英语写作教学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教育理

念。这种教学法强调学生在写作的各个阶段都需要

教师的指导, 教师应该引导学生经历整个写作过程,

把注意力从评价、评估学生的产品转向帮助学生更

好地认识写作过程。本文根据过程写作法的这种要

求, 结合多年来的写作教学实践, 通过对学生英语写

作全过程的分析探讨, 提出针对学生实际的英语写

作全过程的教学指导方案, 以求能在英语写作教学

中, 或在学生的写作过程中提供适时的、必要的帮助

和指导, 从而全面提高学生英语写作能力。

二、过程写作法的内涵

写作有两层含意, 既可指写作成品, 又可指产生

成品的过程。传统的结果写作法偏重于写作成品, 并

以此为出发点进行教学, 即首先由教师提供范文, 进

行分析讲解, 然后学生模仿范文进行写作, 最后教师

进行批改、打分。而过程写作法则把重点放在写作的

全过程, 而不仅仅着眼最终的写作成品。A pp lebee

曾经说过, 过程写作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根据作者

的行动 (挖掘题材, 文章修改等) 而不是根据最后成

品来思考写作的途径”[2 ]。它要求教师要“操纵”并参

与学生的整个写作过程, 及时发现并通过分析学生

在写作中出现的错误, 面对面、手把手地指导学生写

作的每一个具体步骤, 以全面培养学生写作水平和

能力。过程写作法的理论基础是交际理论, 注重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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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学生的积极参与。M u rray 提出写作过程分三

个阶段: 写前阶段 (p rew rit ing rehearsing)、写作阶

段 (draft ing compo sing) 和修改阶段 ( revising)。写

前阶段内容包括语言输入、审定题目、组织主题内

容、收集资料、交流观点、拓宽思路、进行构思等, 初

步形成腹稿。写作阶段包括打草稿、展开内容、定稿

等。修改阶段涉及评判初稿, 进行必要的删减或补

充, 使“作文能正确表达写作者的写作目的”[3 ]。在实

际过程中, 这三个阶段并非呈线性排列, 而是循环往

复、相互照应, 师生互动, 贯穿始终的。

三、过程写作法在写作实践中的应用

传统的写作教学课只有两个阶段, 即教师布置

作文题让学生去写, 写完上交即可。教师是学生作品

的唯一读者兼裁判。但在过程写作法理论的指导下,

教师应针对学生写作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给予

具体指导和帮助。

(一)写前阶段指导

写作是一个复杂、循环、创建的过程, 是把“题材

从潜意识中提取出来, 让清醒的头脑能够审视它们

并对其进行加工处理”的过程。这一阶段的教学任务

是学生在教师指导下进行有目的的阅读以增加语言

输入, 分析并组织材料进行构思, 形成写作提纲或腹

稿。

1. 动笔前分析材料、审题立意。审视题目的要

求, 提炼文章的主题, 明确写作的对象及取材范围,

确定文章的体裁, 否则, 作文一开始就会步入歧途,

出现偏题或走题的错误。“切题”是大学英语对写作

的基本要求。文章要切题, 首先要认真审题, 准确立

意, 审好题, 审清题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整篇文章的

成败, 因此, 很有必要指导学生掌握审题方法和立意

要求。

2. 有明确目的的阅读。写前阅读是为了通过阅

读, 激活头脑中与主题相关的信息。因为在阅读过程

中, 有许多与题目有关的词汇、短语、思想或例子出

现, 这些都是丰富的思想来源, 一个简单的短语有时

可引出一连串有意义的思想。学生可根据题意确立

和提炼文章的中心思想, 从而形成或确定文章的中

心, 这是写作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

3. 拟写提纲。拟写提纲是写作教学中常被忽略

的一个问题。短文写作, 要做到文章内容切题, 保证

思想表达有一定条理, 草拟提纲是必不可少的一个

环节。因为考虑的东西有模糊性、不确定性, 只有把

它形成文字, 才能明晰、确定。有人认为, 大学英语写

作, 特别是四、六级考试作文, 不仅有题目, 还有中文

或英文提示, 再要求学生列提纲是否多余并浪费时

间呢? 其实不然, 给了提示句, 并不能保证思想表达

就一定有条理。学生作文中出现的思维紊乱, 条理不

清, 层次不明, 逻辑混乱等问题, 与不会拟提纲有直

接的关系, 因此, 教师应培养学生养成下笔前先拟提

纲的习惯。

4. 如何打开思路。我们发现学生在写作文时, 面

对题目, 冥思苦想, 仍感到无从下笔; 或者勉强成文,

但文章无实际内容, 几句套话不断重复。究其原因,

一是语言表达能力有限, 二是思路未能打开。如果思

路打不开, 头脑中许多与主题相关的材料就不能激

活。为此, 常用的方法之一是教师指导学生用 6 个

W 法, 即w ho (谁)、w hat (什么)、w hen (什么时候)、

w here (哪里)、w h ich (那个)、how (如何) , 这一技巧

有助于学生探究题目各部分的内在联系, 尤其在笔

头滞凝时, 对自己提出问题并回答这些问题能帮助

产生材料, 从而找到进入文章的办法, 因此, 能否打

开思路, 是作文构思的关键。

(二)写作阶段指导

写作阶段是将初步构思成熟的思想用文字表达

出来, 该过程不仅是指导学生提炼语言, 安排文章结

构的过程, 同时也是思维训练的过程。其教学目标是

要求学生拿出草稿, 略加润饰, 初步定稿。学生写作

水平的高低在这一阶段表现最为明显, 出现问题亦

最多, 因此, 教师的指导尤为重要。针对学生的具体

问题, 我们认为, 应从以下两个方面给予具体指导:

1. 尽力排除母语思维习惯的影响。东西方民族

由于种种原因, 形成了各自不同的认识事物的思维

方式, 写作中主要表现在语言和篇章结构两方面, 因

此, 英汉文化就同一主题在观点的安排上存在差异。

汉语思维呈“螺旋状”(sp ira ling) , 反映在文章结构

上, 就是写文章讲究含蓄, 不是开门见山, 直接切入

主题, 而是迂回曲折, 总是绕着主题外围转, 而不是

直接从主题入手展开讨论。英美人的思维呈“直线

型”, 在文章结构上表现为开门见山的特点。我国学

生受汉语语篇思维定势的影响, 在英语写作时, 篇章

结构松散, 论点阐述容易离题。大家不仿来看一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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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rees”为题的短文:

T rees are m an’s friends . W e can see trees ev2
eryw here. W e p lan t t rees every year. W e can

m ake tab les w ith trees. T rees a lso give u s

fru its to eat. I like to eat fru its very m uch.

该段的主题句是“T rees are m an’s friends”, 写

作中心应紧紧围绕着“friends”, 即树的用途展开,

但学生却绕着圈子说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话。由此可

见, 排除母语影响, 加强思维转换训练是这一阶段的

重要任务之一。

2. 培养篇章逻辑结构思维能力。中国人写文章

跟西方人写文章在开头部分、文章基本结构、表达观

点的方式及文章的结尾均存在着许多不同, 这种不

同导致学生写作时, 在段落结构、篇章结构、解释举

例、论点阐述等方面经常出现违背英语写作习惯和

要求的现象。另一方面, 写作不仅要求作者按一定的

顺序排列句子, 还要求揣度如何使这些句子相互衔

接、过渡, 从而有效地成文。汉语和英语的语言差异

很大, 汉语属分析性语言, 重意合。英语属综合性语

言, 重形合。表现在语篇连接手段上不同, 英语中的

语篇连接手段相当丰富, 有的表现在句子层次, 有的

表现在语篇层次。有外部连接手段, 还有内部连接手

段, 文中的许多思想都可通过各种连接手段连接起

来, 而汉语的连接手段相对来说要简单得多[4 ]。然

而, 在以往的教学中, 极少注意培养学生谋句成篇的

能力, 致使学生缺少对英语段落结构模式的了解, 一

篇文章往往出现多个中心, 内容节外生枝, 句子关系

不明, 层次不清, 作文缺乏衔接力度或连贯意义, 因

此, 指导学生了解英语写作的逻辑规律, 行文特点及

语篇连接手段, 学会使用有关表示句子及段落关系

启、承、转、合等常用语, 有助于提高文章的连贯性和

条理性, 也是解决篇章逻辑结构问题的必要步骤。

(三)文章的修改加工指导

修改就是对原先的思维材料、思维过程、思维结

果, 在自我意识的指导下重新反思、重新认识、重新

发现、重新创造的过程。大学英语写作教学重“成

品”的做法, 决定了对作文的修改评定成了教师的专

利, 学生对自己的作品没有反思的余地。教师对学生

作文“逐字批改一片红”, 不仅费时耗力, 而且收效不

大, 对学生写作能力的提高没有多大帮助。俗话说,

“文章不怕千遍改”, 可见, 修改是写好文章的前提。

因此, 让学生有机会对自己的作品进行再认识、再思

考、再升华, 才是真正提高学生写作能力的有效途

径。

1. 文章修改从何入手。首先从大处着眼, 重新审

视文章的内容和结构。例如, 文章结构是否合乎英语

习惯, 文章内容的陈述与主张是否合乎逻辑情理, 文

章内容的层次是否有条理, 行文是否流畅, 是否需要

重新组合等。接着, 对段落和句子两个层次进行修

改。例如, 段落的过渡转换是否清楚自然, 文章是否

口罗嗦重复, 用词是否准确, 语言是否丰富, 句型是否

多变, 各句的时态是否保持一致等。

2. 文章修改的方法。国外写作教学中常用的“学

生参与作文评价”的方法, 对我们指导学生的作文修

改有很好的借鉴作用。采取反馈和同学间互相阅读

作文的方法, 可以形成一种语言意识。学生既是作者

又是读者, 通过评价别人的作文, 能加深对写作技能

的认识。学生参与作文修改的方法有自读自改法、互

读自改法、共读自改法等。学生通过重读自己的作

文, 发现不妥之处, 边读边改。另一方面, 同学互读,

提出修改意见; 或在小组中宣读自己的文章, 让其他

同学边听边提出修改意见。在交流讨论的过程中, 学

生往往会产生新的想法, 最后由作者自己修改, 从而

写出内容更充实、结构更合理的文章。经验告诉我

们, 只要坚持这种训练, 一定能达到提高写作能力的

目的。

结　语

研究表明, 在写作课教学过程中, 注重对写作过

程的讲解与操练, 比仅注重对写作成品的分析更容

易培养学生的写作能力。“事后评讲的效果远不如现

场指导。教师最应该做的, 就是把时间和精力用到参

与学生活动中去。”利用过程写作法指导写作教学,

实质就是要求教师始终参与学生写作的全过程, 并

给予适时指导, 对学生在写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予

以及时纠正, 以全面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和逻辑

思维能力, 从而全面提高学生英语写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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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什么要研究资源配置

等问题, 说起来也很简单。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

的社会科学、经济科学, 它当然要研究人类在发展生

产中所遇到的各种经济问题, 揭示社会经济发展的

规律。而经济规律正是生产关系发展运动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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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om ic science of M arx ism , of cou rse, it shou ld study and reveal the econom ic law s nam ely law s of deve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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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w ithou t go beyoud range of the rela t ion s of p roduct 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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