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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加强汉语学习者写作能力的策略 
Strategies to Enhance Chinese Learners’ Writing Skills 

田军 
（University of Victoria, Canada） 

 

长期以来学生的写作在外语教学中一直肩负着对学生语言知识的掌握程度的

评估作用，写作教学也是外语教学的一个重要环节。外语教师不断地寻找各种方法

以提高学生主动参与写作实践的兴趣，也同时尝试着使用不同的写作任务以鼓励学

生提高其写作的能力和技巧。在对外汉语教学课堂上，特别是海外汉语教学课堂中，

广大教师不仅仅面临着教学资源的短缺，更常常不断反思，询问自己写作教学是否

应当从初级汉语教学就抓起，以及如何做的问题。本文试图从应用写作教学的理论

依据出发，介绍对外汉语教学课堂活动安排的原则，以及数种适用于对外汉语写作

课堂的教学任务型模式，以适合具有不同语言能力的学生的需求。 

提到写作教学，很多学者和教师首先想到的是写作文，并且认为写作文只有

中高级学生才可以完成，初级水平的学生连造句都存在问题，根本就不可能写出一

篇或一段逻辑性比较强、语言比较通顺的文字，因此，对外汉语写作教学的起点是

语段练习，教学目标是语篇表达能力的提高（李晓琪，章琼，2006；罗青松，

2002）。而另外有些教师认为汉语的词汇运用以及造句应当是写作教学的起点，这

些训练为语段以及语篇的练习打下了必要的基础，因此，初级对外汉语教学就应当

囊括写作教学的部分，给学生们提供机会，通过训练他们在句子层面的翻译技能来

提高他们的造句能力。然而，我个人认为，罗青松（2002）提出的提高语篇表达能

力为教学目标是完全有理论依据的，但是到底什么才能算作是语篇有待商榷。语篇

不应当仅仅是有一定篇幅长度的文章，语篇 （discourse）的定义指的是实际交际

过程中使用的语言单位，是完整的话语表达，虽然通常由多个句子组成，但也可由

一个句子组成。其语义要连贯 (coherence)，结构要衔接有序 (cohesion)（魏志

诚，2010）。简单来说，汉语中的“欢迎！”和英语中的“Welcome!”都是语篇，

因为其具有一定的交际功能，而且语义完整。由此，我的观点是既然写作教学的目

标是语篇表达能力的提高，我们就不能忽视初级汉语教学中对学生短句、短篇语篇

的训练，但是我们一定要避免长期一成不变地使用简单、机械、枯燥的句子翻译练

习来达到此教学目的。我们应当给学生更多的独立表达自己思想的空间，鼓励学生

从开始学习汉语的阶段就使用简短的句子，有序的衔接手段来表达完整的、连贯的

语义。 

这里我通过介绍一下我在初级汉语教学中使用的一个小例子来说明初级汉语

教学课堂中可以使用以意义为主的写作教学活动。在学生学完了一篇关于对自己学

校的看法的对话之后，这时他们只掌握了几个简单的词汇，例如吴中伟老师编写的

《当代中文》第一册课文中有这样一句话“我们学校很大、很漂亮，我很喜欢。”

学完这句话以后，学生们都了解了“学校”、“漂亮”、和“喜欢”这几个词汇的

意思。课后练习的时候，我并没有简单地给学生提供一个英文句子，然后让他们翻

译成中文，而是要求学生自己选择独立或两人一组，使用这三个中文词写出他们想

表达的意思，并把他们造好的句子写在黑板上。令我惊讶、并令我鼓舞的是学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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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使用这三个词汇造出了很多不同水平的，意思各异的句子。大多数学生都模仿了

课文中的原句，造了这样一个句子“我们学校很漂亮，我很喜欢。” 这个句子中

的“漂亮”用作了谓语，“喜欢”后面省略了宾语，这两点完全不同于英语语法规

范，具有汉语特殊的表达习惯，是教师在学生刚刚接触汉语时反复强调的两个汉语

特点。除此之外，还有几位学生把“漂亮”用作定语形容词，写出了“我很喜欢我

们漂亮的学校。”虽然第二个句子的含义与第一个句子相似，但是这两个句子的结

构完全不同。这个句子使用的结构是中英文都常用的“主－谓－宾”结构，而且宾

语前还使用了前置性形容词定语，但是学生还没有学过。学生们成功地造出这样的

句子说明在教授成人初级汉语的时候，学生会使用他们已有的第一语言的知识来理

解第二语言，并尝试着在第二语言的表达中使用他们已有的语言知识。所以当这种

现象出现的时候，教师一定要因地制宜的引导学生比较母语及目标语中存在的异同，

以鼓励母语正迁移（L1 transfer）的出现。另外一个学生造的句子是“我们学校

很漂亮，我很喜欢。你呢？”这个句子初看和第一个句子相同，可是仔细分析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句子添加了一个貌似简单的问句成份——“你呢？”，而这个

问句成份却具有一定的延续对话交流的交际功能，这样的具有交际功能的问句成份

在学生初学汉语时就能被学生灵活运用体现了学生对语言的掌握能力。类似的句子

还有“我们学校很漂亮，你喜不喜欢？”这时学生已不再是单纯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而是在询问交际对方的态度，这种积极的交际手段不仅体现了学生能够灵活运用所

学的语言知识，而且表现出他们能够利用所需知识来实现他们的交际意图。最后还

有一个令我没有想到的句子是“我们学校不大不小，很漂亮，我很喜欢。”这个句

子也不是简单的复制原文中的原句，学生写出了“不大不小”这样一个表达方式，

可见他们在努力试图准确地描写他们心目中的学校，而且使用了一个非常具有汉语

特点的四字词，虽然学生是在无意中使用了这个词汇，但是却给老师提供了一个很

好的锲机来介绍汉语的特色，也同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来鼓励学生灵活使用所

学知识以完成自己的交际意图。 

这样一个写作任务不仅仅给学生提供了一个练习的环境，而且使得学生有机

会学习其他同学造的不同的句子，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句子都是在学生能够理解

的范围之内，所以他们能够很好的吸收，这也体现了 Vygostky (1978)所提出的让

学生参与与语言有关的社会活动能够给学习者提供一个相互学习的机会，一个互相

扶持（scaffolding）的语言环境，这样他们就可能共同完成独自一人做不能做到

的任务。当学生看到或听到同班同学造的不同的句子的时候，他们对汉语学习的兴

趣和动力都会有所提高。这样一个练习摆脱了传统的、孤立的翻译练习，提供了一

个从交际法教学的教学原则而出发的生动的、灵活的小语篇写作教学的机会。虽然

学生所表达的句子并不长，但是这些句子都是一个个独立的意义单位。这一教学活

动充分体现了写作教学活动设计时应遵循的几个原则。 

以下几个写作教学的教学原则是由几位从事二语写作教学研究的学者总结提

出的，并鼓励在二语写作教学课堂中推广使用。 Grabe 和 Kaplan （1996）以及 

Nation（2009）分别列出写作教学应当注意的四项原则：（1）应当注重以意义为

主的输入；（2） 应当注重以意义为主的输出；（3）应当注重以语言为主的学习；

（4）应当注重流利度的培养。具体来讲，学习者在写作的时候应当就他们熟悉的

内容而写作，只有当他们把自己的经验和对写作题目所具有的知识融入写作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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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候，他们才能有感而发，有所能写，而不会对写作内容有所纠结，从而忽略了

语言能力和知识的表现和发挥。同时，他们的写作目的应当是为了表达自己想要表

达的信息，希望读者了解他们的思想，他们是为了交流信息而写作的，这样他们在

写作的时候，会考虑到读者的需求，会努力使读者感兴趣，这样他们就会不断地学

习语言知识，提高他们的语言使用能力，以期达到他们的写作目的。写作的同时，

教师还应使学生充分意识到写作过程中的几个阶段，掌握写作技巧，并有机会得到

不同的反馈，这种反馈可以是来自教师的，也可以是来自其他同学的。在整个写作

过程和学习写作过程中，学生应当注重拼写、词汇、段落、篇章、衔接手法、及写

作阶段的反复等等各个方面的与语言相关的学习机会。最后，教师也要注意到给学

生提供反复操练的机会，让他们有机会就类似题目，写作题材进行多次写作练习，

这样可以提高他们对语言流利度的培养。 

前面我所举的那个初级汉语教学课堂中的写作任务的设计就遵循了以上列出

的四个教学原则。首先，学生的写作内容是他们所熟悉的学校，他们可以有感而发，

而且使用的词汇也是他们刚刚学习过的，通过这样一个活动，他们可能会完全掌握

这些词汇的意思及使用方法。其次，我们可以通过学生完成这个教学活动的情况看

到，这个写作教学的任务鼓励了他们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学生在使用刚刚学

过的语言知识进行着交际活动，他们在表达自己的看法的同时，询问对方的态度，

有效地使双方地会话继续下去。再次，在整个交际活动中，学生不仅巩固了所学知

识，而且还有机会向其他同学学习不同地表达方式，使得他们地语言表达更具多样

性。最后，这样地写作教学任务在反复出现之后，学生会更流利地表达自己地思想

和对问题的看法。 

教师在安排写作教学、设计教学任务的时候，可以考虑以下几种在二语课堂

中普遍使用的，研究证明有效的几种教学任务和活动的方式： 

（1）经验任务（experience tasks) 

选用学生所熟悉的写作题目，以便于学生的写作有丰富的内容，并可以使学

生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语言的使用以及篇章的结构之上。如果写作的题目相对

比较新颖，可以通过全班讨论的形式，让学生一起讨论所要写的内容以及结构，必

要时还可以共同列出完成这个题目可能会需要使用的词汇。这些准备工作会鼓励学

生积极参与到写作练习中去，并且对写作题目感兴趣，也会对写作后期要求学生互

相提出反馈打下基础，因为学生已经了解其他同学就此题目可能会包括的内容，这

样，他们在阅读同伴的写作的时候，可以更加关注语言的使用及篇章结构的安排。 

 （2）共同写作（shared tasks) 

 全班同学、或将全班分为两至四人的写作小组，就所布置的题目共同完成一

篇作文，可以是小语篇，即一个或数个句子的写作，也可以是较长的记叙文或议论

文。具体题目以及写作体裁可根据学生水平确定。共同写作的理论基础是俄国心理

学家 Vygostky 等提出的“社会构建理论”。 Vygostky（1978）认为人们在共同

合作的时候，会创造出一人独立工作所不能完成的作品。因此，当写作任务有一定

难度的时候，共同写作会是一种有效的方式，学生会有很高的成就感。 

 当全班同学共同完成一篇写作任务的时候，学生可以提出他们希望在文章中

出现的句子，教师只在黑板上记录下正确的句子，当遇到有表达错误的句子的时候，

全班同学可以一起修改错误，然后教师在将正确的句子记录下来。当整个任务完成



 

144 
 

以后，学生可以阅读他们的文章，但是要求他们不要抄写黑板上的文章，学生的课

后作业是独立再写一篇他们一起在课堂上完成的作文（Radford, 1969）。这种全

班共同写作的方式由于计算机在课堂教学中的使用变得更加容易完成，其操作性大

大提高。 

 另外一种共同写作的方式是学生分成小组完成一篇作文，然后将小组作文交

给教师批改。批改以后，每位同学（注意不是每个小组）都会收到教师返回的有反

馈意见的作文，这时要求学生根据教师的评语和建议独立修改他们的作文。 

（3）有引导的写作（guided tasks) 

 由于学生的语言能力仍然处于学习和发展阶段，使用有指导的写作一方面会

使较容易地完成写作任务，另一方面可以给他们提供大量地目标语的输入。而且

“可理解的输入”（comprehensible input）在语言学习过程中的积极意义和作用

已经得到了各个方面的论证（Dulay, Burt, & Krashen, 1982; R. Ellis, 1995; 

Krashen, 1981, 1985, 1989; VanPatten, 1990, 1996, 2002; VanPatten & 

Cadierno, 1993）。因此，给学生提供这样一个机会，使他们在练习目标语的同时，

有充足的“可理解的输入”会大幅度地提高他们对目标语的敏感度。写作课堂中常

使用的有引导的写作任务有以下几种。 

 看图写作（picture composition）——给学生一幅或有几幅图片组成的有

逻辑顺序的故事，要求学生写出一个故事，与此同时，可以给学生提供有用的语言

表达方式，包括词汇和短语，还可以就图片提出几个问题，要求学生在故事的发展

中回答这几个问题 。看图写作具有一定的挑战性，不仅给学生提供了一个练习使

用他们的语言知识的机会（ Ellis & Yuan, 2004），而且常用于不同的二语写作

课堂 (e.g., Ellis & Barkhuizen, 2005; Ellis & Yuan, 2004; Ishikawa, 1995; 

Swain & Lapkin, 1998, 2000; Wang & Wen, 2002).  

 故事复述（reduplication）——学生阅读一个故事，或者教师给学生朗读

一个故事，然后要求学生在不看原文的基础上复述故事，并将这个故事写下来。 

 听写作文（dicto-gloss）——这个任务和“故事复述”有类似之处，但又

不完全相同。这一任务形式已被广泛应用于各种二语教学课堂中，而且深受教师和

学生的欢迎。具体做法是教师以正常语速朗读一个故事，一遍或者三遍，根据学生

的水平和任务的难度而定，朗读的同时，学生可以记下他们认为重要的、或者有用

的词或短语，朗读结束后，学生可以独立或共同写出他们所听到的故事 (Ilson, 

1962; Riley, 1972; Wajnryb, 1988)。 

 完形写作（text-reconstruction）——学生阅读一个故事，或者教师给学

生朗读一个故事，然后要求学生对在原文的基础上改写的有省略的文章补充完整，

其省略部分可能是词汇、短语、或短句。原文故事可以是只有数句的小语篇故事，

也可以是有一定长度的适合学生水平难度的文章（Nassaji & Tian, 2010)。 

 文章排序（text-ordering）—— 学生拿到数个打乱顺序的句子，要求学生

根据故事发展的逻辑顺序以及语篇衔接手段将故事重写编排。这种排序练习也可以

是在句子层面的，即学生拿到数个打乱顺序的词语，要求他们按照一定的逻辑关系

以及语法规则写出一个正确的句子。 

 （4）独立写作（independent tas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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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立写作是很多写作教学课堂中常用的一种活动，这种貌似教师和学生都很

熟悉的写作方式有时会被大家误认为是一种不需要任何指导的写作任务。教师布置

一个题目，学生独立完成。然而，这种写作方式却应该是学生写作训练的最终目标，

即培养一个独立的学习者，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教师应当使用形式各异的写

作任务，不断指导学生以提高他们的写作技巧、培养他们在不同的写作阶段使用的

写作策略、巩固他们的语言知识。学生也应当积极融汇他们在各种不同的写作任务

中所掌握的新的、适用于自己的方法和策略，以便于在完成独立写作时能有效地使

用学所知识，写出高水平、高质量的语篇。 

有一点值得指出的是以上所介绍的四种写作任务并不相互排斥，很多境况下，

教师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同时采用两种或三种写作方式，设计一个最适用于教授对象

的方案。例如，有指导的写作可以要求学生独立完成，或者共同完成。总之，写作

任务的设计应当考虑到学生的汉语水平、写作兴趣、学习动机，等等综合因素。  

海外汉语教师常常面临的挑战是一方面教学资源有限，另一方面教学任务繁

重，所以怎样才能有效地在遵循写作教学任务的设计原则的同时，又能设计出形式

各样的写作任务，吸引学生对汉语写作的兴趣，鼓励他们多使用汉语，又不会无限

大地增加教师的教学准备和作业批改的负担呢？我个人认为，教师可以充分利用已

有的教学资源，在遵循写作教学任务的实践原则的基础上，适当对教材提供的比较

单一的练习模式进行改进，使得学生有机会看到形式各异的练习、有机会同时得到

输出练习和可理解的输入。 

《当代中文》第一册的《练习册》每一课都有一个阅读练习，这就给教师提

供了一个机会，通过改变这个练习的模式，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比如，在第十

课的练习里，有这样一篇阅读理解的练习： 

王师傅开了十几年车，第一次见到这么糊涂的老外，把钱包

放在出租车的座位上。不过，发现钱包的不是老王，是一位乘客。

乘客把钱包交给老王，老王就把钱包交给了公司老板。老板打开钱

包一看，里面有五百加元，还有一张信用卡，其他什么也没有。老

板也没办法了，没有名字，也没有地址，到哪儿去找？可是，老王

不着急：发票上有公司的电话号码，那位老外发现丢了钱包，一定

会打电话来的。可是等了三天，打电话来的真不少，有忘了雨伞的，

有忘了书包的，可是就是没有忘了钱包的。怎么办呢？ 

 

因为这个练习和课文内容密切相关，学生都已经比较熟悉，所以，除了将此练习依

旧按照阅读理解的练习要求学生完成以外，教师还可使用有指导的写作练习，要求

学生完成一些诸如听写作文、完形写作、文章排序等等不同的写作任务。我本人在

不同的班级课堂上就使用过不同的写作任务，学生的反响也非常好。 

完形写作的具体做法是在我朗读完上述故事之后，我要求学生填写下面这篇

有空缺的文章，在这里，我的侧重点是词汇的练习，不过，也可以设计成侧重点为

短句的练习。 

王师傅开了十几年车，第一次见到这么_____的老外，把钱包

放在_______的座位上。不过，发现______的不是老王，是一位乘客。

______把钱包交给老王，老王就________交给了公司老板。老板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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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包一看，里面有________，还有一张信用卡，其他什么也没有。老

板也没办法了，没有_______，也没有_______，到哪儿去找？可是，

老王不_______：发票上有公司的__________，那位老外发现丢了钱

包，一定会______来的。可是等了三天，打电话来的_______，有忘

了_______的，有忘了_____的，可是就是没有忘了钱包的。________？ 

 

文章排序的教学活动要求学生把打乱的七个句子按照一定的逻辑顺序进行排

列。学生分成三人一组，非常有兴趣地完成了这个写作任务。这个练习不仅考察了

学生的写作能力，也督促了他们的识字能力。 

1.乘客把钱包交给老王，老王就把钱包交给了公司老板。 

2.不过，发现钱包的不是老王，是一位乘客。 

3.可是等了三天，打电话来的真不少，有忘了雨伞的，有忘了书包的，

可是就是没有忘了钱包的。怎么办呢？ 

4.老板也没办法了，没有名字，也没有地址，到哪儿去找？ 

5.可是，老王不着急：发票上有公司的电话号码，那位老外发现丢了

钱包，一定会打电话来的。 

6.王师傅开了十几年车，第一次见到这么糊涂的老外，把钱包放在出

租车的座位上。 

7.老板打开钱包一看，里面有五百加元，还有一张信用卡，其他什么

也没有。 

 

 本文介绍了对外汉语写作教学的任务活动的设计理念以及四种任务型模式，

同时结合我本人在课堂教学中对写作教学的一点浅显认识，举例说明了写作教学的

几种应用，阐述了我个人的一个观点，即写作教学完全可以，并且应当从初级汉语

的小语篇的练习入手，巩固学生对语言知识的掌握，为他们在高年级的作文练习打

下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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