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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习者主体看大学英语写作困境及对策’

陈艳龙
(盐城工学院大学外语教学部，江苏盐城224003)

摘要：从学习者主体看，英汉语言差异造成的思维影响、语言基础薄弱和缺乏写作技巧构成

大学英语写作的主要困难。要解决这些问题，首要的是使他们掌握适当的写作策略，这就要

与一定的写作活动结合起来，从而实现在具体的写作中灵活有效地使用这些策略，实现策略

的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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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学英语写作的内在困境

大学生英语写作能力相对落后于其他几项技

能有其外在和内在原因。从外部原因看，主要是

教师、教材、评价体制等因素。从内部原因看，主

要是语言差异对写作思维的影响、语言基础薄弱、

缺乏有效的写作策略。

l、从语言角度看，英汉差异造成学生学习写

作上的困难。二语习得研究通过把第二语言错误

同儿童习得母语时的错误进行对比，White

(1977)通过对成人学习者的研究，探讨了在何种

程度上母语“干扰”外语。研究证实，至多有30％

的外语错误可以追溯到母语根源；其他约为70％

属于发展性错误，类似与儿童习得母语时的错

误⋯。而另外某些研究发现，母语为汉语的学生

在学习英语中所犯的错误51％来自母语的干

扰【21。大学英语写作为非母语写作，输出的信息

(文章)肯定会受到汉语负迁移的影响。研究还

发现双语思维是二语写作中的特有现象，母语思

维的参与量与写作成绩呈负相关。写作思维过程

中使用中文词数比例越高，学生作文得低分的可

能性越大¨1。

大学生用英语写作是从汉语向英语的思维形

式过度。属于一种深层的思维转换行为。由于英

语语法是显性的，重形合；而汉语语法是隐性的，

重义合，两者差异明显。东西方思维模式明显差

异一方面使得学习者的作文打上中式思维的烙

印；另一方面造成了作文在语篇层面上的两大缺

陷，即“重点不突出”和“缺乏连贯性”【．J。

2、语言基础不好，缺乏提高写作能力的动机

和兴趣。根据朱菊芬对非英语专业新生英语学习

现状的调查，中学阶段学生在阅读、听力、词汇、语

法、写作中，语法收获最大，而写作技能最弱。到

大学后，对于自己最想提高的技能，写作在五项技

能中处于最后【5J。而石永珍做的调查则显示：大

学生在英语学习中接受性的听和阅读活动开展的

相对较多，而产出性的说和写非常有限¨J。学生

这种学习愿望和努力方向的转变，直接从主体上

弱化了对于提高写作能力的兴趣和动机。体现在

学生作文中就是语法、词汇选择、句式应用、中文

表达等毛病屡见不鲜；即使没有语法弊病的作文，

又会有语篇、语体上的问题。

3、大学生缺乏足够的英语写作技巧也导致了

他们的写作能力不高。毛荣贵和Houston归结为

不懂得使用主题句，代词指代不明，简繁不当，套

话过多，修饰不清，文体定位不准等几个方面¨J。

这些也是学生习作中频繁出现的毛病。

除以上提及的因素之外，大学英语写作还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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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于其他一些因素，如：课时、班级、教材、评价机

制等。所以在外部条件难以短期内发生改变的情

况下，就需要英语学习者和教师针对以上的问题，

采取有效的写作策略。

二、可选的写作策略及活动

写作策略(Writing Strategy)是学习者在整个

写作过程中从构思、搜集素材、撰写草稿、修改、评

价作品所采取的有目的的行动和思维。它既包括

对新信息的分析、组织、评估的思维，又包括随后

所采取的行动。写作作为一个主体性很强的活

动，从过程来考察更能看出其涉及的要素，如：写

作前准备；计划构思；正式写作；写后润色；评价。

所以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写作所包括的策略。

1、写作前阶段：(pre—writing)搜集材料。通

常可以采取的策略有：(1)自由讨论(brainstorm—

ing)。学生就某一写作话题列出尽可能多的观点

(内容)，无须注意其组织、句子结构或拼写问题。

(2)思考／反思(think／reflect)。即学生在平时要

养成勤于思考的习惯，同时对写作话题涉及的内

容能够进行有系统、有创见、有分析的客观思考。

(3)速记想法(jot ideas)。学生准备一个笔记本，

把自己在生活中的瞬间的感悟、想法或好的句子

随时随地记下来，这样一旦写作的素材积累到一

定的量，只要适当展开就可以构成一篇有实在内

容的作品；这样可以避免具体写作时“挤牙膏”和

凑内容的做法，还可以养成良好的写作习惯。

(4)阅读／探究(read／research)。通过阅读来扩展

思路。因为语言输出要有大量的输入作基础，与

其在考试时冥思苦想、无从下笔，不如在平时就某

些主题找些范文读一读。通过阅读报刊杂志上的

相关文章，既可以学习有关的表达以及文章构思

的技巧，也可以积累不同主题的素材，以便查阅。

用阅读来促进写作并不新鲜，许多名人大家都是

从模仿起步的。

2、构思(planning)：使用适当的结构把前一

阶段准备的素材组织起来进行写作。可以采用如

下策略：(1)构建轮廓(outline)，也就是列出文章

的分要点。目的是做到纲举目张，层次清晰，同时

整理思绪和写作内容，建立思维网络。学生要尝

试使用把文章的内容按照写作的要求，分成几个

有力支撑中心的要点，即每个拓展段的主题句。

(2)绘图构思(mapping)。用视觉形式组织思路，

能够激发作者衮分联想。绘图往往从中心开始，

把主题写在一个圆圈里。然后从这个圆圈勾勒出

几个放射形分支作为主要的分论点，分论点又可

以有更多的论据细节。(3)考虑写作目的、读者、

人称、文体、格式等因素。这些因素都在某种程度

上决定最终的作品能否被接受，写作目的能否实

现，是必须考虑的。

3、写作(drafting)：这是一个一方面写下已有

的想法，另一方面不断思考新观点的过程。其包

括的策略有：(1)开放式自由写作(free writing)。

草拟初稿时可以采用这种开拓思维的方法。选好

题目，构成框架后，就要不停地写下去，把头脑中

闪现的所有内容和细节都记录下来。在写的过程

中，不管拼写、标点、语法的正误，也不回头阅读和

修改写过的文字，任凭思绪随着联想拓展。(2)

协作策略(collaborative)。初稿拟就以后，可以就

内容和形式找同学、朋友和老师提建议。丰富自己

的想法，完善结构。(3)修改策略(revision)。修

改应该从意义和形式上分别着手。在意义上．主

要考察和审视内容、细节对主题的发展作用，能否

突出中心，深化主题；形式上，除了组织结构、语

法、拼写和中文表达外，主要是语篇衔接。

4、写后阶段(Post—writing)：准备公开作品。

当学生写作是为真正的交际目的且心中有特定的

读者时，他们渴望对作品进行再加工，以期宣读或

发表。这一阶段涉及的策略有：(1)准备最后的

成稿。学生认真书写或使用文字处理软件来完

成，看到自己的作品以整洁和悦目的形式呈现出

来，是一种很好的动机和兴趣激发。(2)决定作

品和大家分享或发表。和别人分享作品可以让写

作者拥有读者、听众，体验成功的感觉。学生可以

选择在讲台上大声地朗读作品，也可以自己决定

在更小的组或群体中和他人分享；还可以通过电

子邮件交流；或在班级布告栏、板报、校园网BBS

等指定栏目上发布。如果想发表，可以通过班级

作品集、校报、地方报、写作竞赛作品集、杂志等。

5．写作的评价(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 of

Writing)：对写作的评点应该做到经常化。形式

可以是口头的也可以是书面的，内容包括写作的

过程：作品和态度。评价的方式可以结合学生自

我评价、同学评价和教师评价。通过写作、讨论让

学生形成对各种文体写作内在要求的认识，最终

由学生和老师一起决定出对写作的评价标准。

Langan曾提出文章的整体性(Unity)、论据的充分

性(Suppoa)、连贯性(Coherence)和句子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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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tence Skills)等四条作为文章修改的标准和

指导写作的原则【8】。这些在写作中都可以探讨

使用，写作后的评价重点是让学生参与其中，进而

对其写作的过程产生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学生的写作不一定是完全遵

循以上步骤的单一过程，各个阶段有时是交叉进

行的。另外，可以采取的写作策略也远不止这些，

像定时进行写作练习，与笔友交流，建立范文库，

模仿性练习等也是可取的一J。这些语言使用的

策略都需要结合具体的写作活动来实施。

写作作为一个高度复杂的思维过程，对学习

者的认知能力、思维能力、语言组织能力、监控能

力等都有相当高的要求。在整个写作的学习过程

中，写作策略起着极大的作用。学习策略可以依

据学习者的语言水平的高低而有所差别。例如

Rivers区别了技能获取(skiU—getting)和技能使

用(skiU—using)策略。在其理论中，技能获取策

略强调对语言进行理解的操作方式；技能使用则

强调使用语言编码来表达或进行有目的的真实交

流。技能使用阶段的策略主要发展学习者的灵活

性(flexibility)和创造性(creativity)能力。Rivers

认为教师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如何有效的把上述两

个阶段的空白填起来¨引。因此，作为大学英语教

师和学习者，可以一方面尽量减少形式化、缺乏意

义的练习，选择在真实情境中有意义、个性化的写

作活动，并努力注意到形式上的完备；另一方面使

写作任务尽可能多样化、富于创造性，力争在写作

者能力范围内灵活地使用写作策略进行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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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ge English Writing Dilemma and Suitable Writing Strategies

from the Learner Perspective

CHEN Yah——long

(College English Department of Yanche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diangsu Yancheng 224003，China)

Abstract：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glish learners，the major eoUege English writing difficulties involve the influence upon think·

ing of Chinese and English difference，weak language competence，and a lack of writing skills．To solve the above problems，

learns should be equipped with appropriate writing strategies which need to be combined with certain writing activities。By using

the writing strategies effectively and flexibly in real context，learners will internalize them．

Keywords：language learner；cortege Enghsh writing；dilemma；writing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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