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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学生英语写作现状

根据《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的要
求，听、说、读、写是初中生英语学习中必
须熟练掌握的四项技能。对母语为非英语
的中学生而言，需要具备一定基础词汇
量，运用系统的语法规则将零碎词汇串联
成完整句子，还要顾及句子之间的衔接，
段落的语境乃至整体行文的逻辑，完成语
言学家David Nunan 所提出的“a co-
herent， fluent， extended piece of
writing”［1］，着实是一项艰巨的挑战。

在目前缺乏语言环境的情况下，中学
生英语写作普遍存在三方面问题。首先是
词汇贫乏，受中式英语的思想桎梏，缺乏
逻辑性和语言组织能力。其次是思维僵
化，欠缺清楚完整地表达观点，用理论去
证明、补充观点，用细节描述使观点令人
信服的能力。最后是写作习惯不良。审题
不清，格式错误，轻视标点，书写潦草这类
问题频发，主要归咎于学生未养成良好的
英语写作规范［2］。

二、英语写作中思维能力的
定义

思维品质有高低能力之分，跟读，背
诵等记忆型的能力属于低层次思维能力
的范畴。

甘莉在《英语写作教学中学生思维能
力的培养》中曾对英语写作中所需思维能
力进行定义。高层次思维能力可细化为几
个方面：思维的包容性，即涵盖要点却不
失重点，使写作主题鲜明；思维的深刻性，
即在写作构思中充分挖掘写作目标的内
涵，透过现象看本质；思维的逻辑性，即能
对复杂的抽象信息做分析整合，确保文章
的条理性；思维的正向迁移性，指利用学
生之前所积累的语言知识为英语写作奠
定良好的基础，帮助其物色到合适的文化
素材，词汇句式和匹配的语法。最值得关
注的是思维的发散性，举一反三的发散性
思维，联系生活实际的创造性思维，都能
为一篇优秀英语习作的诞生助力。

三、英语写作教学中提升
低层次思维能力的策略

低层次思维能力的发展是学生英语
写作的基础。教师在日常课堂教学中，需
要对学生进行识记、理解和应用能力的锻
炼。结合教学实践的经验，以下策略可以
提升学生低层次思维能力，为英语写作打
下基础。

1.识记经典，活学活用
教师可以利用手头文本资源对学生

进行基础语言输入。文本资源的类型要多
元化，可以是阅读中难度适宜的短文，报
刊杂志中的经典摘要等。只要是适宜中学
生英语学习进度的素材即可。当学生循序

渐进完成大量阅读后会逐渐形成语感，对
语言的输出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可以说
是一个量变促成质变的过程。

教师还需进行语篇的筛选，挑选出重
点词汇，句型和框架结构，让学生进行针
对性阅读理解和背诵。

例如词组“with the development
of”可以用来描述随着事物的发展的大背
景，常与“science”“technology”等多种
名词搭配，适用于多种文体的开头。课后
教师布置相应仿写练习，以类似话题要求
学生学以致用。最后，教师根据学生的仿
写情况给予有效评价，让其知晓不足。

同时，好词佳句，美文语段的理解背
诵是一种高效的记忆式语言输入。在提高
学生低层次思维能力运转速度的同时，对
重点知识更加印象深刻，从而快速进入写
作状态。

2.注重积累，拓宽思路
中学生英语写作常常会涉及许多高

频词汇和句式用法。不少学生词汇贫乏，
句式老套，使得习作味同嚼蜡难获得高
分。

避免千篇一律的写作，日常积累必不
可少。以形容词为例，当夸赞极好的事物
时 ，许 多 学 生 惯 用“very good”或 是

“very nice”，这些词汇用者甚多难以出
彩，在文中频繁使用更显累赘。此时教师
可以帮助学生熟记多样的近义形容词，如

“fantastic”“fabulous”“gorgeous”等 ，
能使写作增色不少。

四、英语写作教学中提升
高层次思维能力的策略

低层次思维能力的提升主要依靠识
记和理解等记忆性的锻炼，高层次思维能
力则更重视学生抽象逻辑思维和情感态
度的综合应用。以下是培养学生英语写作
中高层次的思维能力的几种可行的策略。

1.创设情境，激活思维
提笔时无话可写是很多学生的通病，

因此需要创设情境。情境的创设可借助多
媒体影音资料，最直观地打开学生的视
野。

以习作《My Summer Vacation》为
例，教师可提供一段游记的小视频，如参
观景点、爬山钓鱼等，引导学生描述视频
内容并鼓励其补充更多细节，如“How
did he feel？Can you guess？”激发学
生更多写作灵感。也可让学生将自己与视
频主人公的假期生活进行对比，从异同点
出发谈感受，从而激发共鸣，降低写作难
度。

除多媒体手段辅助外，互动也是教师
写作课堂上创设情境的好帮手。教师以特
定任务为课堂中心，营造一个气氛愉快，
能给予支持的合作性的环境，从而使写作
任务有一个真实目标。以《My dream
park design》为 例 ，教 师 先 以 My

dream park 为主题，要求学生围绕主题
进行头脑风暴（brainstorm），尽可能多
的联想到公园的基础设施，调动每个学生
积极性。接下来教师要求学生小组合作，
在纸上描绘理想中的公园，并在设施上标
注单词，并尝试用There will be……的
句型口头造句。熟练的口语表达后，学生
写出介绍公园的段落，最终以小组代表上
台展示画作介绍的方式评选出最佳公园。
整个活动过程中，思维火花的碰撞能衍生
出很多适合写作的素材，学生的口语交际
能力，逻辑思辨能力与合作探究能力也得
到了有效锻炼。

2.抛砖引玉，理顺思路
通过情境和互动交流，学生对于写作

主题有了一定想法，但思维仅停留在创作
的灵感和意愿上是不够的。教师可以通过
问答形式，潜移默化地帮助学生回忆起已
习得的知识点，有条理地做好信息整合和
细化，从而搭建起文章架构。问题的设置
要遵循三个原则。首先，问题必须紧扣写
作主题，层层递进，由浅入深，由点及面，
帮助学生理清思路。其次，问题的设置多
为开放式，需要学生开动脑筋，而不是简
单地回答是或否。最后，考虑问题的全面
性，能够从多方面丰富写作内容，起到帮
助学生梳理归纳有效信息的作用。

以《My favorite person》为主题的
作文为例，教师可以请一位学生并提问，

“Who is your favorite person in
the class？”待学生回答完毕，进一步发
问，“ What does he/she look like？”，
由学生回答，相互补充，引出更多写作元
素。之后抛出第三个问题，“What does
he/she like？”，让学生向所指对象提问，
如“Do you like watching TV？”并记
录要点。最后教师写下 favorite这个单词
着重强调，并抛出最后一问，“What is
he/she like？”学生回答“He is friend-
ly”。教师可抓住学生回答中的要点抽丝剥
茧 ，“Why do you think so？ Does
he often help you？ Which part？
Study or daily life？”逐步细化学生所提
供的信息。经过问答，学生能逐步形成清
晰的写作思路，从而实现更加成熟的语言
输出。

中学生英语写作中思维能力的培养
无法一蹴而就，而是细水长流循序渐进的
过程。了解学生的思维差异，关注学生思
维能力的发展，努力探索引导策略，相信
教师的写作教学必然能更上一层楼，学生
的写作思维能迸发更璀璨的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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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生英语写作能力是其综合语言应用能力的展现。因此，写作教学成为了
中学英语教学中至关重要的环节。活跃的思维是语言输出的催化剂。王蔷老师提
出思维品质是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的四大主要构成之一，其与英语写作教学有着
密切联系。教师在英语日常写作课堂中，如何在提升学生识记理解的低层次思维
能力的同时点燃高层次思维的火花，是非常值得探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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