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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阐述英语写作实践的重要性；认为其语写作不仅是一种能力，在整个其语学习中能起到多方面的促进作用。写作 

训练在 目前教学环境下可行、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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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英语教学 目的是培养学生听、说、读、写、译的 

能力。而笔者认为：最能反映学生英语水平的是写作， 

写作不仅是一种能力，在学生的整个英语学习中能起到 

有力的促进作用。写作能力的提高有助于外语能力的 

全面发展，为迎合新世纪外语教育发展需求，加强学生 

的写作训练十分必要。 
一

、 写作能强化所学语言知识 

通过 中学到大学近 8年的学习，学生 已掌握 

2(130—4 o。0个单词，学完全部基本语法，大量的单项语 

法词汇练习，如多项选择、联词成句、改写句子、句型转 

换使学生掌握了一定量单词的含意、拼写及搭配，而他 

们具有的语法知识更让英美人自叹弗如，教学中笔者发 

现词汇和语法的单项练习对大多数学生并不困难。而 

在学生一旦进入实际写作，即使只要求他们写一个段 

落，大多数学生也感到无从下手，勉强成文也让人几乎 

无法读懂。文中所用词汇极为贫乏，且用得不贴切、不 

得体、不正确，语法错误更是层出不穷。这无疑是缺乏 

语言宴践造成。要解决这种知识和能力的分离现象，应 

尽早展开对学生的写作训练。因为写作是词汇语法知 

识最好的强化方式。语言知识的盘活，只能在语言运用 

的过程中实现。专家认为：当学生用英文表达意思，不 

得不主动地调用已学过的英语知识，斟酌语法规则的运 

用，琢磨词语的搭配，掂量词句写作的确切性和得体性， 

所以写作可以使语言知识不断巩固和内在化。 

二、写作有助于提高阅读效果 

大学英语肌总体上看，长期以来一直是阅读型教学 

占主导地位。的确阅读能力是学生应具有的重要能力， 

且在英语学习中起着重要作用。但在很多时候，阅读的 

功能被单一化。阅读被称为阅读理解(Readi豫 coraiae． 

1m i硼)，造成学生误以为理解是阅读的唯一目的。他 

们会在语言理解完成后，抛弃语言形式，或只吸收极少 

的语言形式，因而“习得”的速度、质量和数量得不到保 

障。展开写作实践能大大改变这一状况。学生在这种 

输出中痛感词不达意，于是便会对英汉表达的不同方式 

变得尤为敏感。这种敏感使他们在阅读中不仅注意到 

语言意义，同时也会留心表达意义所用的丰富的语言形 

式。这就确保了学生能从语言输入中获得足够的语言 

吸收。 

三、写作促进学生在英语学习中的记忆和背诵 

任何一种语言符号都由某个社会约定俗成，符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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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和义的结合是一个语言社团的人们长期形成的习惯。 

因此，在语言学习中，并无多少推理或举一反三，更多的 

是模仿或记忆。花大量时间给学生讲解语法及词语如 

何搭配，不如记忆一些句型、习惯表达法、固定短语。在 

非目的语的学习环境中，是否有足够的记忆活动，特别 

是有意识的记_乙是学生语言学习成败的关键。我国传 

统的语言学习法一 背诵，使学习者有意识和无意识地 

记住了很多句型、固定短语、习惯表达，还培养了英语语 

感。背诵是把短期记忆转为长期记忆最有效的方法。 

背诵尽管备受英语教师推崇，却难以在非英语专业学生 

中得到响应。重“输人”，轻”输出”的趋向使学生缺乏语 

言运用机会，即很少有机会将 }￡的东西激活运用。背 

诵自然就显得可有可无，很难成为学生的自觉行为。笔 

者在最近辅导学生写作时，欣喜地注意到一个现象，在 

写作初期，学生习作中反映出来的问题是词汇贫乏、句 

型单调和中国式英语。一段时间以后，习作中的词汇、 

短语和句型逐渐丰富，一些习作中开始出现非常地道、 

优美的句子。经询问，这些句子全部来自于英美原文， 

由学生背诵而得，然后恰到好处地运用到自己的文章 

中。可见写作活动让学生感到自己大脑里的“一片空 

白”开始有意识记忆和背诵活动，再把记忆背诵的东西 

用于自己的文章，由此叉尝到这种活动的“甜头”。写作 

让学生把记忆背诵出来这一“苦事”转变成了自觉行为， 

使英语学习不再浮于表面，坚持下去会让学生感到实买 

在在的进步。 

四、写作有助于学生产生学习动力 

有人把外语学习分为三个阶段，即基础阶段、中级 

阶段和高级阶段。在基础阶段(中学)，学习者获得一定 

的感性认识 打下了一定的语言基础。此时学习者开始 

进 外语学习的中级阶段(大学阶段)，在这个阶段，学 

习者往往会产生一种学习进步不大的感觉。这主要是 

因为教师在教学中仍然停留在输入语言知识上。对学 

生没有及时提出此阶段学习的明确目标，投有将教学重 

点 语言知识的传授转移到语言运用上来。桂诗春在 

昏 理语言学》中谈到语言学习与外语教学时认为：“外 

语学习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发展的渐进过程，促使其发 

展的动力是外语的不同阶段的功能要求；如果每个阶段 

不能及时提出新的功能要求作为目标，学生就不能向这 

个目标前进”。实际上在这个阶段，学习者已经有了运 

用语言的要求。教师应不失时机地迎合学生的要求，开 

始着力培养学生口笔头，尤其是笔头运用语言的能力。 

把已有的语言知识运用于实践中，这样一方面可让学生 

明显感到此阶段的外语学习不同于前一阶段，让学生对 

外语学习重新产生新鲜感；另一方面，学生在实践中会 

感到以前所学知识大有用武之地，并同时感到不足，从 

而产生新的学习积极性。在写作练习初见成效后，学生 

会产生一种新的成就感。这种成就感在外语学习中必 

不可少。 

五、写作可作为培养学生交际能力的突破口 

学语言离不开环境，外语学习者如缺少目的语环境 

的支持，很难成就完全意义上的交际能力。要让一个人 

尽快掌握一门外语，最好的方式莫过于绐他提供一个有 

交际的环境。这种环境需要满足几个条件：第一要有交 

际的事情，第二要有交际的人。“说”和“写”都是学习者 

应掌握的交际手段。但我国现有的教学环境较适合 

“写”这一技 酬I陈 的展开。学生通过大量阅读英美原 

作和写作实践，其笔头交际能力完全有可能达到相当水 

平。但“说”的训练环境多半不能满足这一条件，最简单 

的如机场接人、预定房间这类交际的事情学生也少有机 

会接触。在写作中交际的对象可以假想，也可以实际存 

在，而口头交际的人必须实际存在，这个交际对象只能 

以你的目的语为母语的人才最理想。尽管我国对外交 

流不断增加，来华英美人越来越多，但要让学生经常能 

找到这种口语操练对象也不太可能。另外 口语训练还 

受到其它因素影响和限制，如学生顾及面子，存在怕犯 

错误不敢开口的心理。外语教师自身水平也有待提高。 

而且因外语教学课堂多为大课堂，且课时偏少等，口语 

训练的教学目的难以成就。写作训练则可在课堂上或 

课堂外进行。“写”可以是个人行为。教师提供的反馈 

可以面对全班，也可针对个人，学生乐于接受。总之，写 

作训练在现有的教学环境中展开会更有效、更具可行 

性。因此可把写作训练作为培养学生交际能力的突破 

口。这样教学中可扬长避短：扬学生观察力、理解力、概 

括力和吸收力强之长，避成年人模仿力较儿童差及缺乏 

目的语汇环境支持之短。从而使学生首先获得笔头交 

际能力。至于口头交际能力，营造适当的交际环境，成 

就这种能力也不是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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