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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职英语教学以学生职业需要和发展为本位，在人才培养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以输入－输出

理论为基础，分析高职英语写作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并从写作素材输入、语言输出方式、教学实施策略三

个方面探讨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有助于增强高职英语写作教学效果，促进学生写作能力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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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门公共基础课程，高职英语教学以学生职

业需要和发展为本位，既服务专业，又贴近职场，在

人才培养中发挥积极作用。２０１０年，教育部发布的

《高等职业教育英语课程教学基本要求》明确提出：

“高职英语课程不仅要帮助学生打好语言基础，更要

注重培养学生实际应用语言的技能，特别是用英语处

理与未来职业相关业务的能力。”［１］英语写作作为一种

语言输出形式，是英语语言应用的基本技能之一，也

是高职英语教学中最薄弱的环节，英语教学存在输入

与输出不平衡状况。本文以语言输入－输出理论为切

入点，着眼当前高职英语写作教学现状，探讨高职英

语写作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一、二语习得中的输入与输出理论

根据现代语言习得研究成果，语言输入是 “语

言输出、语言表达的先决条 件”［２］，而 语 言 输 出 是

输入的根本目的，“对输入具有反拨作用”［３］。

语言 学 家 克 拉 申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Ｋｒａｓｈｅｎ）的 监 控

理论包括习得－学习差异假说、输入假说、自然顺

序假说、监控假说和情感过滤假说等五个假说，在

二语习得研究领域影响深远。输入假说是该理论的

核心，认为足量的可理解性语言输入是语言习得的

理想条件：一方面，输入的材料要有可理解性，不

能太难也不能太简单，即著名的 “ｉ＋１”模式，“ｉ”

代表学习者当前的语言水平，“１”代表略高于学习

者当前语言水平的语言材料，需要借助已有的语言

知识和语境进行理解，激发学习者对输入的语言感

兴趣，并 自 觉 地 对 语 言 的 意 义 进 行 加 工；另 一 方

面，输入的材料要在量上确保充足，同时进行大量

练习并内 化 吸 收，学 习 者 的 语 言 水 平 才 会 从 “ｉ”

向 “ｉ＋１”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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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 家 斯 温 （Ｍｅｒｒｉｌｌ　Ｓｗａｉｎ）在１９８５年 提

出著名的语言 “输出假说”，并于１９９５年重新梳理

了语言输出的三种功能，即 注 意／触 发 功 能、假 设

检验功能和元语言反思功能。她认为 “学习者在语

言习得的过程中不仅需要充足的输入，而且需要在

巩固操练环节中进行大量的语言输出来验证输入的

语言信息的理解和吸收程度，检测对语言知识的内

化和运用程度，反思自己在语言习得过程中存在的

问题并及时纠正，从而不断提高语言运用的流利度

和准确度”［４］。英语写作需要 可 理 解 的 输 入，同 样

需要可理解的输出。

二、写作教学研究的背景

写作是运用语言知识准确表达和交流的重要方

式，涵盖单词拼写、标点符号、句子结构、文章架

构、语言形式等多种规则，是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的

重要体 现。目 前，高 职 英 语 教 学 中 普 遍 存 在 轻 写

作、厌写作的现象，写作教学效果不理想。

（一）生源现状

多数高职学生英语水平偏低，突出表现在三个

方面：一是基础知识不扎实。多数学生语法、词汇

掌握不 牢，写 作 时 句 子 中 单 词 词 性、单 复 数 不 清

楚，语态使用混乱，主谓不 一 致，句 子 成 分 残 缺，

句子时 态 混 乱，拼 写 错 误、词 语 误 用 现 象 比 较 严

重。二是学习态度不积极。多数学生对写作缺乏目

标和兴趣，未能养成良好的写作习惯，平时不用心

积累语言素材，缺乏英语文化背景知识，课堂上不

积极主动参与讨论，缺少相关的可理解性语料输入

和充分的写作训练，不能领会把握写作技巧、特点

及相关注意事项。三是输出效果不理想。英语写作

是一个既复杂又枯燥的学习过程，学生自主学习能

力偏低，受母语思维方式影响较大，再加上不熟悉

英语的篇章结构和思维模式，写作时往往东拼西凑

或借助于汉语进行翻译写作，语篇衔接不当，条理

不清晰，逻辑 不 严 密，语 义 不 连 贯，内 容 空 洞 无

物，错误百出，更缺乏创新性和独特性。

（二）教学现状

写作能力的锻炼和培养备受师生 双 方 的 重 视，

但在目前英语教学中，写作教学仍存在诸多 问 题。

一是教学模式不适应。高职英语授课班级一般人数

较多，写作教学多采用 “命题材料—学生写作—教

师批改”的模式。这种模式忽视学生的生活经验和

英语基础，写作 难 度 往 往 与 学 生 的 写 作 能 力 不 相

称，很难做到因材施教；多数学生只是为了考试而

“套模板、抄例句”进行写作练习，缺乏个性 和 创

新；教师批改时大多把重点放在语法、词汇、拼写

等，忽视了篇章结构和思想表达的指导。二是训练

内容比重不合理。在高职英语教学中无专门写作教

材，写作内容是依据每个单元的话题，散插在各单

元最后部分，往往被视为对话、阅读理解的附加部

分，通常与语法讲解作为同一授课模块。因为语法

内容多、学生人数也多，写作的时间大多被挪用来

讲解语法、操练语法，写作训练常常是笼统讲解或

布置为课后作业。三是缺乏互动式讨论。高职英语

教学中一般没有专门写作课时，课堂上教师很难充

分与学生互动式地讨论作文结构布局、时态、词语

运用，很难充分引导学生对写作话题进行思考并提

出见解，学 生 缺 乏 可 理 解 的 输 入，对 写 作 望 而 生

畏，感到无从下笔，或者下得了笔却 得 不 到 高 分，

严重挫伤了写 作 学 习 积 极 性。四 是 写 作 体 裁 不 全

面。教师对应用性体裁文章讲授得不够全面，每个

学期一般只计划８篇 （含 段 落 写 作），且 主 要 是 填

写表格、贺卡、名片、电子邮件、感谢信、邀请信

等。贴近工作生活实际的重要应用 体 裁，如 广 告、

备忘录、商务报告、履历表、会议纪要与议程安排

等往往未被系统讲解，因此学生对英语写作教学的

满意度低，兴趣不高，教学效果与教学目标之间存

在较大差距。

三、写作教学问题解决方案

要突破写作教学 中 学 生 “不 会 写” “写 不 出”

等现状，教师应改变传统教学方法，优化教学实施

策略，在提供恰当充分输入材料的基础上，给学生

设计符合语言水平的输出任务，并给予及时地输出

指导和帮助，促进知识转化，实现有效输出，提高

英语写作能力和水平。

（一）注重写作素材输入

“输入应符合输出要求，教师想让 学 生 有 什 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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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输出，就需要进行相应的输入，否则学生的输

出就达不到期望值。”［５］高职英语教学要把握阅读材

料、视听资料、美文背诵这三个重要环节。

一是阅读材料。高职英语教材中的单元主题阅

读篇章，题材内容丰富，篇章结构严谨，用词规范

准确，难易程 度 适 中。教 师 应 紧 扣 高 职 英 语 实 际，

力求实现有效输入。如，在单元基础写作 《Ｍｙ　Ｈｅ－
ｒｏ》练习前，教师可有针对性地选择 《２１世纪实用

英语基础教程》第１单元中阅读课文Ｔｅｘｔ　Ａ：Ｙｏｕ

Ｃａｎ　Ｂｅ　ａ　Ｈｅｒｏ，Ｔｏｏ进行阅读教学。首先，以探讨

式的问题 “Ｗｈａｔ　ｅｘａｃｔｌｙ　ｉｓ　ａ‘ｈｅｒｏ’”引导学生思考

和讨 论，激 活 他 们 已 有 的 认 知 结 构；围 绕 “Ｗｈａｔ

ｄｏｅｓ　ｉｔ　ｍｅａｎ　ｔｏ　ｂｅ　ａ　ｈｅｒｏ”和 “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ｓｏｍｅ　ｗａｙｓ

ｙｏｕ　ｃａｎ　ｂｅ　ａ　ｈｅｒｏ”两条主线详尽讲解，阐明文章主

题，促进学生对课文的理解把握，同时适当强调文

中相关语言信息，引导学生关注具有特定语言特征

的语言 形 式，如 定 语 从 句、虚 拟 语 气、强 调 句 等，

丰富写作句型和内容。其次，通过引导学生摘抄好

词佳句，促进掌握和使用英语句式和不定式、动名

词、分词等 各 种 形 态，力 争 做 到 用 词 准 确、考 究、

生动、地道，增强语句的表现力，提高输出的准确

性和精 准 度。最 后，引 导 学 生 阅 读 课 文Ｔｅｘｔ　Ｂ和

Ｔｅｘｔ　Ｃ，进一步加深对单元写作主题的理解。“输入

少也是输出差的原因。”［６］因此，充分利用课文中拓

展性的阅读文章，既能 为 写 作 提 供 语 言 知 识 储 备，

又能拓展写作素材，激发学生的写作兴趣。

二是 视 听 资 料。单 元 视 听 片 段 语 言 地 道、生

动，内容涉及广泛，涵盖时事要闻、经典案例、名

人演讲、科学技术等主题，富 有 知 识 性、趣 味 性、

科学性，有利于扩大学习者的知识面，增强语言文

化素养。特别是短小精炼、通俗易懂 的 视 听 素 材，

既能让学生尽快进入具体语言情境，了解外国文化

背景，理解和记忆与主题相关的语言知识，又能充

分发挥其融字幕、声音、情节、画面于一体的输入

优势，创建轻松学习环境，激发学习热情，培养写

作兴趣，增强教学的有效性和趣味性。教师要充分

利用相关视听素材，为学生构建 “多模态”的语言

输入环境，用听觉和视觉感知大量语言材料，将传

统的 “文字输入”转 变 成 “视 听 输 入”，并 在 “视

听输入”过程中设计写作任务，用立体性的知识呈

现方式，引导学生积极思考，在体验真实语料中学

会自主建构写作知识体系，从而提高英语语言输出

能力和思辨能力。

三是美文背诵。有意识的背诵输入能增强学习

语感，积累语言素材，拓展知识范围，促进语言习

得，对英语 写 作 起 到 潜 移 默 化 的 作 用。根 据 “ｉ＋

１”模式，选择背诵的文章篇幅不宜过长，语 法 不

应太复杂。教师应按照任务与需求相适应的 原 则，

根据高职学生的能力和水平，有针对性地选择一些

好的文章、段落、章节，满足学生的背诵需求，促

进学生熟练掌握一些常用句型、过渡词语、美言佳

句并融会贯通，既保证句子表达正确、优美，过渡

自然、连贯，举例恰当、有说服力，又能提高写作

速度，增强写 作 信 心。如，新 东 方 英 语 背 诵 美 文

“Ｉｆ　Ｉ　Ｒｅｓｔ，Ｉ　Ｒｕｓｔ”中片段：“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ｋｅｅｐｓ　ｂｒｉｇｈｔ

ｔｈｅ　ｋｅｙ　ｔｈａｔ　ｏｐｅｎｓ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ｓｕｒｙ　ｏｆ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含

定语从句的励志佳句）．Ｉｆ　Ｈｕｇｈ　Ｍｉｌｌｅｒ，ａｆｔｅｒ　ｔｏｉ－
ｌｉｎｇ　ａｌｌ　ｄａｙ　ｉｎ　ａ　ｑｕａｒｒｙ （介词短语作插入语补充句

意），ｈａｄ　ｄｅｖｏｔｅｄ　ｈｉｓ　ｅｖｅｎｉｎｇｓ　ｔｏ　ｒｅｓｔ　ａｎｄ　ｒｅｃｒｅａ－
ｔｉｏｎ，ｈｅ　ｗｏｕｌｄ　ｎｅｖｅｒ　ｈａｖｅ　ｂｅｃｏｍｅ　ａ　ｆａｍｏｕｓ　ｇｅｏｌｏ－

ｇｉｓｔ… （三 个 含 非 真 实 条 件 状 语 从 句 的 名 人 例

子）”［７］。教师还可积极引导学生背诵、积累名言谚

语，如 “Ｅａｓｔ　ｏｒ　ｗｅｓｔ，ｈｏｍｅ　ｉｓ　ｂｅｓｔ”（东好西好，

还是家里好）、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ｍａｋｅｓ　ｐｅｒｆｅｃｔ” （熟能生

巧）、 “Ｌｏｏｋ　ｂｅｆｏｒｅ　ｙｏｕ　ｌｅａｐ” （三 思 而 后 行）、

“Ｐｒｉｄｅ　ｇｏｅｓ　ｂｅｆｏｒｅ　ａ　ｆａｌｌ”（骄者必败）等。“谚语

和名言是语言的精华，寓意深刻、表达隽永。英语

写作中如能适当地引用一些谚语或名言表达观点，

既可为 文 章 增 辉 添 彩，又 容 易 被 读 者 所 接 受。例

如，将紧扣主题的谚语或名言应用到文章的开篇段

或结论段的写作中，便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８］

如，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　ｐｒｏｖｅｒｂ　ｔｈａｔ　ｇｏｅｓ　ｌｉｋｅ　ｔｈｉｓ“Ｌｉｆｅ

ｉｓｎｔ　ａ　ｂｅｄ　ｏｆ　ｒｏｓｅｓ”．Ｉｔ　ｉｓ　ｔｒｕｅ　ｔｈａｔ　ｉｔ　ｉｓ　ｌｉｋｅｌｙ　ｆｏｒ

ｅｖｅｒｙｏｎｅ　ｔｏ　ｍｅｅｔ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ｉｅｓ　ｉｎ　ｌｉｆｅ．
（二）注重语言输出方式

一是复述。通过复述，把文章内容变为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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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并重新表 达 出 来，可 以 帮 助 学 生 深 入 理 解 内

容，提高 运 用 语 言 的 能 力，是 积 累 和 运 用 语 言 材

料、实现语言输出的一种重要方式。教师应根据课

文和学生情况选择多样化的复述方法，如提 纲 法、

图表法、关键词法、问题引导法等，为学生提供口

头表达的机会，改变当前教学中学生一味听教师讲

规则要求、说注意事项的传统做法，充分调动学生

参与复述操练活动的积极性，引导学生养成在写作

前构思文章结构和主旨大意的意识，提高英文写作

的谋篇布局和遣词造句的能力。“学好英语不仅要

提高语言能力，而且应增强语用意识，不断在英语

学习中培养语用能力。”［９］在复述过程中，教师应给

予学生及时恰当的指导和反馈，以自然、合适的方

式对学生的语用失误加以纠正，提高语法知识和语

言形式的正确使用率，培养未来职场英语综合运用

能力。

二是讨论。深入讨论能集思广益，是英语写作

课堂中有效的 教 学 方 法，可 以 活 跃 学 生 的 写 作 思

维，帮助他们进一步理解写作题目的内涵，让他们

在师生互动或生生讨论中厘清写作思路、明确规范

要求。为提高讨论实效，教师应紧扣本单元中心话

题，结合学生的实际水平以及接受能力，提供相关

资料供学生思考和讨论。如，《２１世纪实用英语综

合教 程１》中 Ｕｎｉｔ７：Ｅｘｅｒｃｓｉｅ　１０的 讨 论 主 题 是

“Ａ　ｓｍｉｌｅ　ｉｓ　ｗｏｒｔｈ　ａ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　ｗｏｒｄｓ”，这 个 主 题

很有深度，很值得探讨。围绕该主题讨论时，教师

可 提 供 “ｍａｋｅ　ｓｂ．（ｓｔｈ．）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 ｂｅｙｏｎｄ

ｗｏｒｄｓ／Ｉｔ’ｓ　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　ｍｏｒｅ”“ｓｐｅａｋ　ｌｏｕｄｅｒ　ｔｈａｎ

ｗｏｒｄｓ／ｃｏｏｌ　ｓｂ．’ｓ　ａｎｇｅｒ／ｍａｋｅ　ｌｉｆｅ　ｅａｓｉｅｒ”“ｂｅ　ａ

ｂｒｉｄｇｅ／ｆｏｒｇｉｖｅ／ｗｅ　ａｒｅ　ａｌｌ　ｈｕｍａｎ” “ｂｅ　ｆｏｒ　ｅｖｅｒｙ－
ｏｎｅ／ａ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ｗｅ　ａｌｌ　ｓｈａｒｅ／ｓｅｎｄ　ａ　ｍｅｓｓａｇｅ　ｍｏｒｅ

ｐｏｗｅｒｆｕｌ　ｔｈａｎ　ｗｏｒｄｓ”［１０］四个模块的句型和短语供

学生选择吸纳。讨论时，教师只需适 时 旁 征 博 引，

及时掌握学生思想的闪光之处，适时予以赞扬与肯

定，尽力创设宽松、愉快、平等的讨论情境，使师

生共同置身于语言交际的教学环境，让学生在交互

式讨论中学会用英语各抒己见、表现自我，亲身体

验合作学习和知识建构的过程，取长补短，拓宽思

路，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写作的知识要点，锻炼思辨

能力和提炼论点的技巧，从而真正把讨论活动的课

堂还给学生，增强语言输入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进

而提高语言输出的有效性。

（三）注重教学实施策略

一要注重课堂导入。课堂导入是写作教学的必

要环节，也 是 教 师 介 绍 写 作 背 景、主 题 的 有 效 手

段，必须力求做到鲜明性、趣味性、有效性及多样

性。如，教学英 文 名 片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Ｃａｒｄ）的 写 作，

教师可先用视频导入，通过播放商务活动视频，让

学生了解在商务活动中交换名片是一项很流行也很

重要的活 动。接 着，用ＰＰＴ课 件 导 入，直 观 立 体

地展示名片上的信息：“①公司名称②本人姓名③
职位、职称、头衔④公司地址⑤电话号码⑥传真号

码⑦电子邮箱”［１１］，让学生全面熟悉名片的信息内

容。最后，设置问题导入，引起学生对名片写作的

思考，增强师生之间的交流互动，促进学生集中精

力、活跃思维、积极参与。

二要强化仿写训练。对多数高职学生来说，课

文仿写是最基本也是最有效的写作训练形式。教师

要充分利用单元精读课文后的微写作和应用文范例

引导学生有意 识 地 模 仿 并 勤 加 练 习，达 到 举 一 反

三、熟能生巧、灵活应用的效果。首先，要注重段

落仿写。教师可结合单元功能话题，对阅读段落设

置一些问题，激活学生相关背景知识，引导学生运

用英语进行有效的信息交流。如，《２１世纪实用英

语基础教程》Ｕｎｉｔ１中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１７段落写作问题：

“Ｗｈａｔ　ｄｏ　ｙｏｕ　ｔｈｉｎｋ　ｏｆ　ｗｈｅｎ　ｓｏｍｅｏｎｅ　ｍｅｎ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ｗｏｒｄ ‘ｈｅｒｏ’？Ｗｈａｔ　ｉｓ　ｙｏｕｒ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ｄ
‘ｈｅｒｏ’？Ｄｏ　ｙｏｕ　ｈａｖｅ　ａ　ｈｅｒｏ？Ｗｈｏ　ｉｓ　ｙｏｕｒ　ｈｅｒｏ？

Ｗｈａｔ　ｋｉｎｄ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　ｉｓ　ｈｅ／ｓｈｅ？Ｗｈａｔ　ｋｉｎｄ　ｏｆ

ｔｈｉｎｇｓ　ｄｏｅｓ　ｈｅ／ｓｈｅ　ｄｏ？Ｉｓ　ｈｅ／ｓｈｅ　ａ　ｇｏｏｄ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ｔｏ

ｙｏｕ？”［１２］这些启发式问题的设计可从 “ｈｅｒｏ”这个

概念的理解、解释入手，进而引导学生联系自己心

中的英雄，激活他们对 “ｈｅｒｏ”这个话题的已有知

识，为后面的仿写练习打下基础，有助于学生提炼

中心句和关键词，迅速进入写作环境，“集中精力

学习和理解产出任务所需要的语言形式和相关的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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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知识”［１３］。同时，教师要引导学生将答案串联起

来，借助已学语言形式和知识有意识地进行 仿 写，

通过提高语篇表达能力，达到语言素材、语法结构

及写作技巧的自然输入，让输入转化为有效的创新

性的语言输出。其次，要注重应用文仿写。英文应

用文是一种有固定或惯用格式的文体，既要通过讲

解每一单元应用文的范例，指导学生弄清楚应用文

的格式、写作规范、语言特点等内容，又要结合个

人特点和社会 需 求，通 过 强 化 应 用 文 模 拟 套 写 训

练，促进学生熟练掌握写作技巧，提高学生对写作

的参与度和满意度。

三要注重课后提升。 “产出任务所需要的语言

形式和百科知识来源于教师提供的或学生自己寻找

到的输入材料”［１４］，写作训练应坚持课内教学与课

外自学相融合的教学理念。首先，要引导学生课外

阅读一些内容贴近学生生活、富有时代气息的英文

报纸杂志如 《２１世纪英文报》《中国日报》等，进

一步丰富文化、政治、经济等方面知识，在拓宽视

野、增长见识的同时，找准自身在语言输入与写作

输出方面存在的差距，加深对英语地道表达的关注

意识和敏感度。其次，要引导学生课外阅读一些英

语美文与英文原著，既夯实语言知识基础，逐步积

累写作中所必需的写作方法及素材，又可接触记叙

文、说明文、议论文、散文、书信等命题中常见的

文体，掌握英语写作的基本格式，确保在高校英语

应用能力Ａ／Ｂ级或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中能应用

自如、规范表达、有理有据、言之有物。最后，要

引导学生勤学多练，鼓励学生课后操练各种题型的

英语写作，如写日记、写读书心得、写影评、写电

子邮件等。只有经常练笔，才能培养良好的写作习

惯和思维习惯，克服母语思维的负迁移影响，提高

英语运用能力，特别是写作能力。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英语写作作为一

项重要的语言输出形式，同样需要 “多 读、多 背、

多练”。教学中，教师应针对当前高职学生英 语 写

作水平和运用能力现状，着眼未来职场工作 需 求，

要选择内容新颖、题材广泛、针对性强的教材，拓

展写作素材，促进有效输入；要讲究教学方式，采

取复述、讨论等有效方法，满足输出 需 求 多 样 化；

更要注重教学实施策略，充分调动学生英语写作积

极性，在提高学生英语写作能力的基础上提升教学

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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