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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阅读促进非英语专业

研究生写作的实证研究 ①

曲彬
（东北大学 外国语学院，辽宁 沈阳１１０８１９）

摘　要：受潜伏语义分析理论和体裁结构潜势理论研究成果的启发，实证研究英语阅读对非英语专业研究生写作的
促进作用。经过８周的英语写作教学对比实验，进行多体裁文章阅读的实验组取得了最大的成绩提升，其次是小说阅读
实验组。这表明，大量的课外阅读，尤其是多体裁文章的阅读能有效促进非英语专业研究生英语写作能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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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研究背景与目的
英语写作课程一直是非英语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必修课程。可是多年来英语写作课程的教学效

果并不理想。学生经过大学英语和研究生英语的学习仍然不能用英语有效地表达自己的思想。除了比

较明显的语法不扎实、选词造句不地道外，还存在着体裁意识薄弱，难以圆满达成写作目的的问题。写

作课的教材往往介绍写法的部分较多，而每种写法只提供一到两个例文给学生参考。学生课上听懂了

方法，实践时却发现对这些方法记忆模糊，并且对眼前具体的写作材料无从下手。于是，写作课成为效

果最不理想的课程，“写作课半死不活，这也许就是当前英语写作教学的常态。”［１］本文研究通过增加阅

读量来提升学生写作能力的可能性，以及阅读材料体裁的多样性可能给学生写作能力带来的有益提升。

２　研究的理论基础
读书对于写作的妙处，早有“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名句。近年的潜伏语义分析理论的研究

成果给了我们进一步的启发。潜伏语义分析是通过计算机对文本进行正确的语法分析，了解词语的正

确意义，对一系列语义基本元素进行非表层结构的比较，实现对文本各部分之间语义相关性分析的新技

术［２］。这一现代技术挖掘深层次文本变量的方式是“通过输入大量的文本，构建词项和文本之间庞大

的ｔｅｒｍ－ｂｙ－ａｒｔｉｃｌｅ矩阵，再通过奇异值分解实现减维降噪，最后获得包含有词项向量和文本向量的向
量空间，并根据向量间的余弦值求取任何向量之间的相关性”［３］。对大量文本的接触和分析可获知词

语使用模式的潜伏型结构，这和人脑对语言的习得过程类似。因此，英语写作的学习者应当大量接触英

文文本，从而理解、掌握英语语言的规律，并在写作中有效使用英语表达思想。

学生进行大量阅读时，还面临一个选择什么样的阅读材料的问题。从保证阅读量和控制阅读文本

难易度上看，选择不同等级难度的小说作为阅读材料比较适宜。但同时，由于学生未来面临的写作任务

体裁多样，目的不同，写作能力的培养便不可忽视体裁问题。系统功能语言学家哈桑的体裁结构潜势理

论为区分体裁的重要性提供了理论基础。“体裁结构潜势是指同一体裁中语篇结构的潜势，也就是说，

属于同一体裁的语篇结构都应是从这个体裁结构潜势中进行选择的结果。”［４］不同体裁的文章中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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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不同的语篇结构和语言特征。学生在进行阅读时如果接触到体裁多样的文章，就能更好地掌握不同

体裁的特点，从而在自己的写作实践中灵活应对不同体裁的写作任务，有效达成写作目的。

基于以上理论研究的成果，本研究假设，大量的阅读练习会有效提高学生的英语写作能力，而多种

体裁文章的阅读会使学生在应对不同体裁的写作任务时有更好的表现。

３　研究设计
３．１　数据采集

本次研究采用了教学实验和统计分析的方式。实验学校是一所教育部直属理工类全国重点大学，

被试学生选自该校非英语专业一年级研究生。参试教师即本文作者在所教授的英语写作课班级中选取

了具有积极参与课题研究意愿，对提高英语写作有着强烈愿望的３０名学生作为被试对象。这３０名学
生均为理工科专业，学习英语的时间均为１０年以上，在同一班级接受同一教师的写作授课。在实验中，
按照前测作文成绩将被试分成３组。成绩最低的１０名学生组成Ａ组，成绩居中的１０名学生组成Ｂ组，
成绩最高的１０名学生组成Ｃ组。Ａ组学生在为期８周的学期课程中除完成老师布置的写作任务外，还
进行包括小说阅读在内的多体裁阅读；Ｂ组学生在同一时间内除完成老师布置的写作任务外还进行小
说阅读；Ｃ组学生在同一时间内只完成老师布置的写作任务。也就是Ａ组和Ｂ组均为实验组，Ｃ组为对
照组。经过一学期的学习实践，３组学生还要进行后测作文的写作来反映这一学期写作能力的变化。
前后测作文均为一篇议论文和一篇记叙文。由于议论文中有说明的成分，记叙文也能很好地融合描写

的内容，而且两种文体要求作者采用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所以对学生进行议论文和记叙文的测试是比

较实际且有效的方法，能够反映出学生的多体裁写作能力。为了使前后测的文章具有可比性，本研究设

计了相似的作文题目。前测议论文和记叙文的题目分别是：ＷｅａｌｔｈＩｓ／ＩｓＮｏｔａＳｉｇｎｏｆＳｕｃｃｅｓｓ和 Ｔｈｅ
ＳｔｏｒｙｏｆＭｙＧｒａｎｄｐａ。后测议论文和记叙文的题目分别是：ＰｏｗｅｒＩｓ／ＩｓＮｏｔａＳｉｇｎｏｆＳｕｃｃｅｓｓ和ＴｈｅＳｔｏｒｙ
ｏｆＭｙＧｒａｎｄｍａ。要求为２００单词以上，鼓励有能力的学生多写。前后测作文均采用百分制评分。学生
所有作文都在“句酷批改网”提交，作文成绩取“批改网”成绩和授课教师批改成绩的平均值。

３．２　实验处理
３．２．１　基本教学内容

参与测试的３０名学生和班级其他学生一样，进行８周的写作课学习。根据教研部安排，该学期的
授课内容为议论文写作和实用性写作，包括简历、申请信、论文摘要写作等。除了讲授一般研究生英语

写作教材里规定的内容外，教研部还针对每种体裁给出了补充例文，其中议论文５篇，简历、申请信、论
文摘要各２篇，总计约７５００单词。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对每种体裁的写作目的、体裁特征、写作过程、注
意事项等进行讲解，并辅以例文进行说明。补充例文要求学生课下阅读，教师课上讲解。讲解的内容包

括难点单词句型，还包括整个文章的主题思想、谋篇布局，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这种方法正好吻合了

“交互式阅读模式”［５］，使学生对文本不同层次的理解相互作用，促进阅读理解不断深入。本学期课内

共布置作文４篇，２篇由学生课下完成，在“批改网”提交，２篇要求课上完成，由教师批改。对于适合写
长的文体，教师鼓励学生多写。写长有助于学生“冲破外语学习的极限，由此增强学习成就感，提高自

信心”［６］。教师批改以鼓励为主并在课堂讲评优秀习作。

３．２．２　实验组阅读引导
参与本研究的Ａ组和Ｂ组学生除学习基本内容外，还要完成各自的课外阅读任务。Ｂ组学生在８

周内阅读了《世界上最冷的地方》（约７３００词）、《野性的呼唤》（约１０７００词）、《呼啸山庄》（约２２４００
词）和《雾都孤儿》（约３２８００词）４本简写本小说，总计７３２００单词。Ａ组学生在８周内阅读了以上除
《野性的呼唤》外的３本简写本小说，同时阅读了相当于《野性的呼唤》单词量的其它体裁文章，包括１
篇记叙文、２篇说明文、２篇议论文、２篇人物传记和２篇时事新闻。两组学生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每部
分的阅读任务并撰写读后感，以最大程度地保证学生平均分配阅读时间。

４　实验结果与分析
在经过８周的实验之后，我们将３组学生前后测的作文得分进行整理，考察其成绩变化：第一，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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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组学生作文总分在前后测中的变化幅度是否存在较大差别；第二，考察３组学生记叙文分数在前后测
中变化幅度的差别；第三，考察３组学生议论文分数在前后测中变化幅度的差别。表１是前后测中各组
学生平均分的相关数据。

表１　实验前后测中各组写作平均得分表

项目 Ａ组 Ｂ组 Ｃ组

前测总分 １５０．４０ １５９．２５ １６８．４５

后测总分 １５７．５０ １６２．０５ １７０．１５

前测记叙文 ７２．８５ ７５．３５ ８１．７５

后测记叙文 ７７．５５ ７６．９５ ８２．２５

前测议论文 ７７．５５ ８３．９０ ８６．７０

后测议论文 ７９．９５ ８５．１０ ８７．９０

３组的后测作文总成绩均高于前测，上升分数分别为：Ｃ组１．７分，Ｂ组２．８分，Ａ组７．１分。各组
上升分数对其前测分数的百分比，Ａ组为４．７２％，Ｂ组为１．７６％，Ｃ组为１．０１％。Ｂ组和Ａ组的成绩上
升幅度均高于Ｃ组，Ａ组的上升幅度又远高于其它两组。３组的记叙文成绩均有上升，上升分数分别
为：Ｃ组０．５分，Ｂ组 １．６分，Ａ组 ４．７分。上升分数对前测分数的百分比，Ａ组为 ６．４５％，Ｂ组为
２１２％，Ｃ组为０．６１％。Ａ组的上升幅度最大，其次是 Ｂ组。３组的议论文成绩也均有上升，上升分数
分别为：Ｃ组１．２分，Ｂ组１．２分，Ａ组２．４分。上升分数对前测分数的百分比，Ａ组为３．０９％，Ｂ组为
１４３％，Ｃ组为１．３８％。各组的议论文分数均有上升，Ａ组的上升幅度最大。

从整个数据分析看，增加了课外阅读的两组在记叙文和议论文的写作成绩较没有进行课外阅读的

一组都有更高的提升，其中进行多种体裁文章阅读的 Ａ组的成绩提升最为明显，可能是因为多体裁文
章展示给学生更广阔的视角，更有利于他们把握不同体裁文章的写法，包括记叙文的写法。Ａ组和Ｂ组
都在记叙文的写作上相比议论文的写作有更大的进步，显示出记叙文的提高比较容易，也和以往对记叙

文的练习较少，提升空间较大有关。另外大量的小说阅读也必定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学生记叙文写作的

进步。Ｃ组随着课堂教学的推进和对写作的进一步练习也提高了成绩，但缺少了课外阅读，进步没有另
外两组明显，学生也是在学校教学和以往练习中经常侧重的议论文方面表现出比记叙文略大的进步。

５　结语
本研究表明，课外阅读对于提高学生的英语写作能力有着比较肯定的效果。而增加阅读材料体裁的

多样性，更有利于学生对不同体裁文章的特点有较深入的理解，从而在面对不同体裁的写作任务时能够更

加有效地达成相应的写作目的。但是，该研究受到学期长度以及研究者时间和精力的限制，没有考察问题

的更多方面，今后有必要在延长实验周期、扩大受试学生范围的基础上对阅读与写作的更多相关问题，如

教师在学生课外阅读中的参与程度，阅读材料应包含的体裁种类和比例等方面做进一步的实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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