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卷 第 #期

$%$!年 &月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 '()*%'+,-+#$./$(,#01$%'%& 2)3+',-$(

4$56!" 7$6#

8356$%$!

'()!!%*!"+,$-.*/01)*!2&#

3

+,,#*$%$!*%#*%%$

基于中国知网相关数据的

读后续写研究可视化分析

李瑶!张敏!李梦丽
"中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

摘5要!使用<)ZB=XC/B可视化软件分析中国知网中有关读后续写研究文献的发表时间"发表数量"高频关键词及高

中心度关键词表#探索研究热点和未来的发展趋势$ 研究发现#读后续写自 $%!$ 年被提出后#$%!2!$%!8 年间快速发

展#主要研究聚焦于读后续写的协同效应及写作教与学方面#以实证研究为主$ 未来研究应加强对读后续写评估标准"

阅读材料选材标准的探讨#增加实证研究追踪时间#关注促学效应及反拨作用等#以期对英语教学产生更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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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读后续写,作为结合阅读理解进行写作练

习的方法#近年获得研究者的广泛关注* +读后

续写,强调语言输入与输出#学以致用#$%!2 年开

始出现在高考综合改革试点省份的英语试卷中*

题目要求学习者在理解前文的基础上#根据短文

内容-所给段落开头语与所标示关键词进行续写#

完成一篇与给定材料有逻辑衔接-情节和结构完

整的短文*

+读后续写,概念在我国普遍被视为是王初

明提出的外语写长法的发展* $%%% 年王初明等

从作文任务的设计-布置-讲评和评估等方面进行

教改实验#鼓励学生写长文#以写促学#通过续写

的方式激发学生的想象力#增加学生自信#同时期

望提高学生的语言应用水平/!0

* 王初明等在后

续提倡和发展写长法的同时#意识到语境的作用#

提出学过的语言知识能否被准确得体地运用取决

于语言知识在学习过程中发生在何种语境下*

$%%8年王初明提出了+学伴用随,原则#强调正确

输入#学好用对/$0

* 基于+学伴用随,的概念#大

众开始逐渐关注读后续写的理论意义* $%!$ 年

王初明正式提出了+读后续写,法#将语言输出与

输入紧密结合#旨在快速提高学生语言运用能

力/"0

* 此后#国内学者开始陆续关注+读后续写,

法#除了+续写,还发展出+续译, +续说,#统称

+续作,

/#0

* 除了对英语教学的研究#学者还发展

出对汉语以及其他二语的研究* 例如#许琪探讨

了维汉翻译的读后续译任务/+0

#王启和王凤兰对

比研究读汉续汉与读韩续汉任务等/20

*

!5研究内容和方法

本研究以中国知网"<Q;U%为主要数据来源#

首先检索出+读后续写,的相关文献#然后通过

<)ZB=XC/B可视化软件"<)ZB=XC/B是一款基于 :C[C

程序开发的-用于分析并可视化展示科学文献演

进趋势及动态的应用程序%#生成与读后续写相

关的关键词共现网络视图-频次统计表以及高中

心度关键词表#呈现各知识节点*

本研究通过对相关论文的发表时间-发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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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分布以及论文中出现的高频关键词进行统计分

析#获得读后续写的研究热点-知识基础和未来研

究趋势*

$5数据分析

$*!5论文发表数量和时间分布

在中国知网的高级检索界面勾选+学术期

刊,类文章#主题输入+读后续写,#时间选择+不

限111$%$%,#结合人工筛选#删除不相关的文

献#共检索到 !", 篇相关文献* 统计历年文献发

表数量#结果如图 !所示*

图 !5论文发表数量和时间分布

文献计量学的创始人之一普赖斯提出科技文

献增长四阶段理论!在理论诞生初期#论文的绝对

数量很少#处于不稳定增长$进入高速发展时期后

呈指数增长$随着理论进一步成熟#论文数量仅保

持固定增长$理论日益完善后#文献数量逐渐减

少#发文数趋于稳定/&0

*

图 ! 显示#与读后续写研究相关的论文于

$%!$年开始发表#此后研究慢慢起步* $%!$ 年到

$%!+年#论文发表数量较少#每年文献发表数量

不超过 !% 篇#该理论处于萌芽阶段* $%!2 年浙

江省首次将+读后续写,题型应用于高考#此后期

刊发文量迅速增加* 从 $%!2年的 !%篇快速上升

到 $%!8 年的 "+ 篇#此阶段为快速发展时期*

$%$%年发文量为 "# 篇#与 $%!8 年的数量接近#

增速有所放缓#处于第三阶段的成熟期* 从以上

数据可以看出#读后续写在提出后的第五年发展

迅速#引起了国内教育研究者的关注#同时成为教

育领域的研究热点*

$*$5关键词分析

高频关键词能够反映某一研究领域的热点*

收集特定时间内某个领域的关键词#有利于确定

该领域的主要研究方向-范围-前沿及发展趋势

等* 高频关键词与研究热点成正相关关系* 为了

准确把握研究热点#本文把从中国知网中导出的

相关论文导入可视化软件 <)ZB=XC/B中进行统计

分析* 在<)ZB=XC/B中#参数设置为!时间跨度选

择+$%!$1$%$%,#将每个时间切片内的年数设为

!#节点类型为关键词";B\b(D'%#](XQ

g

+%#阈值

"]YDBEY(S'%设为 +#再根据显示结果调整字体和

节点大小#结果如图 $所示* 其中#十字节点代表

关键词#节点大小代表关键词出现的频次*

图 $5读后续写相关关键词共现网络视图

图 "5读后续写聚类呈现关键词

对图 $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其结果如图 "

所示#共有 8个大类* 主要为教学类#包括高中英

语教学-语言水平-英语写作-读后续写法-外语教

学-英语写作教学以及对教学产生的影响111促

学$此外还包括读后续写所带来的协同效应以及

协同下学生语言输出的连贯性等*

对关键词的研究主要分为两个维度!关键词

出现的频次以及关键词节点中心度* 本文利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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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B=XC/B将图 $ 中的关键词进一步进行频次及

节点中心度分析#以确定读后续写的研究热点及

发展趋势*

$*$*!5关键词频次分析

关键词频次与研究热点也成正相关关系* 图

$中关键词节点越大#意味着该关键词出现频次

越高#越是读后续写的研究热点* 在获得的结果

中#选取出现次数大于或等于 "次的关键词#并按

照频次进行排序#结果如表 !所示*

表 !5关键词频次统计

排序 频次 年份 关键词 排序 频次 年份 关键词

! $$$ $%!$ 读后续写

$ "8 $%!" 协同

" $# $%!& 高中英语

# $! $%!2 协同效应

+ !+ $%!+ 互动协同

2 !$ $%!+ 写作教学

& !% $%!& 记叙文

, , $%!& 英语写作

8 & $%!, 行动研究

!% & $%!, 读写结合

!! & $%!8 写作教学

!$ & $%!8 实证研究

!" & $%!& 二语写作

!# & $%!& 体裁

!+ 2 $%!& 思维导图

!2 2 $%!& 续论

!& 2 $%!& 教学策略

!, + $%!, 高中英语写作

!8 + $%!2 概要写作

$% + $%!, 思维品质

$! + $%!, 英语写作教学

$$ + $%!& 英语写作能力

$" + $%!, 写作能力

$# + $%!& 二语习得

$+ + $%!8 协同效应

$2 + $%!8 二语写作

$& # $%!2 连贯性

$, # $%!& 准确性

$8 # $%!& 高考英语

"% # $%!& 互动协同模式

"! # $%!, 高中英语写作教学

"$ # $%$% 语法教学

"" # $%!, 读后续写法

"# # $%!& 高中生

"+ " $%!& 外语教学

"2 " $%$% 新高考

"& " $%$% 评分量表

", " $%!, 应用

"8 " $%!, 反拨作用

#% " $%!8 写作成绩

#! " $%!8 促学

#$ " $%$% 高校

55表 !中数据显示#频次大于或等于 " 次的关

键词共有 #$ 个#其中#排名前五的关键词出现的

频次远远高于其它关键词* 由此得出#该领域研

究重点主要在读后续写-互动协同效应-高中英

语-英语写作教学几个方面* 查看关键词首次出

现的+年份,一栏#可以看到 $%!8 年和 $%$% 年出

现了不少新的关键词#如实证研究-语法教学-新

高考-评分量表-高校* 这从一定程度上表明研究

者进一步细化读后续写的促学效应#从语法上进

行实证探讨$同时关注此题型的考核与评估#并将

其从高中英语教学试图拓展到大学英语教学等*

$*$*$5节点中心度分析

节点中心度"<B0ZDCS)Z\%可以揭示关键词相

互间的联系#也可以反映某项研究在一段时间内

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在时间维度上被关注的起点

以及持续时间反映了研究的发展动态* 在

<)ZB=XC/B中#把参数调整为 ](XQ

g

"%#保留中心

度大于或等于 %*%!的关键词#并按照中心度高低

进行排序#结果如表 $所示*

从表 $中看出#中心度大于或等于 %*%! 的关

键词共有 $,个#其中排名前四的关键词中心度明

显高于其他关键词#这些是研究者最关注的热点*

与之相关的其他关键词也很多#说明未来研究可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挖掘* 结合关键词被关注的时

间以及持续时间的强度#可以明显看出读后续写

的促学效应是目前研究热点并仍然是以后研究的

重点* 此外#新高考背景下的写作教学也持续被

关注#其评价标准进一步引发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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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读后续写研究中高中心度关键词

排序 中心度 年份 关键词 排序 中心度 年份 关键词

! %*2% $%!$ 读后续写

$ %*"" $%!" 协同

" %*$, $%!& 高中英语

# %*$+ $%!2 协同效应

+ %*!8 $%!+ 互动协同

2 %*!# $%!& 英语写作

& %*!% $%!& 思维导图

, %*%8 $%!+ 写作教学

8 %*%, $%!& 记叙文

!% %*%& $%!, 行动研究

!! %*%& $%!& 二语写作

!$ %*%& $%!& 教学策略

!" %*%2 $%!& 续论

!# %*%+ $%!& 二语习得

!+ %*%# $%!2 概要写作

!2 %*%# $%!& 高考英语

!& %*%# $%!, 反拨作用

!, %*%# $%!, 写作水平

!8 %*%" $%!& 准确性

$% %*%" $%!, 读后续写法

$! %*%" $%!& 外语教学

$$ %*%$ $%!& 体裁

$" %*%$ $%!8 促学

$# %*%$ $%$% 新高考

$+ %*%! $%!, 高中英语写作

$2 %*%! $%!, 英语写作教学

$& %*%! $%$% 评分量表

$, %*%! $%$% 核心素养

"5研究结论与思考

从研究结果可以看出#目前被关注的热点主

要包含读后续写协同-高中英语和写作教学* 数

据分析结果表明#我国读后续写未来研究发展趋

势将主要围绕读后续写协同效应-读后续写中的

教与学-读后续写评估等方面进行*

"*!5读后续写协同效应

检索结果发现#有关读后续写协同效应的文

章多为实证研究* 互动协同最早由学者?)/1BD)0N

h6CDD('提出* 他们指出#人类使用语言的最自

然最基本的方式是对话#而对话中隐藏了语言的

使用机制* 协同来自互动#通过互动#对话双方在

交互中协调情境模式#触发语言层面的协同#依次

理解双方所表达的信息完成对话* ?)/1BD)0Nh

6CDD('通过分析得出#理解和产出共用同一表

征/,0

* 在 ?)/1BD)0Nh6CDD(' 互动协同模式的启

发下#王初明将此概念从人际互动情境中迁移到

人与阅读材料之间的互动#从人际交往学拓展到

外语教学领域#并提出了外语学习的有效路径!互

动-理解-协同-产出-习得* 王初明将互动与协同

相联系#提出语言输入的协同效应可提高学习

效率/80

*

一系列学者通过实证研究支持了该观点* 王

敏-王初明测试两组英语专业二年级学生的读汉

续英任务和读英续英任务#结果表明#读后续写中

存在协同效应/!%0

* 张晓鹏对商务英语专业学生

的读后续写进行研究得出结论#读后续写对学生

词汇-句法和语篇等各方面都具有显著影响#并具

有很强的协同作用/!!0

* 读后续写法极大地减轻

了学生写作压力#激发了写作兴趣从而产生促学

效果* 缪海燕发现外语写作在语篇上存在互动协

同/!$0

* 杨华得出结论#学习者通过模仿材料中的

修辞手法使续写内容与原语言风格协同/!"0

*

影响互动协同的因素也被研究者讨论* 张秀

芹-张倩研究了体裁对读后续写的影响#发现议论

文比记叙文续写的错误率更低-准确性更强#但记

叙文续写更流利/!#0

* 王启以对外汉语学习者为

研究对象#发现读前材料的选择#包括文本的排版

等所产生的协同效应都会影响后续写作/!+0

*

互动协同目前是读后续写的研究热点#未来

可进一步探讨阅读材料对读后续写效果产生的影

响* 读后续写阅读材料的选择#既要让学习者能

理解前文#习得其中的语言表达#又要能够给予学

习者足够空间模仿前文语言输出个性化语言* 因

此#选材标准应被认真评估#阅读材料的体裁-长

短-难度-趣味性等都应纳入考虑* 以往实证研究

中大多选用记叙文#体裁单一* 目前研究中有少

部分研究者开始关注阅读材料的选择* 以后研究

中可以将说明文和应用文等纳入考虑#一方面探

讨这些体裁协同效应的异同$另一方面促进学生

对不同体裁文章写作结构-语言风格与内容的习

得* 阅读材料的长短和难度的选择等则可从输入

假设理论等的基础上进行研究#以期更好地促进

学生二语习得* 未来研究还可针对目前学校教材

方面进行评估#重点考虑对学生理解和续写能力

发掘的教材选材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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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读后续写中的教与学

大多数与教学相关的实证研究反复验证了读

后续写在语法习得-词汇习得-语言流利度-准确

性-语篇习得等多方面的促学作用* OC0N和

J(0N通过对大学生分组实验发现#英语续写组的

语言准确性明显高于汉语续写组/!20

* 姜琳-陈锦

通过前后测实验对比续写组和命题组#发现读后

续写和命题作文都能促进语言准确性的发展#但

前者长期效果更为显著/!&0

* 姜琳-涂孟伟通过对

读后续写与概要写作教学模式的对比#发现续写

组学生对使用过的生词印象更深#促学效果更为

明显/!,0

* 辛声研究了学习者对虚拟语气的习得#

结果表明采用强化读后续写的方法更有利于在语

境中帮助学生学习语法/!80

* 孙钦美-王钰通过研

究证明读后续写能促进初级和高级学习者对英语

冠词的学习/$%0

* 顾菁-周玉梅通过在读后续写中

是否开展互动引导进行对照实验#结果发现读后

续写作为内隐学习方式应结合外显教学手段以促

进学习效果/$!0

* 王启-王初明发现读后续写有利

于促进关系从句的习得/$$0

* 张琳-秦婷基于英语

写作教学实践考察了读后续写对英语专业学生写

作焦虑和写作能力的影响#发现读后续写对学习

者内化语言知识-发挥想象力创造写作内容有积

极的促进作用/$"0

*

目前研究者普遍发现学生读后续写产出的语

言表达的错误率更低#但这并不能完全断定读后

续写对语言习得就有很明显的促进作用* 在读后

续写的协同作用方面#我们很难区分学生在续写

中使用的表达方式是基于对前文的理解#并且是

在理解的基础上创造性地输出属于自己内化的语

言#还是简单的临场复制抄袭* 读后续写是否潜

在影响学生的思维特点#模拟仿写是否能内化为

学生习得的语言知识结构等#都值得研究* 而且#

目前大多数研究都是短期的实证观察#续写对习

得所产生的影响是否可以在语言层面上被内化也

需要进一步证明* 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使

用更多的新任务来衡量学习者的语言能力#并且

可以延长跟踪语言能力的时间#以便更好地评估

读后续写的促学效果*

读后续写如何影响写作#以此发展写作是否

有方法可循#课堂教学针对这种高考测试题型采

取何种教学方法#读后续写对高中英语写作教学

具体产生了哪些正面或反面反拨#这些都值得进

一步深入思考和研究* 读后续写对教师教学理念

和教学态度带来的影响-对课堂教学模式和教学

方法带来的变化#以及对学生学习兴趣和阅读兴

趣培养的影响等#可以通过调研得出结果* 读写

教学材料的选择-教学时间的分配和教学效果等

需进一步实证研究* 此外#在强调提高学生英语

阅读和写作能力的同时#中学师生在高考中面对

新题型承受的压力也应该引起重视*

"*"5读后续写评估

自从读后续写被提出并作为高考改革新题型

后#这一方式正在被广泛应用* +新高考,改革强

调立足于学生自身的核心素养#旨在培养学生学

习能力-语言运用能力-文化意识与思维方式等*

作为逐步开放试点的全国统一选拔性考试新题

型#可以进一步探究这一题型是否可继续用于大

规模的外语水平测试* 以往研究仅发现王初明-

亓鲁霞通过观察读后续写说明其在效度和信度上

基本符合要求#能应用于外语测试/$#0

* 未来研究

可将读后续写与测试学-统计学-教育心理学等方

面结合#通过智慧教学等对读后续写过程中学习

者的输入-理解-学习及产出过程进行动态化监控

及调查#对学生读后续写模式和写作输出能力进

行科学的评估* 权威机构应致力于设计出信度和

效度科学恰当的题目#制定出科学规范的评分标

准和量表*

#5结语

本文将文献法与可视化分析法相结合#对相

关论文的发表时间-数量-高频关键词等进行统

计#分析了读后续写目前的研究热点与未来发展

趋势#得出目前我国有关读后续写的研究热点主

要集中在读后续写概念-互动协同-以续促学和影

响续写的师生教学等方面*

经过多年的发展#读后续写已从王初明初探的

一种外语促学手段逐渐发展为一种广为专家接受

的语言习得理论#以+续,促学研究也逐渐受到国

内外语教学研究者的关注* 尽管它刚被纳入全国

高考题型不久#相关研究还有许多地方有待完善#

但该理论必将在促进外语教学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未来发展趋势可围绕评价体系的完善-阅读材料的

选择-教学中的反拨作用等方面#同时可以通过更

长期的实证观察来证明或完善目前研究结果#对读

后续写所涉及的各个方面深入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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