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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１５年来英语写作研究综述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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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解我国英语写作研究现状，丰富我国英语写作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通过ＣＮＫＩ数据库，检索了１５年来

我国１１种外语类核心学术期刊有关英语写作的研究成果，从研究数量、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４个方面回顾和

总结了写作研究领域的研究特点和发展趋势，分析了该领域未来发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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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内英语写作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研究内容涉及写作的各个层面。由于英语写作研

究对英语写作教学具有指导意义，因此很有必要对我国英语写作研究现状有个全面、深入的把握。

１　文献检索范围和方法
ＣＮＫＩ是全球信息量大，学术权威较高的中文数据网站。而我国“ＣＳＳＣＩ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的１１

种外语类核心期刊
①

在我国外语学术界公信度高、受众面广。故此，以“英语写作”为关键词，在ＣＮＫＩ数据
库对１１种外语类核心期刊进行了全文检索，年限为１９９９－２０１３年，共检索相关论文３５９篇。随后，对其进
行了数据统计，按照各年份发表总量、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进行了整理、分类和分析。

２　统计结果及分析
２．１　研究数量呈总体发展态势

图１显示，１９９９年至２０１３年间，该领域研究数量出现３次波动，但整体呈增多趋势。该数量发展
折线图折射出我国外语界学者针对如何深化各阶段的英语教学改革，提高学习者的英语写作水平，所做

的不懈努力和所取得的丰硕科研成果。

２．２　研究对象不平衡
从检索的３５９篇文章来看，国内英语写作研究主要以英语专业和非英语专业高校本科生及其作文

文本（５０．９７％）为研究对象；不具体涉及写作对象及其作文文本或以教师、评分员等为研究对象的文章
所占比例排第二位（４５．４１％）；研究较少关注研究生及其作文文本（３．０６％），特别是忽略了广大的初、
高中阶段学习者及其作文文本的研究（所占比例分别０．５６％和零）。
２．３　研究方法科学化

依据我国应用语言学领域比较认可的研究方法的分类标准［１］，笔者将检索的３５９篇文章，分为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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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研究和非材料性研究两大类（见图２）。

图１　１９９９至２０１３英语写作研究数量发展趋势

图２　１９９９至２０１３年写作研究方法发展趋势

从图２看出，近１５年来英语写作在实证性研究和非材料性研究方面表现为以下特点：实证性研究
文章数量在１５年内出现６次波动，但从整体看，发展迅速。２００５年后，实证性研究在写作研究领域一
直处于优势，到２０１０年达到顶峰，并远远超过非材料性研究，在写作研究领域占绝对优势。

相反，非材料性研究自１９９９年后出现４次波动，在２００５年间达到最大值。但从整体来看，该类研
究整体呈缓慢下降趋势。可见，在我国英语写作研究领域，尽管实证性研究和非材料性研究并存，但基

于科学收集、系统分析数据的实证性研究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

２．４　研究内容多样化
在王文宇和王立非（２００４）［２］对写作研究内容的分类方法基础上，将３５９篇文章分成６个部分。通

过对各部分所占总研究百分比的计算发现，近１５年来，我国研究者主要聚焦在写作教与学（５２．０９％）、
写作影响因素（１５．５９％）、作文研究（１４．２０％）和写作测试与评估（１１．１４％）４个方面，其中写作教与学
的研究占绝对优势。而对写作过程及问题（３．９０％）的研究和研究综述（３．０６％）虽有关注，但研究较
少。１）二语写作教与学研究的文章共计１８７篇，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教学实践类所占比重最大
（１２７篇），研究涉及各类写作教学法、教学理念的介绍、对比、总结或实验，写作教学课堂、教学模式及写
作软件和辅助平台的设计和对英语写作教学中具体某一问题或方法的探讨、实验等。其中，在各种教学

法、教学理念的研究中，实证性研究和非材料性研究比例相当，非材料性研究稍占优势；对写作教学课

堂、教学模式和写作软件、辅助平台的设计多采取先介绍后进行实证性研究的方式进行；对具体教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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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教学手段的研究则多强调阅读、词汇量的掌握和写作策略培训的重要性。对写作评价、反馈研究的

文章位居第二（３０篇）。学者多基于新的教学法视角探讨了有别于传统的终结性评价———新的形成性
评价体系；教师反馈和同伴评改及两者对比的研究所占比重也相对较大。排在第三和第四位的是各理

论在英语写作教学中的应用性研究（１６篇）和对写作、写作教学现状的总结（１４篇）。其中，有关各理论
在英语写作的应用性研究多是基于个人经验就各相关理论对英语写作教学的启示进行了阐述；而对写

作、写作教学现状的研究多是对写作教材的研究，极少从学生和教师的角度对写作教学现状进行整体把

握。２）二语写作影响因素相关文章共５６篇。统计分析表明，学者多从语言和非语言两个方面探究了
影响我国学生英语写作水平的各因素。其中，语言因素可分为母语综合水平、母语写作水平、英语综合

水平；而非语言因素可分为写作策略、情感因素、元认知、认知、写作环境、任务类型、任务难度和任务完

成方式等。在影响二语写作的语言因素的研究中，马广惠和文秋芳［３］所做的研究最具代表性。研究者

通过对研究对象的测试，得出一个英语、汉语水平变量对英语写作能力的影响模式。之后的相关研究多

效仿了他们的做法，不同之处在于这些研究对衡量母语、母语写作水平和英语水平所采用的指标各不相

同［４，５］。王立非、文秋芳在研究母语水平对二语写作的迁移时提出了“迁移多阀值假设”，指出二语水平

是影响母语水平向二语写作迁移的阀值［６］。孙鑫、项兰采用定量研究的方法揭示了英语水平、汉语写

作水平以及英语写作水平之间的动态关系，验证了“迁移多阀值假设”，发现当英语水平达到一定阀限

之后汉语写作水平对英语写作能力能起到正迁移的作用，然而对于这个阀限到底在哪他们也并未做出

详细解释，后续也没有对具体二语“阀限”的相关研究［７］。在影响英语写作的非语言因素中，写作策略、

情感因素和元认知是目前研究的主要方向。写作策略研究的重点是构思策略、修改策略；对写作中情感

因素研究较多的是写作焦虑、写作动机和写作自我效能感这三个方面。这类研究多探究各情感因素对

英语写作成绩的影响过程、影响结果，小部分文章也对各情感因素间以及情感因素和其他因素间的相互

关系进行了讨论；元认知对英语写作影响的研究包括元认知知识、元认知策略和元认知体验的研究，其

中元认知策略中写作前构思、计划时间是研究重点；除此之外，研究者们也对认知、写作环境、任务类型、

任务难度和任务完成方式对英语写作的影响进行了初步的探索。３）有关作文特点的文章共计５１篇。
统计分析发现，在这类研究中，研究者多基于语料库，从作文的词汇特点（如，词汇的丰富度，动词、连接

词、指示语的使用、词汇错误分析等）、句法特点（如，句子复杂性、疑问句、从句的使用等）和语篇特点层

面进行了研究。但是，有关母语英语写作与二语英语写作特点对比的文章并不多。４）写作测试与评估
相关文章共计４０篇。在二语写作测试与评估的研究中，研究者主要对英语测试卷（ＣＥＴ４、ＣＥＴ６、ＴＥＭ
等）作文题目、作文考试方式（网考和无纸化考试）的可信度、作文评分机制及各项评分指标信度和效度

进行了研究，试图设计出更能检测ＥＦＬ写作能力的考试方式及评分标准和评分模式。除了以上四个方
面的研究外，在检索到的３５９篇文章中，研究者的英语写作研究也涵盖了写作过程（１４篇）和研究综述
（１１篇）两个方面。在英语写作过程研究方面，研究者主要探讨了写作中的信息组织问题、注意力分布
问题、词块提取问题、回避现象等。而在相关研究综述文章中，研究者则对不同时间段英语写作研究进

行了回顾、总结和展望，但研究方法有待进一步改进，以求更为客观、全面的反映写作研究现状，为以后

的写作研究指明方向。

３　结语
未来英语写作研究数量在整体上不会下降。首先，英语写作作为人们交流的主要手段之一，会愈来

愈受到教育政策制定者、教育者和学习者的重视及研究者的关注。其次，对我国英语学习者而言，英语

写作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心理和社会文化过程，新教学理论和科学技术的应用又使得本来复杂的

英语写作过程愈加复杂，因而对这一复杂过程的研究，必将需要更多研究者加入。

在写作研究对象方面，鉴于以往的研究多关注了大学阶段学生的英语写作的各个层面，却忽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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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高中英语写作，作者呼吁我国外语界的研究主体———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研究者多关注初、高中英语

学习者的写作研究，以更好地指导这两个阶段的英语写作教学，完善协调、衔接初、高中阶段和大学英语

写作教学的“一条龙”体系，从而有效实施我国英语课程改革。

在写作研究方法方面，基于系统数据采集和分析的实证性研究，尤其是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混合研

究范式将在我国英语写作研究领域一直处于优势地位。未来研究者应多采用实证性研究手段，从学生

和教师的角度调查、探究英语教育的初、高中、大学阶段的写作教学现状以及基于新的学习理论和写作

方法的应用性研究，以弥补之前研究在这两方面研究方法上的不足。

在写作研究内容上，期待研究者应采用更加科学、合适的研究方法探究英语写作的各个层面。１）
未来的研究者应在我国各个阶段的初、高中、大专院校学生和教师中，科学选取具有代表性或者典型样

本，采用问卷、访问等方式对我国英语写作、写作教学现状进行更为真实可信的调查和研究。２）对影响
英语写作的因素的研究不应仅集中于某一类或某一个因素对英语写作的影响，而应更多探讨各类因素

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以及它们共同对英语写作影响的过程和结果，同时也需要对英语写作影响因素有一

个整体的把握。３）对二语英语作文特点的研究重点不应仅局限于展现英语作文的特点，而应重在揭示
ＥＦＬ英语作文特点与母语英语作文特点的不同上。只有深刻了解母语英语作文与二语英语作文间的不
同，写作者的作文才能更趋近母语英语作文，才能真正提高写作者的写作水平。

总之，随着研究方法的科学化，学生主体地位的肯定，以及现代教育技术的创新，如何运用现代教育

技术、在引进新的学习理论和写作理论的基础上，广泛并深层次地实证探究写作的各个层面，及写作各

层面研究间的相互融合将成为我国未来英语写作研究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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