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学习策
;

略到对外汉语写作教学

吴 平

写作是一种能产性的 ( Pr do uc it v e )技能
,

因

此
,

对教学而 言
,

这是一项难度较大 的教学工

作
,

对学生来说也是一项难度较大的学习任务
。

至于说到外语的写作教学
,

迄今尚未有系统和

全面的理论
,

这就是写作教学 目前所面临的困

境
。

本文拟从学习策略 s( t ar t eg i es )角度来谈谈

对写作教学的一些看法
。

不是把自己的观点和要求强加给学生
。

对母语的习得研究表 明
,

儿童语言的发 展

过程是一个创造性构成语言的过程
,

他们主要

不是靠机构模仿成人的语言
,

而是靠形成假设

并检验语言
,

进而建立起语言规则体系
。

由此
,

研究者推论
,

如果人们拥有同样 的机制 ( m ce h a -

n is m )
,

那么就可以认为第二语言学习者所采用

的策略与第一语言习得者所采用的策略从本质

上看是相 同的
,

学 习语言的心理过程也应该是

相同的
。

在对外汉语写作教学中
,

教师是遵循教学

大纲和教学计划实施教学的
。

课堂上
,

教师通常

有意识
、

有计划地组织教学
,

进行语言操练
,

力

图消灭语言学 习上的错误
,

使学生养成正确的

语言习惯和表达方法
。

按道理
,

学生也应当按照

教学的顺序
,

逐步掌握写作规律
, “

学
”

的顺序似

乎与
“

教
”

的顺序相吻合
。

事实上
,

学生却不一定

按教师的意愿掌握好语 言
,

有时甚至重复相 同

的错误
。

我们认为
,

这种现象与他们所采用的学

习策略有很大关系
。

因此
,

教师应当充分了解学

生所采用的学 习策略
,

顺应学生的内部需要
,

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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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 东尼 ( R
.

iT t on )提 出了
“

语言动态模式
”

( t h e g lo s s o a y n a m i。 m o d e l )
,

他的模式分为表层

结构 (交际 中言语的实际使 用 )和深层结构 (互

有联系的战术
、

策略和个人能动三个层次 )
。

这

个深层结构实际上反 映了学 习者的心理过程
。

战术 ( at o
ict

s )层次是指学生通过各种训练逐步

形成言语习惯
,

学生在策略层次则发展起语言

的认知能力
,

它与战术层次的经验性学习相互

作用
,

以产生认识话语的意义和结构的能力
,

它

牵涉到形成规则的过程 (语音
、

形 态
、

词汇
、

句

法
、

语义规则 )
、

选择的过程 (从言语素材中选择

出话语提示
,

以处理话语 )
、

编码的过程 (将话语

编成适 合于交际情景的信息 )
、

自我调节过程

(根据交际中的反馈来调节言语流量 )
。

我们认

为策略层次对学生显得尤为重要
。

进行错误分析的 目的在于发现语言学习者

在学 习过程中所使用的学习策略和产生错误的

原因
。

由于书面出现的错误易于捕捉
,

从而成为

错误分析数据的主要来源之一
。

但是错误分析

并不是零星的错误加上分析方法
,

而是要将错

误严格地置于学习理论和产生错误的理论框架

中进行分析
。

只有这样
,

才能对错误进行透彻的

分析
,

发掘到有意义和有价值的东西
。

同时
,

我

们也不能孤立地分析错误
,

依靠语境也不仅仅

局限于邻近的几个句子
,

而是要将整个作文的

内容一起考虑
,

对作文题 目或提问的内容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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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要有所控制
,

对作文的心理过程也要提 出一

个假设
。

把错误置于学习理论和作文的整个框架中

分析
,

还因为错误的出现与写作过程不可分割
。

泰勒 ( T ay lor
.

G
,

1 98 6) 认为
: “

错误不仅妨碍学

习者写出正确的语言形式
,

而且还妨碍学习者

找到可写的内容
。 ”

错误会妨碍一个人把握自己

要表达的意思
。

即使是用本族语作文
,

语法也会
“

无意识
”

地进入作文之中
,

用外语作 文就更不

用说了
.

因此
,

孤立地分析零星错误是不妥的
。

另外
,

有时学生的一个写作错误会有几种解释
,

只有整篇作文的内容和学生 自身的语言文化背

景才能为错误的探源提供更精确的线索
。

学 习策略是学 习者利用可用信息提高第二

语言熟练程度 的可选性方法
,

是学 习者用来获

取
、

贮存
、

提取或使用信息的活动
。

通过分析写

作错误
,

我们可以推断 出学习者在运用学习策

略时的一些偏差
。

1
.

转移是学 生常用的一种学 习策略
,

学生

利用 已知的语言知识去理解新的语言问题
。

转

移既有从母语到 目的语的语际转移
,

也有学生

对汉语 的某些规则错误地 推广使用的语 内转

移
,

如
“

你吃吧
,

和允 许我跟你一起等一等
” ,

这

是以印欧语为母语的学生把他们母语中连词的

用法转移到汉语之中
。

2
.

过度概括是指学生首先注意到汉语的一

些主要特征
,

但却还未完全掌握规则在使用上

的限制
。

例如
: “

实际上
,

他把最重要的事— 把

禾苗浇— 忘 了 ! ” 第一个
“

把
”

字用得 非常得

体
,

但第二个
“

把
”
字则应该改为

“

给
” 。

根据有关专家的看法 以及我 的调查结果

(参见表一
、

表二 )
,

过度概括的使用与学生的汉

语水平成正 比
,

而语际转移 (负干扰 ) 策略则成

反 比
。

随着汉语水平的提高
,

语际转移减少了
,

过度概括增加了
。

可见外语 (汉语 )学习的过程

是一个创造性的学习过程
。

学生总是倾向于将

已知的知识或已学过的内容和正在学习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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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起来
。

对进行写作的学生来说
,

母语不是唯

一的语言
“
靠山

” ,

他们已学过的汉语知识和规

则
、

汉文化背景也成为转移的内容
。

3
.

我们可以把过度概括和母语转移同视为

简化策略
,

即学 习者把原来学过 的知识运用于

汉语学 习
,

学习者按 照 自己熟悉的内容或方式

去理解新的语言材料
,

使之易于掌握
。

比如留学

生会写出
“
全家 高高兴兴 地吃兔菜

”

这样 的句

子
,

其中的
“

兔菜
”
应该改为

“

兔子 肉
” 。

4
.

写作时
,

学生为了把意思表达清楚
,

解决

问题
,

会有意识地使用一些语言或非语言手段
,

但有时又无适 当的词语去表达 自己的想法
,

这

时他很可能采取回避策略
。

如学生不懂得使用
“

提高
”
一词时

,

就写出了
“
妇女的地位应该更上

升
”
这样的句子

。

下面是我们对留学生作文中出现的错误的

统计情况
。

表一是对同一作文命题中出现的错

误的调查结果
:

表一

对对象象 母语语 转移移 过度概括括 简化化 回避避

全全班 ( 1 5 人 ))) 多种种 3 444 1 0 999 5 777 555

AAAAA 俄语语 222 666 222 000

BBBBB 英语语 222 777 111 OOO

CCCCC 日语语 111 222 222 lll

DDDDD 韩国语语 333 444 222 111

表二是对上述 四个学生在上 /下半学期的共 12

篇作文中出现的错误的调查结果
:

表二

对对象象 转移移 过度概括括 简化化 回避避

AAAAA 1 4 / 1 000 3 2 / 4 000 1 4 / 1 333 l / 000

BBBBB 1 3 / 1 333 3 7 / 4 111 1 4八 555 l / 000

CCCCC 6 / 777 1 5 / 2 000 1 6 / 1 555 l / 222

DDDDD 6 / 777 2 0 / 2 999 1 6 / 1 666 2 / 222

转移
、

概括
、

简化和回避这四种学 习策略相

互联系而互有区别
。

使用这些策略而造成的错

误很难严格 区别开来
。

实际上
,

这种错误的模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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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 中介语的多变性
,

恐怕否定了错误划分标

准客观存在的可能性
。

正因为如此
,

我们认为错

误的来源不能脱离语境去判断
,

学生的写作过

程是一个复杂的
、

受诸多因素同时支配的
、

各种

学习策略同时发生作用的过程
。

仅有上述错误分析还远远不够
,

因为这些

错误大都出现在字
、

词
、

组句成分和句子方面
,

它们也许只是影响句子 中的某一成分
,

对说汉

语 (本族语 ) 的人 来说
,

对这些话语的理解并不

会构成很大的困难
。

而在更高的一个方面
,

更具

有整体性的一个方面— 语篇上的学习策略运

用
,

则同样值得我们去探讨
。

赵立江 ( 1 99 6 )对
“
了

”

的研 究中指出
,

在话

语里用不用
“
了

”
跟句子结构没有关系

,

但常常

受到语境
、

语用
、

语篇的制约
。

从一个人的思想

活动来说
,

可能是非线性的
,

许多思想纷 至沓

来
,

分不出先后
,

但写作本身却是线性的
,

从每

一个组句成分到每一个句子
、

再到每一段落
、

最

终到整个语篇都是如此
。

事实上
,

作为语篇衔接

的句法结构和语篇的结构都贮存在记忆中
,

否

则
,

学习者无法生成和理解语篇
。

这说明在写作

过程 中
,

人们一定是理顺了 自己的思想的
。

语篇有两种结构
,

层次结构和局部结构
。

层

次结构首先来 自写作的 目的
。

有了全面的语篇

计划后
,

还必须安排句子
,

这就是局部结构
。

写作从整体上来说
,

学习者可 以使用很多

的策略
,

如语法策略
、

文化策略
、

社会策略
、

语用

策略等等
。

下面我还要介绍几种与写作特别有

关的策略
。

1
.

命题策略
。

写作过程的第一步就是建立语义单位和基

本命题
。

基本命题是把一定数量的有关语义单

位组合在一起
。

人脑中的思想是一些由各种命

题组成的网络系统
,

当产生交际意图和交际 目

的时
,

写作者就去系统 中找 出有关命题
,

然后实

施言语行为
。

学习者运用这一策略组成各种语

义关系
,

建立起句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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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局部连贯策略
。

语篇 的基本特点 就在于句子之 间的连贯

性
,

语篇中的各个句子都是通过各种语言和非

语言的手段联系起来的
。

局部连贯不是独立的
,

它是语篇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
。

其特点应该是

话题表达鲜明
、

文句对题不偏离
、

符合逻辑
、

上

下句 (文 )衔接恰当
。

局部连贯可 以说是写作中

的一个瓶颈问题
,

李扬 ( 1 9 9 3) 指出
,

即使到了四

年级
, “
程度最好的学生

,

也是单句正 确
” ,

但连

接起来总感到
“

别扭
,

显得罗索
、

幼稚
,

层次低
,

不流畅
。 ”

3
.

宏观策略
。

写作者用来进行整体连贯的策略
,

可以分

为语境和语篇宏观策略两种
。

语境策略是指写作者利用一般的语言文化

知识 (尤其是 以汉语言社会和 中国文化为背景

的知识 )
、

社会百科知识
、

交际环境等来表现语

篇的主题
。

语篇策略也有多种
,

有些是结构性的
,

如主

题句通常放在句首或句尾
; 有些与句法有关

,

如

在语篇中
,

一个人在几个句子里都是主语
,

写作

者可能在描写篇中的主要人物
;有些是语义的

,

如一个故事由
“

某年某月某 日某地某人… …
”
开

头
,

这个故事一般就是关于该人的
。

宏观策 略运用上 的问题
,

似 乎不能用
“

错

误
”

来表述
。

由于语言
、

文化
、

思维等众多方面的

差异
,

学生的作文有可能会带有 明显的母语语

篇色彩
。

根据以上论述
,

学 习策略是学习者有意识

或无意识地运用某种思维方式去获得第二语言

知识
、

提高语言技能的方法
。

错误分析告诉我

们
,

汉语学 习过程同其它外语学习一样
,

是一个

创造性构造语言的过程
。

在学 习时
,

学习者运用

种种学 习策略
,

对汉语作出假设— 验证—
纠正

,

对的
,

保 留下来
;
错的

,

予以摈弃
。

语言能

力就是在这种探索性的努 力中不断向前发展
,

渐渐朝着 目的语— 汉语靠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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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分析还表明
,

学生所犯的错误
,

多半是

在检验对汉语作 出的假设时造成的
。

在错误的

深层潜藏着各种学习策略
。

这些错误的来源并

不是十分清楚
,

其模糊性说 明很多错误的产生

可能是多种学习策略和其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

果
,

我们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
。

由于写作教学是一种课堂交际活动
,

这是

一种具有 目标取向的交际活动
,

这种活动要求

达到特定的 目的
。

我们认为在对外汉语写作教

学中
,

应当重视以下几点
。

第一
,

在写作教学中
,

应当创造一种适当的

语言环境
,

提供一定数量的语言材料
。

作为语篇

衔接的句法结构和语篇的宏观结构都贮存在长

期记忆之中
,

否则无法生成和理解相关语篇
.

当

学生贮存了一定数量的汉语语篇信息进行写作

时
,

其中一些贮存的相关部分就被激活
,

所写出

的语篇实际上是向样的信息被重复激活之后建

立起来的
。

用汉语语篇去尽可能多地影响学生
,

从而 使学 生的作文能较多 地以正确的形式 出

现
。

就语言学习规律来说
,

吕必松 ( 1 9 9 7) 指出
:

听和说的习得总是先于说和写的习得
.

胡明扬

( 1 9 9 3) 也认为在语言学习时
,

输入不但要先于

而且要大于输出
。

因此
,

在写作教学中
,

我们应

当让学生听到或看到一定量的汉语材料
,

引进

范文在写作教学中是必不可少的
。

第二
,

口语和书面语的特殊关系值得我们

在写作教学中予以重视
。

口 头形式 中往往包含

了大量近似书面语的句法结构和表达方法
,

这

正是学生学习写作的基础
。

由于在第二语言教

学中
,

学生的听说能力常常领先于读写能力
,

或
.

者说学生的写作教学一般都是滞后的
,

所 以
,

在

课堂教学中
,

创造更多的机会来加强师生之间

和学生之间的汉语对话与交流
,

将会有效地提

高学生的写作能力和口语能力
。

鉴于这个道理
,

我们认为在写作教学中
,

应当开展写作讨论
。

这

种讨论可以是全班共同讨论
,

也可以是分组讨

论
。

以教师为中心的讲评方式 固然对学生有一

定的启发引导效果
,

但另一方面
,

学生在他们自

身知识体系的建构中所起的作用也必须加以肯

定
。

开展写作讨论为学生提供了某些策略行为
,

交流他们各 自使用 的学 习策略
,

为彼此提供了

一个增长知识的机会
。

第三
,

语段训练应当引起足够重视
。

语段是

从句子过渡到语篇的 中间站
,

能体现局部连贯

策略
,

对培养成段表达能力作用重大
。

在语段训

练中
,

既要注意叙述式
、

描述式和论述式这三种

基本的语段表达方法的分项训练
,

也要进行语

法
、

修辞和逻辑知识的综合训练
。

具体的语段训练程序是
: 1

.

先听或阅读语

段模式
,

并进行讨论和研究
; 2

.

结合该语段学习

一种组织
、

展开语段的写作技巧
; 3

.

分析该语段

的构成部分及其构成要素
; 4

.

摹仿语段写作
。

第四
,

在写作教学 中
,

适当地进行一些汉外

对 比分析
、

讲解和训练
,

将会促进学生的语内或

语际的正向转移
。

这种对 比分析不仅仅局限于

句法
、

语篇结构等方面
,

还同时必须考虑到文化

背景的差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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