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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

摘要:有效提升学生写作能力始终是高中

英语教学的重中之重。针对“重结果轻过程”

的课堂现状，本文将依托“过程体裁教学法”，

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对写作教学效果进行实

证探析。研究结果表明，过程体裁教学法的应

用从语言、结构和内容三方面显著提高了学生

写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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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过程体裁教学法的内涵和特点

过程体裁教学法，通过引导学生鉴赏语言

知识、语境知识、写作目的和写作技巧等要素，

将写作的过程融入课堂，从构思、起草、修改到

编辑，激发学生对于不同问题和写作过程的认

识，带领学生产生想法、汇集数据、完成习作并

反馈修订。与传统的结果型教学法相比，其具

有以下特点：第一，从课堂活动上体现交互性，

加速新知识的架构。第二，从写作环节上体现

过程性，关注写作步骤的实施。第三，从主题

内容上体现系统性，形成完整连贯的写作课程

体系。

二、过程体裁教学法的实施

基于过程体裁法，针对不同话题开展5次

系统性的教学任务，具体实施步骤如下：

（一）体裁点津，鉴析范例。

甄选体裁文章，协同剖析范文。笔者选取

《高中英语上教版必修二》unit2中阅读文本。

首先，教师带领学生通读例文，组织学生讨论

一系列引导性问题。明确体裁，提炼内容结

构，发掘范文亮点。

（二）头脑风暴，拓展思维。

布置写作任务，引导学生构思。为了更好

地锻炼学生思维，笔者引领学生分别从正反立

场构思论点和论据，形成思维导图。利用图式

构思内容的同时，化抽象为具象，及时弥补思

维盲点，查漏补缺。在学生汇报中，出现有所

疏漏的论点时，教师可以利用问题链“Why”

“What”“How”激发学生思考，拓展对议题理解的

广度和深度。

（三）独立写作，共定量规。

独立撰写文章，共同制定标准。教师在评

价前可以选取几篇习作为例，引导学生从语

言、结构、内容三方面思考习作的优缺点，即设

计量规的条目。在学生指出同伴习作亮点或

不足时，教师及时把控准确性。一方面，量规

的商定为师生评价奠定基础；另一方面，激发

了学生的读者意识，向更优秀写作成果迈进。

（四）师生互评，动态调控。

以“评”促“教”，以“评”促“学”。“评”是教

学的核心，对写作过程的反馈是一种促进学生

写作、有效监控写作过程的支持手段[3]。教师

选取学生部分习作后，开展同伴和教师相结合

的多元评价。在此过程中，教师实时管控跟

进。肯定学生习作与同伴评价的亮点，引导学

生形成互补意识与竞争意识。

三、结果和讨论

经过54天的教学实践，共进行了5次议论

文过程体裁写作任务训练。为探究其有效性，

本研究开展习作对比分析，借助 LancsBox，

Range，Antconc和Minitab四个软件统计数据，

研究学生的写作发展情况。

1.词汇发展变化

（1）词汇复杂性

词汇复杂性是评估词汇丰富性

的四个指标之一。表1呈现的是学生在前测和

后测中不同级别词汇的使用情况。在前测中，

学生习作最常用的1000词、次常用 1000 词、

学术词汇和其他词汇的使用率均值为 84%，

4.90%，3.33%，6.80%。后测中的学生作文在这四

个维度中均存在显著差异。如图所示，学生在

作文中使用的高频词减少，低频词增加，而学

术词汇比例也有明显提升。作文分数与最常

用 1 000 词使用比率呈负相关[2]。而低频词

汇量和学术词汇量的增加表明学生应用更丰

富的词汇，写作能力有所提升。

（2）词汇密度

由于 TTR 受语料库大小的影响，标准类符

形符比（STTR）成为比较不同语料库时所参考

词汇密度的重要指标。经过几次的协作学习，

学生的词汇密度有了显著的增长。与前测相

比，后测词汇密度有所提高（t=- 8.49, p=

0.001＜0.05）。

2.句长发展变化

如表3所示，学生们后测作文在句长方面

有了显著的提高（t=-5.57，p=0.005）。具体来

看，简单句比例减少，复杂句比例增加。所以，

经过过程写作教学，学生句法复杂度提升，语

法能力显著加强。

四、启示与反思

本研究证实了过程体裁法对学生写作教

学具有重要意义。学生在语言、结构、内容三

个维度都有显著提高。通过实践，过程体裁写

作在实施中需要具备以下原则：

（一）学生主体性原则

推动过程教学的发展需要彻底摒弃以教

师为中心、强调知识传授、把学生当作知识灌

输对象的传统教学模式[1]。教师从教学者转变

为引导者，引导学生主动思考，积极参加讨论、

独立写作和生生互评，积极推动写作过程的运

用。同时，当学生在课堂上的观点可能有偏颇

的时候，教师应及时引导，抓住合适的时机提

供脚手架，引导学生克服困难，保

证课堂的质量。

（二）多元动态性原则

跳出传统终结性评价的窠

臼，基于多元动态评价方式开展

生生互评，群策群力。在此过程

中，师生共同商定标准，交换观点，增强读者

意识，减弱写作畏难情绪和焦虑感，调动写作

兴趣。

（三）教学评一体性原则

“评”是写作教学的关键。通过共同协定

“量规”，重新审视作品，自主调控，以“评”促

“学”。同时，基于学生在实时评

价中的产出，教师可通过引导性

的问题链适当介入，提高写作课

程的实效性，以“评”促“教”。

五、结语

综上所述，本次实证研究对过程体裁法在

高中写作教学中的落实与发展提供了借鉴，具

有一定的实践意义与理论意义。今后的研究

可考虑进一步增加样本数量，扩大课程群体，

对教学方法的运用开展更深入的研究。

“过程体裁法”在高中英语写作教学中的实证研究
徐祎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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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0月，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

议首次提出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

思想是对我国和世界文化发展规律的科学认

识和深刻揭示，是在新时代党领导人民推进

文化建设的宏阔实践中孕育而生的新思想。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植于中国悠久的历史和

哲学之中，与马克思主义具有高度契合性，为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积淀了丰富的哲学思

想和价值理念。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中华文

化的时代精华，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

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深化结合，赋予先进文

化深厚的历史底蕴。

一、治理思想：“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是重

视精神追求的逻辑基点，不仅强调了人民是

国家的基础，而且突出了民生问题的重要性，

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为中国治国理

政提供了丰富的思想理念。儒家所推崇的

“以民为本”的思想最早出现在《尚书》，其中

记载道：“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所蕴含的意

思就是人民是国家发展壮大的基石，只有人

民安居乐业、生活稳定，国家才能安宁。此

外，还有孔子的“以政为德”、孟子的“民贵君

轻”和荀子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些思

想都体现了中国古代贤士对人民主体地位的

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共产党精神

谱系孕育生成的重要源泉，其中中国共产党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就与古代

民本思想的浸润密不可分。习近平总书记的

文化思想既结合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顺

应了时代潮流发展的特点，提出要在宣传思

想文化工作中始终维护人民的利益、注重人

民的福祉，要在文化建设中充分发挥人民群

众的主体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

书记提出了“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的话语论述，继承发展了“以民为本”的优秀

传统，体现了我们党始终把人民群众放在心

中的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

为奋斗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之

所以能够在实践中取得根本性成就，离不开

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创造。在推进文化建设

中，要始终以人民群众的感受和需求来衡量

文化建设的质量和水平，并充分发挥人民群

众在文化活动中的主体作用。习近平文化思

想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主体，激发人民群众的

文化首创精神，通过汇聚人民群众的思想力

量，使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进入一个新阶段。

踏上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根据我国社会文

化发展的新要求、新趋势，着力解决实际生活

中文化发展不平衡的问题，确保人民至上在

文化建设中站稳，真正做到宣传工作为民、精

神文明惠民、文化繁荣利民。

二、道德观念：“讲信修睦”“亲仁善邻”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承载着中华民族五千

多年来的智慧结晶，蕴含着道德观的形成与

发展，为我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

值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人自古以来崇

尚对道德修养的自觉追求，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中所提到的“厚德载物”，强调了人们要品

行端正、行为正直。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

起，就始终以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

为奋斗目标，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促进社

会公平正义，并通过艰苦奋斗全面建成了小

康社会，开启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在中国的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中，“厚

德载物”思想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滋养及时代

价值。深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德性人格的

影响，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

大会上以“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深刻阐

释了道德价值观念与科学社会主义理念之间

的密切关系，并为中国社会向现代化转型提

供了价值基础。“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传

统文化理念最早出自《左传·隐公六年》中的

“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君其许郑”和《礼记·礼

运》中的“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意思是各个

国家之间要以和为贵、彼此亲近、坚守信用，

才能和谐相处。“讲信修睦”作为中国共产党

一以贯之的价值追求。在扎实推进中国式现

代化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对“讲信修睦”思

想进行深化和发展，对内取信于民，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与和睦友善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

相互支撑，对外言必信、行必果，为人类谋进

步、为世界谋大同。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

“讲信修睦、亲仁善邻”被习近平总书记列为

中华文明众多智慧结晶之一，随后又在文化

传承发展座谈会上，被列为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突出特性。习近平文化思想延续了大同

思想中“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传统理念，为

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指明了正确方向，

也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打下了基石，是建设

中国式现代化文化的应有之义。

三、社会理想：“天下为公”“天下大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历来主张“天下大

同、协和万邦”，为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文

化积淀。“天下为公”“天下大同”最早见于儒

家经典《礼记·礼运》篇，详细描述了“大同”社

会的状态，与共产主义具有价值趋同性，表达

了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中华文明对人

类命运的深切关怀。“天下大同”的和谐理念

倡导我们在追求物质利益的同时，要重视人

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系和社会责任。中国共产

党作为这一社会理想的真正践行者，自诞生

以来就始终坚持胸怀天下，坚持发挥文化在

历史进步中的作用，将中华民族天下为公、天

下大同的社会理想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

想相结合，并结合时代特征赋予了新的时代

烙印。中国共产党将“天下大同”给予升华，

以“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的初心使命为出发点，直至延伸到为人类谋

大同的国际视野为落脚点，并付诸实践之

中。世界大同、和合共生，彰显了中国共产党

人坚持胸怀天下的世界担当。只有真正理解

和践行“天下大同”的交往理念，才能推动社

会进步，促进世界和平，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

续发展。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

下，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在外交场合引用“天

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理念，强调中国所奉行

的大国之道和大国担当，体现了习近平文化

思想与时俱进、视野阔达的全球治理观。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

在继承和发展这一理念的基础之上，提出了

符合当今世界格局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命运

共同体理念，并对其进行了超越式传承，实现

了大同小康在当今时代的融会贯通，对于推

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人类文明新形态、提出

全球治理新方案、破解当今世界现实困境等

实践具有重要启示。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中国式现代化在文化

领域的重大理论创新，蕴含着一系列新思想

新观点新论断，不仅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底蕴与智慧，还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新时代文化

建设中，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根本指引，

对于不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发

展，具有审时度势的科学性与兼收并蓄的包

容性。

习近平文化思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阐扬
张景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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