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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英语写作是语言学习的重要技能之一，对学生的语言发展和沟通能力产生深远的影响。在英语写作教学

中，同伴评价作为一种互动性的评价方式，由于其众多优势逐渐引起关注。本研究旨在探讨同伴评价对

学生心理因素的影响，其中着重关注自我效能感、写作焦虑、自信、和元认知等关键因素。通过对相关

文献的综合审阅和分析，探讨和了解同伴评价如何影响学生的心理，以期促进同伴评价的有效实施和促

进学生心理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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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glish writing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skills of language learning, which has a profound impact on 
students’ language development and communication skills. In English writing teaching, peer as-
sessment, as an interactive assessment method, has gradually attracted attention due to its many 
advantages.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peer assessment on students’ psychological 
factors, with a focus on key factors such as self-efficacy, writing anxiety, self-confidence, and me-
tacognition. Through a comprehensive review and analysis of relevant literature, we explore and 
understand how peer assessment affects students’ psychology, with the aim of promoting the ef-
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peer assessmen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psych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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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英语写作对学生个体和社会都有着积极影响。例如，研究英语写作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通

过注重写作教育，学生能够培养批判性思维(Wanner & Palmer, 2018)、逻辑思维(孙洁菡，2011)和表达能

力，为未来的学业和职业做好准备。再者，英语作为国际交流的主要语言，良好的英语写作能力有利于

推动国际层面的学术和文化交流。通过研究英语写作，我们能够更深刻地理解语言表达的复杂性，从而

提高国际信息传递的精准性和高效性。 
英语写作是学习英语语言和文化的关键技能，是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和表达能力的重要途径(Adachi, 

Tai, & Dawson, 2018)。然而，学生在面对写作任务时常常面临自我怀疑、焦虑和不安的挑战(李慧，崔秀

珍等，2022)。同伴评价作为一种互动性的评价，提供了一个有趣的途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学生克

服这些心理障碍。同伴评价不仅可以影响学生的写作技能，还可以对其心理状态产生影响(Topping, 1998)。
在本文将探讨同伴评价如何影响学生的自我效能感、写作焦虑、自信、和元认知等心理因素，以便更全

面地了解英语写作教育的复杂性。 

2. 同伴评价的理论基础 

20 世纪 30 年代，维果茨基(Vygotsky, 1980)提出了最近发展区(ZPD)的概念，指的是学生实际发展水

平与潜在发展水平之间的距离。实际发展水平是指学生独立解决问题的现有水平，潜在发展水平是指学

生在教师指导下或更有能力的同伴帮助下解决问题的水平，两者的距离就构成了每个学生的最近发展区。 
在同伴评价的过程中，能力较弱的学习者可以从具有较强能力的同龄人那里获得支持(裘莹莹，2019)。

即学习水平较高的学生可以为学习水平较低的同龄人建立认知 ZPD。学生可以从同伴那里学到新的东西。

这些新形式容易理解和接受，并对提高他们的技能产生了影响，从而达到 ZPD 的另一水平，即潜在水平。

因此同伴评估提供了一个可接受的“区域”。学生在这个区域内不会感到太难，因为 ZPD 的上限并不太

高，这样同龄人的指导可以被理解，学生可以在同伴评估的过程中从其他同学那里学到一些东西。从写

作的角度来看，教师的反馈和同伴评估与教学和协作是一致的。在 ZPD 的基础上，学生接收同伴的评论

和建议，修正他们的英语写作，提高他们的写作能力到潜在阶段。在这方面，同伴评估可以作为一个有

用的工具，提供相应的帮助，帮助学生从当前发展水平提升到最近发展水平(Dobao, 2012)。 

3. 同伴评价对学生心理的影响 

3.1. 同伴评价对学生自我效能感的影响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班杜拉在 20 世纪 70 年代提出自我效能感，他认为自我效能感指个体在执行某一

行为操作之前对自己能够在什么水平上完成该行为所具有的信念、判断或主题的自我把握与感受

(Bandura, 1997)。它并非是一个人的真实能力，而是人对自己行为能力的评估和信心。自我效能感在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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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写作表现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代表了学生在面对写作任务时的信心感和对自己能力的信任，同伴

评价在提高学生的自我效能感方面发挥作用。有研究表明同伴评价能够有效提高学生的自我效能感(孙翊

超，2018；吴育红，2013)。如果学生接受同伴的积极反馈后，他们更有信心相信自己能够成功完成写作

任务，进而提升他们的自我效能感。 
然而，要进一步提升学生在英语写作中的自我效能感，教育者还可以采取一些措施和策略。例如可

以营造一种积极、良好的写作评价氛围(吴育红，2013)，这样学生更有可能接受同伴的建议，增强学生的

写作积极性，从而提高他们的自我效能感。其次，教育者可以提供具体的写作目标和反馈，把教师评价

和同伴评价相结合(李莹辰，2021)，帮助学生明确他们的写作目标，并指导他们朝这些目标努力。另外，

教育者还可以鼓励学生将同伴评价视为学习的机会，而不是仅仅是评判。这种积极的态度也有助于学生

更好地理解和运用同伴的反馈来提高他们的写作，从而进一步增强学生的自我效能感。 

3.2. 同伴评价对学生写作焦虑的影响 

焦虑是一个心理学概念，指个体无法摆脱对挫折的预期或预感而产生的恐惧和不安的情绪状态(陶继

芬，贺照敏，2021)。写作焦虑是外语焦虑的一种特定形式，许多研究表明学生的情绪状态对英语写作有

很大影响，因此研究写作焦虑有其必要性。本文中的写作焦虑的定义采用白丽茹(2017)的观点，即英语写

作焦虑是指在课堂英语写作技能课教学或训练中，由于写作者个体因素和写作过程因素表现欠佳或存在

某种程度缺陷，致使写作者在课堂英语写作过程中产生紧张、不安或畏惧等焦虑情绪，进而对其英语写

作文本质量、英语写作能力和英语写作水平产生一定负面影响。 
写作焦虑产生的原因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首先可能是学生的英语能力的问题(陈友珠，2021)，担心自

己的英语语法、词汇或拼写能力不足，缺乏信心从而导致焦虑感。其次可能是写作任务的复杂性，当学生

面对较为复杂、不熟悉或要求创造性表达的写作任务，学生可能感到写作的难度，从而产生焦虑。还要先

前的负面写作经历，如批评或不理想的成绩，可能影响学生对写作任务的态度，产生焦虑感。因此写作焦

虑作为学生在写作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心理问题，常常对其写作表现产生负面影响。学生可能感到自我怀疑、

焦虑和不安，这些情绪可能妨碍他们的写作思维和写作策略(卢红霞，2023)。有众多研究表明同伴互评对

缓解学生写作焦虑有积极作用。例如吴育红(2011)研究得出同伴互评能够显著降低学生的总体写作焦虑、

躯体焦虑与回避行为，显著地降低认知焦虑。此外，Oxford (1999)通过同伴互评实验也得出合作学习对学

习者的语言习得有较为积极的影响，而且能显著缓解学习者课堂语言习得焦虑，其中就包括写作焦虑。周

一书(2013)也通过研究得出类似结论，他研究得出同伴反馈法能够显著缓解学生的写作焦虑，激发学生的

写作兴趣，提高学生写作的自主能动性和学习的积极性。可见同伴评价在减轻学生写作焦虑方面确实发挥

了一定作用，它在进行评价时可以提供一种社交支持系统，能缓解焦虑情感。当同伴提供鼓励和建议时，

学生感受到他人的支持，焦虑感减轻，这有助于他们更好地专注于写作任务(Topping, 1998)。 
为进一步减轻学生的写作焦虑，教育者可以采取一系列措施。首先，创造一个支持性的评价环境，

鼓励同伴提供积极、建设性的反馈，以减轻学生的焦虑情感。此外可以通过促进学生之间的情感交流，

增进学生之间的理解和相互信任，从而降低焦虑感(Richards, 1994)。另外，通过提供逐步的写作任务和

指导，学生可以逐渐适应写作的复杂性，从而减轻焦虑情感。总之，同伴评价在减轻学生写作焦虑方面

发挥了一定作用，有助于提高他们的写作技能和自信心。通过创建支持性的评价环境以及提供适度的写

作指导，教育者可以有效减轻学生的焦虑情感，从而提高他们在英语写作中的表现。 

3.3. 同伴评价对学生自信心的影响 

自信在英语写作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因为它直接影响学生的写作表现和动力。Krashen (1985)
认为影响二语习得的主要情感因素中就包括自信心这一心理因素。学生的自信程度对他们的写作技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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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趣产生深远的影响(Bandura, 1977)。研究显示，同伴评价有助于增强学生的自信感。同伴互评提供了良

好的氛围，在相互沟通交流的过程中会借鉴他人成功的经验，利用榜样让自己进步，当看到跟自己英语

水平相近的同伴取得进步时，会增强学生自我成功的信心(刘丽媛，2017)。当同伴提供积极的反馈和建议

时，学生感到更有信心，相信自己具备完成写作任务的能力。这种自信不仅对学生的写作质量产生积极

影响，还能激发他们对写作的兴趣，促使他们更积极地投入到写作过程中。 
为了进一步提高学生在英语写作中的自信心，教育者可以采取一些有益的措施。首先，创造一个鼓

励积极评价和建议的评价文化，让学生都能够充分地参与进来。其次，教育者可以为学生设定具体的写

作目标，并提供明确的标准，以帮助他们更好地认识到自己的写作进步，从而增强自信(Lockhart & Ng, 
1995)。同伴评价在提高学生的自信心和写作动力方面具有积极影响。通过创造积极的评价文化、设定明

确的写作目标和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同伴评价，教育者可以有效增强学生的自信感，从而提高他们在英语

写作中的表现。 

3.4. 同伴评价对学生元认知的影响 

元认知是教育心理学中的术语，是认识主体对自我认识活动的一种反思和反省(吕佳，2013)。美国教

育心理学家弗拉维尔最先提出这一概念，他认为元认知是认知主体为完成某一具体目标或任务，依据认

知对象对认知过程进行主动的监控以及连续的调节和协调(Flavell, 1979)。在学生写作过程中，进行同伴

评价从而让学生得到及时的反馈，他们能够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及时地改进和调控自己的写作，在这个

过程中学生的元认知能力也会相应的得到发展。研究表明同伴评价确实能够促进学生元认知的发展(谢
云，2017)。同伴评价中学生运用自己的语言知识评价同伴的写作，与此同时也接受同伴对自己作文的评

价。在扮演评价者的角色的时候，学生能够学习同伴写作的优点，发现同伴的错误的时候也会反思自己

是否犯过同样的错，从而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写作技能(谢云，2016)。在扮演被评价者的角色的时候，学

生接受同伴的评价，对自己的写作进行监控、调节自己的元认知，努力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王秀英，2015)。 
为进一步促进学生的元认知发展，教育者可以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例如同伴评价应该注重提供

具体和建设性的反馈，而不仅仅是简单的好评或批评。鼓励同伴提供具体的意见和建议，帮助学生认

识到自己的优点和需要改进的地方(Zhu, 2017)。此外还可以在同伴评价过程中，给学生提供明确的写作

标准，让同伴评价更有效(Li, 2020)，因为这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自己的写作表现，并促使他们思

考如何改进。 

4. 结论 

同伴评价在英语写作中的运用，不仅对学生的写作技能产生积极影响，还在心理因素上产生影响。

它有助于提高学生的自我效能感、减轻写作焦虑、增强自信、同时促进元认知能力的发展。因此，同伴

评价在英语写作教育中应受到更多的关注和应用，以帮助学生充分发挥他们的潜力。为了更好地了解同

伴评价的实际应用和潜在影响，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不同类型的同伴评价以及如何更好地整合同伴

评价进入教学实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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