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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写”作为五大语言技能之一，却是众多学生比较薄弱的语言技能，也是教学者比较无从下手的环节。

在一纲多本理念的倡导下，我国已有人教版，外研社，苏教版，沪教版等多版教材，教材作为教学者实

施教学的基础支撑，只有了解教材的设计理念和引导思路，设计板块之间的关系、存在的优缺点，才能

取其长，去其短，才能在更好的运用教材的同时，并对部分教学设计活动进行改进，从而发展和培养学

生的写作策略并促进教学者的写作教学。由于人教版和外研社的通用性比较大，为此以两版教材为例对

其模板分布、活动设计、类型、方式和写作框架进行对比，分析出了两版教材中写作板块的分布和设计

意图，引导方式，写作思路和优缺点等，使教学者在进行写作教学时能够借鉴其他教材的设计板块并探

究出写作教学的思路，更好的将阅读教学和写作教学相结合从而做到以读促写，帮助学生克服写作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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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riting” is one of the five major language skills, but it is a skill that many students are weak in, 
and it is also a link that teachers are unable to start. Under the concept of “one program, many 
books”, there are many editions of teaching materials in China, such as Renjiao, Waiyanshe, Sujiao, 
and Hujiao, etc. The teaching materials serve as the basic support for the pedagogues to imple-
ment the teaching, to develop and nurture students’ writing strategies and to facilitate the teach-
ing of writing by instructors. As the two editions of the textbook are more general, the distribution 
of templates, activity designs, types, approaches and writing frameworks are compared, and the 
distribution and design intentions of writing blocks, guidance methods, writing ideas,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the two editions are analyzed, so that teachers can learn from the design blocks 
of other textbooks and explore the ideas of writing teaching when teaching writing better. In this 
way, they can combine the teaching of reading and writing to promote writing and help students 
overcome their writing difficul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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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就目前我国初中英语教学来说，初中学生的英语写作能力普遍不强，学生在进行作品创造的过程中，

大都是在堆砌词汇和句型，因此作品的整体逻辑性不强，更谈不上英语语感的体现。此外，还有一部分

教师在对学生进行写作教学的过程中，只是单纯地引导学生对作文模板进行背诵，希望以此来提升学生

的英语写作能力[1]。在初中英语课堂教学环节，受传统教学理念影响，教师大都将阅读和写作作为两个

独立的模块对学生进行教学引导，这种教学模式容易使阅读与写作学习出现脱节的现象[2]。此外，目前

大部分学校的初中英语课堂在进行阅读写作教学时，教师对于每一篇英语文章或者其他的英语材料解读

太过片面，在很多时候都是带有强烈的目的性引导学生阅读文章。学生和教师的重点都是在文章的问题

上，并没有对文章内容进行太深的阅读，对于文章只是停留在大意的阅读上，然后就开始解决文章中出

现的问题。这时的阅读更加片面，很多的学生都是带着问题阅读题目，在阅读时也只是重复阅读问题出

现的那几句话，没有对文章的其他内容进行联系和解读，所以造成了对文章大意了解更加片面。教师在

讲解的时候，虽然有些时候对文章的每一句话都进行分析，对每句话的知识点都进行了解释，但是往往

忽略了对文章整体的解读，虽然让学生学会了其中的知识点，但是不利于培养他们的写作习惯和阅读素

养[3]。以上现象表明，导致学生写作障碍的原因是教学者对阅读写作进行独立教学或者大量时间投入阅

读教学，讲解句型结构，语言知识，缺乏对写作教学的指导，导致学生只能借助写作板块的相关提示进

行写作。此外，有的教材中阅读和写作板块缺乏衔接性，也没有相关提示引导学生借助阅读中的信息，

再加上教学者不研读教材，不清楚教材中不足之处，也没有增设教学活动增加两者之间的衔接。通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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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可以了解到在外研社中写作板块还会提示学生从前面的短文中寻找例句或利用前面活动中的短语和句

型，而人教版中就没有相应的提示。因此，教学者可以取其长补其短，借鉴其他教材中的教学设计运用

到当前的教学教材中。同时教学者一定要有以读促写的理念，将阅读中的信息点与写作任务紧密练习起

来，打破学习者的写作障碍。 

2. 为何进行教材写作板块的对比 

2.1. 让广大教育者了解教材中写作板块的设计理念 

通过文献搜索了解到广大教育者对学生的写作练习缺乏实质性的引导，检索文献可以发现大多数是

提倡以读促写，将阅读教学与写作教学紧密结合。通过教材的分析可以发现，无论是人教版还是外研社

以及其他版本都是将写作版块设计在听说读的后面，就是为了引导学生借助听说读中的词汇和信息点，

更多的是借助阅读中的语言结构，模板框架作为写作的支撑。作为教师，了解和分析教材的之后，才更

能清楚了解到阅读板块的教学活动设计与写作教学的活动设计之间的衔接性，将阅读教学和写作教学相

结合从而做到以读促写。比如在外研社教材中九年级上册 Module6 的写作板块，活动 5 通过四个提示内

容引导学生在短文中寻找相关的句子，在进行活动 6 的练习时，让学生想出一个问题，并借助前文活动

5 中的信息引导进行写作，当教学者看到这样的活动设计，就会在阅读教学时，注意相关问题的引导，

当学生在写作板块进行相关任务练习时，就会容易许多。活动 7 通过阅读活动 6 中的信件，根据信件内

容进行回复，以读促写的同时又增加学生的真实体验度。因此，只有研读教材，了解教材活动设计前后

的衔接性和设计理念，才能更好借助教材，实施写作教学。 

2.2. 了解教材中写作板块的优点与不足 

对人教版和外研社这两版教材的分析可以发现，外研社教材中会有相应语法知识的呈现、练习和运

用[4]。比如，在对学生进行 and 或 but 的使用时，会通过呈现例句让学生对其进行接触，然后再通过练

习考查对其的理解，最后再运用到写作中。而人教版中，只是呈现了两个例句，这样当教学者通过分析

了解到了其中的不足之处，也同时可以借鉴外研社版本中的引导思路，增加相应环节的设计，从而促进

学生的深入理解和运用。此外，外研教材中写作任务的活动与阅读有紧密的衔接性，教学者可以通过相

应的指导促进阅读教学与写作教学相结合。那么对于人教版教材，教学者就可以借鉴外研社中的活动设

计，在阅读后增加相应的活动设计从而达到以读促写。例如在人教版教材八年级下册 Unit 2 中，阅读短

文是Ben Smith写的一封感谢信，感谢Miss Li帮助了Animal Helpers并间接帮助了他并改变了他的生活。

阅读的活动设计是基于词汇，句子结构和文本内容的练习，到了写作环节，第一个活动设计就是直接呈

现了三种志愿工作的类型，让学生进行表达自己想要做什么？后面直接是写信申请志愿工作，并呈现了

主要问题，句型结构。除了都是关于志愿工作的话题外，阅读活动和写作活动毫无衔接，学生也不能借

助阅读信息促进写作，此外学生也不了解相关支援机构的工作，那么这个写作任务就相对来说有点难度，

让学生无从下手。因此，将阅读教学于写作教学相结合，可以增加相应的活动设计。比如：在写作练习

的第一个活动前设计一个活动，According to 2b and find a kind of volunteer work. Then work in pair to dis-
cuss: what is it about?/How did the group help Ben Smith?/If you work in this group, what things do you need to 
do?然后根据问题提示写一封志愿者的申请信给 Animal helper。这样的写作任务就是基本阅读文本，又有

词汇，语言信息的支撑。当然也可以继续练习教材中的活动，但是需要从简到难，逐级引导。 
关于句型结构和写作框架的呈现，在外研社教材中，呈现了很多开放式写作框架的指导，比如，关

于对超市购物的看法写作任务中写到“Write a paragraph about shopping at a super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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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gin like this: Supermarket shopping is not difficult. First, you should choose the things on your shopping list. 
List advantage 
List disadvantage 
End like this: Shopping at supermarket is fun. 

 
而人教版中多是通过句型结构呈现半结构式的框架，学生只需要补充关键信息就可以。这样就导致

学生自主性思考的丧失，也不会获得相应的写作思路。因此对比之后，那么老师在进行人教版的写作教

学时，可以在半结构框架之后，增加开放式的写作框架的指导。 

3. 两个版本中写作板块的异同 

3.1. 写作板块的相同之处 

3.1.1. 写作板块的分布和引导 
通过上面表格的统计整理和分析，可以清晰的了解到外研社教材中写作板块和人教版教材中写作板

块都分布在听说读之后，符合语言学习中输入与输出原理。两个版本在进行写作练习时，都至少有两到

三个的练习板块。练习任务从简到难，比如，宏观方面从简单的句子仿写、到用连接词进行句子整合、

再到最后的段落练习；微观方面从引导写出关键信息点，重点句型，到句型结构，写作结构板块的呈现，

再进行最后的写作练习[5]。 

3.1.2. 任务板块及设计思路 
首先，两个版本在内容上主要都是按照写作前和写作中的两个任务进行的设计。其次，两个版本教

材中主要的写作设计思路是搜索关键信息，写出关键信息，根据提示内容以及关键信息写出主要的句子，

然后再将句子进行整合，写成短文。由此可见，两个版本教材的整体思路都是通过呈现，接触，理解 ，
练习和运用的步骤。此外，写作安排在阅读之后，主要通过阅读中的词汇、短语、写作框架的呈现，为

写作任务提供辅助支撑，例如，为写作任务提供关键词汇，句型，相关话题信息、语篇格式等，同时也

为学生提供了写作思路并引导学生进行相应的自主输出以培养及相应的写作策略，同时也为老师在进行

写作教学设计提供了相应的指导[6]。 

3.1.3. 多样性的写作话题以及写作框架 
在上面两个表格的呈现中，可以看到两版教材呈现了多种类型的写作任务以及写作框架的思路引导，

在不同类型的写作任务中学生和教学者可以接触到多种文本形式的写作格式和思路。例如，在信件、邮

件、和卡片这类型的文本中，要注意强调开头形式和结尾形式，再在正文填充需要表达的主要内容。在

记叙文中，如果描述重要的节日，可以从节日是什么，在什么时候、人们怎么庆祝、会和什么人一起庆

祝等这几个问题的引导梳理学生的思路，也可以通过设计小标题进行文本的展开，例如在进行节日描写

时，可以分成三个环节进行展开介绍，包括节日前的准备活动，节日中的活动，以及传统节日的介绍等。 

3.1.4. 语言技能的整合运用 
两个版本在写作板块都对语言技能进行了整合运用，主要结合说，读和写这三种语言技能。例如有

的写作板块在写前会有讨论环节，问答环节，那么这些环节就是说与写相结合的运用。又或者从前面短

文中或活动中借助重点短语和句子的环节，根据出示信件、卡片邮件的范文进行回复邮件、信件的环节

就是读写相结合的环节。人教版中在写作任务后，会有一个第四模块的设计，对前面写作中提到的话题

进行对话演示，谈论交流，将写作中运用到的语言进行口语的表达练习。教材中语言技能的整合分析，

引导教学者在进行写作教学时，要考虑到说，读和写的结合，同时也要考虑到语言知识的整合，除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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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句型的衔接外，也要将语法知识融入写作教学。 

3.1.5. 认知策略与思维能力的体现 
认知策略的发展和培养。两版教材都是从根据上文信息开始写句子的练习，再到写短文的练习。在

进行写作练习时，主要通过阅读文章的信息，获取主要的词汇，句型结构以及内容框架的支撑再到结合

自己的生活经历进行思考，搜索信息，结合写作框架，句型结构的信息支撑进行写作。例如在外研社教

材中， 在八年级下册 Module 10 中，通过短文呈现的段落的分析了解了段落中的两个结构，分别是描述

过去重要的事和相应的背景信息，再通过让学生在短文寻找相对应的句子，最后再运用两个结构进行短

文的写作。整个过程主要是通过范文呈现主要结构让学生可以观察到，讲解主要结构让学生有所了解，

再根据短文找到相对应的结构的例句考查学生对结构的理解，然后再运用两个结构进行写作。同样在人

教版教材中也有体现，例如，通过阅读短文中举办派对的信息，让学生根据短文填写邀请函信息，并想

像自己的老师要离开了，计划一个聚会。这个环节只是根据问题回答，然后再通过呈现邀请函范文，引

导学生写邀请函，最后让同学们分享和阅读邀请函，并让学生回复同伴的邀请函。写作内容也是从自己

熟悉的话题，比如描写自己，朋友，家人，职业等到写自己熟悉的作者，歌手，或者根据信息表描写身

边的名人传记等。这样一个认识过发展和培养的过程，启发教学者在进行写作教学时，激活旧知、呈现

新知、理解新知、运用新知[7]。 
两版教材中书写形式从描述性(比如描述图片，朋友等)，到观点性或建议性(对出现的问题想出解决

的策略)、假设性(未来机器人会怎样帮助人们辅导作业，20 年后人们的生活)等。不同的书写形式体现了

对学生不同的思维能力的培养，例如：观点性或建议性的写作，培养了学生的思辨能力，批判能力和认

知能力，而假设性的写作类型，体现了对学生想象力的培养。因此，教学者只有了解教材中写作形式设

计的意图，才能更好设计教学活动从而促进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同时也提醒教学者不要忽略对学生学

习策略和思维能力的培养。 

3.2. 写作板块的相异之处 

3.2.1. 写作板块涵盖的语言知识点以及其呈现和运用的方式 
在外研社的教材中，还涉及了大写字母，句点以及缩写形式的书写、and、but、and then、so because、

with、first/next/then and finally 等连接词的呈现和运用，这是与人教版中最大的不同。此外，外研社教材

中，会对要使用的知识点，首先通过例句呈现主要的信息点，并引导学生进行自我观察和思考，再通过

相应的练习考查对知识点的理解，最后让其在写作中进行练习运用。例如，在句子中标记出大小写和句

点，或者用 and 或 but 进行句子的改写来考查学生对相关知识点的理解，再通过运用相关知识到写作中。

而人教版中，在让学生尝试使用 and 或 but 写作时，只是呈现了相应的两个例句，虽然说范文中也出现

了，但是因为教材中没有对其进行重点的呈现解释和练习，也没有提示学生借助前文的模板，那么会导

致学生不能真正的理解和学会运用，只是做到了会进行仿写。教学者因此也会忽略这个知识点的讲解和

引导。 

3.2.2. 写作思路的引导方式 
在外研社教材中，写作板块还有 learning to learn 的板块，不仅有对写作中的标点，时态的指导提示，

也有对写作思路和写做框架的指导，例如在九年级上册 Module 2 Unit 2 中，在 learning to learn 的板块中

写到，“当你描述重大事件的时候，例如关于节日时，可以写出节日是什么，在什么时候，为什么重要，

你做了什么，你和谁一起做的，以及吃了什么特殊的食物”。通过这样的引导，学生不仅对本次的写作

有了相应的思路，对同类型写作也会有引用相应的思路。对学生提供写作框架和思路的同时，也培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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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学习的策略。而在人教版教材中，写作板块会呈现一些句型结构，学生会根据前面任务练习中的

关键信息，直接填入到句型框架中，而不会进行自我思考去运用前面词汇，短语以及句型结构，当然也

不懂得写作的框架和思路，因为教材已经呈现了框架。 

3.2.3. 框架呈现的形式 
两版教材不同的是，外研社教材中多以开放式的框架，引导学生的写作思路。比如，关于对超市购

物的看法，首先给出了写作涵盖的具体框架，其中包括开头形式，列举优点，列举缺点，结尾形式这四

部分，其次呈现了文章的开头句和结尾句。这样学生在了解该写作类型的具体框架之后，会按照相应的

引导思路进行相关信息的搜索。降低写作难度的同时，也更多的激发学生进行自我思考和信息获取，同

样学生也会运用相应的写作思路到其他的写作任务中。 
Begin like this: Supermarket shopping is not difficult. First, you should choose the things on your shop-

ping list. 
List advantage 
List disadvantage 
End like this: Shopping at supermarket is fun. 
而人教版中多以半开放式的框架，根据句型结构进行信息的填充。例如在一篇观点性的写作任务中，

除了呈现具体写作框架(开头的表明立场、中间解释原因、最后发表自己的看法)以外，还有一些板结构式

的句型呈现。 
First, say if you agree or disagree. 
Dear..., 
I don’t really agree with…because… 
Although some parents are right about…, I think children should… 
Then, explain why. 
In my opinion, it is important for children/parents to… 
I believe it is better if children/parents…so that… 
Perhaps children/parents should/could… 
If children…, they will… 

3.2.4. 自主学习策略 
自主学习策略主要体现在外研社教材中 learning to learn 的板块。例如，在外研社教材中 Module 2 Unit 

2 的写作中的 Learning to learn 的板块中提示到句点在中英文中的不同，并引导学生自己发现其差异性，

再引导其运用，最后自己检查句子中的大写字母和句点。整个过程就是引导学生自己去观察、对比、练

习、运用和自我检查。此外还有对写作思路的指导，文中写到，“当你写文章时，可以以一个问题为开

始，想一个答案和例子，再想一个相反的答案和例子，最后写一个总结句”。在人教版中，主要引导学

生借用提供的短语，前文中提到的关键信息，呈现句型框架。因此，教学者在进行写作任务的练习时，

设计的教学活动，除了引导学习者激发他们已有知识，提供相应的词汇和句型的支撑之外，也要让学习

者自己学会如何写作。 

4. 教材对比后对写作思路及框架呈现的启发 

4.1. 写作任务中涵盖的语言知识点 

对写作板块的分析可以发现，宏观层面写作板块分布在听、说、读之后，微观层面写作板块分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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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汇、语法和语音之后。可见，写作不仅是作为输出的板块需要有前期的大量输入，而且也是涵盖知识

面最广的板块，要涉及大量的词汇，语法，句型结构，写作格式以及正确的词汇拼写等。因为写作任务

不只是词汇和句子的书写，还要考虑时态、标点、句子与句子之间的连接以及句法等。那么，教学者在

进行写作教学时除了引导学生获取与话题相关的信息内容之外，还需要对书写形式、句子连接，以及写

作策略进行相应的指导。同时也要对教材中优缺进行互相借鉴和补充，从而使写作教学更加全面和有效。 
在对学生语言知识引导的过程中，可以通过层次性和递进性的引导，学生从知识获取到知识理解再

到将知识的运用的过程可以使知识得到深度的掌握，再通过语言知识与自己的实际生活紧密衔接达到语

言运用的升华。不仅可以培养学生的写作思路，发展他们的写作策略和思维能力并引导学生学会创设写

作框架，也可以促进教师进行有效的写作教学。 

4.2. 写作任务的思路引导 

教材中通过写作前的问题呈现以及回答问题获取写作任务的主要内容信息，也同样提示学生在写作

时可以思考出一些相关的问题，或者是老师在引导学生写作时，引导学生提出问题，从而确定文章的主

要内容框架。比如在描述重要的节日时，可以从考虑节日的时间 when，人们会如何庆祝 how，为什么这

个节日重要 why 以及人们会做什么 what 和会主要涉及哪些人 who 等方面去考虑。 
小标题的重要性，通过思考主要的关键点，对其展开表达。比如在表述自己或他人方面，可以从年

龄，身高，身形，脸，头发以及爱好等方面去描述。或者在描述某个节日时可以从节日前的准备活动，

节日期间的食物、礼物以及传统的礼节等方面展开描写。 
在进行观点性的表达时，可以首先表达自己的立场，再举相应的例子去解释说明，进一步表达这种

现象带来的优缺点等。 

4.3. 写作框架的呈现方式 

对比两版教材可以发现外研社教材中呈现的写作内容可以更好的引导学生产生相应的写作思路，而

人教版主要是套用结构和句型的练习，从而会导致学生丧失自主思考的意识。 
因此，在写作练习中，学生不仅需要难度较低的半结构式的框架也需要有挑战性的开放式的框架去

激发学生的自我思考。这也同时提醒教学者，在引导学生进行写作练习时，可以首先呈现半结构式的写

作框架，让学生了解主要框架结构，并通过呈现的框架引导学生获取关键信息，这样不仅降低了写作的

难度也树立了学生的自信心，最后再引导学生整理出开放式的写作框架并产生相应的写作思路。 

4.4. 以读促写 

最后，教学者进行写作教学时，一定要有以读促写的理念，并尽量做到以读促写，将阅读教学于写

作教学相结合。写作任务可以是阅读后的一个教学活动，基于文本内容，对文本进行总结，也可以是对

文本的对应话题发表自己的看法，也可以将阅读作为写作的支撑基础，通过读了解和接触相关话题的词

汇知识、句型结构、写作框架等将阅读中的语言信息和话题与学习者实际生活紧密联系，从而激活学习

者对此话题已有的认知。 
主要的引导思路为，首先通过阅读向学生呈现相关话题的词汇和相关内容为其写作任务提供支撑，

然后，将写作前的活动设计与阅读文本相结合，主要引导学生了解阅读中的主要框架，比如段落内容并

对其分析讲解。最后，引导学生运用文中的写作框架进行与该话题相关并与学生生活紧密相关的写作任

务。 
因此，研读教材、熟悉教材、分析教材和借鉴教材，是教学者实施写作教学时必要的四大步骤，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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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样才能在基于教材的同时升华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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