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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长期以来，写作是书面表达与交际的重要方式，因此，写作教学成为高中英语教学的重要任务之一。然

而，传统英语写作教学存在费时低效性问题，文章将强调语言的复杂性、开放性、自组织性、自适应性

的动态系统理论与对分课堂的教学理念有效结合，希冀检验此教学模式在高中英语写作教学中的应用效

果，以期为高中英语教师改善和优化英语写作教学提供思路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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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riting has long been an important way of written expression and communication; therefore, 
writing teaching has become one of the important tasks of high school English teaching. However, 
traditional English writing teaching suffers from time-consuming and inefficient problems. The 
article effectively combines the dynamic system theory, which emphasizes the complexity, open-
ness, self-organization and self-adaptability of language, with the teaching concept of the dyad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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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room, hoping to test the effectiveness of this teaching model in high school English writing 
teaching, in order to provide ideas and references for high school English teachers to improve and 
optimize English writing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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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对分课堂这种新型的教学模式自 2013 年复旦大学心理系教授张学新提出以来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

的青睐和广泛研究，如今已逐渐成熟起来，它不仅带来了教学效果的改变，而且带来了教学理念的转变。

但就目前已有的研究来看，关于对分课堂在具体学科教学中应用的研究大多来自高校教师的经验总结，

受传统教学方法的影响，仅有少数中学教师真正将这种教学方法运用到教学中。对分课堂这一新的教学

模式在理论层面还需进一步完善。本文探究动态系统理论与对分课堂教学模式有机结合，并把这一理论

基础上结合了对分课堂教学与英语作文教学的具体实现步骤加以了分析，再通过数据形式来证明实施的

效果，进一步深化其理论基础的发展，不断填补和完善对分课堂在教学实践中的理论框架。 

2. 概念界定 

2.1. 对分课堂 

张学新教授(2014)通过考察以老师为主体的传统教学方法、翻转课堂教学法各自的优势与劣势，创造

性地提出对分课堂教学这一理念，又称 PAD 教学[1]。在课堂设计之初，即将课堂授课时间对半分配给任

课教师灵活掌控，让教师呈现教学内容，剩下时间则留给学生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借助课堂讨论、

情景对话练习等常见的训练方案帮助学生更好地内化当次课程，并确保讲授时间与学生讨论时间能够有

效分割，相互助益又不会彼此冲突；对分课堂基于简单且明确的授课模型，将讲授、独学、讨论、对话

四项教学主体有机融合。 

2.2. 动态系统理论 

1997 年，美国语言学家 Larsen-Freeman 率先将动态系统理论引入应用语言学领域，她认为语言是时

刻改变的，这与动态系统理论的性质相似[2]。她指出“复杂系统”这个术语指的是，随着时间的流逝，

不同类型的元素和媒介以不同方式相互作用的系统。她认为系统是变化的，语言也如此。二语习得不是

一个简单的线性过程，而是一个发展迟缓的，不可预测的，停滞的，日新月异的进步的动态系统。语言

是一个动态系统，涉及自身的出现、发展、变化、使用和获取。 

3. 动态系统理论视域下对分课堂在高中英语写作教学中的重要性 

3.1. 理论价值 

对分课堂这种新型的教学模式起源于大学，自 2013 年被提出以来，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的青睐和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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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研究，如今已逐渐成熟起来，它不仅带来了教学效果的改变，而且带来了教学理念的转变。但就目前

已有的研究来看，关于对分课堂在具体学科教学中应用的研究大多来自高校教师的经验总结，受传统教

学方法的影响，仅有少数中学教师真正将这种教学方法运用到教学中。对分课堂这一新的教学模式在理

论层面还需进一步完善。本文将运用动态系统理论探究的对分课堂模式运用到高中英语作文教学中，并

结合对分课堂应用到英语作文教学中进行验证与分析，再通过数据形式来证明实施的效果，进一步深化

其理论基础的发展，不断填补和完善对分课堂在教学实践中的理论框架。 

3.2. 实践价值 

目前，普通高中英语教学的工作中，各级教师逐渐重视起写作教学，但大部分教学效果仍然难以达

到预期的目标，其主要问题集中在学生缺乏写作兴趣和写作策略，教师忽视对学生写作方法的引导和兴

趣的培养。同时，英语写作存在一定难度且伴随着枯燥性，学生在整个写作学习过程往往容易产生畏惧

心理。本研究将对分课堂模式应用于高中英语写作教学中，可以为英语专业写作教学中应用对分课堂模

式提供范例；有利于改革和发展英语写作教学，探寻英语写作教学的新思路；有利于改进和丰富中学英

语课堂教学方法，提高中学英语课堂教学效率。目的是把学生引进一种新式课堂，引导学生从思想和行

为上改变写作意识和习惯，从而转变他们的学习观念和方法，促使他们成为课堂的“主宰者”，成为真

真切切的学习的人。通过教学形式和学习方式的转变，促进教学目标的高效完成。对分课堂模式具有一

定的应用价值，但它毕竟起源于大学，中学教师的观念中存在着许多身份认同，深入实践者寥寥无几，

且班上的学生学习动机差别不大，不同学科均有各自的特点，因此，对分课堂模型的应用还需要进一步

的研究。 

4. 对分课堂模式 

对分课堂主要有两种教学模式：当堂对分模式和隔堂对分模式[3]。“当堂对分模式”把讲授、内化、

讨论放在一个课堂上，教师可以实时指导学生的自主学习，保持学生的学习和讨论热情。“隔堂对分”

是指内化吸收环节是在不同的课堂时间进行，其与讲授环节有一定的课堂间隔，在课下或第二节课上完

成。换句话说，同一主题在不同时间讨论，给学生留下独立思考和吸收的时间。比起传统教学方法，其

最大的创新是增加了内化和讨论，即在教师讲完课后，留出时间让学生根据实际教学情况独立思考，实

现个性化的内化和吸收，然后在下一堂课上，让学生分组讨论，学生在讨论中可以充分展示自己的想法。

这样一来，学生就有更长的时间进行内化。他们可以通过搜索更多的学习资源来丰富自己的知识结构，

促进深入讨论。教师可以根据教学内容和课时安排来选择对分的形式。两者的区别在于是否将对分课堂

的三个过程都放在一堂课内。根据课时安排、课程内容和教师对对分教学的实践深入，对分课堂形成了

一种当堂隔堂混合形式，结合了当堂对分和隔堂对分的操作特点。教师可以根据教学内容和课时安排选

择对分课堂模式。图 1、图 2 分别是隔堂对分模式和当堂对分模式的基本框架。 
对分课堂的核心理念是民主、平等，主张师生分割权力。从显性时间维度看，对分课堂将课堂时

间一分为二，即将课堂教学的一半时间分配给教师进行知识讲解，而另一半时间分配给学生们进行个

性化课堂学习和小组讨论的互动式探究学习。从隐性权力视角来看，通过对分课堂给出了一种实现老

师权力合理分配的教学范式。教师对学生的课程承担着有限的职能，而学生则对自己的学习过程担当

着最主要的职能，正是这样实现了老师的职权和学校职能的平衡。在教学内容上，对分课堂教学实现

了“课程知识与信息的对等共享”，即课程知识信息一部分由教师通过课堂教学呈现，另一部分由学

生通过课后自主学习和课堂讨论获得。从课堂教学过程和结构上看，课堂教学时间分为三个部分：演

示、同化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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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Cross-class PAD class model 
图 1. 隔堂对分 

 

 
Figure 2. In-class PAD class model 
图 2. 当堂对分 

5. 动态系统的基本特征 

李兰霞(2012)根据 Larsen-Freeman 在 1997 年分三组讨论的复杂系统的十个主要特征，她指出动态系

统可以分为以下几个特征：复杂性、开放性、适应性、自组织性、动态性、非线性性、不可预测性、反

馈敏感性和对初始条件的敏感性[4]。根据他们的数据，本研究基于三个标准对这些特征进行重新分组和

讨论，即系统特性、发展过程和发展条件。 

5.1. 动态系统的系统特性 

从系统特性来看，语言系统具有复杂性、开放性、自组织性、自适应性等特点。 
(1) 复杂性 
复杂性指的是语言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它不同于由大量元素或媒介组成的简单系统。复杂系统的行

为不仅是单个部分的产物，而且是更大系统的“子系统”。如果我们把一个城市作为一个综合系统，那

么这个城市的组成部分就可以被看作是子系统，乡镇是子系统，火车站是子系统，河流和山脉也为子系

统。因此，动态系统理论主张将语言视为一个复杂的系统，因为学习者不知道有多少种因素可以影响并

且如何影响他们的语言学习，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也是影响的一方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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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开放性 
语言是一个开放的话语体系，它作为与人们沟通的最主要工具。如果不能保持对客观事物及其运行

规律的开放性表达，则我们的思维就不会在思考中保持开放，以至于在我们谈到未知和暂不了解的事物

时大概率偏离准确的认知，也容易失去找到认识事物本质及其运行规律的头绪的线索。 
(3) 自组织性 
语言系统的子系统间发生了相互作用的自组织的特征，Van Greet (2003)指出，语言系统是自组织的，

不仅对外部系统的反应，而且由自组织方式促成的语言体系的产生，诠释了复杂话题“人们可以说出我

们从未听说过的复杂句子”[6]。 
(4) 自适应性 
自适应性是系统根据环境的变化而自我调整的过程，以这种方式工作的系统被称为“复杂自适应系

统”。不但自组织的语言系统能够自适应外部环境，保持语言系统在社区中的稳定性，而且语言使用者

能相互适应。 

5.2. 动态系统的发展过程 

从发展过程来看，语言是动态的、非线性的、不可预测的。 
(1) 动态性 
随着时间的推移，动态系统未来的状态在某种程度上会取决于当前状态。语言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

改变，它会成长或衰退，一切都是动态的。元素和媒介不仅会随时间变化，它们之间的交互方式也会发

生变化。如果元素本身就是复杂的系统，那么所有嵌套在较大的系统中的子系统都在不断变化。 
(2) 非线性 
非线性是复杂系统中元素和媒介之间的相互作用。Larsen-Freeman 曾经说过：“在系统中，变化与

输入不成正比。元素或媒介不是独立的，元素之间的关系或交互是可以自行改变的。”例如，学校多年

的教育可能不会培养英语学习的兴趣，但一个偶然的事件可能会激发学习者的学习欲望，从而提高外语

水平。反之，在一个线性系统中，某个外界因素的干预都可以导致相同程度的结果。 
(3) 不可预测性 
从“蝴蝶效应”视角考虑，动态过程中不能预见的行为决定其初始状态，也就是说，启动前的轻微

改变就会导致之后产生急剧改变。 

5.3. 动态系统的发展条件 

从发展条件来看，语言对初始条件敏感，对反馈敏感。 
(1) 对初始条件敏感 
这是动态系统理论的核心特征，这意味着在开始时的一个小的差异或在此过程中的一个小的差异会

导致显著的差异结果，即通常所说的“蝴蝶效应”。语言的学习困难和认知障碍(语言发育迟缓、短期记

忆和认知困难、注意力不集中等)都是外语学习困难的重要原因。母语记忆或母语朗读水平，都可能反映

外语的水平。 
因此，从“蝴蝶效应”的角度可以解释初始条件是如何影响外语学习的。 
(2) 对反馈敏感 
这是语言发展的另一个关键条件。反馈敏感属于生物学领域，由达尔文的自然选择提出。作者指出

反馈敏感是人类自然的固有特征，而反馈就是人类自然选择，因此动物的选择也被视为进步，通过积极

的反应把人类进化往前推动。与此同时，对进化过程的负反馈使突变从螺旋上升而失控或出局，结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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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选择。 
总之，应用语言学中的动态系统理论主要研究语言发展过程、语言使用和语言习得。第一，语言是

一个对人类社会开放的复杂系统，语言本身具有子系统，并且能够适应外部世界。第二，语言是一个动

态的系统，总是在变化，原因与结果不成正比，而且通常是不可预测的。第三，语言的发展对初始条件

敏感，对反馈敏感。 

6. 动态系统理论视域下 PAD 课堂英语写作模式 

动态系统理论打破了人们关于语言发展中的线性模型的传统看法，指出语言学习过程是一种既包括

前进又包含倒退的过程，并不是一个直线上升，反而像一个曲线，是一种不断变化的过程[7]。对分课堂

英语写作的教学过程由三部分组成：教学、内化和讨论。整个教学过程是一个由教师和学生共同参与的

动态发展过程。有鉴于此，为了使对分课堂的教学设计和教学过程更贴近高中生学习的动态发展，笔者

在对分课堂原有教学过程的基础上，按照动态系统理论原理进行了微调，见图 3。以下均以人教版必修 3 
Unit 1 Write about your festival experience 为例。 

 

 
Figure 3. A model of English writing in the PAD classroo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ynamic 
图 3. 动态系统理论视角下对分课堂英语写作教学模式 

 
(1) 讲授：写作课以应用性为主，要求学生先完成知识的传递，但知识的传递必须来自事先的输入。

在课前准备中，按照动态系统原理所主张的课程的稳定性特征，由老师首先讲解与教学过程有关的知识

点和重难点，进行对学生基础知识的有效储备。以完成知识稳定性的要求。以人教版必修 3 Unit 1 Write 
about your festival experience 为例，本单元写作活动主题是“写你的节日经历”，要求学生就各自的节日

经历写一篇有关节日经历的文章。在本单元导入过程中，教师通过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引出有关节日经

历的话题。在讲授过程中，首先，复习有关记叙文的相关知识。其次，展示教学内容的结构，让学生注

意教师未提及的内容。教学内容包括四个主要部分：记叙文定义、记叙文六要素、文章结构和写作步骤。

教师将主要解释第二和第四部分，第一和第三部分留下让学生自学。最后，教师用 PPT 展示重点和难点，

用实例说明如何按步骤写好记叙文。 
(2) 内化：对分课堂内化阶段“亮考帮”作业要求学生自主思考进行总结与辨析，使学生内化时间更

长，可以通过搜寻更多学习资源丰富自己的知识结构。改变了在传统的英语课堂教学模式中，老师们占

用了课堂的大量时间讲授语言基础知识点和书本知识。学生忙着作笔记，无法保证学生是否跟随老师的

讲课思路，容易造成了时间投入多，学习效果不佳的困局。根据动态系统理论所提出的知识的变异性的

观点，学生通过“亮考帮”既强化了基本知识，又将所学知识灵活运用，达到了变异性要求。例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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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讲授完，学生们利用课下时间总结当堂所学的内容并完成反思任务，弥补教师留白部分。之后，学

生需要搜索相关的资料，列出作文大纲，根据所列大纲写出作文初稿。 
(3) 讨论：通过小组讨论和集体交流，同时进行知识的反思和再回顾的活动。英语课堂收效慢的原因

是师生之间的疏离，没有教和学的互动，更别说教学的发展与改善。对分课堂采取小组讨论和全班交流

两个部分。小组讨论阶段，学生合作学习，根据教师的提示或根据“亮考帮”的内容进行充分交流，学

生对已知问题得到更深入的探讨，对未知问题得到了解答。全班交流阶段，全班同学进行自由发言和提

问，对其他同学的问题可以踊跃发言，帮助解答，若全班学生都不能作答则由教师进行解答。课堂的交

流过程有助于学生对掌握的知识点加以合理输出，师生之间交流将促进学生提高学习积极性，有效的实

现课堂教学目标。而动态系统理论中主张的课程应用中的交互水平和时间段的关系，则通过对分课堂教

学这一方法得到解决。交流程度的强弱会关系到学科应用能力的提高，如在教学的环节中师生交流，生

生交流，可以把教师的交流由课堂教学扩展至课外。所以，课后的交流会对课堂中的知识内化造成影响，

但课堂上的交流也会对课后的师生交流造成影响。如学生可以在课下通过自主学习，资料查阅，再一次

与同伴或者教师进行探讨，不断地把知识进行输入输出以实现知识的内化与掌握。而学生在课后互动中

提出的问题也可能对教师下一次课的教学产生影响，教师会根据学生的反馈对教学设计进行改进，以期

实现教与学的有效结合。 

7. 结果分析 

本文基于动态系统理论，借鉴很多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的一次实验研究，目的是检验该方法

能否提高高中学生的英语学习兴趣和学习成绩。经过约 4 个月的教学实验，对学生学习兴趣的动态观测，

改变相应教学方法。授课中融入教师讲解–独立写作–小组讨论，特别是通过小组成员间的互相讨论交

流和修改，极大地提高了学生对写作的兴趣和主动性。 
通过动态系统自我组织的特性，促使学生及时做出调整，使其学习主动性保持得更加持久和稳定。

其次，本研究验证在高中英语写作教学中实施对分课堂教学模式是有效的。对分课堂相较于传统英语写

作教学模式更有利于提高学生的英语写作成绩。从实验的前后测成绩可以看出，实验班的后测作文成绩

明显上升。 

8. 结语 

综上所述，动态系统理论是一个跨学科的课程理念，能够与对分课堂的教学模式合理的搭配，对分

课堂教学方式的传授、内化、探究的教学方法，以及其实现方式也能够与动态系统理论充分的融合开来，

一方面动态系统理论可以更有力的帮助对分课堂教学方式的有效实施，另一方面对分课堂的教学方法也

能够继续补充和发展动态系统理论，两者在共同发展的进程中并没有单纯的线性图，反而实现了动态的

发展。本研究将帮助教师更新教学理念，在传统写作教学方式的基础上推陈出新，根据学生实际情况，

积极寻求新的教学方法，提升学生英语写作兴趣，使学生有写作思路，敢于下笔，改善对英语写作的畏

惧状态和消极情绪，提高写作教学效果；同时为其他研究者的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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