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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simplifies the classical cycle of the Process Approach to fit the real practice of standar-
dized writing tests and demonstrates the techniques of designing in-class writing drills in accor-
dance with the four phases in the simplified version. Finally, the principles of this drills design are 
summar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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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晟 
 

 
 

摘  要 

本文将经典的写作“过程方法(Process Approach)”模型进行了针对标准化写作考试的简化，并基于修

改后的模型的每个阶段，介绍了所对应的课堂写作练习的设计方法。最后对课堂写作练习的设计原则进

行了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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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引出 

如何提高学生的学术写作技能(Academic Writing Skills)是一个全球性难题。在包括美国[1] (美国教育

统计委员会，2012)、英国[2] (教育部，2012)、新西兰[3] (教育统计局，2014)等英语为母语(L1)的国家的

官方报告中显示，写作是语言能力评估测试中，学生表现最差的部分。 
在第二语言(L2)培训中，学术写作(Academic Writing)给英语学习者带来了很大的困难(Nora & Juan 

Manuel, 2017 [4])。因此，如何在标准化英语考试的备考课程中提高学生写作技巧，也成为了学术界比较

热门的研究方向之一。一些学者的研究(如 Bagheri & Zare，2009 [5]；Ahmadi-Fatalaki & Nazari，2015 [6])发
现，给考生提供范文等教学干预的方法，特别是在有教师指导下，让学生注意自己在词汇、语法、逻辑、

和内容上与范文的差距的情况下，对提升学生的写作质量有很大影响。另一些学者探讨了随堂批改反馈

对学生写作提高的有效性(如，Ganji，2009 [7]；Ketabi & Torabi，2013 [8]；Paulus，1999 [9]；Vahdani-Sanavi 
& Nemati，2014 [10])，并得出结论：同伴批改(peer-correction)是对学生最有效的批改反馈方法。 

但是，由于在全球各地，由商业培训机构提供的备考课程非常昂贵，因此设计一系列有效但仅需消

耗少量时间的写作练习在这些机构的教师备课过程中至关重要(Green, 2007 [11])。目前，对教师在这类培

训课程的备课中所做工作的研究比较有限。在托福考试的准备中，Hamp-Lyons [12]建议教师“把帮助学

生提高英语知识和使用能力，思考什么是考试准备中应该做的事，并有意识地选择合适的内容和方法看

作主要任务。”(1998，第 330 页)。在雅思考试的准备中，Hayes & Read [13]通过案例研究发现，教师往

往专注于“实际测试任务”，而忽略了“未在测试中被直接评估的技能(2008，第 109 页)”。然而，还没

有人真正地把写作原理和写作备考课程的安排规划联系起来。本文试图通过使用经典的“过程方法

(Process Approach)”来分析教师在设计练习时必须考虑到的重要因素。 

2. 过程方法(Process Approach) 

自 20 世纪年代以来，基于“过程方法”(下文简称为“PA”)来研究二语写作(L2 Writing)经历了许多

年的发展。如今，PA 经常被用来解释一篇文章的作者在进行这篇文章写作时的行为。如图 1 所示，写作

的整个流程可以认为是“一个从预写到编辑等不同阶段交替的循环”(Cofn, 2003 [14])。这个循环“有助

于使学生意识到写作是一个过程，对于不同类型的写作有不同的过程”(Susser, 1994 [15])。因此，使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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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语言的作者应该避免遵循严格而狭义的方案去写作，而是要根据他们遇到的不同题型而改变。目前的

分析和研究(例如，Goldstein & Carr，1996 [16]；Onozawa，2010 [17]；Akinwamide，2012 [18]；Bayat，2014 
[19])证明了 PA 对建立可靠有益教学法的促进作用。 
 

 
Figure 1. Process writing cycle. Adapted from Cofn (2003) 
图 1. 写作“过程方法”的循环。摘自 Cofn (2003) 

 
在标准化测试中，图 1 所示的整个周期更小，因为：1) “批改者会将文章视为第一稿”(摘自 ETS 官

方描述) [20]，从而使“peer review”、“additional research”和“editing”这三个阶段不再存在；2) 在所

有标准化考试中，学生在考试前并不知道写作部分的考试题目，从而使得“prewriting”阶段也不再存在。

因此，整个周期变为了“计划(Planning)”、“提纲(Drafting)”、“实操(Reflection)”、“检查(Revision)”
四个阶段，具体流程见图 2。 
 

 
Figure 2. Process writing cycle in standardized tests 
图 2. 标准化考试中的过程写作循环 

 
因此，写作练习的应该根据图中的这四个阶段来进行有针对性的设计。 

3. 基于“过程方法”的课堂写作练习 

3.1. 计划(Planning) 

由于时间限制、对题目分析的复杂性、禁止使用参考材料以及题目主题的不可预测性(仅在 TOEFL/IELTS
中；在 GRE 中，ETS 的 GRE 官方网站提供了完整的主题库)以及其他潜在的情感因素，一般中国学生在

规划方面有很大的困难，特别是在托福的独立写作题、雅思写作的 Task 2、和 GRE 的 issue 写作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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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提出观点(也就是段落主题句)？紧接着应该呈现什么样的例子和原因？这是学生在参加备考课程时

想要得到解答的两个关键问题。幸运的是，借助新东方学校在 20 多年考试准备培训中积累的经验，如今

老师们已经掌握了系统的方法论并拥有了丰富的知识储备来有效地破解了这一问题。 
那么这里的关键问题就是：学生是否可以在课堂上充分消化这些老师传授的内容并将其应用到所有

立论型的命题作文考试？所以，我们应该设计练习来检验和了解学生在这方面的吸收情况。 
在我的教学实践、尤其是在 GRE 的 issue 教学中，我会首先提出我的教学目标：要求学生进行复杂

性的思考(Complexity)并深入挖掘自己的观点(Insightful Position)——这是GRE issue考试的考核目标[20]。
并且总会首先对一道 issue 题目进行完整的分析，然后再要求学生将这个分析过程应用到其他 issue 题目

中。具体来说，我会指导学生思考与该问题相关的很多素材和场景(大约 10 个)，然后尝试根据这些例子

得出自己的观点和立场。这样做的原因是：1) 就如同写论文时需要首先收集大量的参考资料一样，在思

考 issue 题目时，学生如果想进行复杂的思考并深入挖掘自己的立场，那么第一步就是要寻找能够紧紧围

绕着这个 issue 题目的素材和场景。没有这些“养料”，对题目的分析往往是空洞无味的。2) 素材在一

篇习作中往往以论据的形式出现，而通常对一篇议论文而言，论据基本会占据整篇文章总篇幅的

70%~80%，因此对于写作考试的分数高低而言，素材成功非常重要。如果没有素材，即使学生可以考虑

到所有相关的观点，也无法建立整个段落；最重要的是，3) 将 issue 考题基于题材涉及的领域进行细分(即
教育，技术，历史，法律等)是考试准备过程中的常见做法，并且在每个题材领域中，一个 issue 题目中

使用的写作素材可以引申到其他 issue 题目中。 
在课堂实践中，我会在展示完第一个 issue 题目的分析之后，要求同学们接下来进行练习。在这一部

分中，我会列出同一题材领域中几个不同的 issue 题目，并指导学生将这些例子用于所有其他主题并提出

不同的观点和看法。学生通常会积极地参加这些练习。因为同学们会发现，把某一道题进行深入分析后，

无论是这道题中的论点还是论据，都可以推广至同一领域的其他题目，从而降低对这些题目的思考难度

并有效提高对整个题库的整体分析效率(图 3)。 
 

 
Figure 3. Demo drill for planning 
图 3. 规划的样例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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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提纲(Drafting) 

众所周知，文章的组织结构是标准化写作阅卷人评估学生写作表现的一个重要方面。而提纲阶段又

是训练学生建立文章“骨架”的绝佳阶段——在学生进入到实操阶段(Reflection)之后，由于这个阶段可

能需要同学们通过段落论证来传递非常重要的论证信息，他们很可能只有能力估计内容呈现、而无法清

楚宏观地看清自己文章的整个结构。因此，在真正写文章之前的提纲阶段，通过设计一些练习来增强学

生的文章结构感就很重要。 
由于几乎所有标准化英语写作考试都要求学生进行议论文写作(无论是托福的独立写作，雅思的 Task 

2，还是 SAT 和 GRE 的分析性写作)，虽然考试形式可能会有差异，但由于无论是自己构建论点论据的

议论文，还是对他人的文本进行分析的议论文，其基本构架并不会有很大的改变，这也就使得课堂上对

段落结构的练习非常的必要且重要。在课堂实践中，老师通常都会介绍开头段、正文和结尾段的不同写

作方法。在介绍完这些方法之后，老师们就应该配以练习，以促使学生将它们应用到实际写作中。例如，

在 GRE 的 Argument 写作中 1，典型的高分文章的开头段通常“先需要复述 Argument 文章中的结论，然

后去复述基于这一结论作者所使用的理由或者例子”(摘自：ETS 官方陈述) [20]。因此，为了提高组织结

构的熟练程度，教师可以先做好一个关于开头段写作的格式，然后要求学生根据这个格式来构建其他

Argument 题目的开头段的结构(图 4)。 
 

 
Figure 4. Demo drill for organization 
图 4. Argument 开头段结构的样例练习 

3.3. 实操(Reflection) 

实操阶段最核心的任务就是段落拓展。段落拓展可能是学生在议论文写作过程中的最大挑战，也是

文章成功的关键。在实操阶段，练习应着眼于通过仿写来让学生学会如何使用不同的论证方法(例如例证，

场景，比较和对比等)来展开段落。所谓仿写，就是首先呈现一个示例段落先让学生学习，然后给学生一

个主题句，让其通过模仿示例展开为完整的段落。这种安排可以使学生有机会检验他们是否能够真正掌

握段落展开的不同方法(图 5)。 

 

 

1GRE Argument 写作考试的方式是：给定一篇议论性的段落(Argument)，需要考生针对这个段落的逻辑严谨性(logical soundness)展
开分析和讨论。详情请见 ETS 官方网站：http://www.ets.org/gre/revised_general/prepare/analytical_wr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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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Demo drill for thesis development 
图 5. 文章展开的样例练习 

 
这样的写作练习的好处是：1) 能够有效提高学生在课堂中进行写作的意愿度。在大量新东方写作课

堂教学案例中，强制要求学生运用课堂时间(比如半个小时甚至更多)去写一篇完整的作文会给学生带来焦

虑、厌烦等负面情绪。相反，将写作练习“碎片化”、用相对较短的时间去完成一个学生认为可以完成

的练习，则能更好地促进学生的课堂参与度。2) 通过模仿优秀的论证段落，学生能够更有效地了解段落

展开的方法和途径，并且能够直接连接到学生自己的写作实操。3) 能够在“控制变量(Controlling Vari-
able)”的方法下，更精准地暴露学生在“段落拓展”这一核心技能上的优点与缺失。由于写作是一个学

生能力的综合体现，其中不仅仅包括英语能力，还包括思维能力。这一点在 GRE issue 写作上表现得更

明显：学生需要通过议论文写作这一载体，向考官展示自己对 issue 命题的“复杂性(complexity)和深入度

(insightful position)”的能力(摘自：ETS 官方陈述) [20]，因此，如果要求一位同学去写一篇完整的写作，

就无法更清晰地暴露出同学们在写作中表现糟糕的原因。相反，一个段落拓展练习，则可以较为精准地

诊断出学生在段落写作中是否已经达到要求。从而为对学生的进一步提供依据。 

3.4. 修改(Revision) 

通常，当学生完成考试中的写作时，他们将花费 1~3 分钟来回顾全文。在这个阶段，如何快速改正

并修饰句子是一项重要的任务。毋庸置疑，学生，尤其是大学阶段的学生，必须在复杂文本的语法和句

法上打下坚实的基础，而实证研究已经证明了这种观点(Nora & Juan Manuel, 2017 [4])。 
在传统写作课程中，提高语言水平是教师的一项挑战，因为它是一项综合技能，而不是一项独立的

技能。为了提高第二语言(L2)的写作能力，必须熟练掌握第一语言(L1)，但实际上，许多学生母语的学术

素养有限(Schleppegrell, 2004 [21]; Gómez, 2011 [22]; Zhu, 2001 [23]; Zhu, 2004 [24])。然而，尽管教师很少

能在应试课程中让学生提高自己的母语水平，但他们仍然可以帮助学生提高学生对语法和句子多样性的

掌握程度。 
幸运的是，有很多帮助学生提高此类能力的材料，特别是一些标准化考试(例如 GMAT 句子改正，

SAT 写作和语文以及 ACT 的英语等)中有很多问题来训练学生。这些可以提高学生语言技能的权威问题

可以被植入到写作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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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6. Demo drill for language improvement 
图 6. 语言提高的样例练习 

 
图 6 中的这些摘自 GMAT 语法改错的课堂练习题，不仅仅能够帮助学生很有效地识别句子中的问题

并用于未来写作的修改环节，更能帮助学生反思自己在句子写作中常见的语法错误(比如：代词指代不一

致、并列平行结构前后不对等、时态选择很随意，等等)，从而在未来的写作中能尽量避免这些错误。是

一个事半功倍的方法。 

4. 结论及建议 

实际上，设计课堂练习的方法多种多样，本文仅基于作者的个人教学经验涵盖其中的一小部分。考

虑到不同的老师可能会遇到不同背景的学生(即某些 TOEFL 老师可能只教中学生，而另一些 TOEFL 老师

可能会教大学生)，教师应根据学生群体的弱点来设计有针对性的课堂练习。但是，无论设计哪种练习，

我们都需要牢记一个核心关键：提高教学效率始终是重中之重。以下列出一些建议教师应考虑到的原则： 
1) 每次练习都不应花费太多时间(建议每次练习不超过 15 分钟)。 
2) 练习可以当场批改并以较容易的方式进行修改——至少老师不能花很长时间来批改学生的答案。 
3) 练习应与课堂重点紧密联系，并可以直接应用到学生的实际写作练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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