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２５ 年第 ６ 期(总第 １８ 期)第 ２ 卷 教育科学文献 ＩＳＳＮ: ２９５８－２８９Ｘ

中国县级高中英语读写结合教学:现状、挑战与趋势

张雯雯

(安庆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ꎬ安徽安庆　 ２４６０５２)

　 　 [摘　 要]本文在回顾国内外阅读与写作关系研究的基础上ꎬ聚焦县级高中英语续写教学现

状ꎬ探讨阅读驱动的写作教学策略在激发学生写作兴趣、提升续写能力方面的应用价值ꎮ 通过

文献综述ꎬ本文分析了国内阅读与写作关系研究的发展阶段ꎬ指出当前研究趋势正从单向促进

转向整体性研究和任务设计ꎮ 针对中国县级高中续写教学实践面临的挑战ꎬ本文提出基于阅读

的写作教学发展趋势ꎬ并期望通过实证研究验证其有效性ꎬ为新高考背景下的高中英语写作教

学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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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的背景下ꎬ英语作为重要的

国际交流工具ꎬ在我国基础教育中扮演着关键角

色ꎮ 然而ꎬ面对新课程标准、新教材以及高考改革

带来的多重变革ꎬ我国英语教学正面临着新的挑战

和机遇ꎮ 课堂教学作为学校教育教学的主阵地ꎬ是
学生习得关键知识、掌握必备技能、提升综合能力

和发展核心素养的重要场所ꎮ 高中英语阅读教学

是高中英语课堂教学中的一种主要课程类型ꎬ同时

也是高中英语教学的核心组成部分ꎮ 学生的英语

写作能力ꎬ则直接反映了其综合应用能力水平ꎮ 从

乔姆斯基的语言学理论视角来看ꎬ英语口语被认为

是人类天生具备的一种自然学习能力ꎮ 然而ꎬ作为

书面交流的写作能力则需要通过长期系统的学习

和训练才能获得ꎮ 因此ꎬ有必要将写作教学纳入课

堂体系ꎬ并努力实现教学与考试的有效衔接ꎮ
在新高考改革的背景下ꎬ续写作为一种重要的

写作题型ꎬ旨在考察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逻辑思

维能力和创造性思维能力ꎮ 然而ꎬ目前高中英语写

作教学普遍存在重语法、轻语用ꎬ重背诵、轻运用的

现象ꎬ导致学生写作能力薄弱ꎬ缺乏写作兴趣ꎬ难以

应对新高考的挑战ꎮ 尤其是在县级高中ꎬ由于师资

力量薄弱、教学资源匮乏等客观因素的限制ꎬ写作

教学更显滞后ꎮ

一、读写结合教学研究的现状

当前ꎬ我国英语教学正面临着新课程标准、新
教材以及高考改革带来的多重挑战ꎮ 课堂教学作

为学校教育教学的主阵地ꎬ是学生习得关键知识、
掌握必备技能、提升综合能力和发展核心素养的重

要场所ꎮ 高中英语阅读教学是高中英语课堂教学

中的一种主要课程类型ꎬ同时也是高中英语教学的

核心组成部分ꎮ 学生的英语写作能力ꎬ则直接反映

了其综合应用能力水平ꎮ 从乔姆斯基的语言学理

论视角来看ꎬ英语口语被认为是人类天生具备的一

种自然学习能力ꎮ 然而ꎬ作为书面交流的写作能力

则需要通过长期系统的学习和训练才能获得ꎮ 因

此ꎬ有必要将写作教学纳入课堂体系ꎬ并努力实现

教学与考试的有效衔接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ꎬ众多研究者开始关注阅读

与写作之间的关联性ꎬ并逐渐达成共识ꎬ认为两者

在更大程度上具有相关性(罗晓杰ꎬ２００６)ꎮ
谢维娜(１９９４)从认知心理学角度分析了阅读

与写作的内在联系ꎬ认为写作以阅读为基础ꎬ并受

到作者阅读能力的影响ꎮ 她提出写作是一种激活

的阅读过程ꎬ而阅读则是一种激活的写作行为ꎮ 因

此ꎬ阅读与写作密不可分、相互交织ꎮ
王蔷(２００６)也强调了阅读在写作中的作用ꎬ指

出阅读文章能为学生提供写作的范例ꎬ而且只有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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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结构化的阅读ꎬ才能培养清晰的写作思路ꎮ 可

见ꎬ阅读为写作提供了重要的基础ꎮ
吴鹏(２００１)的教学实验表明ꎬ增加阅读量并强

化语言输入的实验班ꎬ在阅读理解和写作能力方面

均取得了显著提升ꎬ优于对照班ꎮ 这项研究结果突

出了阅读作为写作基础的重要性ꎬ并给了我们启

示:在教学中应注重阅读材料的质量和数量ꎬ从而

有效提升教学效果ꎮ
此外ꎬ孙云波(２００３)强调了将阅读和写作有机

结合的重要性ꎮ 他对研究生开展读写课程后发现ꎬ
学生对读写结合持积极态度ꎬ认为它有助于真实表

达、创作更有意义的作品ꎬ并能增强自信心ꎬ促使学

生由被动学习转为主动探索ꎬ从而提升写作能力ꎮ
周莉(２０１１)提出的 ＰＲＩＤＷ 教学模式(读前—

读中—信息处理讨论—写作)ꎬ是另一种将阅读和

写作相结合的尝试ꎮ
文秋芳提出的“产出驱动、输入促成”假说ꎮ 该

假说强调先明确写作目标和方法ꎬ再以此为指导选

择阅读材料ꎮ 这种模式注重从分析文本结构、训练

主题语言、内化情感、提升主题思想等多个维度ꎬ整
合阅读和写作实践ꎮ 具体而言ꎬ学生可以根据文本

特点ꎬ通过设计、模仿、改写、续写等写作任务来体

验和运用语言知识ꎬ从而全面提升语言能力ꎮ
何莲珍和闵尚超(２０１２)发现ꎬ阅读输入能显著

提升书面文本质量ꎬ综合写作相较于独立写作在内

容、词汇和语言表达上更胜一筹ꎮ 王初明(２０１５)则
强调续写是结合阅读与写作的有效入门方式ꎬ并认

为阅读和写作符合语言学习规律ꎬ能通过提供语

境、激发表达和结合输入输出来促进学习ꎮ 张新玲

和张思雨(２０１７)的研究揭示了阅读与写作能力构

成要素的复杂性ꎬ并指出两者结合有助于更精准地

评估写作能力ꎬ提升教学效率ꎮ
目前的研究则倾向于将阅读和写作作为一个

整体进行研究和分析ꎬ并将其纳入大规模考试的任

务设计中ꎬ以探索其概念的构成要素ꎮ
自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起ꎬ合肥市作为国家示范区率先

实施新课程和新教材ꎬ并于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推广至安徽

省所有普通高中ꎮ 新教材作为学生获取知识和教

师教学的主要依据ꎬ为学生提供了全新的文本资

源ꎮ 梅德明和王蔷在 «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

(２０１７ 年版)解读»中指出ꎬ新教材及配套读物中的

文章均为专家精选的范文ꎬ在语言、思维和内容上

均具有高度的连贯性ꎬ值得深入研习ꎮ
二、读写结合教学研究的实证研究

中国国内对阅读与写作关系的实证研究大致

经历了三个阶段:
单向促进阶段(早期至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ꎮ 研

究侧重于阅读作为一种可理解性输入ꎬ对写作的单

向促进作用ꎬ强调阅读为写作提供语言素材和写作

范例ꎮ
互动关联阶段(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至 ２１ 世纪

初)ꎮ 研究人员发现阅读和写作实际上具有相似的

认知机制ꎬ两者都涉及意义建构ꎬ并紧密融合、相互

促进ꎬ强调阅读的激活作用和写作的读者意识ꎮ
整体性研究与任务设计阶段(２１ 世纪至今)ꎮ

研究倾向于将阅读和写作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

和分析ꎬ并将其纳入大规模考试的任务设计中ꎬ以
探索其概念的构成要素ꎬ强调阅读与写作能力之间

的策略、技能和思维的共通性ꎮ
三、新课标、新教材与新高考:背景分析与挑战

(一)新课标的指导意义

«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２０１７ 年版)»提出了

英语学习的核心素养ꎮ 其中ꎬ语言能力是基础ꎬ文
化意识是保障ꎬ思维品质是关键ꎬ学习能力是支撑ꎮ
在写作教学中ꎬ应注重培养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ꎬ
提高其运用英语进行有效交流的能力ꎻ应引导学生

了解英语国家的文化ꎬ培养跨文化交际意识ꎻ应培

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思维ꎬ提高其分析问题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ꎻ应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ꎬ
使其能够持续学习和发展ꎮ

(二)新教材的文本资源

教材作为学生获取系统知识的主要载体ꎬ以及

教师教学的主要依据ꎬ为所有学生提供了全新的文

本资源ꎮ 正如梅德明和王蔷在«普通高中英语课程

标准(２０１７ 年版)解读»中所指出的ꎬ英语教材和课

外读物中的文章通常是经过专家精心挑选的成熟

文本ꎬ具有语言连贯、思维连贯和内容连贯的特点ꎬ
值得深入思考、细致欣赏和积极模仿ꎮ

这些范文承载着丰富的语言和文化知识、内
涵、思维语境和特征ꎬ新教材更重视阅读理解能力

和写作表达能力ꎬ提供了丰富的阅读材料和写作任

务ꎬ为阅读驱动的写作教学提供了有利条件ꎮ
(三)新高考续写题型的挑战

新高考英语的续写题型ꎬ要求学生在理解原文

的基础上ꎬ根据语境和逻辑ꎬ对故事或情景进行延

续和发展ꎮ 这不仅要求学生具备扎实的语言基础ꎬ
还要求其具备良好的阅读理解能力、逻辑思维能力

和创造性思维能力ꎮ 续写题型是对学生综合语言

运用能力的全面考察ꎬ也是对传统英语写作教学的

巨大挑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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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县级高中英语写作教学面临的挑战

尽管新课标、新教材和新高考为英语写作教学

带来了新的机遇ꎬ但县级高中在实践中仍面临诸多

挑战ꎮ 比如ꎬ师资力量薄弱ꎮ 县级高中的英语教师

普遍缺乏写作教学经验ꎬ对新高考的续写题型研究

不足ꎬ难以有效指导学生进行写作练习ꎮ 再如ꎬ教
学资源匮乏ꎮ 县级高中的教学资源不足ꎬ学生基础

薄弱ꎬ词汇量有限ꎬ语法知识掌握不牢固ꎬ写作能力

普遍较差ꎮ 另外ꎬ应试压力大ꎮ 县级高中面临着巨

大的升学压力ꎬ教师往往将教学重点放在语法和词

汇的讲解上ꎬ忽视了写作能力的培养ꎮ 写作兴趣

低ꎮ 受到传统教学模式的影响ꎬ县级高中的学生普

遍对英语写作缺乏兴趣ꎬ认为写作是一项枯燥乏味

的任务ꎮ
四、读写结合研究教学模式发展趋势

针对县级高中英语写作教学面临的挑战ꎬ本研

究提出读写结合教学发展趋势ꎬ旨在通过有效的阅

读输入ꎬ激发学生的写作兴趣ꎬ提升其续写能力ꎮ
根据前人的研究ꎬ我们提出构建有效续写教学模式

发展趋势:
(一)精选阅读材料ꎬ搭建写作支架

选择与续写主题相关的、语言规范、结构清晰

的阅读材料ꎬ作为写作的范例和参考ꎮ 阅读材料可

以是教材中的课文ꎬ也可以是课外阅读材料ꎮ 教师

应引导学生深入分析阅读材料的结构、语言特点和

写作技巧ꎬ为学生搭建写作的支架ꎮ
(二)精细化阅读ꎬ激发写作灵感

教师应引导学生进行精细化阅读ꎬ关注文章的

细节描写、人物刻画、情节发展和主题思想ꎮ 可以

通过提问、讨论、角色扮演等方式ꎬ激发学生的思考

和想象ꎬ为写作提供灵感ꎮ
(三)模仿与创新ꎬ提升写作能力

鼓励学生模仿阅读材料的语言风格和写作技

巧ꎬ但并非简单的抄袭ꎬ而是要在模仿的基础上进

行创新ꎬ形成自己的写作风格ꎮ 可以通过改写、续
写、仿写等方式ꎬ提升学生的写作能力ꎮ

(四)同伴互评ꎬ促进共同进步

鼓励学生进行同伴互评ꎬ互相指出写作中的优

点和不足ꎬ提出修改意见ꎮ 通过同伴互评ꎬ学生可

以互相学习ꎬ共同进步ꎮ
(五)教师指导ꎬ提供专业反馈

有效的写作指导需要教师及时提供专业、具体

的反馈ꎮ 这些反馈应明确指出学生写作中的优点

和不足ꎬ并提供可操作的改进建议ꎮ
(六)写作兴趣的培养

任务型教学:将写作任务与学生的兴趣爱好相

结合ꎬ设计有趣、实用的写作任务ꎬ如写信、写日记、
写博客等ꎮ

情感因素:鼓励学生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想法ꎬ
让学生感受到写作的乐趣ꎮ

积极反馈:通过积极的评价和鼓励ꎬ肯定学生

的写作成果ꎬ从而增强他们的写作自信心ꎮ
五、余论

本研究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ꎮ 首先ꎬ文献综述

部分可能存在覆盖不全的情况ꎬ未能囊括所有相关

的研究成果ꎮ 其次ꎬ我们提出的教学发展趋势尚未

经过实证研究的验证ꎬ其在实际教学中的应用效果

仍需进一步考察ꎮ
未来的研究方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首

先ꎬ可以通过更全面的文献检索和梳理ꎬ进一步完

善理论基础ꎮ 其次ꎬ可以通过实验研究或行动研

究ꎬ验证阅读驱动的写作教学策略的有效性ꎬ并探

讨其在不同县级高中环境下的适应性ꎮ 此外ꎬ还可

以关注不同阅读材料类型对续写的影响ꎬ以及如何

设计更有效的阅读任务来促进写作能力的提升ꎮ
最后ꎬ研究结果可以为新高考背景下的高中英语写

作教学提供更具针对性的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ꎬ助
力县级高中英语教学质量的提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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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ｒｅａｄｉｎｇ－ｄｒｉｖｅｎ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ｉｎ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ｎｇ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ｎｔｉｎｕａｔｉｏｎ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ｅｖｉｅｗꎬ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ｗｒｉｔｉｎｇꎬ ｐｏｉｎｔｉｎｇ ｏｕｔ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ｒｅｎｄ ｉｓ ｓｈｉｆｔ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ｕｎｉ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ｔｏ ｈｏｌｉｓｔ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ｔａｓｋ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ｄｄｒ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ｆａｃｅｄ ｂｙ ｃｏｎｔｉｎｕａｔｉｏｎ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ｕｎｔｙ － ｌｅｖｅｌ ｈｉｇｈ ｓｃｈｏｏｌｓꎬ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ｐｒｏｐｏｓｅｓ ａ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ｒｅａｄｉｎｇ － ｂａｓｅｄ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ｏｐｅｓ ｔｏ ｖｅｒｉｆｙ ｉｔｓ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ｈｅ ａｉｍ ｉｓ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ｈｉｇｈ ｓｃｈｏｏｌ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Ｅｎｔｒａｎｃｅ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Ｇａｏｋａ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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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ｎｔｒａｎｃｅ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ꎻ ｃｏｕｎｔｙ－ｌｅｖｅｌ ｈｉｇｈ ｓｃｈｏｏ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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