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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应用文写作教育对于国家建设与发展有着重要作用。但我国高等院校的应用文写作教育和发达国

家的差距很大，急需改革。由于写作和思维的关系紧密，可以尝试着通过培养学生构建写作思维模型，实

施高等院校应用文写作教育创新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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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近年的写作学理论研究正逐步由重视

文学写作研究向重视实用文（应用文）的写作研

究转变。但由于我国中小学阶段缺失应用文写作

教育，高等院校在应用文写作教育理念、管理制

度、课时安排、内容设置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

学生写作应用文的心理认识、质量都无法满足国

家和社会的需要。如何立足现实条件，破解高等

院校应用文写作教育创新难题？ 
一、现代写作学理论研究成果的启示 

自 20 世纪 90 年代，我国写作学理论研究趋

势出现以下转变：以文章的语言、结构等为研究

对象的静态研究，向以写作行为过程为研究对象

的动态研究转变；从研究写作客体向写作主体转

变，写作者的素养、能力、思维方式等智能结构

受到关注；从关注写作的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

向关注写作过程的中观研究转变；从封闭的研究

向结合心理学、美学、信息学、哲学等学科的开

放式研究转变，丰富了研究的内容，增强了理论

基础。研究趋势的转变，促使新时期写作学理论

研究者日益关注对写作思维的研究。 
卫灿金指出，写作思维大体可包括审题和拟

题中的思维、立意中的思维、选材中的思维、结

构中的思维、文字表达和修改加工中的思维等内

容。[1]段建军、李伟两位教授在《新编写作思维

学教程》中指出，“一般思维是一种心理活动形

式，而写作思维则是心理活动与实践活动的统

一”。覃可霖副教授结合多种学科的研究成果，

对写作思维特征等多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在其

编撰的《写作思维学》中，将写作学与思维学两

个学科融为一体，从写作学、思维学、美学、心

理学、逻辑学等角度，系统地研究了写作思维是

如何生成的，写作思维学具有哪些学科特征等方

面。徐素芬更加明确指出，“写作能力的培养和

提高必须首先立足于思维能力的培养和提高，写

作方法的掌握和运用，也首先是思维方法的掌握

和运用。很多时候，一个学生文章内容的贫乏就

源自思想的贫乏；见识的浅薄就是由于思想的浅

薄；语言的单调也是由于思想的单调。并认为，

“写作教学如果不着眼于思维的训练，不优化学

生的思维过程，不强化学生的思维活动，不促使

学生的思维发展，作文教学就会因为失去了学生

作文的内在动力和根本依托而收效甚微”。 [2]

马正平强调指出，“提高学生写作思维能力应是

写作教学的题中之义，并且是首要之义。”认为

写作思维包括赋形思维和路径思维，并对赋形思

维和路径思维的内涵和操作模型进行了深入研

究，为训练学生认识、理解和掌握写作思维打下

了坚实的基础。他还对写作学理论研究趋势的变

化做了总结。[3] 
国外写作学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也证实了

写作思维在写作中的重要性。美国著名写作理论

家、写作教育家唐纳德·奎得和罗伯特·爱德温认

为，“在整个写作中，写作和思维是同时产生的，

写作的过程也就是思维的过程”。 [4]美国佛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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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大学的教育家西奥多·W．海伯说：“要想写

清楚就必须想清楚。要想写得充分，就必须想得

充分。要想写得实在并富有想象力，那就必须在

思想上想得实在并展开丰富的想象。一个学生要

较好地学习写作，那他就一定要更好地学习

思考。这是一个规律，其他没有第二条路可

走”。[5](73)威廉·W．韦斯特指出：“写作过程

能帮你把零乱的思想条理化，使你的想法经过提

炼而清晰起来，并且进一步发展你的思想”。[5](74)

虽然两位研究者说的都是思想和写作的关系，但

实际上还是指出了写作和思维的密切关系。 
可贵的是，我国的研究者还关注到写作思维

规律运行模型的问题，指出具有写作思维能力的

途径，是“必须通过一个主体‘中介’，这个中

介就是将写作思维的基本原理变成学习者的一

种心灵化、感觉化的写作思维操作模型的心理现

实。只有建立起这种写作的思维的操作模型，真

实的有效的写作思维操作过程才能生长出来。因

为，没有思维操作模型，人的行为就是茫然的，

是自发的，非自觉的，将无法走得更远”。[3] 
现代写作学理论研究成果启示我们：高等院

校应立足现实，大胆创新，重构应用文写作教育

改革思路：通过培养学生构建写作思维模型，帮

助学生认识、理解和掌握写作思维规律，提高学

生应用文写作水平，为国家和社会培养更多合格

的应用文写作人才。 
二、培养学生构建写作思维模型的意义 

（一）帮助学生把握写作思维规律 

“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维，在其运动

变化和发展的过程中，都遵循其固有的规律。没

有规律的物质运动是不存在的，没有规律的世界

是不可思议的”。[6]写作思维也有规律可循。但

写作思维规律不是彰显的，而是抽象的、模糊的、

混沌的，深深隐藏在写作过程和作品中。学生由

于受到年龄、知识、理解能力等方面限制，仅凭

个体力量很难认清写作思维规律。培养学生构建

写作思维模型的根本任务，就是通过传授给学生

写作思维模型方面的知识，让学生站在理论的高

度，在大脑中清晰构建起各种写作思维模型，为

学生清晰认识、理解和掌握写作思维规律搭起桥

梁。学生一旦掌握写作思维规律，就会对其撰写

任何类型的文章，包括应用文产生积极影响。 

（二）帮助学生拓宽和加深写作应用文时的

思维广度和深度 

写作从根本上来说，最要紧的是两件事，第

一是搜集材料。因为“一个人要是单凭自己来思

考，而得不到别人的思想和经验的激发，那么即

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他所想的也不会有什么价

值，一定是单调无味”。[7]判断一篇文章质量高

低的标准之一就是材料是否丰富。如前所述，事

物都遵循固有的规律，搜集丰富的适合文章主题

（立意、情感、观点、建议等）的材料也是有规

律的。学术上因之把搜集材料的写作思维规律称

为赋形思维，是最基础最朴素的写作思维规律之

一。写作第二件要紧的事是合理安排材料。毋庸

讳言，即使一篇文章的材料很丰富，如果没有按

照一定的逻辑顺序合理安排，文章质量依然不

高。合理组织、安排、利用材料的规律，是最基

础最朴素的写作思维规律之二。合理组织、安排、

利用材料的过程，就好像是为材料寻找推导、论

证、突出主题（立意、情感、观点等）的路径。

学术上把这种写作思维规律称为路径思维。 
马正平指出，赋形思维的操作模型有两种：

重复和对比。具体来说，重复的思维操作模型是

指选择那些和文章主题的性质、意思、情调相同、

相似、相近的材料（或者结构单元、段落、语段、

句子、词汇）进行谋篇、结构、构段、造语、行

文的思维操作模型；对比的思维操作模型是指选

择和文章主题的性质、意思、情调相反、相对、

相背的材料（或者结构单元、段落、语段、句子、

词汇）进行谋篇、结构、构段、造语、行文的思

维操作模型。[8]路径思维最基本的操作模型也是

两种：分析与综合。这是因为，“辩证逻辑把分

析与综合看作是认识过程中相互联系着的两个

方面，并把它们作为一种统一的思维方法。人们

就是借助于这一方法揭示事物的本质和内在

联系，获得关于事物多样性统一性的具体知

识”。[9]由于人们常常立足因果、结构、发生的

过程、造成的程度等角度来分析材料与综合材

料，以期实现最终的写作目的，因此路径思维又

具体分为因果分析与因果综合、结构分析与结构

综合、过程分析与过程综合、程度分析与程度综

合等思维操作模型。[8] 
近年来，随着网络对人类社会各方面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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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影响，学生写作应用文也日渐依赖网络。观

照他们写作应用文的过程，是越来越习惯在网上

搜寻资料，再依靠剪切、粘贴等方法“写出”一

篇应用文。如此“写作”，无论是宏观上的选材，

中观上的行文构思以及微观上的遣词造句，学生

在整个写作过程中严重缺失写作思维的参与，更

谈不上文章体现学生思维的广度与深度了。学生

通过学习写作思维模型的知识，逐步在大脑中清

晰构建起这些写作思维模型以后，再写作应用文

时，首先知道应当寻找、占有大量和文章主题相

近相似、或者相反的材料。占有材料后，还知道

可以立足因果、结构、发生的过程、造成的程度

等角度，对材料进行分析与综合。其次，由于每

一种路径写作思维模型还可以更加具体地进一

步划分，以因果分析与因果综合为例，按照事物

存在的三种时间状态：过去时、现在时、未来时，

因果分析和因果综合还可以再进一步分为最基

本的原因分析和原因综合、背景分析和背景综

合、功能分析和功能综合等思维模型。学生无论

立足哪个角度对材料进行分析与综合，都可以在

路径思维模型的指导下，在更深的层次上展开进

一步地分析与综合。 
三、培养学生构建写作思维模型的途径 

做任何事都要按照步骤进行，培养学生构建

写作思维模型亦是如此，可以从以下途径着手： 
（一）认识构建写作思维模型的意义 

学生构建写作思维模型的前提是认知构建

的意义。如果学生没有认识到这种意义，会认为

没有构建的需要，不产生构建的动机，“培养”

最终变成一种虚无。帮助学生认知构建写作思维

模型意义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让学生产生构建的

需要。“需要（need）是一种摄取状态，是主体

有目的活动的动力……需要是行动的源泉”。[10] 
“任何人如果不同时为了自己的某种需要和为

了这种需要的器官而做事，他就什么也不能

做……”。[11]有了构建的需要，学生就有了构

建的动机、坚定的决心、坚决的行动。因此，培

养学生构建写作思维模型的第一步就是帮助学

生认知构建写作思维模型的意义。 
（二）学习写作思维模型的知识 

写作思维模型的知识是人们对写作思维理

性认识的结果。没有写作思维模型知识的指导，

学生构建写作思维模型，将始终处于一种迷惑、

不清醒的状态中，就好像是被蒙着双眼前行。这

种状态，对于学生理解并构建写作思维模型显然

是不利的。培养学生构建写作思维模型的根本目

的，是提升学生写作各类文章、包括应用文的能

力。学生的写作能力，是通过对各种知识，包括

写作思维模型的知识的内化、转化、迁移、组合

而逐渐形成的。 
（三）加强构建写作思维模型的实践训练 

仅仅学习写作思维模型的理论知识还是不

够的，实践是把知识内化为能力的重要环节。学

生在写作思维模型理论知识的指导下，经过持

续、有目的实践训练，会对写作思维模型不断产

生新的认识，理解逐步透彻，最终在大脑中清晰

地构建起写作思维模型。另外，由于写作思维模

型比较繁杂，教师应当采取先分解、后综合的训

练方法，即先对写作思维模型进行科学化、序列

化分解，要求学生先训练一种写作思维模型，直

至学生对该模型完全掌握且能运用自如后，再训

练下一个写作思维模型。待学生完全掌握分解后

的写作思维模型后，再进行综合训练。         
（四）及时反馈学生构建写作思维模型结果 

从信息论和控制论的角度看，没有信息反馈

就没有控制。学生构建写作思维模型的情况如

何，需要教师给予及时反馈，恰当评价与正确指

导。这种保证信息畅通的行为，可以及时反馈学

生的构建情况，纠正学生在构建过程中出现的偏

差；能有效控制教师和学生的双边活动，使教与

学始终处于一种动态平衡的状态中，促进构建过

程的最优化；学生如果从老师那里得到较好的反

馈，就会产生愉快的情绪。这种情绪反复发生，

构建写作思维模型就会和愉快情绪之间建立起

较为稳定的联系，学生就会对构建写作思维模型

产生兴趣。苏霍姆林斯基说：“成功的欢乐是一

种巨大的情绪力量，它可以促进儿童好好学习

的愿望。请你无论如何不要使这种内在力量消

失”。[12]所以，教师在培养学生构建写作思维

模型的过程中，应当及时反馈学生的构建情况，

充分发挥信息反馈的诊断作用、导向作用和激励

作用。 
四、结语 

本文通过分析高等院校应用文写作教育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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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和现代写作学理论研究领域的转变趋势，为高

等院校应用文写作教育研究寻找一个新的视点

——写作思维，尝试着建立高等院校应用文写作

教育的新秩序和新规则。学生如果能通过构建写

作思维模型后，逐步认识、理解和掌握写作思维

规律，并在其指导下写作应用文，高等院校应用

文写作教育创新的前景将会变得更清晰、更具体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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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odeling of Practical Writing Instruction in Higher Learning Institutions 

JIN Yi 

(School of Humanities, Ningbo Dahongying University, Ningbo 315175, China) 

Abstract: Practical writing is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in a nation’s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However, compared to 
their counterparts in developed nations, China’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lag behind in practical writing instruction that calls 
for urgent responses. The author suggests that modes of thinking vital to writing be constructed to remodel the course 
teaching in China’s higher learning institutions. 
Key words: colleges; writing; shaped thought; thinking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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