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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留学生汉语写作中的“逃避现象”与其应对 

    

内容提要： 

写作训练对反映、发展留学生的汉语能力和汉语应用能力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可是，很多留

学生对写作有一种“逃避心理”，这种现象会给目的语学习水平的提高带来很大的困难，也会给

留学生的学习生活造成较大的危害，是应该努力解决的。  

本文所说的“写作”并不完全等同与吕必松先生所说的“笔头训练”，它是指“训练已经有一定汉语基础的留学生用汉语

的思维方式，写出汉字规范、合乎语法、合乎汉语表达方式、合乎汉语文体的篇章”①。它是检查和提高留学生汉语能力和汉

语应用能力的重要手段之一，可是很多学生一提起写作就头疼，试卷上的作文常常是一字不写，一些学生虽然写了，但词汇、

句型简单，缺乏有价值的语法点，已经学过的句式得不到充分的运用，文章显得很寒碜！ 

我觉得这种留学生主观上不愿用目的语进行写作，以及在写作的过程中对已经学习过的语言形式，在应该使用的语境和情

景中不使用或使用不足的现象都可以算是一种“逃避现象”。它会导致目的语水平的停滞不前，给留学生的学习生活带来极大

的危害，所以，改变它是非常重要的！ 

一、    对“逃避现象”的分类 

通过一段时间对留学生写作的指导和批改，我认为“逃避现象”可以分成两大类和若干个小类。 

（一）      对整体写作活动的“逃避” 

它是指留学生拒绝写作文。 

这是“逃避现象”中最浅层的问题，是一个“无”的问题。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主要是作文的题目、内容，以及写作方

式与留学生自身产生冲突，从而使他们不愿意进行写作；或者是留学生对自身驾驭目的语的能力缺乏足够的信心，产生了畏难

心理和懒惰情绪，意志不够坚强，放任自己，得过且过。 

只要作文的主题与留学生本身的母体文化没有冲突，通过教师的鼓励和引导，采用适当的方法，这个问题就如同一层窗

户纸，是比较好解决的。 

（二）      在写作过程中对语言的“逃避” 

浅谈留学生汉语写作中的“逃避现象”与其应对 



这是留学生在开始写作后出现的问题，如果教师发现了这样的问题，还是比较可喜的，因为学生已经写出东西来了，这已

经是从“无”到“有”了，以后要解决的只是“有什么”的问题了！ 

此种“逃避现象”又可以分成“对词汇的逃避”和“对句式的逃避”。 

1、          对词汇的逃避现象 

这种逃避现象又可以分成两类。 

第一类是比较简单的词汇逃避现象，这是在“实词”的应用方面体现出来的。“实词”是指能够充当句子成分的词。它表

现在留学生的写作上是以其它词、句来代替目的词。这种逃避现象在表达意思方面不够简练、准确，显得曲折、累赘。但是，

从语法的角度来看，没有太大的错误，阅读者也基本可以理解，有些“洋泾浜”的味道。 

在留学生的作文中，这种逃避现象表现为： 

a、          用近义词来代替目的词 

如：我名郑民守。 

（我叫郑民守。） 

 

他们是好朋友，常常一起谈话。 

（他们是好朋友，常常一起聊天。） 

         

         这是社会往前的问题。 

          （这是社会发展的问题。） 

 

         造成一个我们所有人都等的社会。 

          （创造一个我们所有人都平等的社会。） 

 

b、          用近似的表达方式来代替目的方式 

如：你是真的老师，我们喜欢你。 

（你是好老师，我们喜欢你。） 

 

让我们亲自来动身。 

（让我们亲身经历。） 

 

每当过挫折和失败的时候。 



（每当受到挫折和失败的时候。） 

 

与他签条约的时候，要给他必要的代价。 

（与他签条约的时候，要付出必要的代价。） 

 

c、          用迂回的说法来代替标准的说法 

如：好学生不能说不是真的话。 

（好学生不能说假话。） 

 

听到这话，大概全体中有很多的人会说“这是教训。” 

（听到这话，大概十有八九的人会说“这是教训。”） 

 

时间不会等我们，它只是继续度过。 

（时不我待） 

 

还有比较著名的一个说法： 

你的脚在我的脚上，还用力。 

（你踩了我的脚。） 

    

这种逃避现象的产生主要是由于学习者对已经学过的词汇掌握不好，没有很好地“习得”。在表达比较复杂的内容时，学

生常常采用一些迂回、简化的的方式，逃避难的、记不起来的词汇。这种现象会随着汉语水平的提高而逐渐减少，可以说是一

种正常的现象。 

 

第二种较困难的词汇逃避现象是在“虚词”的使用上体现出来的。“虚词”主要指介词、连词、助词和语气词等。这在同

属于汉文化圈的留学生中可能会表现得比较少一些，而在汉文化圈以外的留学生中就常常出现了。 

如：我没学这么多汉字。（学过） 

    我回国后就会见爸爸妈妈了。（见到） 

    阴天时，天空变黑色。（变成） 

这些“虚词”的逃避现象主要是因为在留学生的母语中缺乏与之对应的语法或词汇现象。这些逃避的地方可以说是汉语的

特殊之处，也是难点的所在，如果留学生对其长期采用逃避的态度将会对汉语学习产生极大的危害。 

 



2、          句式的逃避 

在写作时，留学生由于对汉语的使用不够熟练，常常在句式方面出现逃避现象，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 选择简单句，逃避复杂句 

在句式的选择上，学习者常常避难就简。汉语中的从句常常被留学生拆成几个单句来表达。 

如：老师不说我。我以后努力学习。 

（老师如果不说我，我以后就努力学习。） 

 

我有时早觉。我上学迟到了。 

（我有时因为睡早觉而上学迟到。） 

 

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因为学生们对目的语的从句未能熟练地掌握，害怕出错，所以，在需要应用的情况下，不能用、不敢

用，只好使用单句来表达。 

 

（2） 逃避省略句 

在写作时因为怕出错，留学生常常喜欢把句子中的主、谓、宾等成分都配齐，一些可以省略的时候，也不敢省，从而造

成了行文冗长、拖沓的状况。 

 

         如：我的汉语很差。我学汉语学了四年了，但我说不好汉语。 

 

             不难爱惜时间的方法。能够容易找到的方法。 

     这两个句子分别可以省略为“我的汉语很差，学了四年了，但说不好。”和“能够容易找到的、简单的爱惜时间的方法”

我曾经询问过写这些句子的学生，他们也认为太麻烦，但是哪里可以省略却不能确定，因为不想出错，所以干脆全写上！ 

 

二、    应对留学生作文中的逃避现象 

写作训练的实现至少需要两个前提条件，“一是想要写，二是能够写。想要写需要有内容可写，留学生必须具备一定的思

想水平和生活经验；能够写就要求留学生知道怎么写，这需要一定的自由表达能力。”② 

由于逃避现象的种类不同，所以在应对逃避现象，解决“想要写”和“能够写”这两个问题时也需要区别对待，采用不同

的方法。 

（一）应对整体逃避现象 

对于整体逃避现象，教师应该适当地调整作文的要求，同时耐心引导，严格要求，鼓励留学生写出东西来，先完成从

“无”到“有”的转变。 



 

1、               避免冲突，采用符合留学生需要的内容、体裁，刺激写作欲望。 

避免冲突是指避免文化冲突和留学生自身的特性冲突。 

文化冲突涉及到跨文化交际的问题，一般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老师都会有意无意的注意一些，一些大众化的问题在日常练习中都是容

易避免的，例如：最好不要让日本学生写关于钓鱼岛的问题，也不要在给韩国学生布置的作文中涉及抗美援朝和长白山的归属。否则，大家

都会不愉快。 

避免留学生自身的个性冲突就需要老师们做一些工作了。一些留学生来中国的背景是比较复杂的，并非在国内都是精

英，有一些是在国内受过伤害，或被认为没有前途和希望，活不下去，才出国留学的。这样的学生内心非常脆弱，常常是

敏感、自闭而且性情比较暴躁。一旦作文的题目或内容涉及到他们曾经的伤痛就会使他们迅速爆发，不但会使教学无法正

常进行，而且容易影响师生关系。我们学校曾经有一个比较自闭的孩子，一次老师布置班里的同学写一写自己的妈妈，这

个孩子突然激动起来，大哭大叫，导致一节笔头训练课无法正常进行 。后来经过了解才知道，这个孩子从小被母亲抛弃，

因为被讥笑为没有妈妈的孩子而与别人发生激烈冲突无法正常上学而被迫出国的。入学时监护人没有讲清楚，加之该生比

较自闭，不愿与别人交流，导致老师也一直没有发现。最后，在老师们对“妈妈”加以解释，扩大了这个词的含义——关

心自己，对自己好的人都可以算做“妈妈”，该生的态度才有所转变。 

采用符合留学生需要的内容、体裁，是指给留学生布置的笔头练习应该是留学生有生活经验、思想水平能够达到的。

在初中级阶段，命题作文就不太适合留学生写作。而一些应用文，如一个请假条、一封介绍自己学习生活的信等等，到是

孩子们比较容易接受，也有内容可写的。    

 

2、               联合“听、说、读”，促进“写”的能力提高 

虽然笔头表达训练可以促进语言水平的全面提高，但是从整体上来说，笔头表达能力只能随着语言水平的提高而提高，所以，“写作”是不能孤

立进行训练的。先就一个话题进行“听、读、说”，然后进行“写”的训练，常常可以降低留学生的畏难情绪和恐惧心理，帮助他们写出东西

来。 

特别是“读”的训练，对“写”的提高很有帮助。先让学生们读一篇文章，然后引导他们写一篇性质、格式与阅读材

料基本相同的文章，是留学生比较容易接受的。 

例如，我们在引导留学生写一篇写事的记叙文时，先领同学们阅读了人教版初一语文课本中的《走一步，再走一

步》，解决了词语，通读了课文之后，我让他们比赛找出文章中的时间、地点、人物和事件的起因、发展、结果。几个小

家伙忙的不亦乐乎，接着请他们按照找到的内容，用自己的话给老师讲了一遍这个故事，最后是仿照自己讲的故事讲一个

别的故事，再把故事写出来。没想到，以前常常写作交白卷的留学生竟然都写出来了。 

    

3、               具体写作的内容 

在留学生动笔写作之前，应该让学生们知道写什么、怎么写、应该注意 

   什么，不能只给一个题目，那样的话学生会“望题生畏”，无从下笔，只能“干憋”，增加学生对写作的畏难心理。 

 

 

（二）应对写作过程中的逃避现象 

对于在写作过程中的逃避现象，也应该从两个方面看。首先，它放映了留学生在掌握较低的目的语水平下，为了成功的表

意而做出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其次，要重视这种现象的危害性，从长远看，这种做法对留学生汉语水平的提高是无益的。



它会导致学生满足于简单的词汇和句式，而一再地“逃避”会反过来加重害怕出错、畏惧困难的心理。因此，一旦发现这种现

象要及时与学生交流，鼓励学生使用新词汇和新语法点，减轻孩子们对犯错的担忧。 

在具体操作时我认为可以采用以下方法： 

1、                在学生进行写作前，我会找出适当的范文与他们一起学习，强调范文中的语法项目，在布置作文时，提出相应的

要求，让学生们在自己的作文中运用该语法项目。 

2、                对使用了新词汇和新语法点的作文，即使出现了较多的错误也要给予表扬和适当的加分。 

3、                在批改作文时组织集体赏析，请学生们对他们自己的作文进行讨论，在学生们组织语言输出时提供一些语言形式

给他们使用，对学生们应该使用而没有使用的语言形式加以提示。 

4、                对应该使用某种语法形式而不使用或使用不足的学生进行单独了解，找出具体原因，加以解决，当面批改，鼓励

学生写出有一定水准的作文来。 

 

通过师生的共同努力，一定会使留学生的汉语写作能力得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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