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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体裁中作者与读者关系的意识的培养： 

谈中国高校英语写作教学中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 

长治学院英语系  郭  佳* 

摘  要：在中国高校英语写作中，学生倾向于写长句、用难词，而不考虑其文章的读者是谁，写作的
目的何在。本文以体裁写作教学法为理论指导，结合中国大学生英语学习者现存的问题，提出了培养学生
在相同体裁文体写作中作者与读者的意识的一系列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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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受应试教育的影响，在中国高校英语写作中，学生倾向于使用冗长的句子和偏僻的词汇，希望借此

展示自己的语言功底，并能通过相应的考试。然而，写作中应该注意的一个问题，即写文章的目的何在、文
章的读者是何许人等等，却未能引起学生的注意。关于不同体裁文章的语言特点，学生一般情况下能够给予
一定的注意，比如科技文章中常用被动句，记叙文中常用描述性词汇等等，但另一方面，学生对于相同体裁
的文章中的语言特点却往往不够重视，甚至忽略了其存在。因此，本文将重点就这一问题展开讨论，探讨如
何培养学生的作者与读者的关系的意识，使学生写作时能有的放矢，希望对中国高校英语写作教学有所裨益。 

1. 理论指导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体裁教学法开始出现并逐步被推广。Swales 认为体裁是“⋯⋯一系列具有
交际目的的交际活动”（1990：58）。在语言学领域中，尤其在读写教育中，体裁指由一社会群体所产生的、
用于诸如娱乐、劝说、教授、告知等特殊目的的文本（包括书面或口语）。Halliday 指出，从体裁的角度来
看，人们写作时应满足不同语境中的不同的目的（1994）。所以，作者的选择往往取决于语境，为社会活
动中的变量所驱动，受作者与读者的关系以及他们之间的互动所影响。因此，教师应引导学生应用所学的
语言知识有意识地理解体裁，并能在语境中构建意义。这正是体裁教学法的目的所在（Hyland，2003）。 

Johnson 早在 1983 年就指出写作包括很多的语言知识和技能，但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选择适当
的内容和语言来完成交际任务。因此，在写作中充分考虑到读者的因素，选择适当的语言表达作者的思想，
对于学习外语的学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2. 教学方法的建议 

笔者在近几年的教学实践中以体裁教学法理论为指导，结合学生所存在的问题，采取了一系列方法培
养学生的作者与读者关系的意识。 

2.1 运用混淆了作者和读者关系的范文 
在这类活动中，教师发给学生一些专为教学目的设计的混淆了作者与读者关系的范文，以吸引学生对

这一问题的注意。例如，一篇是外出度假时写给邻居的信，一篇是商家写给顾客的信。写给邻居的信运用
了长句、难词，非常正式，而写给顾客的信却充斥着大量的俗语、短句，看上去非常随便。课堂任务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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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学生判断两篇文章的问题所在，这种任务的设计是为了吸引学生对相同体裁、不同读者的文章的语言特
点的注意。选择书信体裁进行练习是由于这种体裁在读者与作者关系方面具有明显的特点。 

2.2 通过阅读获得足够的语言输入 
一直以来，阅读被认为是获取充足的语言输入并在写作中产生令人满意的语言输出的有效的学习方法

（Brucer，1993）。教师可选择不同杂志或期刊中的相同体裁的文章作为范文，如选择学术期刊上的论文和大众
杂志上的科普性文章，让学生就其语言特点和作者与读者的关系展开讨论和分析，从而使他们了解作为作者应
如何以适当的语言来满足不同的读者的要求。课堂活动可采用多种形式，如个人阅读和小组讨论相结合等等。
通过这种任务，学生的作者与读者的关系的意识会进一步得到加强，并且，他们的分析能力也进一步提高。 

2.3 通过故事写作短文 
为了让学生在有限的课堂时间内将注意力集中在与作者和读者的关系密切相关的语言特点上，而不被

其他的因素如文章内容等分散注意力，教师可采用家喻户晓的故事作为学生作文的内容和基础。例如，笔
者曾以灰姑娘的故事为基础，要求学生以《灰姑娘》中的人物为读者写一篇短文。具体任务如下：以继母
的口吻写一封信给其他任何一位人物，劝王子娶自己的一位女儿为妻。要求学生注意收信人的身份、地位、
所受教育、与写信人的亲疏关系等等，并提醒学生所使用的语言的特点。由于课堂时间有限，作文课在小
组内进行，要求他们在课后个人写完终稿，并发表在校园网上以飨读者。 

上述各种任务具有以下益处： 
首先，阅读和讨论有助于对文章的深刻理解。学生不仅要理解文章的意义，更要分析文章的语言特点，

了解这些语言特点如何满足特定的读者群的要求。 
其次，写作以故事为背景的作文使全班学生解决相同的交际任务。学生不仅对其他同学写什么感兴趣，

更被他们如何写所吸引。学生急于知道困扰自己的问题别人是如何解决的。 
第三，这种写作任务使得小组的合作学习更为可行。当然，小组学习时偶尔协作有它自身的益处，如，

它可以刺激学生的好奇心，给学生充分的空间创作自己想写的内容。然而，Silva（1990）指出自由写作练
习在合作学习时常常效果不佳，因为能够合作进行创作性写作的小组非常罕见。因此，给予一定的写作框
架使得学生在选择词汇和句法等方面具有了一定的共同性，因而使得合作学习成为可行性学习。 

第四，这种写作任务使得学生认识到文章的选词造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章的写作目的和读者群，
从而加强了这方面的意识培养。 

3. 结  论 

对于中国高校的外语学习者来说写作是一种必要的语言技能，学会为特定的读者群写作尤为重要。它
能帮助学生了解写作的意义所在，把它当作真实的交际任务来完成，这对于学生真正使用写作，无论是出
于工作需要还是个人爱好，都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然而，上述教学任务的确切效果如何，还有待于进一
步考证。当然，这并非本文的中心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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