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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书面纠错性反馈研究综述

赵海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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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过程写作法被引入二语写作教学以来，反馈就成为写作教学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数十年来在第二语言写作教学的历 程 中，虽 然 许 多 学 者 就 修 正 性 反 馈 的 作 用 和 价 值 进 行 了 大 量 研 究 讨

论，但对英语写作纠错反馈是否能提 高 英 语 写 作 的 准 确 性 还 存 在 着 争 议。所 以 教 师 书 面 纠 错 性 反 馈 的 功 效

还将是二语写作教学理论和实践关注的焦点。文章扼要回顾书面纠错反馈的发展历程，探析自２００４年 来 主

要文献中研究设计的动态，就未来的研究提出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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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纠错反馈即负面语言证据，指教师为作者修

改自己的文章提供信息而对学生语言中出现的错

误做出的回应（Ｋｅｈ　１９９０），一直以来纠错性反馈

在二 语 写 作 教 学 研 究 中 备 受 关 注。Ｔｒｕｓｃｏｔｔ
（１９９６）提出语法修正不但无效而且还有害，并提

议要废除语法修改的观点以来，许多学者们纷纷

对修正反馈的作用进行了一系列的实证研究，其

研究结果 都 从 不 同 程 度 证 实 了 纠 错 反 馈 的 有 用

性。认为纠错反馈有助于二语写作者提高写作的

准确性（Ｃｈａｎｄｌｅｒ，２００３；Ｅｌｌｉ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Ｆｅｒ－
ｒｉｓ，２００６；Ｂｉｃｈｅｎ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５）。纵 观 这 些 研

究，其涉及纠错的各个方面，如：纠错内容，纠错方

式，纠错的必要性，纠错的时机等，然而，由于大量

研究的研究对象、方法、目的、过程等各不相同，研
究结果也难成定论。本文对近十年来一些常引用

的研究进行分析总结，以探究前人研究中的不足，

并就未来的实证研究提出建议。

１　教师书面纠错性反馈研究状况

最早的有关教师书面反馈方法的探索基本上

都 是 有 关 纠 错 性 反 馈 的 （Ｃｏｈｅｎ＆ Ｒｏｂ　ｉｎｓ，

１９７６）。早期的行为主义理论认为语言学习是一

种习惯的形成，在学习过程中强调正确的语言表

达，排斥错误，对错误持否定的态度（张雪梅、戴

炜栋，２００１：２）。后来错误分析（Ｅｒｒｏ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理论从全新的视角认识错误，并从理论上为纠错



性反馈的发展铺平了道路。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末到

７０年代初，外语学习者学习中的语言错误引起了

学者的关注。Ｃｏｒｄｅｒ于１９６７年 发 表 了Ｔｈｅ　ｓｉｇ－
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ｏｆ　ｌｅａｒｎｅｒｓ　ｅｒｒｏｒｓ一 文，标 志 着 研 究 者

对语言 错 误 进 行 系 统 分 析 研 究 的 开 始。Ｃｏｒｄｅｒ
（１９７１）认为学习者的错误代表了学习者的学习过

程，透过错误能够看出学习者语言学习处于何种

状态。随着对错误根源的探讨，学者们逐渐意识

到作为教师，仅仅知道错误产生的根源还不够，还
需对错误进行纠正。Ｈｅｎｄｒｉｃｋｓｏｎ纵观了当时所

有的相关研究，得出结论说，如果那些错误制约了

交流、伤害了学生、频繁的出现，那么，纠正这些错

误将使 外 语 学 习 者 的 语 言 水 平 得 到 提 高。但 是

Ｍａｋｉｎｏ认为，“学习者所犯的语言 错 误 是 自 然 学

习过程的一部分，仅仅表明学习者语言处在某一

发展阶段，它将自然而然地发展成为意义更准确、
形式更适合的语言。”Ａｌｌｗｒｉｇｈｔ（１９７５）建议说，如

果学习者不能够自己改错，教师应对他们的语言

错误予以纠正。并且教师需要连贯的纠错政策和

有条理的的课堂策略，以避免造成学习混乱。因

此，学者们针对学生的错误开始采取一系列的对

策，即纠错性反馈。
自从纠错性反馈备受关注以来，学者 们 纷 纷

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尝试用不同类型的反馈进

行试 验：直 接 反 馈（Ｋｅｐｎｅｒ，１９９１）与 间 接 反 馈

（Ｆａｔｈｍａｎ　ａｎｄ　Ｗｈａｌｌｅｙ，１９９０；Ｓｈｅｐｐａｒｄ，１９９２；

Ａｓｈｗｅｌｌ，２０００），以 及 不 同 类 型 的 间 接 纠 错，从

语言形式与思想内容方面设计不同的实证研究，
比较各种纠错策略，探究纠错反馈是否能提高学

生二语写作的准确性，哪种类型的纠错方式对二

语写作获 益 最 大。结 果 众 说 纷 纭，直 到１９９６年

Ｔｒｕｓｃｏｔｔ发表了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ｃｏｒ－
ｒ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Ｌ２ｗｒｉｔｉｎｇ　ｃｌａｓｓｅｓ，他 认 为，写 作 纠 错

反馈是无效的，甚至是有害的，对纠错反馈可以帮

助二语写 作 者 提 高 写 作 的 准 确 性 的 论 调 提 出 挑

战，至今还没有达成共识。

２　教师书面纠错性反馈研究分析

２００４年Ｆｅｒｒｉｓ对 之 前 的 写 作 纠 错 反 馈 研 究

做了概述，并呼唤更多的学者关注这一领域，自此

有关写作纠错反馈的文章如雨后春笋般发表。为

了避免前人研究设计的诸多缺陷，目前的大部分

研究设计都有了改善。下面就近几年来学者们经

常 引 用 到 的 文 献 从 研 究 设 计 和 处 理 方 面 作 一

分析。

２．１　前人研究设计分析
现在学者们的研究问题不仅仅限于直接纠错

反馈和间接纠错反馈的有效性，而是更加细化，好
多研究范围已经拓宽到探究直接纠错反馈的不同

形式对 二 语 写 作 准 确 性 的 价 值。例 如：Ｂｉｔｃｈｅｎ－
ｅｒ，Ｊ．Ｙｏｕｎｇ，Ｓ．＆Ｃａｍｅｒｏｎ，Ｄ．（２００５），Ｂｉｔｃ－
ｈｅｎｅｒ（２００８），Ｂｉｔｃｈｅｎｅｒ　＆ Ｋｎｏｃｈ（２００９ａ，ｂ），

Ｓｈｅｅｎ（２００７）ａｎｄ　Ｓｈｅｅｎ，Ｙ．Ｗｒｉｇｈｔ，Ｄ．＆
Ｍｏｌｄａｗａ，Ａ．（２００９）．在他们的研究中就涉及到

了直接反馈和伴 有 元 语 言 解 释（ｍｅｔａ－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ｓ）的直接反馈的有效性问题。

之前的有关研究虽然层出不穷，但大 多 数 缺

乏对照组，这直接影响到纠错反馈对二语写作的

价值。Ｆｅｒｒｉｓ（１９９９，２００４）ａｎｄ　Ｔｒｕｓｃｏｔｔ（１９９６，

２００４）一致认为研究如果缺少对照组的话，那将无

法提供足够的证据。近几年的研究设计都避免了

这一缺陷，设有对照组，而且有些研究还包含两种

类型的对照组（ｅ．ｇ．Ｓｈｅｅ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Ｖａｎ　Ｂｅ－
ｕｎｉｎｇｅ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

Ｆｅｒｒｉｓ（２００４）曾对Ｓｅｍｋｅ（１９８４），Ｒｏｂｂ　ｅｔ　ａｌ．
（１９８６），Ｋｅｐｎｅｒ（１９９１），Ｌａｌａｎｄｅ（１９８２）的 研 究

进行过比较，在他们的文献中，都是通过考察学生

对一篇文章的不断修改，在其过程中探究纠错反

馈的有效性，然而却受到二语习得研究者的质疑，
认为这些研究部足以说明修正反馈对以后写作的

长期效应。而且，他们认为修改和编辑能力的提

高并不意味着学习能力的改善。最近几年，学者

们设计的写作任务都是看图描写叙述性的，且涉

及对学生写作进行前测、后测以及延迟后测来探

析纠错 反 馈 的 作 用。较 前 人 的 研 究 具 有 很 大 的

改进。
除了Ｔｒｕｓｃｏｔｔ　ａｎｄ　Ｈｓｕ’ｓ（２００８），并要求在

规定 的 时 间 内 完 成（Ｂｉｔｃｈｅｎｅｒ，２００８；Ｂｉｔｃｈｅｎｅｒ
＆Ｋｎｏｃｈ，２００８，２００９ａ，ｂ，Ｈａｒｔｓｈｏｒ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

Ｓｔｏｒｃｈ，２００９，Ｖａｎ　Ｂｅｕｎｉｎｇｅｎ， Ｄｅ　Ｊｏｎｇ，

＆Ｋｕｉｋｅｎ，２００８），许多研究者也开始探 索 是 否 将

错 误 的 范 畴 缩 小 到 有 限 的 范 围 效 果 会 更 明 显，

Ｆｅｒｒｉｓ（１９９９）指出，如果错误类型控制在容易操

作的范 围 内，反 馈 也 许 会 更 有 效，即‘ｔｒｅａｔａｂｌ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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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ｒｒｏｒｓ（动词时 态 和 形 式，主 谓 一 致，冠 词 运 用）。
比如：研究英语冠词习得（Ｂｉｔｃｈｅｎｅｒ，２００８；Ｂｉｔｃ－
ｈｅｎｅｒ　＆ Ｋｎｏｃｈ，２００９ａ，ｂ；Ｂｉｔｃｈｅｎ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５；Ｅｌｌｉ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Ｓｈｅｅｎ，２００７；Ｓｈｅｅ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一般现在时和 介 词 的 用 法（Ｂｉｔｃｈｅｎ－
ｅｒ，Ｊ．Ｙｏｕｎｇ，Ｓ．＆Ｃａｍｅｒｏｎ，Ｄ　ａｌ．２００５）。这

样 便 于 准 确 确 定 受 试 者 目 标 语 结 构 的 正 确 使

用率。
尽管目前大部分的研究都力求在实验设计上

避免前人研究中出现的不足，以使实验结果更准

确，各种关于纠错反馈对二语写作的实证研究结

果还是有争议，但不同于过去的研究，目前大部分

的研究结果表明教师写作纠错反馈有益于写作准

确 性 的 提 高 （Ｂｉｔｃｈｅｎｅｒ，２００８； Ｂｉｔｃｈｅｎｅｒ
＆Ｋｎｏｃｈ，２００８，２００９ａ，ｂ，；Ｈａｒｔｓｈｏｒｎ，Ｋ．Ｊ．
Ｅｖａｎｓ，Ｎ．Ｗ．Ｍｅｒｒｉｌｌ，Ｐ．Ｆ．Ｓｕｄｗｅｅｋｓ，Ｒ．
Ｒ．，Ｓｔｒｏｎｇ－Ｋｒａｕｓｅ，Ｄ．＆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Ｎ．Ｊ．
２０１０；Ｖａｎ　Ｂｅｕｎｉｎｇｅｎ，Ｃ．Ｇ．，Ｄｅ　Ｊｏｎｇ，Ｎ．
Ｈ．，＆Ｋｕｉｋｅｎ，Ｆ．２００８）．关于不同反馈类型效

果是否不同的问题，Ｖａｎ　Ｂｅｕｎｉｎｇｅ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
的研究表明直接反馈和间接反馈在对原文本的修

正任务方面都是有效的，但当学生被要求撰写新

文本时，只有直接反馈有效。在Ｓｔｏｒｃｈ’ｓ（２００９）
的研究中，直接反馈在篇幅短小的文章写作中有

效，而间接反馈在长篇 幅 的 文 章 中 更 有 效。Ｅｌｌｉ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却认为直接反馈和间接反馈在理论

上的区别是个问题，不值得去研究。关于不同类

型的 直 接 反 馈 的 效 应，目 前 的 研 究 结 果 不 明 朗。
在Ｓｈｅｅｎ（２００７）的 研 究 中，伴 有 元 语 言 解 释 的 直

接 反 馈 比 只 有 直 接 反 馈 的 类 型 效 果 更 明 显，而

Ｂｉｔｃｈｅｎｅｒ（２００８）观 点 正 好 相 反，Ｋｎｏｃｈ（２００９ａ，

２００９ｂ）却 认 为 有 无 书 面 的 元 语 言 解 释 结 果 都

一样。

２．２　存在的问题
（１）情感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外语学习

者的最终水平。实证研究的受试对象都是不同程

度的二语学习者，由于他们的语言水平各不相同，
因此反馈中要多给予语言方面的纠错，但不能忽

视学生的情感培养。如果学生不认同教师的反馈

方式，势必会影响学生完成写作任务的积极性。
（２）目 前 大 量 的 研 究 忽 视 了 纠 错 的 效 率 原

则。在外语课堂上，教师频繁纠错，势必会带来负

面效果，这就要求教师纠错时注意技巧。已有不

少 研 究 者 就 纠 错 的 有 效 方 法 做 了 探 究，如：

Ｔｏｍａｓｅｌｌｏ＆Ｈｅｒｒｏｎ（１９８８，１９８９）的 研 究 结 果 表

明，引导学生走‘花园小径’的方法更为有效。
（３）学习者所犯的语言错误和语言一样有不

同的层次结构，比如人们学外语一般先学语音，再
词汇，后语法的顺序。然而许多研究容易忽略各

类错误的纠错次序，没有按照学生习得二语的发

展模式纠错，这势必会影响实验研究效果。只有

学习者的中介语水平接近自然习得的语言结构水

平时，教师的指导才能促进学生的语言习得（Ｅｌｌｉｓ
１９９９）。

３　结束语

总之，对于早期的修正反馈，尤其是研究设计

中的不足，引起了大量的实验和准实验研究。虽

然这些研究在不同程度都有改进，但总有美中不

足。由于未达成共识，学者们还需要在这一领域

给予更多的关注。根据以上的分析，未来的研究

注意以下几个方面：①多采用纵向研究实验以避

免引起受试的有意识注意。②纠错的实验要遵循

情感原则。教师在纠错的同时要考虑学生脆弱的

外语 学 习 情 感，以 免 挫 败 学 生 的 学 习 积 极 性。

③纠错需遵循纠错的效率原则。教师应采用灵活

多样的纠错技巧，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提
高纠错效率。④实验中要把握好学生的中介语水

平，考虑学生所犯语言错误的层次关系，注意纠错

次序，以保证实验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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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处理。例 如 可 以 在 校 内 建 立 小 型 废 水 处 理 系

统，对于工业分析与检验专业学生，设计废水成分

分析和含量测定实验项目作为实训内容，对于环

境监测与治理技术专业学生，可以进行废水处理

项目实训，既保护环境，又培养学生专业技能，节

约 专 业 实 验 成 本，也 有 助 于 在 学 生 中 开 展 环 保

教育。

３　结束语

学生职业素质的培养是长期的、系统 化 的 过

程［２］，化学实验无疑是这个体系的一个良好平台，
是学生提高职业技能，取得实际工作经验，培养团

队协作精神、群体沟通技巧和组织管理能力等个

人综合素质的一条有效途径，为学生今后顺利进

入工作环境打下坚实的基础。因此，要提高教学

质量，就必须不断地改革，更新教育理念，创新教

学模式，更改教学内容，完善评价方式，有效地提

高学生理论水平和实际操作能力，使高等职业院

校教育的发展更加成熟和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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