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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带来新的发展契机随着中国物流产业的迅速发展 , 传统

的铁路货运难以满足现代化物流发展的需要 , 铁路系统企业必须

加快向现代物流转化的步伐 , 通过资源整合 , 逐步转变为以铁路

运输为核心优势、规模经营、系统服务的现代化物流企业 , 发展成

为我国物流市场的主要力量。铁路在改革过程中要积极创造条

件 , 拓展现有运输企业的服务范围 , 组建全路性的专业物流企业

并逐步向物流服务方面拓展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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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束语

文化教育

摘要 : 本文针对目前大学英语写作教学的现状 , 通过对现行

教学方法的对比分析 , 提出了符合西部地区大学英语写作教学实

情的可行性措施 , 即发挥各教学法的优势面 , 并在此基础上充分

利用英语课堂教学的各个环节 , 使学生的写作能力得到多层面的

开发与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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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四六级考试内容的重中之重 , 英语写作无疑是高校在读

生肩上最沉重的的负担之一。多年大学英语教学的实践证明 , 在

听、说、读、写四项语言技能的培养上 ,“ 写”是最难有所突破、因而

也就最受冷遇的一个板块。学生在被动消极的心态下完成的写

作 , 往往会以密密麻麻的改错的形式反馈到学生手中 , 而这种反

馈要么极大的打击了写作者的自信心 , 要么就被当作废纸扔在一

边 , 长此以往 , 学生厌倦缺乏成就感的写作 , 教师厌倦毫无收效且

费时费力的批阅 , 形成恶性循环。长期以来 , 国内外学者对外语写

作教学法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实践 , 并形成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

写作教学方法 , 诸如“ 结果法”、“ 过程法”以及“ 体裁法”等。然而 ,

就西部地区的实际情况来看 , 大学英语教学任务重 , 课时相对少 ,

学生外语水平普遍偏低 , 要保证按时完成教学任务 , 就很难专门

投入精力和时间到写作教学上来 , 因此这样那样的教学法在课堂

实践中往往流于形式 , 无法从根本上改善英语写作教学质量。怎

样才能走出这个困境 , 使英语教学中的这个“ 死角”活起来呢?

笔者认为 , 首先 , 应在保留传统的“ 结果式”教学法优势的基

础上 , 适当引入“ 过程法”。“ 结果式”教学法注重最终的写作结

果 , 优点是 , 学生能够通过教师提供的范文 , 熟悉并掌握不同体裁

的写作特点 , 掌握最基本的写作模式 , 从而较为轻易的切入正题

并完成写作任务 , 因此 , 在某种程度上是英语写作教学中不可或

缺的一种手段。缺点是过度强调单词拼写、标点符号以及语法的

正确无误 , 忽略学生的个性化观点 , 更忽视教师对整个写作过程

的参与指导功能 ,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学生对英语写作的疏离

感与厌倦情绪。而“ 过程式”教学法则不同于此 , 提出过程教学法

有代表性的学者是弗劳尔和黑斯( Flower&Hayes) 。他们认为写作

过程是一种复杂的、有目标的、循环往复的活动 , 包括计划、述写

和复查三个子过程。写作者在写作前必须对材料进行剪裁、安排、

重新组织并确立目标 ; 然后把思维转换成文字 ; 最后对写出的东

西加以重审。然而 , 基于目前西部地区大学英语教学的现状 , 全面

地采用费时费工的“ 过程式”教学法是不切合实际的 , 但教师可以

发挥其优势面 , 如健全反馈机制 , 对学生的写作给于及时地、有价

值的反馈信息 , 使之在成稿前能够获得有效的建议 ; 突出写作内

容 , 淡化对语法错误的修正。White and Arntd 曾提出 ,“ 对语言错

误的修正既不能提高学生的语法精确度 , 也无助于增强他们的文

字流利程度 , 相反 , 教师对学生写作内容的重视会大大的提高他

们的写作质量”。另外 , 适当加大 Brainstorming( 头脑风暴法) 这种

教学技巧的使用。它由美国创造学家 A·F·奥斯本于 1939 年首次

提出 , 是“ 过程式”教学法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 突出以学生为主体 ,

老师只是作为一个指导者 , 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 鼓励他们积

极思考 , 并以讨论的形式挖掘各种有用的信息并形成思路 ; 然后

在激活的想法中选择有意义的内容。在此基础上 , 保留结果法中

的模仿练习 , 使二者相辅相成 , 更好的促进英语写作教学。

除此之外 , 教师还应从多个角度辅助增加学生的语言积累 ,

从而使写作能力的培养融会贯通于整个英语教学过程中。首先是

加强词汇和句子训练。词汇是文章的基础 , 没有一定的词汇量就

很难写出好文章。同时 , 词汇选择是否准确、贴切 , 对于文章是否

能收到预期的效果至关重要。因此 , 在词汇教学中应加大单词的

对比教学 , 也应有意识地介绍英语成语让学生掌握 ; 重视常用词

汇、词组和句型的基础训练 , 使写作成为有源之水。其次是加强语

篇分析 , 这是提高学生写作能力的有效途径。进行精读和泛读课

时 , 可将语篇分析理论适当引入 , 即提醒学生注意语篇的整体性、

衔接性和连贯性。整体性是指文章应有完整的意义 , 而衔接性和

连贯性则体现在文章的表层结构和底层结构上。引导学生进行整

体性阅读 , 总结出文章的大致框架和写作模式 , 借鉴别人的写作

经验 , 将阅读所获得的知识及时地用于写作实践中。人们常说“ 读

书破万卷 , 下笔如有神”, 准确把握语篇的整体性和衔接性是英文

写作的关键。第三 , 加强写与听的结合。听是语言的输入 , 多听可

以为写积累语言素材。在进行听力练习时 , 可视难度要求学生作

出听力纪录 , 并进行口头转述 , 从而加强其语言输出的能力 , 为写

出好的句子和文章作铺垫。第四 , 加强写与读的结合。读也是语言

信息的输入 , 而且与写的关系最为密切。在教学过程中 , 我们可以

有意识地引导学生用自己的语言 , 把所学课文的主要内容复述出

来 , 或者要求学生在规定时间内 , 对所给的材料阅读数遍 , 然后进

行摘要写作。这样既锻炼他们组织篇章结构、句子与句子之间逻

辑关系的能力 , 又能提高语言的精炼度 , 提高写作能力。同时 , 要

扩大课外阅读 , 补充语言材料。语言学习是一个积累过程 , 在缺乏

语言环境的外语学习过程中 , 更需要一定语言量的积累。根据克

拉申第二语言习得理论 , 当学习者获取大量的“ 可理解的语言输

入”, 就会逐渐产生自然习得的效果。所以 , 教师应有意识的补充

较丰富的略高于学生现有语言技能的语言材料 , 确保学生有足够

的语言输入量。通过该种途径 , 学生不仅能积累、储存词汇以及习

惯用语 , 而且还能获取大量的陈述性知识 , 包括社会文化背景知

识、英语语言知识、文体知识和修辞知识。这些知识为学生提供了

丰富的写作素材 , 并有效减少了学生写出中国式英语的可能性 ,

从而成为提高学生写作能力的重要条件。

归根结底 , 语言的基本功能就是用于交际。英语写作是一种

以书面语言为载体进行的交际行为 , 不仅要求大量的、充足的知

识储备 , 更关键的是需要将内化的知识体现在字里行间 , 使语言

为我们所用 , 而非使我们被语言所累。在现今的大学英语课堂上 ,

教师应该发挥多层面的示范和引导作用 , 努力使学生通过自身的

积极活动来进行学习 , 于有形无形中提高其语言素养 , 培养其利

用语言、尤其是书面语言进行交际的能力 , 持之以恒 , 必然会使英

语写作这块顽石不再成为语言学习者前进路上的障碍。

走出大学英语写作教学的困境
钟莉婷

( 西北师范大学 外语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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