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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写作是一种产出性的语言技能，是大学英语教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写作能

力的高低反映了学生对整个语言技能的掌握情况。写作的练习有助于促进英语学习

者语言的学习，提高他们的语言能力及交流能力。然而，在中国的大学英语教学中，

写作的教学一直以来都存在着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背后的原因之一则在于我国的

写作教学仍然属于考试导向型。因此，对写作学习策略使用的研究有助于教师在写

作教学的过程中进行学习策略的训练。同时，英语学习者也能够了解自己学习策略

的使用情况，以及在以后的写作学习中应该掌握并运用的策略。

本研究中，作者对大学生的英语写作学习策略的使用情况和英语书面表达的能

力进行了一项调查研究。调查工具是参考语言学习策略量表(SILL)(Oxford，1990)

制作的“大学生英语写作学习策略调查问卷”。本研究主要回答了以下四个问题：(1)

大学生英语写作学习策略的使用情况如何?(2)大学生英语书面表达的能力如何?

(3)不同性别的大学生写作学习策略的使用差异是怎样的?(4)学生英语写作学

习策略的使用和书面表达能力的关系是怎样的?

本研究涉及了六大类写作学习策略，分别为：记忆策略，认知策略，补偿策略，

元认知策略，情感策略和社交策略。研究表明：受试使用频率相对较高的写作学习

策略是通过母语构建英语写作思路、用简单通俗的语句来代替自己想表达而又表达

不出的意思、用曲折的说法、解释性的语言等来代替自己不能够准确表达的意思和

通过影视作品、书籍、讲座等提高对英语文化的认知，积累必要的文化背景知识，

使用较多的写作学习总策略是补偿策略：受试者大部分书面表达能力较差，整体书

面表达能力情况欠佳；女生使用学习策略比男生更频繁、更广泛，并在记忆策略、

认知策略、补偿策略以及社交策略的使用方面显著优于男生，在元认知策略的使用

上略好于男生。男生情感策略的使用水平略高于女生；元认知策略、社交策略、记

忆策略、认知策略及补偿策略与受试者的书面表达能力呈正相关，达到了统计上的

显著性，情感策略与书面表达能力也呈正相关，但未达到统计上的显著相关。元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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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策略能提高学生的书面表达能力，社交策略和记忆策略对受试的书面表达能力也

有一定的解释力，而情感策略对受试的书面表达能力具有负预测力。

简言之，大学生在英语写作学习的过程中会或多或少地使用写作学习策略。其

整体书面表达的能力欠佳。写作学习策略的使用受性别因素的影响且与书面表达的

能力密切相关。总之，大学生以及大学英语教师都应了解写作学习策略的重要性以

及其使用情况，紧跟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步伐。

关键词：写作学习策略：策略使用：性别；书面表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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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riting is a significant part in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which is a kind of productive

language skill．It reveals learners’mastery of a language．Writing exercises could facilitate

learners’English learning and enhance their English competence as well as the

communication ability．However,there are many problems existed in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of writing in China．One reason is the learning of writing is test-oriented．

Therefore，the study of the use of writing strategies could help teachers to conduct some

strategies training in the process of writing teaching．At the same time，English language

learners could also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writing strategies as well as the ones

they need to master and use．

In this study,the author does an empirical research investigating college students’

writing strategies use and their writing competence．The study instrument is the

questionnaire about college students’English writing strategies，which was made by

referring to the language learning strategy scale(SILL)(Oxford，1990)．After that，the

author analyzes the data collected by SPSS 1 7．0．Four questions would be answered：1)

the use of college students’English writing strategies；2)the competence of college

students’English writing；3)the difference in using writing strategies between males and

females；4)the relationship betweencollege students’use of English writing strategies and

their writing competence．

The study involves six writing strategies，namely,memory strategies，cognitive

strategies，compensation strategies，metacognitive strategies，affective strategies and social

strategies．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frequently used writing strategies among college

students are thinking诵th the mother tongue when writing an English composition．using

the simple sentences to express ideas，using indirect language to express ideas and

learning culture of western countries by movies， books or lectures． Compensation

strategies are frequently used among college students．Most students’writing compet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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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poor,and the overall competence of writing is unsatisfactory．Female students use

writing strategies more frequently and more widely than male students．Female students

al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male students in using memory strategies，cognitive strategies，

compensation strategies and social strategies，and slightly better than male students in

using metacognitive strategies．However,male students ale slightly better than female

students in using affective strategies．Metacognitive strategies，social strategies，memory

strategies，cognitive strategies and compensation strategies ale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桶th college students’English writing competence．Affective strategies are also

positively correlated、Ⅳitll students’English writing competence，but did not reach the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Metacognitive strategies Can help college students improve their

English writing competence．Social strategies and memory strategies can explain the

vari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English writing competence to a certain extent．However,

affective strategies have negative predictive power to students’English writing

competence．

In short words，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indicate that college students do use writing

strategies in their learning of English writing．The employ of writing strategies does

influenced by gender．In addition，it is related to writing competence．In brief,in order to

follow the step of college English reform，college students and college English teachers do

need to know the importance and the use of English writing strategies．

Key words：Writing strategies；Strategies use；Gender；Writing competence



基于书面表达能力提高的大学生英语写作学习策略研究

1导论

1．1问题的提出

写作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产出性语言技能，也是第二语言学习者最应该努力去提

高的技能(Hyland，2003)。同时，写作又是一项基本的的语言能力，由于它的活跃

性与产出性，学生在学习用外语写作时面临着很大的挑战(Erkan&Saban，2011)。

大多数的语言学习者，无论他们处于哪个学习层次，都会认为写作是最难掌握的语

言技能之一(Kurt&Atay,2007；Latif,2007)。然而，扎实的书面表达能力对读书报

告的撰写、研究论文的准备以及作文测试都是至关重要的(Gebhardt&Rodrigues，

1989)。因此，为了帮助学习者妥善应对现实生活中的各种需求，在ESL(Englishas

A Second Language)课堂中，学生书面表达能力的提高应该被给予更多的重视。

SLA(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专家指出，语言学习策略在二语学习者的

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Oxford(1990)同样认为，语言学习策略是提高学生交

际能力所必不可少的因素。实际上，多次研究发现，优秀的语言学习者比学习成绩

欠佳的学生使用了更为广泛的语言学习策略(Ehrman&Oxford，1990)。除了促进二

语的学习，提高学生的能力外，策略的使用还能够帮助学生提高他们自主学习的能

力，因为“适当策略的采用允许学习者为自己的学习承担更多的责任”(Dickinson，

1987)。鉴于此，大多数的研究者认为，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引导学生更多的使用学

习策略可以帮助他们提高语言技能。

中国是整个世界中英语学习人数最多的国家，大学英语的教学在中国高等教育

中也是规模最大、从业人员最多的一个板块(王奇民，2002)。在长期的教育教学实

践中，广大教育工作者对我国大学英语的教学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探索出了许多非

常有意义的成果。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在以往对大学生英语写作学习策略的研究

中，缺乏具体、全面的探讨，对大学生英语写作学习策略的研究不能够深入展开。

同时，O，Malley&Chamot(1990／2001)指出，在学习策略的研究中，研究最少、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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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充分的是学习策略对各类学习任务的有效性。基于以上原因，本研究旨在探讨促

进我国大学生英语书面表达能力提高的写作学习策略问题。

1．2研究意义

全球化的发展需要具备娴熟写作技能的人才。英语写作不只是一项语言习得，

它是人们在一系列的活动中进行有效沟通的先决条件。具备良好的写作技能也通是

取得学术成就的必要条件，因为它可以帮助写作者去记忆、观察、思考和交流(Barrass，

1995)。同时，良好的写作技能也是职场人士获取晋升机会的一项基本考察素质。然

而，英语写作这项技能是大部分EFL学生都无法熟练掌握的，因为写作它不是什么

可以直接被记忆的，它看上去是静态的、既定的知识，更确切地说是一种动态的认

知过程(Richards&Renandya，2002)。对于EFL学生而言，用英语写作是一项非常

复杂的工作，无论他们学习多么努力，取得的进步却总是甚微，这让许多的EFL学

习者倍受打击。对教师而言，在中国，大多数教师不是很喜欢教授EFL写作，因为

EFL写作教学工作量较大，安排不是非常合理，其结果是虽然老师和学生们都认为

写作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语言能力，但教师们宁愿选择去教授其他的课程，而不会选

择教授写作。

影响学生二语水平的因素问题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但是我们可以发现，研究

的焦点从教师转向了学生。文秋芳(1995)将其影响因素划分为两类：可控制的因

素和不可控制的因素，可控因素包括动机、信念，策略等，不可控因素包括智力、

学习能力、性格等。在相同的环境下，学习策略的使用对学生的二语水平是具有决

定作用的(文秋芳，2004)。尽管大量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了如何提高二语写作者的写

作能力，但星佳筮喳堡塞塑堑的文章不是很多。因此，为了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

有必要分析一下写作策略。事实上，尽管有许多非英语专业的学生学习英语至少六

年的时问，他们还没有意识到写作策略的重要性。尽管各种因素对二语写作具有不

同的影响，在短时间内也无法改变，但是教师至少可以教授学生一些相关的策略，

或者是学生对写作策略具有一定的了解，去帮助他们提高写作能力。本研究中，作

者进行了一项实际调查，期望能够找出非英语专业学生中写作策略的使用情况，他

们的英语写作水平的高低，以及不同性别学生使用策略的差异，学生写作策略的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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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与他们书面表达能力之间的关系，因此，本研究结果可以帮助教师在教学过程中

更好地去教授写作学习策略，二语学习者可以对写作策略有一个更好的认识，以便

对其有更好的掌握。

1．3论文结构

本论文分为以下七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导论，包括问题的提出，研究的意义，以及论文的组织架构。

第二部分是理论分析，展示了本论文的理论基础，包括学习策略的相关研究，

写作的相关研究和写作策略的相关研究。

第三部分是研究的设计，包括研究目的、研究对象、研究工具和数据的收集与

分析。

第四部分是研究结果，通过对数据的分析，得到了相关的结果。

第五部分是分析与讨论，针对本研究调查的结果进行了相关的分析与讨论。

第六部分是建议，笔者根据调查分析与讨论的结果，给出了相关的建议。

第七部分是结语，包括本研究的主要结论，以及本研究的局限性及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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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理论分析

2．1学习策略

2．1．1学习策略的定义

1956年，布鲁纳提出了“认知策略”，之后，学习策略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出现。

国内外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学习策略的特征进行了探索，但目前尚无统一的定义。

国外学者的观点可以概括为以下四种：1)学习策略是内隐的学习规则；2)学习策

略是具体的学习方法；3)学习策略是学习的程序与步骤；4)学习策略是学习的过

程(Oxford．1990)。

学习策略的相关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发展于八九十年代。与此同时，二

语习得理论得以不断发展，语言学界和教育界人士逐渐认识到了学习主体研究的重

要性，于是将研究的重心从教师转向学生，与学习主体密切联系的学习策略成为了

外语教育研究中的热点。Oxford(1989)给学习策略下的定义是：“学习策略是学习

者进行的特定活动，其目的是使学习变得更加容易、快捷、自主，同时更具乐趣且

更能够适应新情况。”Oxford(1990)表示，策略的使用对于语言学习而言是至关重

要的，因为想要提高语言交流的能力，积极自主地参与是必不可少的，而学习策略

的使用恰好能够帮助学生更好的去参与。Stem(1983)认为学习策略是语言学习者

所采用的学习方法的倾向或特征。Weinstein&Mayer(1986)认为学习策略是学习者

在学习过程中为了影响其信息编码过程而采取的行为和形成的思想。”Chamot(1987)

给学习策略下了这样的定义：“学习策略是学习者为了优化学习过程、促进语言知识

和信息知识的记忆而采用的技巧、方法或其他有意识的行为。”Rubin(1987)的定

义是：“学习策略是由学习者构建并直接作用于学习过程，旨在促进学习者语言系统

发展的策略。”Nunan(2001)表示，策略是学习者为了学习使用语言而采用的心理

上的，可交流的程序。研究者们对学习策略的定义进行了不同的阐释，但有一点是

公认的：“学习策略有益于新信息的存储与使用，利于学习者学习责任感、学习自主

能力和自我指导能力的提高，同时还有助于学习者的终身学习(刘电芝，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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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学习策略的概念问题，自1980年以来，我国的学者们同样进行了深入的研

究，并提出了他们的观点：1)学习策略是指学习者在特定的学习情境中用以促进其

获得知识或技能的方法的总和；2)学习策略是指学习者在元认知的引导下，通过调

控学习方法，乃至整个学习活动，从而达到一定的学习目的的学习技巧；3)学习策

略是学习者学习过程中的有效规则、方法、技巧以及调控；4)学习策略是学习者在

学习活动中通过调控学习环节，从而达到一定的学习目标的操作过程(Dansereau．

1985)。

通过以上国内外学者对学习策略概念的分析可以看出，学习策略有内隐、外显

之分，伴随着学习活动的展开而形成。学习策略的运用涉及到许多具体的学习方法，

它超越了一般的学习程序，紧紧地监视并调控着学习者的整个学习活动(周风燕，

2009)。

2．1．2学习策略的分类

关于学习策略的分类，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O。Malley&Chamot(1990)在Anderson(1983)的认知理论以及信息加工理论的基

础之上，将学习策略划分为认知策略、元认知策略和社会情感策略。其中，认知策

略包括利用目标语资源、利用关键词、推测、记笔记等，元认知策略有提前准备、

集中注意、自我管理、自我监控、自我评价等，社会情感策略包括协作和澄清性提

问。此种分类法是建立在实证研究基础之上的，全面且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已经被

许多同行所借鉴和引用。Cohen(1998)将语言学习策略划分为语言学习策略和语言

运用策略。语言学习策略有识别材料、组织材料等，语言运用策略包括检索策略、

复述策略等。这种分类法在实际运用中有时会使人感到困惑，但有助于对输入型策

略与输出型策略的区分，利于语言的运用。文秋芳(1995)在注重学习策略与学习

过程的关系的同时，突出了学习策略与学习材料的联系，将学习策略划分为管理策

略与语言学习策略。其中，管理策略包括管理认知过程和管理情感过程，管理认知

过程的具体策略有确立目标、制定计划、策略选择、自我监控和自我评价，管理情

感过程的策略是自我调整。可以看出，语言学习策略既包含了传统的学习策略，又

包含了非传统的学习策略，前者的具体做法是形式操练、使用母语和强调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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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者的具体做法是意义操练、回避母语和强调流利度。这种分类法对中国环境下的

英语学习有较大的指导意义。

Oxford(1990)综合考虑了前人的研究结果，提出了一个语言学习策略体系(见

表2．1)，此学习策略体系所涵盖的内容全面，在二语习得领域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被许多研究者所借鉴和引用。Oxford将学习策略划分为直接策略与间接策略，其中，

直接策略有记忆策略、认知策略以及补偿策略，间接策略有元认知策略、情感策略

与社交策略，同时，Oxford对这六大学习策略进行了进一步的说明。

表2_1 Oxford的语言学习策略体系
Table 2-1 Oxford’s Language Learning Strategy System(Oxford，1990，p．17)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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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写作

2．2．1写作的定义

写作可以被比喻为一种运动，想要提高此方面的能力，不仅需要理论知识的指

导，还需要不断的练习。Oz(2006)认为：“写作是思想、愿望、情感以及计划的书

面表达，需要使用更多的技巧去提高。”可以说，写作是一种技能，它可以满足我们

交流的需要，为我们的学习提供便利。Lindemann(2001)将写作定义为“运用常规

的图形系统向读者传达信息的交流过程。”写作即写作者深思熟虑、具有创造性且复

杂的认知过程(Silvia&Matsuda，2001)。

Judy and Judy(1981)认为，写作是一种学习的方式，一种自我发现的行为，写

作不仅仅是一个将自己的所思所想转录在纸上的繁重工作，因为它涉及人们之间的

交流与互动，应该是一种令人愉悦，能够体现个人价值的活动。

Hedge(2002)认为写作是运用策略管理创作过程，逐步成文的结果。学习者在

写作时，他们不会只是简单地写下单独的句子或短语，他们的所写是思维过程的反

射，以特定的规则组织安排并以一定的方式连接。

Gould，Dianne&Smith(1989)给写作下的更为详细的定义是：写作是一项创造

性的活动，因为它需要我们去解读或弄清楚意思：一次经历、一篇文章和一个事件，

我们写作主要是为了理解，并不只是去表达我们自己。事实上，我们在学校或是整

个世界上的大部分所写内容目的在于去理解并与他人分享那种理解。

Neufeld(1985)认为写作是想法的直观表达，从个人的头脑当中提取出想法并

将其编码，以与他人分享这个想法。

2．2．2有关写作的研究

关于写作的研究主要产生了两种基本观点：以结果为导向和以过程为导向，它

们也被称为教学法。在过去，教师强调教授学生标点符号、拼写和正确的用法，对

学生完成的作文进行评论并打分。学生会阅读一些书面的材料，并试着去模仿。写

作教学仅仅是做语法练习(Raimes，2002)。其结果是学生的作文得分很高，而书面

表达的能力很差。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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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对写作的传统看法与将写作视为对言语的转录联系在了一起(Silva&

Matsuda，2002)。研究者们提出这一观点是基于他们认为说是在写之前产生的，能够

用目标语讲话的人同样会写的很好。(这明显是一个错误的假设。)因此，学生在学

会说的技能前不会去接触写作，因为学生个人被认为可以以他说话的方式很好的表

达自己。

对结果导向观点的不足之处的质疑，产生了另一种观点，即将写作认为是包含

四个主要阶段的基本过程：计划、起草、修改和编辑。每一个阶段都有其规则、活

动和要显示的行为(Cohen，1990；Seow,2002)。自然地，教师更加关注这整个过程，

而不是最终写好的作文。当然了，在练习写作时没有忽视准确性，但准确性也不是

唯一强调的问题。换言之，在完成写作任务过程中采用的各种操作方法和策略成为

了关键的过程和要素。

最后一项要点是，写作教学的另外一个及其关键的方面是写作评估。虽然“评

估”这一术语在大多数的教学实践中会让人想起考试这一概念，但与写作并非总是

如此。对写作进行评估不是去考试，而被用来作为提高写作技能的手段。此外，在

某种意义上，提高写作能力可以被认为是学习者在写作教师的引导下采用的对每一

个步骤的评估的连续的过程(Weigle，2002)。然而，不论是被用来作为提高写作能力

的方法还是被用作区别优差生的方法，学生所写出的文本是写作评估的基本要求之

一(Biedenbach．2004)。

除了写作结果和过程以外，国内外的研究者们对写作学习者本身也进行了一定

的研究，其中的一个热点话题是二语写作水平受哪些学习者因素影响。马广惠(2004)

发现，英语表达的词汇水平对英语写作的能力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英语口

语表达的能力对学生的英语写作水平也具有一定的影响。Lay(1988)的研究表明，

母语写作的水平在七个方面对英语写作水平具有正迁移影响：(1)选题和寻找论点；

(2)构思复杂观点；(3)回忆过去经验；(4)把握谋篇布局；(5)进行自我表达；

(6)丰富词汇；(7)感悟文化。汉语写作的能力对英语的写作起着中枢的作用(王

立非，2004)。吴红云(2006)认为，更高的作文成绩与语言水平会带给学生更多，

更积极的元认知体验，从而激发学习者更大的写作热情。相对于不成功的写作者而

言，成功的写作者更具相应的写作元认知知识，在写作策略的运用以及写作行为上

也表现得更为优秀(徐锦芬和唐芳，2007)。通过研究，研究者还提出，要提高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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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写作水平，除了注意语言和技巧的训练以外，必须结合写作思维过程的基本环节，

系统训练分析、比较、综合、抽象、概括等形式逻辑思维能力，同时还要训练学生

的辩证思维能力，标本兼治。

2．3写作策略

2．3．1国外写作策略的相关研究

Mu&Carrington(2007)以问卷和半结构式访谈为调查工具，调查了三位中国

研究生ESL写作的过程，研究发现，受试者在写作过程中使用了修辞策略、元认知

策略、认知策略、以及社交情感策略。Yanyan，Z．(2010)对中国ESL学习者英语写

作中元认知知识的作用进行了探究，结果表明，受试者的元认知知识与英语写作的

熟练程度有着密切的联系。Sadi&Othman(2012)探索了伊朗EFL学习者的写作策

略，研究结果显示，写作能力强的学生与写作水平欠佳的学生都会使用诸如借助于

第一语言、再次阅读、重复、自我提问、修改和编辑的写作策略，并且，优秀的写

作者会更多的使用到再次阅读、重复、修正和头脑风暴的策略，而能力欠佳的写作

者更多的会使用编辑、自我提问、自我对话和放弃想法的策略。Baljesteh、Vaseghi&

Gholami(2011)研究了采用写日记法对提高伊朗EFL大学生写作能力的效果和他们

对写作的态度，研究发现，日记写作是一项创造性的写前准备活动。Tabatabaei&Ali

(2012)探索了写前阅读法对波斯EFL学生写作能力提高的效果，研究发现，通过

这样的方法可以帮助学生提高写作能力。AbdulRahman AI Asmari(2013)的研究表

明，巴勒斯坦EFL大学生写作学习策略的使用与他们的写作能力之间呈正相关，受

试者无论在EFL写作策略的使用上，还是在EFL写作的能力上都表现出比较差的水

平。

可以看出，近些年来，国外学者在学生写作策略的研究课题中进行了广泛的探

索，其面对的群体涉及了不同国家以及不同学习层次的EFL学习者。在写作学习策

略的定义与划分上，不同的学者对其进行了不同层面的理解，并通过实证研究分析

了各类写作学习策略对学生EFL写作能力的影响，其研究结果具体全面，对EFL学

习者写作的学习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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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国内写作策略的相关研究

杨淑娴(2002)发现，英语写作成功者和不成功者在文章的构思、写作的侧重

点以及文章的修改等方面存在着明显差异。刘东虹(2004)结合写作策略的作用，

就词汇量对写作质量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其结果表明：词汇量对写作质量的影响不

是非常显著，而在写作策略的作用下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写作策略对写作质量的

影响存在一定的“阈限”，同时，写作策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词汇量的不足。修

旭东、肖德法(2006)通过模型分析发现，“写作策略”和“写作过程应用策略”对

八级写作过程产生直接的影响，对八级写作成绩和总成绩产生间接的影响，同时，“表

达策略”对八级写作过程的子过程产生不同程度的负值效应，写作过程中的“组织

思想”、“表达”子过程对成绩有较大的正值效应。肖武云(2011)通过一项实证研

究发现，元认知策略和写作成绩是紧密相关的，对学生元认知策略的训练能够有效

帮助他们提高英语写作的成绩。赵江葵、敖练、周艳(2012)进行了一项英语写作

策略教学实验，就策略教学对学生写作动机与写作成绩的效果进行了探索。其结果

表明：英语写作策略教学很有可能帮助学生提高他们的英语写作水平和写作动机，

特别是学生自我效能内在价值的提升。然而，此种策略教学对学生的学业目标取向

以及外在成就价值的影响似乎具有一定的局限。

在写作学习策略这一研究课题上，近年来，国内学者进行了大量的探索。纵观

以上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在研究对象方面，各位学者不仅对非英语专业EFL学习

者的写作学习策略进行了研究，同时还对英语专业EFL学习者的写作学习策略进行

了探讨，对不同的EFL学习群体进行针对性的研究，其研究结论更具参考价值。在

具体的分析中，研究者们对写作学习策略的定义与划分不尽相同，分别以其不同的

理解对课题进行了探索，丰富并发展了相关理论。同时，在实际的操作中，有些学

者将写作学习策略作为主体进行了研究，而还有部分学者是结合其他因素，多方面

考虑，对其进行了宏观探讨。此外，通过以上研究可以得出，在EFL写作学习策略

的研究上，国内的研究整体看来较为宏观，缺乏具体、深入、全面，且具有较强针

对性的研究。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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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研究设计

3．1研究目的

本研究的目的是进行一项实证调查，探讨非英语专业大学生写作学习策略的使

用情况和书面表达能力的高低，以及写作学习策略使用的性别差异和写作学习策略

使用与书面表达能力的关系。笔者根据Oxford关于学习策略的理论编制了调查问卷，

进行了调查。

本研究的分析结果将回答以下四个问题：

大学生英语写作学习策略的使用情况如何?

大学生英语书面表达的能力如何?

不同性别的大学生写作学习策略的使用差异是怎样的?

大学生英语写作学习策略的使用和书面表达能力的关系是怎样的?

问卷调查结果的分析可以提供真实的数据和描述，可以帮助大学英语教师以一

种更有效的方式去教授英语写作，大学生同样可以依据本研究的结果去学习并充分

利用这些有效的写作策略，去帮助他们提高书面表达的能力。

3．2研究对象

参与调查的学生是华中地区某农科大学2009级、2010级和2011级的非英语专

业本科生，分别来自经济管理土地管理学院、文法学院、植物科学技术学院、工学

院、动物科学技术动物医学院以及食品科技学院，专业有国际经济、会计学、市场

营销、社会学、法学、植物科学、农学、机械设计、动物医学及食品安全。受试者

中所学学科为社会科学的人数是182人，所学学科为自然科学的人数是199人；男

生154人，女生227人；2009级的人数为106人，2010级的人数为164人，2011级

的人数为111人。他们均为通过了大学英语四级的在校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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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研究工具

调查工具是参考语言学习策略量表(SILL)(Oxford，1990)制作的，有关写作

学习的“大学生英语写作学习策略调查问卷”。为了保证问卷的信度和效度，首先将

问卷译成汉语，并进行测试，根据结果对问卷进行部分语句和问卷形式的修改，并

删除了较难理解的项目。问卷共分两部分：一是个人简况，内容包括性别、年龄、

年级等：二是写作学习策略调查，包括记忆策略、认知策略、补偿策略、元认知策

略、情感策略和社交策略。问卷采用句子陈述形式，共31小项。采用1～5级量表计

分，分别代表“从来不”(1分)到“总是会”(5分)，要求学生选择和实际情况相

符合的选项，在相应的选项内打对号。英语书面表达能力的测量采用被调查学生参

加的大学英语四级考试中写作与翻译部分成绩。问卷指导语告知被试本研究的意义

并承诺保守秘密。

于此同时，笔者对本研究问卷的效度进行了检验，并通过信度系数(Cronbach

Alpha)对其内部一致性进行了验证。Hudson(1991)认为，CronbachAlpha是测量

信度的一个标准，研究内容的信度系数必须为0．60以上，本研究整体调查问卷(31

项)实测信度系数(Cronbach Alpha)为0．914，其信度较高。笔者对问卷六大类策

略的信度同样进行了检验，其测量情况依次为：“记忆策略”(5项)，0．801；“认知

策略”(5项)，0．680；“补偿策略”(4项)，O．710；“元认知策略”(6项)，0．758；“情

感策略”(6项)，0．834；“社交策略”(5项)，O．728。表3．1为问卷六大类策略的信

度测量情况。

表3-1 调查问卷信度检测

Table 3-1 Cronbach Alpha reliability coefficient of the questionna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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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数据的收集与分析

问卷的发放与收集于2013年6月完成，具体调查时间选择在学生晚上空余时间

进行，由笔者亲自到受试学生寝室发放，完成后收回。本次发放问卷400份，共收

回有效问卷381份。利用SPSSl7．0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以了解受试者各类写作学

习策略的具体使用情况，最后对数据进行相关分析和以写作学习策略为自变量，以

书面表达能力为因变量的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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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研究结果

4．1大学生英语写作学习策略使用情况

本研究探讨的第一个问题是：受试者各类写作学习策略的使用情况如何?通过

调查数据的收集，描述性统计分析计算出了每类写作学习策略以及其所包含的各项

具体学习策略使用的平均值和标准差。将分析结果按平均值降序排列，取总数的

27％，确定为本研究中受试者经常使用和不经常使用的写作学习策略。

4．1．1记忆策略使用情况

表4-1 记忆策略使用情况

Table4—1 The use of memory strategies

在中国，记忆策略历来是求学的一个传统，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也被看做是

学业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刘润清，2000)。英语学习也不例外，若要学好英语，必

须掌握大量的目标语素材，英语学习者应采用恰当的记忆策略，积累必要的英语知

识，为语言能力的提高打下基础。通过表4．1可以看出，受试者经常使用的记忆策略

是第一项，即联系已学知识记忆新学英语写作材料。学生不经常使用的记忆策略是

最后一项：分组归类记忆所学英语写作素材，而问卷所涉及的其它三种记忆策略的

使用频率则处于中间水平。整体看来，大学生在练习英语写作时，记忆策略的使用

情况不是很好，无论是比较倾向使用的记忆策略，还是不倾向使用的记忆策略，其

使用频率都处于“通常不”与“有时会”之间，整体使用水平较低。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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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在问卷所涉及的5个关于认知策略使用的表述当中，受试学生比较

倾向使用的是通过母语来构建英语写作思路，而不喜欢以用英语概况英语材料的方

式去提高写作水平。这一点笔者在问卷调查的过程中也得以发现，学生在写作时大

多都是先借助于母语列好写作提纲，形成写作思路，再进行整篇作文的写作，同时，

很大一部分学生在整个写作的过程中都是边翻译边写作，即首先将要表达的英语语

义用汉语在头脑中表述出来，再将其翻译成英语写下来。对于归纳概括英文材料的

学习方法，由于种种实际存在的困难，加以惰性的缘故，大多学生不倾向使用此方

法来提高语言能力。通过上表可以看出，学生对于其他三项重要的认知策略，即仔

细检查并修改英语作文中的错误、利用各种资源收集写作素材与模仿本地语言使用

者的写作方式的使用情况也不是很理想，同样是处于“通常不”与“有时会”之间。

认知策略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语言学习策略，而纵观上表，受试者的总体使用水平较

低，学生应加大认知策略的练习力度，努力提高其使用水平。

4．1．3补偿策略使用情况

表4-3补偿策略使用情况

Table4-3 The use of compensation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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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偿策略是语言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遇到障碍时所采取的积极的补救措施，通

过各种补偿的方法让交际更好的继续下去。补偿策略能使语言学习在知识储备不足

的情况下更好的使用新语言进行输入或输出，它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语言学习策略，

在学生英语学习的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实际意义。对于补偿策略的使用，受试者

的整体水平相对其他策略较高，其均值最高为3．35，最低为2．71，可以看出，学生

还是比较倾向于使用各种补偿策略来提高英语写作的能力的。受试者经常使用的补

偿策略是用简单通俗的语句来代替自己想表达而又表达不出的意思，这一点是符合

常理的，由于知识的欠缺，学生在遇到表达障碍时，就不得不采取其他简单的方法

进行语言的输出，尤其是在作文考试中，学生要想在有限的时间内取得一定的成绩，

就必须尽可能地用各种补偿的办法输出语言。表4．3表明，受试者不会经常去选择自

己感兴趣，并具备一定知识储备的话题进行写作的练习，这一点笔者在调查的过程

中也有所发现。

4．1．4元认知策略使用情况

表4-4元认知策略使用情况
Table4-4 The use of metacognitive strategies

元认知策略是指控制信息的流程，是监控和指导认知过程的策略，即认知的认

知，元认知策略是利用认知过程中获得的知识，通过确立适当的学习计划与目标，

监控学习的过程和评估学习的结果等手段来调节语言行为。元认知学习策略历来受

到语言学界的高度重视，对元认知策略的研究也是二语习得的一个焦点，而元认知

策略本身对英语的习得也具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对受试者元认知策略使用情况的

分析结果显示，被调查学生经常会排除一切干扰，全身心投入到英语写作的练习中，

并且会确立一定的英语写作学习目标，而不倾向使用制定明确的学习计划与步骤和

主动寻找练习机会的元认知策略进行写作的训练。对于“参考优秀作文或名人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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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对自己的写作进行有效评估，改进不足”与“以头脑风暴的方式广泛收集写作材

料，扩展思路”的元认知策略的使用，受试学生也不是非常喜欢。整体看来，受试

者对于元认知策略这一重要学习策略的使用水平偏低，其均值最高为2．55。

4．1．5情感策略使用情况

表4-5情感策略使用情况

Table4-5 The use of affective strategies

情感因素是影响语言学习者学习成果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二语教学当中越来越

受到相关人士的关注。良好的心理和情绪，能够帮助学生克服学习过程中出现的各

种情感障碍，增强语言学习的动机和自信心，充分发挥学生的学习潜能，积极的情

绪情感状态对语言的学习具有十分积极的促进作用。因此，努力培养学生运用积极

的情感策略，帮助学生调整好自己的情绪情感对英语的学习是至关重要的。以上分

析结果表明，受试者在练习写作时，较为关注自己的情感状态，经常会及时做出调

整，以达到最佳状态。在写作遇到困难时，受试学生也经常会以激励性的话语来鼓

舞自己。然而，在写作前，学生不经常采用深呼吸、听音乐等的方式放松自己，调

整状态，也不喜欢在学习英语写作的过程中记录自己英语写作学习过程中的感受、

心态、观点等。对于表中第三项与第四项情感策略，即“完成满意的英语作文后，

以适当的方式进行自我奖励”和“与同学、朋友或家人交流自己学习英语写作的感

受，在沟通中发掘存在的不足，进而明确努力的方向”的使用情况处于中间水平。

通过表4．5同样可以看出，受试者对情感策略的总体使用水平欠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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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社交策略的训练是提高大学生英语能力的重要途径，能够帮助学生提高自

主学习的能力，学生可以在交际中更高效地学习更多的知识。通过表4．6可以看出，

在社交策略的使用上，受试者比较倾向通过影视作品、书籍、讲座来提高对英语文

化的认知，积累必要的文化背景知识，而不喜欢在写作前与同学合作，一起讨论写

作主题，形成写作思路。笔者在与受试者的交流中也发现，很多同学喜欢看欧美剧，

听外国文化讲座，他们喜欢以这样轻松活泼的方式，在愉快的氛围中学习。受试者

对把握优秀英语作文的思路与情感、请老师或同学查看自己的文章并修改以及主动

寻求优秀英语学习者的帮助的社交策略的使用情况也不是很理想。学生对社交策略

的整体使用水平也是相对较低的。

4．1．7写作学习总策略使用情况

表4-7写作学习总策略使用情况

Table4—7 The use of overall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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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补偿策略是受试者使用相对较多的写作策略(M=3．06)，而认知策略、

社交策略、记忆策略、元认知策略和情感策略的平均值都在2．43到2．76之间，整体

呈现出一个较低的使用水平。

4．2大学生英语书面表达能力现状

本研究探讨的第二个问题是：大学生英语书面表达的能力如何?针对这一问题

的回答，笔者对381名在校大学生的大学英语四级考试中写作与翻译部分的成绩进

行了调查。通过数据的收集，描述性统计分析计算出了受试者写作与翻译部分成绩

的RAW频率以及百分比频率。以下为受试者书面表达能力的计量标准：

一优秀：90％及以上

一良好：80％一89．9％

一中等：70％．79．9％

．欠佳：70％及以下

表4．8为受试者书面表达能力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4-8受试者书面表达能力描述统计

Table4-8 Descriptive statistics for the participants’writing competence

通过上表可以看出，在381名被调查者当中，有270名学生的书面表达能力欠

佳，占总数的70．9％，其次是处于中等水平的40名学生，占总人数的10．5％，书面

表达能力处于优秀水平和良好水平的人数分别为36人与35人，分别占总数的9．4％

和9．2％。本次调查结果显示，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学生的书面表达能力相对较差，而

水平相对较好的人数只占一小部分，就其整体情况而言，不是非常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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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大学生英语写作学习策略使用的性别差异

大量研究证实，男女在语言的各个层面，如语音、词汇、语法(Coates，2004)，

语言风格、策略(Zimmerman&West，1975；Spender,1985)等方面均有差异。OxfoM

等人(1989)也发现，性别与学习策略的使用显著相关，女性比男性更经常使用学

习策略。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之上，本文对“写作策略使用的性别差异”这一问题进

行了进一步的探讨。

根据研究的目的，笔者对不同性别的受试者所采用的写作策略进行了平均数和

标准差的描述性统计和组间独立样本t．检验，比较不同性别的学生在写作策略的选择

上所表现的差异。

4．3．1记忆策略使用的性别差异

表4-9记忆策略使用的性别差异t一检验结果
Table4-9 T-test for gender difference in the use of memory strategies

记忆策略
平均值(M) 标准差(SD) 独立样本t-检验

男 女 男 女 t-值 p-值

表4-9显示，在5项记忆策略的使用上，女生的使用平均数全部略高于男生，其

差异在“及时复习所学写作材料”、“联系已学知识记忆新学写作材料”、“通过记

忆写作材料出现的位置记忆写作素材”3项策略的使用方面达到显著性，P值均小于

0．05，依次为0．027、0．032和0．009。通过数据还可以看出，男生和女生的策略使用

平均值最小为2．3l，最大为2．87，均介于“通常不”和“有时会”之间，这与之前

的描述性分析结果是一致的。

4．3．2认知策略使用的性别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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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0认知策略使用的性别差异t一检验结果

!塾垒!丝：!壁 !：!竺!!!垒!g竺竺空竺!璺!!!!翌翌竺竺!翌!皇竺竺!竺竺!竺竺坚翌i!堡竺!堡兰!竺g!竺

认知策略
平均值(M) 标准差(SD) 独立样本t-检验

男 女 男 女 t-值 p·值

p<0．05

从表4．10可以看出，男女被试依次在“模仿本地语言使用者的写作方式”、“仔细

检查并修改英语作文中的错误”、“利用各种资源收集写作素材”、“通过母语来构建英

语写作思路”四项认知策略的使用方面有统计学上的显著性差异，其P值依次为0．001、

0．017、0．002和0．000，均小于0．05。而只在“用英语概况英语材料”这一项策略的使

用上未达到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卢．0．677，p>O．05)。在5项认知策略的使用上，受试

女生的使用平均水平仍然全部略高于男生，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前人的研究结果。

同时，可以看出，在受试者普遍倾向使用的认知策略上，即通过母语来构建英语写作思

路，被试女生的使用水平比男生好了很多，其差异也最为显著。

4．3．3补偿策略使用的性别差异

表4-1 1 补偿策略使用的性别差异t一检验结果

Table4-11 T-test for gender difference in the use of compensation strategies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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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1表明，在四项补偿策略的使用中，被试女生的使用水平均略高于男生，

女生策略使用的M值全部高于男生的M值，男女生在以下三项补偿策略的使用方面

有统计学上的显著性差异，差异从大到小依次是：用简单通俗的语句来代替自己表

达不出的意思(t---一4．051，p<O．05)、用曲折的说法、解释性的语言等来代替不能够准

确表达的意思(t_一3．295，p<O．05)、用己学知识创造相同的意思来代替自己无法及时

找到的准确用语(t_．2．362。p<O．05)。而在“选择自己感兴趣，并具备一定知识储备

的话题进行练习”方面没有达到统计学上的显著性差异(t=．0．469，p=O．639)。可以看

出，对于受试学生使用情况相对较好的两项补偿策略，即用简单通俗的语句来代替

自己想表达而又表达不出的意思和用曲折的说法、解释性的语言等来代替不能够准

确表达的意思，受试女生的使用水平明显高于男生，其差异也非常显著，P值分别为

o．000和0．001。

4．3．4元认知策略使用的性别差异

表4-12元认知策略使用的性别差异t一检验结果

Table4-12 T-test for gender difference in the use of metacognitive strategies

通过表4．12可以看出，受试男女学生在六项元认知策略的使用上均没有达到统

计学上的显著差异，其P值依次为：以头脑风暴的方式广泛收集写作材料，扩展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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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p：O．121)、排除一切干扰，全身心投入到英语写作的练习中(p=O．575)、确立一

定的英语写作学习目标(p=0．289)、制定明确的写作学习计划与清晰的写作学习步骤

(p=O．883)、主动寻找练习写作的机会(p=0．196)、参考优秀作文或名人著作等对自

己的写作进行有效评估，改进不足(p=O．104)，均大于O．05。说明男女受试者在元认

知策略使用方面的情况是相差不大的，这在表4．12的具体M值中也有所体现。在六

项元认知策略的使用中，受试女生的使用情况依然是全部略好于男生。

4．3．5情感策略使用的性别差异

表4-1 3情感策略使用的性别差异t一检验结果

Table4-13 T-test for gender difference in the use of affective strategies

表4．13显示，在六项情感策略的使用上，受试男女学生的使用情况是不尽相同

的，其中在三项策略的使用上是男生水平高于女生，这三项情感策略具体是：写作

前，我会以深呼吸、听音乐等的方式放松自己，调整状态、写作时，我会及时关注

自己的情感状态，并做出适当调整，以最佳的状态投入到练习中和记录自己英语写

作学习过程中的感受、心态、观点等，以促进英语写作的学习。另外三项情感策略

的使用水平是受试女生高于男生，具体有：写作遇到困难时，我会以激励性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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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鼓舞、完成自己满意的英语作文后，我会以适当的方式自我奖励以及与同学、

朋友或家人交流自己学习英语写作的感受，在沟通中发现不足，明确方向。男女学

生在六项情感策略的使用上均未达到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其P值依次为：写作前，

我会以深呼吸、听音乐等的方式放松自己，调整状态(p=0．237)、写作遇到困难时，

我会以激励性的话语自我鼓舞(p=0．704)、完成自己满意的英语作文后，我会以适当

的方式自我奖励(p=0．350)、写作时，我会及时关注自己的情感状态，并做出适当调

整，以最佳的状态投入到练习中(p=0．650)、记录自己英语写作学习过程中的感受、

心态、观点等，以促进英语写作的学习(p-o．157)、与同学、朋友或家人交流自己学

习英语写作的感受，在沟通中发现不足，明确方向(网．401)，均大于O．05。可以看
出，男女学生在情感策略的使用上所表现出来的差异不是非常明显。

4．3．6社交策略使用的性别差异

表4-1 4社交策略使用的性别差异t一检验结果

Table4-14 T-test for gender difference in the use of social strategies

从表4．14可以看出，受试男女学生在以下三项社交策略的使用方面有统计学上

的显著性差异，差异从大Nd,依次为：努力把握优秀作文的写作思路与情感，为自

己做参考(t=一3．241，p<0．05)、完成作文后，我会请老师或同学查看，找出不当的地

方，再次进行修改(t一2．812，p<0．05)、通过影视作品、书籍、讲座等提高对英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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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认知，积累文化背景知识(仁．2．536，p<0．05)。而在另外两项社交策略的使用上

没有达到统计学上的显著性差异，即写作前，与同学合作，讨论写作主题，收集写

作素材，形成写作思路(仁．0．249，p=0．803)和遇到困难时，主动找优秀的英语学习

者或以英语为母语的外国朋友帮助(t-．0．947，p=0．344)。在以上五项社交策略的使用

方面，受试女生的使用情况均略好于男生，女生策略使用的平均值都在一定程度上

高于男生的平均值。

4．3．7写作学习总策略使用的性别差异

表4-1 5写作学习总策略使用的性别差异t一检验结果

Table4-15 T-tes t for gender difference in the use of overall strategy

p<O．05

表4．15表明，被试男女学生在写作学习总策略的使用上是存在一定差异的，其

中男生在情感策略的使用方面略优于女生，其M值分别为2．44和2．43，差异不是很

大。而女生则在剩余的五类学习策略中均表现出优于男生的使用水平，这五类学习

策略具体是：记忆策略、认知策略、补偿策略、元认知策略和社交策略。被试男女

生在四类学习策略的使用方面有统计学上的显著性差异，分别是：记忆策略(仁一2．199，

p<0．05)、认知策略(F．4．252，p<0．05)、补偿策略(t--一3．352，p<0．05)与社交策略

(t一2．860，p<0．05)。而在元认知策略和情感策略的使用方面没有达到统计学上的显

著差异，其P值分别为O．124和0．839，均大于0．05，说明男女学生在这两类策略的

使用上差异不大，这在上表的相关数据中也可以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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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大学生英语写作学习策略使用与书面表达能力的关系

4．4．1写作学习策略与书面表达能力的相关结果

写作学习策略使用频率的高低能否预测学生的书面表达能力呢?带着这个问

题，笔者对受试者的写作学习策略和书面表达能力作了相关分析。其中，书面表达

能力的衡量采用了被调查者的大学英语四级考试中写作与翻译部分的成绩。从表

4．16可以看出，受试者的记忆策略、认知策略、补偿策略、元认知策略、社交策略

与书面表达能力的相关系数都达到统计上的显著性，从高到低依次是：元认知策略

(F．241木+)、社交策略(r=．235**)、记忆策略(r=．229**)、认知策略(F．218}})、

补偿策略(r=．108')。与总学习策略的相关系数为0．250**。

表4—1 6 写作学习策略和书面表达能力的皮尔逊相关系数

Table4-16 Relationship between writing strategies and writing competence by

Pearson correlation COe伍eient

4．4．2写作学习策略与书面表达能力的回归结果

为了进一步探究学生写作学习策略的使用与书面表达能力之间存在的密切联

系，笔者采用逐步进入法(stepwise)对381名受试者的写作学习策略与其书面表达

的能力进行回归分析，达到统计学显著的自变量(p<O．05)才能进入回归方程。结果

见表4—1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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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7写作学习策略和书面表达能力的回归结果

Table4-17 Regression analysis for relationship between writing strategies and

writing competence

表4-17表明，进入回归方程的写作学习策略有元认知策略、社交策略、情感策

略和记忆策略。元认知策略作为第一个变量进入回归方程后，有5．8％的书面表达能

力变异得到解释。社交策略进入回归方程后，又有1．3％的书面表达能力变异得到解

释。情感策略作为第三个变量进入回归方程，偏回归系数B值为．4．005，标准回归系

数Beta值为．0．197，该策略对受试的书面表达能力具有负预测力。记忆策略最后一

个进入回归方程，解释了受试书面表达能力变异的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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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分析与讨论

5．1大学生英语写作学习策略的使用

5．1．1大学生英语写作学习策略使用现状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受试者使用频率相对较高(M>3．00)的写作学习策略有以

下4项：l、通过母语构建英语写作思路；2、用简单通俗的语句来代替自己想表达

而又表达不出的意思；3、用曲折的说法、解释性的语言等来代替自己不能够准确表

达的意思；4、通过影视作品、书籍、讲座等提高对英语文化的认知，积累必要的文

化背景知识，而受试者对其他写作学习策略的使用水平却普遍较低。纵观被试学生

写作学习总策略的使用，补偿策略是受试者使用较多的学习策略，而认知策略、社

交策略、记忆策略、元认知策略和情感策略的使用情况却不是很理想。

5．1．2大学生英语写作学习策略使用现状的成因

调查结果显示，学生普遍倾向于以母语的思维方式来进行英语写作的训练，其

原因可能是在多年的英语学习当中，不论是英语的发音，还是语句的构成等，学生

都习惯了借助于母语进行学习，加之教师用汉语教学的影响，在这样一个用汉语学

习英语的环境中，学生比较依赖于汉语思维，而没有从根本上以西方语言的思维进

行学习。或是因为学生对目标语的积累不够，写作时会遇到各种表达上的困难，一

时间难以用流畅的英语直接表达想要表达的内容，而只能先通过母语在头脑中构成

汉语表达，再通过我们英语教育一直以来强调的语法知识将其译成英语。然而，通

过母语思维来学习英语并不是只会起负作用，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合理的运用母

语来学习外语是具有一定积极作用的。

同时，学生比较倾向用简单通俗的语句来代替自己想表达而又表达不出的意思

和用曲折的说法、解释性的语言等来代替自己不能够准确表达的意思这两种补偿策

略来帮助自己学习写作，其原因可能是文章之前提到过的，学生在知识储备不够的

情况下，不得不采用以上策略来弥补知识的欠缺，顺利完成语义的表达，并且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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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补偿策略中，以上两项是针对语句的转换表达，是帮助写作最有效的方法，尤其

是在应试中，学生通过以上两种策略可以顺利构建语义，基本完成作文的同时，尽

可能得到最好的分数。笔者在调查的过程中也发现，受试者练习写作的时间并不多，

大多是在考试前，如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在这样的学习动机下，学生只是一味的

追求考试得分，理所当然会采取最高效的方法进行训练。

通过影视作品、书籍、讲座等来学习英语写作，这一点也不难理解。笔者在与

受试者的交流中发现，有些学生喜欢在课后看欧美剧，他们认为看欧美剧可以缓解

学习的疲劳，能够在轻松的氛围中学习英语，在一幅幅生动活泼的画面中深刻记忆

文化知识，对于一些出现频率较高的词汇、语句以及表达等都能够很好地记忆并运

用在实际的英语学习中。还有学生喜欢看英语书籍，他们认为看书可以在充实大脑，

陶冶情操的同时直接学习语言，这对英语写作的学习是非常有益的。讲座也是大学

随处可见的学习形式，学生可以通过参加相关的外国文化讲座了解更为广泛的知识，

获取最新的动态，学生可以在学习的同时结交朋友，扩大交际，这无论是对于当前

语言的学习，还是后期的个人发展无疑都是有益的。

然而，在本研究中，受试者对于大部分的学习策略的使用水平都是较低的，究

其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其一，学生对于学习策略缺乏一定的了解，没有意识到学

习英语写作可以采取有效的策略，这一点笔者在调查中也发现，没有听过“学习策

略”这一概念的人数占非常大的一部分，更不用谈其使用；其二，学生了解英语学

习可以采用一些有效的学习策略，但没有足够的予以重视，不能够有效地进行训练，

导致其使用情况也不是很理想；其三，对于非英语专业的学生而言，英语课堂是他

们学习英语的重要场所，在英语课堂中，如果教师不能够很好地传授给学生语言学

习策略知识，引导学生进行相关的训练，也将会严重影响学生学习策略的使用水平。

关于学习总策略使用情况的研究，江晓红(2003)对我国六所高校的273名非

英语专业的大学生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我国大学生英语学习最常用的策略是补

偿策略，其总体的学习策略使用水平不高，这与本文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学生学

习策略的使用水平较低可能是因为受试者没有去学习那些能够帮助他们写出优秀文

章的学习策略。Chang Ching-Yi、Liu Shu·Chert&Lee Yi-Nian(2007)在台湾对1758

名大学EFL学习者进行的调查发现，受试者使用最多的也是补偿策略(M=2．98)。

袁凤识等(2004)在研究中也表示，学生补偿策略的使用频率较高。由此可见，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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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策略在学生英语学习的过程中具有一定的重要性。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

写作是一项产出性的技能，当学生在产出信息的过程中遇到障碍时，就不得不采用

各种补偿的手段去帮助输出。

5．2大学生英语书面表达的能力

5．2．1大学生英语书面表达能力现状

大学英语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的语言综合应用能力，使学生能够在以后的工

作和社交中很好的用英语进行口头和书面的信息交流，书面表达能力的培养是语言

学习非常重要的一项任务。关于大学生书面表达能力的现状，以上分析表明，大部

分学生的水平较差，而书面表达能力相对较高的只占很少的一部分，整体情况欠佳。

本次调查中，381名受试者学习英语的平均年限为10年左右，然而在如此长期的积

累下，学生的英语书面表达能力为何还是处于此般景况?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深

思的问题。

5．2．2大学生英语书面表达能力现状的成因

调查中，笔者发现，学生在实际写作时存在着诸多的问题，首先表现为英语基

础较差，制约了书面表达的iliON进行。学生对英语词汇的掌握不够踏实，无论在广

度上，还是深度上都有所欠缺，不能很好地区分词汇的类型，在词汇的选择上也不

清晰，多数学生不能够准确地选用意思表达准确且恰当的词汇，从而造成所写文章

不得体，错误百出。同时，许多学生对语法知识的掌握不牢固，在具体的写作过程

中会出现各种语法错误，最常见的如主谓语不一致、时态混用等，语法知识的欠缺

直接导致学生写出的作文语病百出，词不达意，写作的质量也将大打折扣。在写作

中，学生对写作技巧的掌握也有所欠缺，写作中时常会忽略文章的衔接性、逻辑性、

完整性，且不善于灵活使用修辞手段，写出来的英语文章平淡无味。其次，学生英

语书面表达的练习力度不够，习得过程中存在着诸多弊端。行为主义认为，语言的

习得是通过模仿、巩固与重复对刺激的反应而形成的习惯，在语言输出的过程中，

学生要在大脑中搜寻已储备的知识来表达自己的思想，通过反复地习得，使所学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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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知识不断得到巩固并逐渐内化。然而调查发现，受试者中经常练习书面表达的非

常少，大部分受试学生对书面表达的训练都是不够的。在日常的教学过程中，虽然

教师会布置给学生一些写作任务，让学生进行写作的练习，但是此类练习大多是为

应付测试而设，其写作的步骤、方法以及形式都已定好，学生只是按照特定的思路

去写作，这种方式不利于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发挥，也不利于学生书面表达能力的提

高。再次，受试学生对书面表达的重视程度不够，学习方法不当。造成这一现状的

原因可能是：语言理论研究者们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写作的重要性，认为口头表达

是第一位的，而书面表达是第二位的，从而，词汇运用和语法的训练在实际的写作

过程中也未得到很好的落实。除此之外，在我国的教育体制下，英语教育工作者在

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的偏差，扭曲了英语的本质，更加侧重的是对学生进

行语言知识的传授，而忽略了其实用性与工具性，缺乏对学生语言技能的培养，这

很有可能影响学生的书面表达能力。

5．3大学生英语写作学习策略使用的性别差异

5．3．1大学生英语写作学习策略使用的性别差异现状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在本研究所调查的3l项具体学习策略中，受试女生使用“及

时复习所学写作材料”、“联系已学知识记忆新学写作材料”、“通过记忆写作材料出

现的位置记忆写作素材”、“模仿本地语言使用者的写作方式”等等13项策略远比男

生频繁；女生在“分组归类记忆所学写作素材”、“采用形象记忆法或声音记忆法记

忆写作素材”、“用英语概况英语材料”、“选择自己感兴趣，并具备一定知识储备的

话题进行练习”等等15项策略高于男生。女生在以上28项策略的使用上占有优势，

这表明女生使用学习策略比男生更为频繁，女生运用的学习策略比男生广泛。总体

来看，受试者中女生记忆策略、认知策略、补偿策略以及社交策略的使用水平显著

高于男生，元认知策略的使用略优于男生，在情感策略的使用方面，被试男生的使

用情况略好于女生，这与国内许多相关研究的结果是相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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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大学生英语写作学习策略使用的性别差异成因

鉴于不同性别的大学生在英语写作具体学习策略使用中所表现出的差异，笔者

认为可以从以下两方面进行讨论：第一，神经语言学研究人员认为，不同性别的人

群在使用大脑半球进行交际时存在着生理差异，而女性的左脑机能具有一定的优势，

促进了其语言习得的进程，这为女生更频繁地使用学习策略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第

二，在语言学习的动机方面，有研究表明，女生的学习动机比男生更强，在学习中

也更为积极，希望通过各种途径去不断提高语言能力，而这种积极的学习动机往往

可以促使她们采取广泛的学习策略来辅助自己的学习。在对待语言学习的态度上，

女生往往比男生表现地更扎实，在实际的学习过程中也会更积极地尝试不同的学习

策略。

不同性别的大学生在英语写作学习总策略的使用中同样表现出一定的差异，究

其原因，笔者认为可能有以下几方面：在记忆策略的使用上，男女生的思维方面存

在差异，女生倾向于直接思维，会广泛采用记忆的方法积累知识，而男生则偏向于

创造性思维，喜欢用构词法知识来补偿基础知识的不足；认知策略是学生监控自己

认知过程的技能，对二语或外语的习得至关重要。在英语学习上，女生一贯表现出

更为踏实、积极的学习态度，能够静心钻研，自然在学习英语最直接，使用最频繁

的认知策略上更多地尝试，而男生则大多对语言的学习缺乏兴趣，学习态度不够积

极，导致在认知策略的使用情况上差于女生；补偿策略是全体受试者都比较倾向使

用的学习策略，调查发现，女生由于花费在英语学习上的时问相对男生较多，总是

希望能够充分利用时间，提高学习效率，在英语学习中更倾向尝试不同的补偿策略

来帮助自己有效地学习，如用简单通俗的语句来代替自己想表达而又表达不出的意

思，或用曲折的说法、解释性的语言等来代替自己不能够准确表达的意思等；女生

大多性格开朗活泼，善于与他人进行交流，敢于表达自己的想法，能够用有限的知

识，通过与他人的沟通，提高自己的表达能力，而男生由于性格的缘故，在此方面

则有所欠缺。元认知策略能够预见并监控学习者的学习过程，使学习者对自己的学

习有更全面的了解，最终完成知识的构建。研究发现，女生比男生更注重注意力的

选择和指导，更倾向自我的监控与管理，在实际学习中，更善于确定学习目标、制

定学习计划、选取学习方法和技巧等：情感策略是指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有意识地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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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自己的情感因素。调查发现，男生更注重塑造个性，锻炼毅力，经常自我鼓励，

能够时刻关注自己的情绪情感，并进行适当的调节。另外，学校和社会对英语能力

越来越重视，这使得学生对英语的学习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乐趣而仅仅沦为一种目

的和无奈。然而，尤其对于男生而言，英语学习即使再无趣也要坚持下去，在这个

苦闷的过程中，男生更多的使用情感策略也就不难理解了。

5．4大学生英语写作学习策略使用与书面表达能力的关系

5．4．1写作学习策略与书面表达能力的相关分析与讨论

本研究中，元认知策略与学生书面表达能力的相关系数最高，可见元认知策略

的使用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预测学生的书面表达能力，学生比较重视的还是对自己的

整个写作学习过程的监控与管理。元认知意识和自我调节在学习过程中具有十分重

要的作用，通过这种方法，学习者能够反思和监控他们的认知活动，并且进一步采

用补偿性的、纠正的策略去回顾并管理认知活动(YuehaiXiao，2007)，在促进整个

学习活动进行的同时，也提高了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Dugler(2011)也指出，学习

写作策略是写好作文的一个重要的因素，运用元认知策略可以提高EFL学生的写作

成绩。

社交策略、记忆策略、认知策略和补偿策略也分别与受试者的书面表达能力达

到了统计上的显著性，说明以上写作学习策略的使用与书面表达能力的高低也有着

紧密的联系。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中，除元认知策略外，社交策略的使用与书面

表达能力的相关性最强，其原因可能是：无论是在写作前、写作中还是写作后，受

试者都比较喜欢与他人进行各种形式的交流，希望可以得到有益于自己写作的知识

来帮助自己提高书面表达的能力，或者是学生对自己学习英语书面表达的目的有着

非常清晰的认识，就是希望可以顺利地与外国人进行语言文化的交流，所以在平时

的训练中也比较倾向于使用社交策略。Dyson(1995)也认为，写作不只是一个单独

的活动，更是一个需要社会互动的过程。

情感策略与书面表达能力没有显著相关，相关系数非常小，原因可能是学习者

没有认识到自己的情感可以帮助提高学习水平，对此没有足够的重视，平时的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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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中也缺乏对此类策略的训练，或是因为学生的情感因素没有得到适当的调整与

发挥，影响了情感策略的使用。

5．4．2写作学习策略与书面表达能力的回归分析与讨论

元认知策略作为第一个变量进入回归方程，能够解释书面表达能力变异的5．8％。

这进一步说明了元认知策略在学生书面表达能力提高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学生对写

作学习重点的把握，对学习进程的安排与计划，以及对自己学习成效的评价等监控

过程都能够有效的提高学生的书面表达能力。W：ei、Shang&Briody(2012)的研究

也发现，台湾EFL学习者中书面表达能力强的学生能够更好的使用元认知方法

(metacognitive behaviors)。

社交策略作为第二个变量进入回归方程，解释书面表达能力变异的1．3％。在写

作学习过程中，恰当的使用社交策略，如提出问题，与他人合作学习，参考优秀作

品，主动寻求他人帮助等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学生提高书面表达能力。Massi

(2001)的研究中同样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合作性英语写作(collaborative writing)

和同学互相检查(peer-editing)是提高英语书面表达能力的重要策略。

情感策略作为第三个变量进入回归方程后，有1．6％的书面表达能力变异得到解

释，对书面表达能力具有负预测力，使用频率越高，效果越差。AbdulRahmanAlAsmari

(2013)在她的研究中也发现，学生写作焦虑和他们的写作成绩之间存在着重大的

负相关。研究发现，学生情感策略使用的高低预示着对自己情感状态的关注程度(袁

凤识等，2004)，情感策略使用频率越高，说明学生越是在意自己的情绪状况，越会

产生一些不良的影响，如焦虑、紧张、恐惧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正

常水平的发挥。有研究表明，学习者的情感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学习的效果，

帮助学生处理好情感问题能够激发其学习潜能，提高他们的学习成效(项茂英，

2003)。因此，在英语写作学习过程中，学生应客观认识自己的情感状况，并恰当运

用情感策略去及时调整状态，教师可以通过在课堂上给出学生充足的时间去完成作

业、鼓励学生之问相互评论等的方法去减退学生的焦虑情绪，帮助他们以最佳状态

进行学习，努力提高书面表达的水平(Tighe，1987)。

记忆策略作为最后进入回归方程的变量，解释书面表达能力变异的1．1％，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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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形式的记忆方法对书面表达能力的提高还是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在中国，记

忆策略历来是求学的一个传统，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也被看做是学业取得成功的

必要条件(刘润清和吴一安，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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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建议

6．1改善大学生英语写作学习策略使用现状

鉴于大学生英语写作学习策略使用方面的不理想现状，教师和学生都应该积极

对其进行一定的改进。教师作为学习活动的引导者，在课堂教学中应重视学生写作

学习策略的培养，加强学生对写作学习策略的训练。课堂教学之前，教师可以向学

生讲授写作学习策略方面的知识，深入他们对写作学习策略的了解，培养其写作学

习策略使用的意识及兴趣。根据学生对学习策略的认识程度，或在学习策略知识上

的期许，教师可以针对性地举办专题讲座，尽量多的传授给学生相关知识，满足学

生的学习需求。在此基础上，教师应结合具体的学习活动帮助学生亲自体验学习策

略，这就要求学生将学习策略知识与实际训练相结合，在运用学习策略的过程中，

培养策略使用的意识，提高策略使用的水平，进而帮助学生提高语言能力。学生是

学习活动的主体，学好英语最终是要靠学生自身的努力。因此，学生要培养自主学

习的能力，充分发挥学习的积极性与能动性。在写作学习策略的使用方面，学生应

该为自己确立一定的写作学习策略使用目标，确定其完成的进度，监控整个学习的

过程，并对写作学习策略使用的效果进行评价。学生应该主动去获取相关的写作学

习策略知识，并将其有效地运用到实际的英语学习中，在使用的过程中，对出现的

问题能够积极进行分析并作出调整，努力在写作学习策略的使用水平上有所提升。

6．2改善大学生英语书面表达能力现状

实际上，听、说、读、写各项能力的提高都是相辅相成的，任何一项能力的提

升都会促进其它各方面能力的提高，相反，如果忽视了其中任何一方面能力的培养，

也会影响其它能力的发展。鉴于此，我们在日常英语教学中应采取相应的措施，以

帮助学生努力提高书面表达的能力。首先，教师应坚持用英语进行课堂教学，营造

良好的语言学习环境，同时培养学生用英语思维的习惯。在用英语进行教学的课堂

中，学生听到的全部是英语，他们会尽力理解教师所说的一切，这种理解的过程就

是用英语思维的过程，学生在这种用英语思维的过程中自然体会出怎样用英语准确

36



基于书面表达能力提高的大学生英语写作学习策略研究

表达各种不同的情景和思想，而这也是学生进行英语书面表达的基础。其次，教师

可以要求学生在课后大量的阅读英文材料。语言环境对语言表达的学习至关重要，

在学生英语书面表达学习的口语环境有限的情况下，书面语言环境的熏陶就显得尤

为重要，这就需要学生进行大量的英文阅读，在阅读中不断体会不同思想和情景的

表达方法。此外，教师应指导学生进行有效的书面表达训练。熟练的技能来自反复

的训练，无疑，学生书面表达能力的提高也需要进行大量的训练，除短文写作训练

外，教师还可以就课本中的基础练习对学生进行指导训练，如：完形填空、汉译英翻

译练习、改写句子等等。这些练习都会在不同程度上，从不同侧面训练学生的书面

表达能力。另外，教师还可以适当增加一些句子强化训练，针对学生书面表达中容

易出现的问题进行训练和总结，如：串句、人称、时态及语态转换不当、主谓不一致

等，适当地进行句子强化训练可以提高学生避免错误表达的意识和能力。

6．3不同性别大学生英语写作学习策略的使用

不同性别的学生由于性格、学习态度、学习风格、学习动机等因素的影响，在

写作学习策略的使用水平上有所差异。鉴于此，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应该正视

这种英语学习中所体现出的性别差异，尤其是男女生在学习策略选择上的差异。教

师应鼓励学生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提高自己广泛使用学习策略的意识，适当尝

试一些新的学习策略，丰富自己学习策略使用，同时提高策略使用的能力，如鼓励

男生多使用记忆策略、认知策略、补偿策略和社交策略，教授他们用各种记忆策略

积累英语基础知识的方法，引导其端正学习态度，建立正确积极的学习动机，多花

费时间认真学习英语，充分激发男生在学习思维上的潜能，为他们创造更多的学习

交流环境等。在情感策略的使用方面，教师应激励女生多关注自己的学习情感，充

分发挥她们的情感优势，在学习的过程中寻找乐趣，塑造自我个性，积极尝试不同

的情感策略，在快乐的学习中提高语言能力。

6．4促进大学生英语书面表达能力提高的写作学习策略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不同的写作学习策略对学生英语书面表达能力的提高

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鉴于此，我们应该根据研究结果，科学合理地采取一些教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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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措施，在实际教学活动中充分发挥有利于学生书面表达能力提高的学习策略的

作用，尽量避免不利于学生书面表达能力提高的学习策略所带来的不良效果。教师

应该在教学中尽量向学生多传授一些元认知策略的知识，让学生更深刻地了解元认

知策略对英语写作学习的重要性，鼓励学生在平时的学习中多关注自己的学习过程，

在学习前、学习中以及学习后都对具体的学习活动有一个良好的监控与管理。学生

自身更应该踏实学习，将每一项写作学习策略的使用都落到实处，在不断的实践中

获益。社交策略的使用对学生书面表达能力的提高也有着十分积极的作用，因此，

教师应该在日常的教学活动中尽量多为学生提供这样一个社交的平台，创建良好的

社交氛围，鼓励学生在形式多样的社交环境中积极与他人交流，在沟通中不断提高

自己的写作水平。学生也应该努力克服自身在交际中存在的障碍，大胆发言，不怕

出错，积极融入到学习交流活动中。对于情感策略对学生书面表达能力的提高所体

现出的负预测力，我们首先应该给予正确的认识。情感策略本身对学生的英语学习

是有益的，情感策略的使用可以帮助学生解决学习过程中出现的情感情绪问题，而

学生由于没有处理好这之间的关系，未能发挥好情感策略的有利作用，导致学生书

面表达能力的下降。所以，学生应正确对待学习过程中出现的情绪问题，恰当地利

用情感策略去帮助处理这些问题。教师方面可以就学生在学习中经常出现的情感问

题进行辅导，让学生对其有一个客观的认识，教授给学生一些处理情感问题的技巧，

引导学生恰当使用情感策略。记忆策略对学生的英语学习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古

人云：“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在中国，记忆策略的运用是非常受重

视的，同时也是学生经常采用的学习方法。我们应该继续保持这一学习传统，充分

发挥记忆策略的学习优势。教师应多向学生讲解记忆策略的使用技巧，加大记忆策

略的训练力度。学生更要从自我出发，切实将各种记忆策略融入到英语写作学习的

过程当中，为更深层次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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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结语

7．1主要研究结论

本文通过对大学生英语写作学习策略的使用及书面表达的能力进行问卷调查，

在实际调查中与学生交流，了解了学生学习策略的使用情况以及书面表达能力的现

状，通过对调查数据的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受试使用频率相对较高的写作学习策略是通过母语构建英语写作思路、

用简单通俗的语句来代替自己想表达而又表达不出的意思、用曲折的说法、解释性

的语言等来代替自己不能够准确表达的意思和通过影视作品、书籍、讲座等提高对

英语文化的认知，积累必要的文化背景知识，使用较多的写作学习总策略是补偿策

略。

第二，受试者大部分书面表达能力较差，整体书面表达能力情况欠佳。

第三，女生使用学习策略比男生更频繁、更广泛，并在记忆策略、认知策略、

补偿策略以及社交策略的使用方面显著优于男生，在元认知策略的使用上略好于男

生。男生情感策略的使用水平略高于女生。

第四，元认知策略、社交策略、记忆策略、认知策略及补偿策略与受试者的书

面表达能力呈正相关，达到了统计上的显著性，情感策略与书面表达能力也呈正相

关，但未达到统计上的显著相关。元认知策略能提高学生的书面表达能力，社交策

略和记忆策略对受试的书面表达能力也有一定的解释力，而情感策略对受试的书面

表达能力具有负预测力。

7．2研究的局限性及展望

本研究对大学生书面表达的能力、写作学习策略的使用以及写作学习策略使用

与书面表达能力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在调查的过程中，由于一些不确定因素的

影响，研究自身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如在本次调查的对象方面，由于资源有限，

样本不够大，仅对381名学生进行了调查；在调查问卷的设计上，本研究问卷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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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xford的相关研究成果，涉及了31项具体的写作学习策略，然而学生实际写作时所

使用的学习策略，也许还包含更多的内容，这都有待于研究者进一步的探索。

学习策略的研究能够充实语言学的相关理论，启发并指导实际的外语教学，同

时还具有一定的方法论意义(束定芳和庄智象，1996)。接下来的研究中，笔者将

努力克服现存问题，扩大调查样本，改进问卷设计，不断完善整个研究的过程，从

不同的侧面，如学习风格、心理因素等对学生的学习策略进行更全面的深层次研究，

以期得到满意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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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大学生英语写作学习策略使用情况调查问卷

亲爱的同学：

您好!欢迎参加本次问卷调查。我们希望通过您了解大学生英语写作学习策略的使用情况，

并通过分析研究，力求为您提供更加有效的科学学习策略，帮助您提高英语写作水平。您的答案

无对错之分，将绝对保密，仅供研究分析使用，请您按照您的真实情况填写，以确保调查结果的

信度和效度。衷心感谢您的支持与合作!

华中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2013年5月23日

第一部分：个人基本信息(请在适当选项上打“√”，在划横线处填写文字)

1．您的性别：

2．您的年龄：

A．男 B．女

3．您的政治面貌： A．中共党员(含预备) B．共青团员 C．群众

4．您来自： A．城市 B．乡镇 c．农村

5．您所学知识体系属： A．社会科学 B．自然科学

6．您所在的学院：

7．您所在的年级：

8．您的专业：

A．大二 B．大三 C．大四

9．您大学英语四级写作和翻译部分的成绩(非常重要)：

10．您学习英语写作的动机：(可多选)

A出国 B个人发展 c提高成绩 D社会责任

F其他——
l 1．您学习英语写作的努力程度：

A非常不努力 B比较不努力 C一般 D比较努力

第二部分：英语写作学习策略使用情况(请在适当选项内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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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描述 从来不 通常不 有时会 通常会 总是会

1．我会分组归类记忆所学英语写作素材。

记 2．我会采用形象记忆法或声音记忆法记忆写作素材。

忆 3．我会及时复习所学英语写作材料。

策
4．我会联系已学知识记忆新学英语写作材料。

略

5．我会通过记忆英语写作材料所出现的位置记忆写

作素材，如记忆广告牌、宣传栏等上的英语材料。

6．我会模仿本地语言使用者的写作方式来帮助自己

提高英语写作水平。

认
7．我会仔细检查并修改英语作文中的错误。

知

8．我会利用各种资源收集写作素材。
策

略 9．我会用英语概括一些英语材料来练习写作。

10．我会通过母语来构建英语写作思路。

l 1．我会选择自己感兴趣，并具备一定知识储备的话

题进行写作练习。

12．我会用简单、通俗的语句来代替自己想表达而又
补

表达不出的意思。

偿

13．我会用已学知识创造相同的意思来代替自己无法
策

及时找到的准确用语，如用“tooth(牙齿)doctor
略

(医生)”代替“dentist(牙医)”。

14．我会用曲折的说法、解释性的语言等来代替自己

不能够准确表达的意思。

15．我会以头脑风暴的方式广泛收集写作材料，扩展

思路。



基于书面表达能力提高的大学生英语写作学习策略研究

题目描述 从来不 通常不 有时会 通常会 总是会

元 16．我会排除一切干扰，全身心投入到英语写作的练

认 习中。

知
17．我会确立一定的英语写作学习目标。

策
18．我会制定明确的写作学习计划与清晰的写作学

略
习步骤。

19．我会主动寻找练习写作的机会。

20．我会参考优秀作文或名人著作等对自己的写作

进行有效评估，改进不足。

21。写作前，我会以深呼吸、听音乐等的方式放松自

己，调整状态。

22．写作遇到困难时，我会以激励性的话语自我鼓舞。

23．完成自己满意的英语作文后，我会以适当的方式

情 自我奖励。

感
24．写作时，我会及时关注自己的情感状态，并做出

策 适当调整，以最佳的状态投入到练习中。

略
25．我会记录自己英语写作学习过程中的感受、心态、

观点等，以促进英语写作的学习。

26．我会与同学、朋友或家人交流自己学习英语写作

的感受，在沟通中发掘存在的不足，进而明确自己努

力的方向。

27．完成作文后，我会请老师或同学查看，尽可能地

找出不恰当的地方，然后自己再进行修改。

28．写作前，我会与同学合作，讨论写作主题，收集

写作素材，形成写作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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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描述 从来不 通常不 有时会 通常会 总是会

社 29．写作遇到困难时，我会主动找优秀的英语学习者

交 或以英语为母语的外国朋友帮助。

策
30．我会通过影视作品、书籍、讲座等提高对英语文

略
化的认知，积累必要的文化背景知识。

31．阅读优秀的英语作文时，我会努力把握作者的思

路与情感，为自己的写作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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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读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1．大学英语学习成效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科教导刊，2013(8)：7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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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在这个栀子花开的六月，我终于顺利地完成了毕业论文的写作。在这一年多的

论文写作中，我非常有幸得到了各位老师的悉心指导，同学朋友们的大力支持，以

及家人的无限鼓励。在此，我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衷心感谢我的导师陈佑林教授、姚孝军教授、刘延秀教授与胡瑞老师，我的毕

业论文是在以上四位老师的悉心指导下顺利完成的。从论文的选题、具体的研究设

计、实际的调查等等写作阶段，直到论文的最终确定，各位导师给予了我极大的启

发、指导与鼓励，这才使我能够在毕业之际为自己三年的学习划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导师们深厚的知识积淀与诲人不倦的精神作风给我以巨大的启发，使我明白了教育

的真正意义所在，学习的真正意义所在。这些收获对我的影响巨大，它将伴我一生，

让我在以后的道路上走得更好更远。

在这里，我还要感谢华中农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亲爱的老师们。感谢尊敬的

李忠云老师、李名家老师、赵正洲老师、刘松年老师、江珩老师、程华东老师、张

俊老师、沈振锋老师、陶美重老师、杨秀芹老师，陈新忠老师、胡瑞老师、韩红艳

老师、周爱菊老师，他们的悉心教导和关心帮助让我三年的学习时光充实而有意义。

感谢我亲爱的同学朋友们。感谢师姐妹付兆佳、张亚男和王娜，她们在我论文

写作的过程中给予了我许多建议与意见，帮助我解决了许多写作中遇到的困难。感

谢我华中农业大学友好的朋友们，他们分别来自不同的学院，在我论文的数据收集

方面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感谢全班同学三年来对我的鼓舞，在他们身上我体会到的

东西太多，尤其是同门王娜同学，她对我的影响非常之大，让我切实感受到在这三

年中自我素质的不断提升。与同学们共同相处的时光是那么的美好，也将是我回味

一生的记忆。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家人，他们是我最坚强的后盾。是父母给了我生命，含辛

茹苦培养我长大成人，让我拥有独立的人格去面对这一切。感谢弟弟对我的默默支

持，让我可以安心地完成学业。

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人，他们的理解与支持成就了今天的我，我会以一颗感激

之心在以后的生活中更加努力，争取更大的进步!

杨丽菲

2014年5月29日


	封面
	声明
	目录
	摘要
	英文摘要
	1 导论
	1．1 问题的提出
	1．2 研究意义
	1．3 论文结构

	2 理论分析
	2．1 学习策略
	2．1．1 学习策略的定义
	2．1．2 学习策略的分类

	2．2 写作
	2．2．1 写作的定义
	2．2．2 有关写作的研究

	2．3 写作策略
	2．3．1 国外写作策略的相关研究
	2．3．2 国内写作策略的相关研究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目的
	3．2 研究对象
	3．3 研究工具
	3．4 数据的收集与分析

	4 研究结果
	4．1 大学生英语写作学习策略使用情况
	4．1．1 记忆策略使用情况
	4．1．2 认知策略使用情况
	4．1．3 补偿策略使用情况
	4．1．4 元认知策略使用情况
	4．1．5 情感策略使用情况
	4．1．6 社交策略使用情况
	4．1．7 写作学习总策略使用情况

	4．2 大学生英语书面表达能力现状
	4．3 大学生英语写作学习策略使用的性别差异
	4．3．1 记忆策略使用的性别差异
	4．3．2 认知策略使用的性别差异
	4．3．3 补偿策略使用的性别差异
	4．3．4 元认知策略使用的性别差异
	4．3．5 情感策略使用的性别差异
	4．3．6 社交策略使用的性别差异
	4．3．7 写作学习总策略使用的性别差异

	4．4 大学生英语写作学习策略使用与书面表达能力的关系
	4．4．1 写作学习策略与书面表达能力的相关结果
	4．4．2 写作学习策略与书面表达能力的回归结果


	5 分析与讨论
	5．1 大学生英语写作学习策略的使用
	5．1．1 大学生英语写作学习策略使用现状
	5．1．2 大学生英语写作学习策略使用现状的成因

	5．2 大学生英语书面表达的能力
	5．2．1 大学生英语书面表达能力现状
	5．2．2 大学生英语书面表达能力现状的成因

	5．3 大学生英语写作学习策略使用的性别差异
	5．3．1 大学生英语写作学习策略使用的性别差异现状
	5．3．2 大学生英语写作学习策略使用的性别差异成因

	5．4 大学生英语写作学习策略使用与书面表达能力的关系
	5．4．1 写作学习策略与书面表达能力的相关分析与讨论
	5．4．2 写作学习策略与书面表达能力的回归分析与讨论


	6 建议
	6．1 改善大学生英语写作学习策略使用现状
	6．2 改善大学生英语书面表达能力现状
	6．3 不同性别大学生英语写作学习策略的使用
	6．4 促进大学生英语书面表达能力提高的写作学习策略

	7 结语
	7．1 主要研究结论
	7．2 研究的局限性及展望

	参考文献
	附录
	在读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