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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外汉语写作教学是对外汉语教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教学难度最大的课程。对外汉语教师在教学实践中常常感到力不从心,

往往难以使教材内容得到很好的落实,收效甚微。本文以《发展汉语高级写作Ⅱ》为例,在对教材进行研究和分析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教学实

践,对对外汉语高级写作教材的编写以及高级写作的教学方法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建议,以期能够改善对外汉语写作教学的现状,对日后的对外汉

语写作教学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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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对外汉语写作教材的思考 

1.1目前通行的对外汉语写作教材中存在的问题 

1.1.1教材内容知识点繁杂,分类不明 

《汉语写作教程》、《发展汉语》等写作教材都是以提高母语为非汉语

的学习者的写作技能为目的的,但在教材编写过程中往往涉及知识点较多,

分类不明确。
[1]
以《汉语写作教程》为例,这部教材每个单元都涉及很多

知识点,使得教师在实际教学过程中不能在两个课时内完整传授教材内

容。同时,繁杂的知识点使得相应的练习也无法一一展开。这样就导致教

授一个单元,至少需要两周的时间,两次课的间隔时间太长,给教师的教学

工作和学生的学习都带来诸多不便。 

1.1.2教材中的练习设计不合理 

由于母语为非汉语的学习者的阅读表达能力、分析理解能力以及文化

背景等方面存在差异,这就为写作教材中的练习设计增加了困难,也使得

教师不能够对学生进行整齐划一的训练。目前通行的对外汉语写作教材中

的练习设计都是依托范文进行,常见的练习有分析文章思路,范文概括,用

关联词改写句子等等。练习设计千篇一律,不能有针对性地提高学生的写

作能力。 

1.1.3教师用书的缺乏 

目前通行的对外汉语写作教材在实际的教材编写中,都没有教师的配

套用书。教师配套用书的缺乏,将直接给教学工作带来很大不便。教师在

教学过程中无法确定具体的教学目标,教学重点和难点,不利于写作教学

的开展和实施。 

1.2对《发展汉语高级写作Ⅱ》的具体分析 

本文作为研究对象的写作教材是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岑玉珍

老师编著的《发展汉语高级写作Ⅱ》。其教材目标是提高学习者高级阶段

的汉语写作能力,可以说是一本比较优秀的写作教材。但在教师具体的教

学实践过程中,仍会遇到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2.1教材环节设计与实际教学相矛盾 

该教材每课的环节设计顺序是本课导入——范文讨论与学习——边

读边练——参考练习——作文创作——写作知识补充。导入环节是提示教

师该如何进行本节课的导入；范文讨论环节主要是为了使学生了解范文的

写作思路,进行范文概括,提高语言组织表达能力；边读边练也是给出范文,

重复上个环节；参考练习环节给出修改病句、排序、选词填空等题型进行

操练； 后是学生写作和写作知识点补充。 

笔者认为,这样的设计是与实际教学相矛盾的。首先,环节设置过多,

且有重复性环节；其次,参考练习没有针对性,多与当堂课的教学内容没有

太大关联； 后,学生写作在前,写作知识点补充在后,不符合学生的学习

习惯。母语为非汉语的学习者在没有任何相关写作知识的情况下,直接让

其进行作文创作是不合理的,笔者认为,应该把作文创作和写作知识补充

两个环节的顺序颠倒过来。这样比较符合学生的学习习惯,教师教学也更

有逻辑性。 

1.2.2范文选择不合理 

笔者根据自身的教学实践发现该教材所选的范文并不合理。首先,选

用范文涉及的内容比较生僻且年代久远。例如第13课《电影与影评》选择

的范文中涉及的电影是《一个都不能少》,这是一部上世纪90年代的电影,

在当代中国大学生群体中都很少有人看过这部电影,留学生观看此电影者

更是寥寥无几。因此,以此电影为话题的范文并不能使留学生很好的理解。

其次,选用范文的篇幅过长,每课的文章大都在700字左右,而留学生的词

汇量有限,阅读速度也比较慢,在课堂上进行阅读并分析其写作思路显然

是费时费力的。 

1.2.3写作知识的安排逻辑性不强 

该教材在每课的 后都进行了写作知识点的介绍,但是相关写作知识

点之间的逻辑性不强。例如在进行议论文三要素之一的“论据”知识点介

绍时,在15课安排了用理论论据证明议论文观点的方法,在18课安排了用

事实论据证明议论文观点的方法,这显然是不合理的。论据分为理论论据

和事实论据,进行该写作知识点讲解时应该将二者安排在一起或者比较近

的课时进行讲解,这样才能帮助学生更好的理解。时间间隔太久不利于学

生系统的理解、记忆和运用,逻辑性不强。 

2 教师在实际教学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 

笔者目前作为对外汉语教师在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春季语言生6班的高

级写作课程。该班共10名留学生,其中韩国学生3名,朝鲜学生1名,蒙古学

生1名,乌克兰学生1名,德国学生1名,巴拿马学生1名,巴西学生2名。学生

虽然数量不多,却来自亚洲、欧洲、美洲三个不同的大洲,这就在一定程度

上给教学增加了难度。 

首先,学生的文化背景不同,因此对同一教学内容的理解程度差异性

很大。例如,当我讲到秦始皇的时候,朝鲜和韩国的留学生就特别感兴趣,

而其他留学生却一脸茫然。而当我讲到足球的时候,巴西学生明显比其他

学生反应强烈,积极性高。如何平衡学生这种差异性,调动起大家的积极性

是非常重要的。 

其次,学生在进行范文阅读时往往会按照阅读课中的精读模式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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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思考,而且范文篇幅较长,这就导致范文分析占据很长时间,从而偏离了

写作课的课程目标——提高学习者高级阶段的汉语写作能力。 

后,由于课堂时间很有限,在课堂上并没有太多的时间供学生写作。

笔者往往这节课讲解范文写作思路和写作相关知识点,下次课再让学生进

行作文创作,而讲评工作就要留到下下次课去完成。或者将写作任务留在

课后让学生去完成,下次课上课之前将作文收齐批改好,等到再上课时进

行讲评。然而,这两种方法都有弊端,第一种方法会使战线拉太长,等到作

文讲评时,学生可能早已忘记写作的重点,因此效果并不理想。而让学生课

后进行写作时,很多学生都会拖到 后才交作业,留给笔者批改的时间很

短。另外,学生课后写出的作文质量明显比课上要差很多,有些同学甚至不

能完成作业。由此可见,改变对外汉语写作教学的现状,寻找和探究更适合

留学生的教学方法,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事情。 

3 关于对外汉语高级写作的建议 

3.1关于对外汉语高级写作教材编写的建议 

3.1.1增强写作知识训练的针对性 

写作知识是对外汉语写作教学的重要教学内容,对写作知识进行有针

对性的讲解和训练,可以使学生在明确写作任务,掌握写作方法的基础上

循序渐进地提高汉语书面表达能力。教材应根据每一课的写作话题及语言

知识训练重点有针对性地增加写作知识的编排,使写作知识编排更全面,

针对性更强,帮助学生提高写作水平。 

3.1.2增强范文的针对性 

删减部分范文,缩短每篇范文的篇幅,减少学生阅读范文的时间,重点

进行写作练习,逐步提高学生的汉语书面表达能力。教材可根据文体类型

选择具有代表性的1篇范文,配合相关写作知识点和有针对性的练习,给学

生留下足够的写作时间和教师点评反馈时间,使学生从习作和教师反馈中

汲取写作经验,逐步提高写作能力。 

3.1.3增强教学话题的趣味性 

趣味性原则是教材编写所遵循的一项重要原则,增强教材的趣味性会

对学生产生吸引力,使学生更好地吸收相关语言知识。
[2]
《发展汉语高级

写作Ⅱ》的范文选取题材大部分相对枯燥、陈旧。教材应选取贴近留学生

生活实际的语言材料,如旅行、美食、流行音乐、体育活动等；选取学生

关注的社会热点话题,如环境问题、健康问题；选取留学生比较感兴趣的

中国文化相关话题材料,如传统民俗节日、书法、剪纸成语故事等,从而使

教材的语言材料能够吸引学生的兴趣,增强教学话题的趣味性。 

3.2关于对外汉语高级写作教学的建议 

3.2.1增加课堂活动的趣味性 

3.2.1.1增加课堂讨论的环节。在教学实践中,笔者发现,学生对于“课

堂讨论”这个环节的参与积极性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在课堂活动中加入这

个环节是非常有必要的。 

首先,在阅读范文后让学生分组讨论教材中所设置的相关问题,分析

范文的写作思路。其次,作文题目给出后,让学生讨论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思

路。 后,教师讲评环节,以修改病句的形式展示学生作文中出现的语法错

误,让学生通过讨论判断这些病句的语法错误并改正。这样不仅可以提高

学生对于写作课程的兴趣,也可以使学生提高口语表达能力。 

3.2.1.2安排课堂小游戏。游戏是活跃课堂气氛 好的方式,它可以激

发学习者的学习兴趣,更好地完成学习任务。
[3]
所以在写作课上,教师可以

根据教学内容、课堂时间的长短灵活地安排一些课堂小游戏。例如我在作

文讲评环节会给大家在PPT上展示错句,把大家分成两队进行PK,看哪队将

错句改正得又快又好。大家反应特别强烈,而且对病句印象深刻,以后作文

中很少再出现类似的错误。 

3.3改进批改作业的方式 

对学生作文的批改是写作课上必不可少的环节,也是检验学生学习成

果、发现学生存在的问题并及时予以纠正的重要途径。笔者认为在批改作

业中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1)教师应该在第一次批改作文的时候就跟学

生明确说明自己批改文章的符号是什么意思,在后期作文评改的过程中,

教师也不要轻易更换修改的符号,这样学生才能准确地理解老师的意见,

意识到自己出现的一些错误
[4]
。(2)批改作文的标准应该灵活掌握,对于写

作水平较好的学生,可以指出一些细节性的错误；而对于水平较差的学生,

指出大的语法错误就可以了,还是要以鼓励为主。(3)完整的作文评改应该

包括两部分——纠错和点评。点评应该以鼓励为主,同时要简明扼要地指

出学生当下存在的问题。作文的评语部分是教师与学生交流的平台之一,

教师一定要足够重视。 

4 结语 

写作教学被认为是 难教、 难学的课程。祝秉耀曾指出：“在对外

汉语教学中,听、说、读、写四个方面的进展往往发展不平衡,‘写’与‘听、

说、读’相比较,存在着明显的差距,成为多数人所忽视的角落。”
[5]
因此,

我们应该加强对对外汉语写作教学的相关研究,对外汉语教师也应该在实

际教学实践中积累和总结经验,为对外汉语写作教材的编写提供及时的反

馈,使对外汉语写作教学科学、合理、有序的推进下去。 

[参考文献] 

[1]郑园园.对外汉语高级写作教材编写及教法研究——以《发展汉语

——高级汉语写作》为例[J].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011(06):125-127. 

[2]祝秉耀.写作课的目的、内容和方法[A].见:李杨.对外汉语教学课程

研究[M].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1997:175-184. 

[3]李东梅.对外汉语写作教材助读系统的对比分析研究[D].广西师范

大学,2017(02):90. 

[4]张妍.学生习作偏误分析[D].兰州大学,2016(08):71. 

[5]冷云飞.对外汉语写作教材编写体例研究[D].长春理工大

学,2017(02):42. 

作者简介： 

王翠娜(1994--),女,汉族,山东省烟台市人,汉语国际教育在读硕

士研究生,中国传媒大学汉教中心对外汉语兼职教师。研究方向：汉

语国际教育中国文化海外传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