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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写”促“思”英语写作教学探析
———基于德国英语写作教学任务分析

肖　丹１,２

(西南大学１外国语学院,２外语教育研究所,重庆４００７１５)

摘　要:德国综合文理中学英语写作教学以思维为内核、用挑战性问题激发思维兴趣,融合知识与技

能,引领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写作任务凸显想象力与创新、文本研读与评价、个性培养、批判性思维等显著特

点,实现了外语教学中工具性与人文性统一,促进了学习者个性培养与跨文化能力发展,从而有效达成个人终

身发展和社会对人才需求的外语教育目标.对德国综合文理中学英语写作教学中以“写”促“思”的具体教学

策略进行梳理与分析,可以为我们外语教育培养具有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的人才提供有实践意义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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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外语教育主要集中在中等教育阶段,大学则以专业教育为主.尽管德国各州按照各自

的文化传统、教育理念、对未来的期望以及社会化观念等制定了不同的中等教育课程大纲,但外语

课程都要求将传统的语言促进智力发展的个人发展目标与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发展目标整合起

来,强调外语教育超越知识与技能的传递,塑造学习者的态度、性向、观念与价值观.英语从１９世

纪中期开始在德国外语语言中获得了显著的地位,成为了今天占绝对优势的外语语种,也是德国二

战以后的第一外语.

德国综合文理中学(Gymnasium)是德国１２年基础教育阶段最高级别的中学,主要为高校输送

人才[１],其外语教育目标凸显人文传统,注重对学习者个体独立思考、责任感、宽容等品质的培养,

充分体现“一种语言,一个人”,以语言学习促进跨文化意识与思维培养,促进学习者的全面发展,使

他们能够应对终身学习的挑战[２].外语教育理当以培养完整而健全的人为旨归,语言技能训练应

当成为促进思维发展的路径.德国综合文理中学英语写作教学中以“写”促“思”的教学策略和具体

案例可以为我们培养以批判性思维为内核、具有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的人才提供有实践意义的

借鉴.

一、德国综合文理中学英语写作课程概貌

英语作为德国综合文理中学必修课,课程设置为每周３~５节,与母语齐量.英语课程使用语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Ｇ１１Ｇ１７
作者简介:肖丹,教育学博士,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重庆市文科重点基地项目“外语教学中的跨文化认知研究”(２０５００７１０),项目负责人:肖丹;中央高校基本科

研业务费专项资助项目“英语学习者跨文化学习及能力发展研究”(SWU１６０９０１３),项目负责人:肖丹.



言交际课程大纲,关注读写结合,话题宽泛自由且以多种方式融合人文传统.英语课程中的读写内

容涉及英语国家当代社会、文化和政治问题,外语教学与母语教学相互借鉴[３],从写作的话题到形

式上注重语际间的参照,鼓励学生将母语写作知识运用到英语写作中,推进语言构建与观点表达.

平时学生每个月大致有３次课后写作任务,字数在２５０到１０００字左右[３].期末的英语写作评价不

仅考核学生语言知识的回忆与复现,更注重培养在新情境中独立应用语言知识的能力.随着学生

语言能力提高、认知水平发展和兴趣变化,读写话题范围的广度和难度也相应增加,笔头表达形式

从填写表格等实用性写作,到工作和事故报告、简单的服务指南、货物订单、明信片、人事通知、私人

信件、邀请函等应用文写作,逐步过渡到对文本作出复杂分析和解读的批判性思维创意写作,最终

使学习者个性化的思想借助语言得到表达.

德国综合文理中学外语教学设计包含了德国课程的基本原则:(１)学习原则(LearningPrinciＧ

ple):学习一定要以促进学习者的变化为目的;(２)体验原则(ExperiencePrinciple):任何的理解从

学习者的体验开始;(３)情境原则(ContextPrinciple):情境对人的认知具有决定作用,情境决定意

义;(４)整合原则(IntegrationPrinciple):情境应与广泛的生活层面产生关联;(５)不确定性原则

(UncertaintyPrinciple):我们了解的事物比我们想象的要少.这些原则反映了语言意义、社会环境

以及个体经验等要素动态互动的外语教育认识论[４].

基于这样的外语教育主导观念,德国综合文理中学的英语写作教学以突出思维能力培养为课

程目标,利用特定语境下富有挑战性的问题激发学生思维的兴趣,融合知识与技能,引领情感、态度

和价值观,其任务设置充分体现批判性思维和创造能力培养的教育价值意蕴.也就是说,写作教学

引导学生放弃孤立的文本写作,将语言表达与思想内容相融合,强调批判性的阅读分析,继而产出

基于语境、涉及现实生活、富有思想内涵的语篇文本.

德国综合文理中学英语写作教学中对批判性思维的培养不仅遵循了西方教育理论,而且还从

理论逻辑向实践逻辑转向,以教学实践本身关照思维能力的培养,更主要是彰显出德国人对客观现

实追求的传统.这种传统来源于德国人在动荡变化的社会中苦苦挣扎、渴望理解的矛盾心态,这种

心态最终显现为不懈思考与努力地追求.此外,德国注重教育的学术性与实用性并行,在继承自

由、民主的古典人文主义传统的内在文化特征基础上,表现出强调批判精神的特质[５].他们对“理

解”有着孜孜不倦的追求,不仅体现为对文本的深度阐释,而且还延伸到现实生活领域,从生活的整

体情境中把握事物的本来意义,表现出重视对社会文化的参与与体验的显著特征,从而形成一种精

神资源,在影响人们对现实生活的基本看法和态度的同时,培养其敏锐的批判思维,强化主体的自

觉意识和决断能力.

教育的发展也受到这种文化形态的影响,这种追求使德国人对批判性思维和品质有着独特的

理解,并从课程教学上赋予其广泛的实践意义.“归纳－应用－评价”这种“客观－主观”的三段式

写作架构,不仅充分体现了德国对文化教育传统的传承,而且还成为在英语教学实践中培养学生政

治、文化意识和批判性思维的重要策略,因而也成功地使德国民众能够熟练地掌握及使用英语.

不仅如此,德国综合文理中学的课程还提供给学生多领域贯通一致的思维培养机会:在批判性

阅读与思维技能、文化与政治意识、英语语言水平等多维融合领域,学生在具体的学科课程中人文

或科学的思维技能获得发展.换句话说,德国综合文理中学在传统的学校课程之中列入思维能力

培养的教学目标,将思维训练和学科教学结合起来,在课程实施中以具体任务对思维能力进行有步



骤的训练,鼓励学生对各种挑战文本开展创造性与批评性的写作,从而使思维的培养有了充分的载

体,以具体化和现实化的方式践行德国课程的基本原则.

二、英语写作教学中思辨能力培养的实施策略

德国综合文理中学英语写作教学针对不同年龄阶段的学习者设置不同读写任务,依据学生认

知发展规律循序渐进,从想象力与创新入手,过渡到对阅读文本的研读与评价、依托文本评价融入

并提升个人观点加以表达,从中培养个性,通过多元化任务促进批判性思维的培养[６].以“读”促

“写”的英语写作教学框架如图１:

图１　德国综合文理中学英语写作教学框架

作为低阶思维训练的“想象力与创新”注重学生生活情境下的回应性表达,以体验具体情境培

养学习者初步的思维能力;“文本研读与评价”与“个性培养”强调了以分析与个性化解读为核心的

思维技能培养,为学习者高阶思维技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批判性思维”以情境关联与整合促进学

习者质变的思维能力,最终达成课程培养目标.这一写作过程中任务驱动思辨能力培养的教学框

架,由表及里、从低阶思维到高阶思维的过程,目标指向明确、内容与形式结合紧密、写作任务具体,

这些特点凸显思维培养的显著成效.

(一)想象力与创新

德国综合文理中学英语写作教学大纲为低年级学生设置“创意型”写作任务,即在特定的真实

语境下针对文本的回应性写作.学生在阅读完教师所提供的素材后,将写作任务设置为:(１)根据

故事语境进行人物之间的书信交流;(２)设想故事发生的其他可能场景,丰富故事内容;(３)根据故

事提供的一部分对话,完成另一部分对话;(４)根据故事的开头续写结尾部分等.创意型写作任务:

(１)要求学生改变所给文本的形式,从不同人物的角度叙述故事;(２)改变文体体裁,如将诗歌改变

为散文或将叙述改写为对话等;(３)为不同层次的读者改写文本.教师设置这类写作任务的动机来

自于两个方面:从学生的能力需求出发挖掘他们的想象力;社会和日后的工作环境对想象力和能力

的需求.这种基于文本的创新写作任务被描述为“语言游戏”,使学生与文本融为一体,并在情感和

智力上与内容贴近.这类写作任务符合学生兴趣,有助于他们与文本交流并更好地理解文本,为他

们后阶段更广泛的依据内容阅读和写作做好充分的准备.

(二)文本研读与评价

随着学生认知能力的发展,创意型写作逐步被文本解读和其他形式的文本分析所取代.这一

阶段的写作任务强调对文本仔细研读与评价,为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打下基础.教师提供给学生

真实的阅读材料,引导学生对文本认真研读.学生拥有依据文本创设的具体情境进行真实写作的

动机,以自然的方式表达他们的感受.针对不太熟悉的阅读文本,教师通常要求他们根据如下提示

开展写作:(１)归纳或描述新材料;(２)用写作课堂所学的技巧分析材料;(３)就所给材料进行充分的

评价、比较或发表个人意见或联系生活实际.学生的写作训练路径为:归纳－应用－评价.这个过



程融入了学生针对文本列出事实、检视观点、评价论证、作出判断的技能.这一路径引导学生更加

清晰、有效地思考,通过技能的训练帮助学生形成观点,培养其创造性思维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以这一阶段某一写作任务为例:

在学校正规教育环境中使用非裔美式英语 AAE(AfricanAmericanEnglish,也称美国黑人英

语)一直存在争议.阅读课本中有关 AAE特征以及人们对 AAE使用的讨论后完成以下任务:

A 以一位没有语言学课程背景的教师身份给教师专业杂志的编辑写一封信,陈述不应该在教

室、餐厅、运动场等学校场合使用 AAE.

B 以一位从事语言学课程教学的教师身份给同一杂志编辑写一封信.在这封信中系统地讨

论 AAE的语音、词汇和句法特征,借用真实交际环境下 AAE语者的实例对任务 A信件作出回复.

C 分析上述两封信,以不同写信人的身份描述他们对如下问题的看法:

　(１)“得体”的英语

　(２)语言与身份

　(３)语言与智力的关系

从上述写作任务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学生通过个体的主动思考对所学语言知识的综合应用,形

成个人的判断.语言形式与概念、话题、论点等内容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任务指向明确,个人观点

形成与表达层次分明.

(三)个性培养

德国的教育传统也极大地影响了写作任务涉及的主题范围.教育不仅仅是传递知识和技能,

还强调态度、观点和价值观等个性要素的全面培养.德国英语课程通过引导学生进行广泛的文本

主题阅读和写作,帮助学习者形成反对集权、独立自主、充满自信和尊重他人的品质,塑造健全的人

格.教师帮助学生加深对英语国家文化理解的文本主题包括:诗歌、散文、戏剧、时事新闻和期刊文

章;以莎士比亚为主题的小说、影评;印度独立、死刑、英国君主、民权运动、太空技术、基因工程等内

容.不难看出,英语学习的重点不仅仅是英语语言,英语国家的社会文化也同样重要.值得一提的

是,批判性地阅读和理解这些文本与德国教育传统强调对历史和现状以及对文学和哲学的批判意

识的总体目标一致.

例如学生首次阅读梭罗«瓦尔登湖»中４个段落的写作任务为:

A 综述:以三句话概括文本的主旨大意.

B 文本分析:通过下列方式概述梭罗力图传递给读者的信息:

　 (１)归纳文体特征

　 (２)解释文体的功能与效果

C 评价:将此处的阅读发现与所知的美国信念与价值观结合起来.梭罗的文本是否反映出这

些价值观?

这一写作任务具体体现了德国教育中注重个人观点表达从而塑造个性,以多元文化引导价值

观,不仅要传递文化,而且还要培养创造文化的能力,体现教育的本质是陶冶人性,体现语言学习的

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体现了德国教育法规所规定的教育核心目标,即对学生独立思考、责任意

识、文化视野等个性品质的培养[７].



(四)批判性思维

以布鲁姆的认知发展理论为基础演化而来的“归纳—应用—评价”三段式写作模式,关注了学

生各种认知需求,培养了学生理解、概括文本、应用知识、充分表述个人意见的能力,因而也得到了

德国综合文理中学广大教师的认同和推崇.教师通过创设不同语篇的比较、评价等任务来促进学

生批判性思维技能的改善,鼓励他们就复杂的社会、文化和政治问题进行英语阅读、讨论和写作.

以这一阶段基于文本比较的写作任务为例:第一篇文本为刊物文章,第二篇为美国国情咨文的

结束部分.其写作任务如下:

A 概括第一篇文本的大意并解释作者的主要观点.

B(１)国情咨文文本的典型特征是什么?

　 (２)比较两个文本的表达风格和文体.

C 阐述国情咨文如何佐证了第一篇文本的内容.

D 国情咨文中表现出何种情感? 请阐述.

这一写作任务在形式上超越了对单一语篇的三段式写作,与英语国家的社会、政治与文化语境

密切关联,语言学习中的文体知识有机地融入语篇归纳、比较、推断和评价等思维要素之中,从文本

的内在规定性中引领情感表达,深化了批判性思维培养的本质,教学策略与目标浑然一体.

德国综合文理中学独具特色的以“读”促“写”的写作任务充分展示了写作本身就是一种认知和

思维的创建过程,从立意到构思,从成文到修改,都需要运用批判性思维.立意要新就需要从别人

的观点中发现问题,构思要缜密就需要多角度分析问题,成文的过程是把思想条理化的过程,而修

改阶段更需要学习者重新审视自己的观点,在改进文章的过程中学以致用地发展思维.

三、对我国英语写作教学的启示

培养学生的自主思维、批判精神和创新意识是素质教育的核心,也是教育改革的方向.而优化

学生的思维方式,拓展思维空间,提高思维效益,提升思维品质应当融合在教学的各个环节,正如杜

威所说:“一切教学的首要任务在于培养灵敏、缜密而透彻的思维习惯.”[８]

我国目前各层次英语写作教学侧重于语言知识、写作结构和写作技巧;学生英语习作缺乏深入

的分析和说理;对学生习作评阅的重点也放在语言形式和篇章结构方面,学生的思维能力不能得到

足够的训练和发展[９],忽略了学生思维能力、创新能力、分析问题和独立提出见解能力的培养.

国内的众多学者意识到要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除了注意语言与写作技巧的训练以外,必须结

合思维过程的基本环节,系统训练分析、比较、综合、抽象、概括、归类等思维能力.培养思维能力和

创新能力离不开批判性思维[１０Ｇ１１].然而,现有的对批判性思维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判断、推理等逻辑

层面,较少与语言技能或课程结合起来,显得抽象和空泛;英语教学探讨批判性思维教学理论层面

的多,而具体如何操作较少,可供参考的成功案例鲜见.德国综合文理中学英语写作教学框架及实

例为英语写作教学原则及任务设置提供了可借鉴的思路,让我们不仅看到教学策略构建路径,还能

直接借鉴一些具体的操作方法,从而实现从注重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到创新型人才培养的转变.

(一)为何为之

思维能力的培养是学习者心理与个性发展的基础,是培养创新型高素质人才的关键,是整个社

会持续发展的源泉.思维品质已经发展为我国基础教育课程中的核心素养.从英语学科的角度来



看,原来的语言综合运用能力的五个维度,转变为“语言能力、文化意识、思维品质、学习能力”.而

思维品质被认为是英语学科核心素养中的重点,也是最贴近学生核心素养、个体个性发展的一个维

度.思维品质表现为一个人的思维在学习过程中,以辨析、分类、概括、推断、分析等方式呈现并体

现其在逻辑性、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水平和特点[１２].而写作的表达能力,不仅指文字的表达能

力,还是更深层次的思维能力的表达.文章的深刻,关键是作者思想的深刻.写作能力实质上就是

运用概念、判断、推理等抽象思维和联想、想象等形象思维的能力,从而有助于学生形成对各种论

争、谬误和偏见的辨识,将自己的思想和观点建立在真实的信息上,在基于证据的逻辑分析前提下

做出明确的判断[１３].加强对学生思维品质的培养,其实就是提高他们观察、推理、提问、决策、提出

新见解、分析各种观点的能力.学生不是自然而然地懂得如何有效地进行批判性思维,熟练的批判

性思维需要教师的教授,而思维习惯和思维品质在影响思维发展的诸多因素中是最容易通过学习

加以培养和改变的.我们有必要将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作为课程与教学的一项基本目标,将发

展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作为优质教育的一个指标.

(二)何以为之

借鉴德国综合文理中学的写作教学思路,我们需要从学生认知水平和思维发展的角度将批判

性思维和创新能力的理念和目标融合进课程教学,结合现有课程设置,建立系统的、可操作的逻辑

思维能力培养的步骤和模式,有意识地融入和渗透有助于学生批判性思维发展的素材,利用一些更

加直接的、旨在推进批判性思维的教学活动,将批判性思维的知识技能融入日常教学实践之中.首

先,我们需要在明确批判性思维培养目标的基础上,将思维的方法应用到具体领域,在具体文本情

境中达到思维训练所强调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的要求,以教学实践本身关照思维能力的培养.其

次,教师需要采取一种批判性探究的姿态对待其教学理念和实践,帮助学生对复杂事物深刻的理

解.课堂教学要努力创设有利于刺激思维发展、培养好的思维习惯与良好的学习环境和氛围[１４].

再次,在英语教学中,教师要引导学生以文本的内在规定性为范畴,有效利用区分事实和意见、列出

事实、检测意见、评估证据、做出判断等综合思维策略,对文本意义进行建构,重视批判性思维发生、

进行的过程,让学生享受批判性思维用于具体情境、问题的过程.最后,教师要提供大量反复训练

思维的学习机会,教学内容问题化,鼓励学生利用情境对输入文本提出不同的问题,经过反复思考,

对比分析,逐渐产生自己的观点.通过问题开展思维与语言表达的训练,激发学生对文本分析的创

见性,引导学生对文本符号和意义理解由浅入深、由现象到本质不断追问,产生创意分析[１５],使分

析具有独特的视角、独到的思维,学会抓住本质及其内在联系,由表及里,体现新意与深度,发挥语

言学习对促进人的心智发展的重要作用,实现外语教育工具性和人文性两者的和谐统一.

优秀的思维习惯和品质从某种程度上说是提升思维能力的关键因素,而这些因素在影响思维

发展的诸多因素中是最容易通过学习加以培养和改变的.在今天提倡创新意识的时代背景下,借

鉴德国综合文理中学的写作教学思路,我们需要在英语语言知识与技能学习的过程中渗透思维训

练,引导学生形成个性化的思考,表达个性化的想法,形成思维训练与语言综合运用的双向良性互

动,促进英语学习者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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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dontheAnalysisofGermanEnglishWritingTas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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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instructioninEnglish writingclassesinGermanGymnasium hasputcultivationof
studentsthinkingasitsfocus,motivatingstudentsthroughchallengingquestionsbasedontopicsand
textsrelatedtomorecontemporarysocial,cultural,andpoliticalissuesinEnglishcountries．TheinＧ
structionfollowsthepathofcreativity,closereadingoftexts,overallformationoftheindividualand
criticalthinking,whichalsobecomeitsdefiningfeatures,thusbettermeetthecurriculargoalsoffosＧ
teringstudentsindependentgrowth,increasingtheircrossＧculturalawarenessandcompetenceand
meetingthechallengeoflifeＧlonglearning．ExaminingvaluesinEnglishwritingclassesinGerman
GymnasiumwithsomespecificwritingtasksprovidesuspracticalimplicationsforcultivatingChinese
studentscreativityandcriticalthinking．
Keywords:GermanGymnasium;Englishwriting;writingtaskanalysis;criticalthinking

责任编辑　李　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