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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mainly explor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writing teaching of preparatory students under the MHK level 3 examination mode, 
points out specific improvement measures and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hoping to fully improve the writing ability of preparatory stu-
dents, and promote the use and expression ability of the national common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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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HK 三级考试模式下预科生写作教学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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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主要对 MHK 三级考试模式下预科生写作教学存在的问题进行探究，指出具体的改进措施以及优化策略，希望能够充分
提高预科生的写作能力，促进其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使用和表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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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写作教学在预科生语言教学课程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和作用，当前新疆少数民族学生在汉语写作方面存在写作水平

和写作能力参差不齐、畏惧心理严重、自信心不足的问题，影

响学生写作技能的有效提升。下面主要结合新疆农业职业技术

学院在 MHK 三级考试模式下预科生写作教学存在的问题进行

深入研究，通过有效措施进行改善和优化，希望能够积极引导

预科学生有效地提高汉语写作能力，从而提升少数民族学生使

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水平和能力。

2 MHK 三级考试模式下预科生写作教学存在

的问题和不足

2.1 教材脱离严重

在教学过程中，教材的内容具有核心性、权威性、代表

性及主导性的特征，当前少数民族预科生写作技能培养所采取

的教材主要是《汉语写作教程》、《直通语文写作》。新疆高

校结合实际情况在 2011 年便开始设置 MHK 三级考试制度，

从实际情况来看，当前所使用的教材与考试体制仍然存在一定

的偏离问题。当前广泛应用的教材内容仍然是实施 MHK 三级

级考试之前所应用的老教材，除了一些零碎的内容与考试制度

有关之外，其他的与考试体系偏差严重。其次，学生往往在

MHK 强化训练周开始之后，再开始与 MHK 考试相关的写作

训练，相关训练的内容比较陈旧和单一，难以适应时代发展的

要求 [1]。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科学技术的持续进步，信

息时代的全面到来使得网络通信技术获得迅猛的发展。原有的

邀请信、留言条的写作模式已经无法适应现代化发展的需求。

另外，汉语写作教材应用的过程中还存在学生用书以及教师用

书没有良好区分的问题，导致在实际开展课堂作业练习的过程

中学生直接将相关答案抄到本子或者习题册上，没有充分锻炼

学生的思维能力和逻辑能力。教师也无法结合学生上交的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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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所做的练习对学生的课程掌握情况进行系统的了解，影响

学生写作技能的有效提升 [2]。

2.2 缺乏对写作课程教学的重视

少数民族的学生在高考之前通常经历过多次的汉语考试，

绝大多数学生对汉语作文有了解，认为汉语作文的成绩对高考

和中考的总成绩影响不大，随便写写也能拿一定的分数。而且

从具体情况来看，汉语考试在写作方面的分数差距并不是很大，

导致学生缺乏对汉语写作的重视。学生在上大学读预科的期间，

对汉语作文写作的重视程度也不会高，影响汉语写作课程的有

序开展 [3]。

2.3 学生缺少足够的阅读积累

作为写作的基础，大量的阅读对于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

以及写作技巧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和价值。写作可以理解成学

生将长期吸收到的东西通过文字表达出来的过程。培养良好的

阅读习惯，积累足够的阅读资料是写好作文的重要途径。预科

学生利用课外时间阅读汉语杂志和汉语书籍，积累写作素材的

难度相对比较大。实际学习期间学生也缺乏对平时阅读积累的

重视，缺乏对阅读重要性的有效认识。教师在日常教学过程中

也未能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对学生的阅读习惯进行引导和培

养，直接造成学生缺乏写作材料而影响写作质量和效率 [4]。

2.4 基础写作知识不牢固

少数民族预科学生在实际作文写作的过程中也存在写作

知识不牢固、基础知识缺乏的问题。例如少数民族预科生标点

符号使用比较单一，通过分析少数民族预科学生作文写作实际

情况可以发现，绝大多数学生在标点符号的使用过程中以段落

结尾用句号、段落中间用逗号的模式为主，甚至还有的存在通

篇应用逗号的问题和现象。其次，少数民族预科学生作文内容

层次不清晰，有的预科学生在写作文时干脆仅写一段，导致读

下来无法体现文章的层次性和结构特征。

3 MHK 三级考试模式下预科生写作教学问题

的改进策略

3.1 加强课程的有效设置

MHK 考试模式下要求预科汉语课程设置听、说、读、写

四项技能就能够达到国家要求的标准，对课程设置也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高职预科教学，根据教学大

纲和课程设置，平均一学期为是 300 课时的教学课程，语文综

合课程占据 90 个课时，写作训练课程课时为 52 个课时，国家

通用语言文字听和说课程为 52 个课时，阅读训练课程为 52 个

课时，MHK 考试训练课程为 52 课时。MHK 应试辅导穿插到

综合写作以及听说课程中，综合课程中加入的 MHK 应试辅导，

主要训练学生MHK考试中要求的书面表达以及阅读理解能力。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听和说课程中加入了十课时的 MHK 应试辅

导，主要训练听力理解部分以及口语能力，写作课程加入了十

课时的 MHK 应试辅导，主要训练学生书面表达的能力。这样

的课程结构以及课时安排能够有机结合语言的输入和输出特

点，充分体现各个课型的特点，有效提高了汉语教学质量和汉

语教学效果。

3.2 以课文教学为中心开展作文教学活动

在进行 MHK 三级考试模式下，预科生写作教学的过程中

还需要结合 MHK 的考试结构以及相关考试大纲进行学习内容

和教材内容的优化和转型，充分提高学生的交际能力和语言能

力，使得少数民族学生能够通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相关课程的

学习获得口语表达能力及综合运用能力，使学生具备从事某一

专业范围内工作的国家通用语文文字能力，这也是 MHK 教学

的根本要求。根据语言学理论以及相关认知心理学，汉语语言

能力和交际能力的获得必须要学生进行大量的练习及实践。在

充分掌握课文内容的同时进行有效扩展，提高学生的知识储备

和知识水平，以课文教学为中心开展教育教学活动，能够更好

地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引导学生的思维，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

和交际能力，使得学生能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语言能力的

获得需要一定的语言基础为前提，教师讲授的知识必须要能够

为学生实际交际应用服务，仅仅为了汉语知识的学习而学习汉

语是违背语言学习规律的，需要将汉语知识的定义为一种学习

工具以及交际工具进行学习，提高学生语言综合应用能力，科

学有效的进行写作指导。以往的课程考试将阅读能力和听力能

力作为考察重点，教师往往会忽视对学生写作能力主观试题的

训练，导致少数民族预科学生的写作水平不足。MHK 三级考

试政策实行要求教师在日常教学过程中需要充分加强对学生的

写作练习，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有序开展教育教学活动，使得

学生可以通过反复记忆和背诵的方式进行词句的巩固和复习，

训练学生科学地进行遣词造句，提高学生写作能力和写作水平。

在课堂中还可以安排一定的时间使得学生可以大声朗诵教材中

的段落和文章，使学生能够有效了解文章的衔接策略以及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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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建立语感，进一步巩固汉语写作知识和写作策略。

3.3 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在进行预科学生写作技巧培养的过程中，还需要结合考

试大纲要求加强学生对写作学习和写作技能训练的重视，明确

写作技巧培养的目的和作用，使得学生可以积极主动地参与到

学习过程中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爱好。在日常学习

过程中，还需要加强学生对优美词汇、词句以及语段的积累，

教师在上课时需要多鼓励学生和启发学生，使得学生能够及时

发现教学问题并独立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教师可以应用多种

教学手段和教学策略营造和谐稳定的教学氛围，为学生和教师

之间的交流和沟通创造良好的环境，提高学生与教师之间的互

动。同时，还需要鼓励学生积极面对学习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

问题，并采取积极进取的态度解决困难，迎难而上。课本中存

在很多好的句子、词汇以及语段，教师要提醒学生将自己喜欢

的句子、词汇和语段即使记录到笔记本上，作为日后作文写作

的储备进行使用。学生也需要充分了解不同句子结构的优势和

用法，并主动将相关写作手段运用到自身的写作过程中来，大

胆尝试新的写作方法和写作策略，提高写作的创新性和专业性。

4 结语

综上所述，MHK 三级考试模式下对预科生的写作能力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传统的教育手段和教学策略无法满足新的教

育背景下对学生写作能力的需求。因此，需要加强对预科生写

作教学活动的重视，明确三级考试模式下预科生写作教学存在

的问题和不足，并采取针对性的措施进行改进和优化，提高预

科生的学习质量和学习效率，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写作习惯，

提高少数民族学生整体的汉语写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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