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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写作在英语考试中获得高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仅要有语言质量，更要考虑到细节添加、逻辑通顺、衔接过渡等因素。
但这些上层建筑的基石是语言质量，�没有正确的句子，其他一切都是空谈。因此，在写作评价中让学生充分辨识并改正错误
就是重中之重的一个环节。本文试图在传统方法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尝试，改进并融合传统的教学方法，注重学生自主探究
总结，从现象到本质，从而达到写作时尽量避免常见错误点、写后检查中能快速辨析并改正错误的效果，进而提高英语作文
成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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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背景及必要性

写作是英语学习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也是最难提

高、最消耗时间、精力的部分之一。写作体现了语言的综合

应用，需要有词汇、语法、语篇、逻辑等各方面能力和技巧

的支撑而成。

《课标》中要求学生能写出语意连贯且结构完整的短文，

叙述事情或表达观点和态度，能在写作中做到文体规范、语

句通顺。但在实际教学中，学生往往是有一定的思路，�有话

可说，但却说不对，总是出现各种错误，从而影响对文章的

理解，不能写出语句通顺的文章，因而严重影响考试成绩。

因此，对于作文的评价研究，首先是对学生错误的评价和改正，

进而才能再去追求更高层次的内容细节，合理过渡以及逻辑

通顺等内容。

笔者所教为高中的普通班级且成绩在全年级靠后，对大

部分同学来说，词汇量不够，�语法知识欠缺是常态，出来的

句子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错误，从而影响对文章内容的表达，

作文成绩很难达到及格档。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学生有丰富

的细节，过渡合理，逻辑通顺，或者语言生动形象都是天方

夜谭，也是无用之功。让学生真正认识到错误，能够识别语

言中的基本错误，进而改正，养成在写作中有意识的关注、

避免并改正错误，使其文章成为语言通顺、达意，要点齐全

的文章，能拿到基本的及格档分数才是更踏实可行的方案。

因此，在教学中研究如何能够培养写出正确、达意的句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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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笔者写作课堂关注的重点和研究中心。

2�理论支持

对于语言学习的初学者来说，无论是母语还是第二外语，

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而英国学者科德，在母语学习中，受

到错误的启迪，发表了关于学习中出现错误的重要性的论文

研究，这也是研究错误分析法的依据。在他看来，这些学习

者在学习语言过程中的错误体现，是因为学习者在学习中想

要对目的语进行判别。就如同刚学会母语的儿童一样，在接

触语言教学的外语学习者，他们也是在学习途中不断的假设

目的语，印证其正确性，而且在目的语体系的学习中，不断

地积极地进行目的语体系的建设 [�]。

这就表明，对于语言初学者来说，错误其实是在印证假

设的过程，也是学习中必经的过程。因此，认识错误、利用

错误并改正是英语学习中一条有效路径，并进而提高写作效

率和水平。

3�错因类型及分析

由于国家地理、文化等的不同，使得中英文两种语言也

有着巨大的差异，从而给学生的学习带来困扰。

首先，因为文字系统的不同，不同语言对于表达方式和

规则有着较大差异。中文属于汉藏语系，使用象形字来表达

意义，语言灵活多样，形散而神不散。而英文属于印欧语系，

由字母组成，主要依靠词汇间的句法结构来达意，需要借助

时态、复数、冠词、介词等表达相关含义，而这些语法项在

中文中却鲜有体现。因此，在二语习得过程中，中文学习者

就无法通过母语的正迁移来学习这些英语文法，从而造成理

解和应用上的困难 [�]。

其次，国家间文化的不同也为英语学习蒙上了一层神秘

的面纱。比如，英语语言属于开门见山型，习惯上来就先说

结果，然后再慢慢阐述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而中国文化一

直推崇委婉含蓄的表达，因此经常会先表述原因和其他各种

因素，最后再说问题或结果。再比如，中文的表达很多时候

都可以不言而喻，不用说明白也可以很清楚的知道所指，如

中文说“故乡的云”大家都知道是在说自己故乡的云，但在

英文中如果没有明确的指向如“WKH�FORX��LQ����KR�HWRZQ”，

就会产生歧义，出现错误。

4�研究过程及实施

4.1�传统方法

既然对错误的分析、改正能有效地帮助二语学习者掌握

英语语言，接下来的关键就是如何能有效的让学生辨认并自

己改正错误，从而慢慢养成思维意识，以期待在以后的写作

中能够自我关注，认出并及时改错，写出正确的句子 [�]。

在以往的教学过程中，老师经常会采取两种操作手段。

第一，老师将典型的错误呈现给大家，可能会简单讨论

一下并带领大家认识错误并加以改正 [�]。这种方法的好处在

于高效、有针对性。教师可以针对一个问题给学生不同的练习，

系统训练。但缺点是以教师为主导，学生缺乏主动性和探究性，

只是被动的接受，�缺乏思考，进而效果不佳。

第二，老师找一篇具有代表性的文章，里面聚集了一些

典型错误。然后发给学生，�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讨论并修改 [�]。

然后班级分享，总结方法。这种方式的好处在于以学生为中

心，激发学生的主动探究能力，让他们能自己发现问题并改

正，从而印象深刻。但缺点在于错误比较零散、分散，可能

每种错误都有，但每种错误也只有一两个，学生没法形成深

刻的印象或者总结相应的规律方法，因而无法形成整体的宏

观概念。

4.2�新的尝试

这两种做法在实践中都各有利弊。因此，要想能够融合

两种方式的优点，笔者在研究过程中就进行新的尝试。在学

生的一次作文之后，老师批改学生作文，然后将学生容易出

错的方面归类。之后在每一类中收录所有学生作文中的典型

同类错误，以便学生做改错练习。再根据学生错误的普遍程

度决定收录错误条目数量。这样，越普遍的错误，�学生需要

修改的条目越多。（如图 �所示）

图��

教师进行总结归纳后，在课堂中，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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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讨论并改正。第一要改正错误，第二要总结出错误类型。

这样做的好处是：（�）以学生为中心。给学生提供相对足够

的素材，让学生去发现错误，并尝试改正错误等，促进学生

对这种错误的理解，辨识和改正能力。（�）不仅重视让学生

修改错误，更重要的是让学生能够自己总结出是什么类型的

错误。从简单的辨识出发，让学生能够经过更深层的思考，

归纳总结出规律和错误类型。正如单选考的是不同的知识点

一样，一旦学生能够知道作文中容易出错的点在哪里，印象

就会更加深刻，�下次写作的时候就更能够引起学生更多的重

视，并及时自我修正。（�）不同于以往给学生一篇文章进行

修改。在同一错误类型下给学生提供相对充足的语料，有利

于学生自我发现，探索和证实结论的过程。不再是学生发现，

老师总结，学生接受的模式。（�）由于错误类型越普遍，错

误语言条目越多，会非常直观的让学生感受到什么错误最容

易出现。（�）这种错误类型的分析，不用仅仅局限于语言、

语法的知识性错误。更可以延展到逻辑连贯和合理性等错误。

从而在一次练习中，能够比较全面的给学生呈现容易出现错

误的各种角度。

5�研究总结

笔者在使用这种以学生为中心的错误归类探索分析的方

法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在笔者

所教的这个普通班中，学生对作文中的错误有了一定的认�知，

知道大概会从哪些方面出错。因而在写作中会格外注意这些

方面，而且在检查时，不再像以前一样一头雾水，知道从何

下手了。

在高三这一年中给学生面批作文时，笔者都不会直接告

诉学生他自己的错误是什么，而是让学生先自己观察分析，大

部分学生能够成功识别错误。但有时由于自身知识能力不够，

认出来了也不会改，这时笔者再给学生从语法句法的角度填补

相应知识内容，学生能够听懂了，明白了老师在讲什么。在这

种情况下，这个在普通平行班中比较落后的班级在高考中，两

篇作文平均分都拿到了及格分，是高三一年来大小考试中最好

的成绩。

6�研究中的问题

在这种以学生为中心的错误归类探索分析中还是存在一

定的局限性和需要改进的地方。第一，在分小组的时候要注

意到组员的搭配问题，这样在讨论中能有一两个较好的孩子，

帮助大家提出疑点并慢慢解决问题。�第二，错误分析法一直

在学界存在一定的争议，很多学者认为应该给学生正面的输

入，避免错误的输入，害怕会适得其反，让学生反而对错误

印象更加深刻。但笔者在高一、高二的时候确实都是以正面

输入为主，但学生学习效果并不明显，总是在被动接受，下

了课依旧什么都不会，更不知道哪里是比较容易出错的地方，

因而总是在写作中不断重复错误。第三，因为是从学生自己

的作文中挑选的错误，笔者曾经担心过学生的“面子”问题，

怕他们受到心理打击。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所有错误条目

都是从不同学生的作文中抽取的，并不集中在一人身上。而

且因为同一错误会选取较多的错误句子，所以在有很多人同

时犯这一种错误的时候，他们反而会非常的豁达，甚至争先

恐后的“认领”错误。第四、这种以学生为中心的错误归类

探索分析，需要老师非常辛苦的付出，不仅要判作文，还要

将学生作文中的典型错误找出来，留存并整理，非常费时费力。

而且，一两次的训练是无法达成既定效果和目标的，必须得

经过一段时间的应用实践，让学生确实能够自我消化并内化，

真正达到有意识的规避易错点，正确辨识并改成错误。

7�结语

综上所述，以学生为中心的错误归类探索分析是笔者在

针对本班级学生特点的情况下，在传统教学方法的基础上做出

的作文评价方式上的一定改变。不管怎样，对于基础较薄弱的

学生来说，首当其冲的还是要在作文中写出正确句子，保证基

础得分。在语言正确达意的基础上，再去追求上层建筑的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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