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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讨过程写作法在高中英语写作教学中的应用及其影响。研究对象为某高中二年级两个班的

学生。在为期三个月的教学实践中，两个班均接受了相同的写作测试与问卷调查，但不同的是实验班采

用了过程写作法，而控制班则使用了传统的成果写作法。研究通过SPSS软件对量化数据进行了统计分析，

并对实验班的部分学生进行了访谈以收集质性数据。结果表明，过程写作法应用于高中英语写作教学不

仅能有效转变学生对英语写作的态度，而且还能显著提高学生写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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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and impact of the process writing approach in senior high 
school English writing teaching. The research subjects were students from two classes in grade two 
of a senior high school. During the three-month teaching practice, both classes underwent the same 
writing tests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s. However, the experimental class adopted the process writ-
ing approach, while the control class used the traditional product writing approach. Quantitative 
data were statistically analyzed using SPSS, and qualitative data were collected through intervi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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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some students from the experimental clas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ro-
cess writing approach in senior high school English writing teaching can not only effectively change 
students’ attitude towards English writing, but also significantly improve students’ writing ability. 

 
Keywords 
Process Writing Approach, English Writing, Writing Teaching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英语学习需要学生掌握听、说、读、写四项基本技能。其中，写作作为一项语言输出能力，最能体现

学生的综合语言运用能力和英语核心素养。英语写作教学是提高学生语言表达和交际能力的重要途径，

也是锻炼学生逻辑思维和分析能力的有效方法。然而，过去的英语写作教学大多采用成果写作法。这种

方法过于注重语言形式的纠正，忽视了写作内容的丰富和探索，以及写作过程中的学习和成长，导致学

生在写作过程中遇到问题时无法及时得到帮助，进而产生写作困难和畏惧心理[1]。写作不仅是巩固词汇、

检查语法的方式，更是培养写作兴趣、提高写作水平和认知能力的过程[2]。现阶段，英语教师逐渐转向

一种新的写作教学方法，即过程写作法，教师不再单纯强调写作成果，而是更加关注写作过程，通过加

强对写作过程的指导进而激发学生的写作动机，并培养良好的写作习惯[3] [4]。因此，如何通过过程写作

法逐步提高学生的英语写作水平已成为当前研究的热点话题。本研究旨在探讨过程写作法在高中英语写

作教学中的实际应用及其有效性，分析该方法对学生写作水平的影响，以期为提高学生写作能力和综合

语言运用能力，改善写作教学方法和质量提供实证依据。 

2. 文献综述 

2.1. 过程写作法的相关研究 

过程写作法起源于 20 世纪 60 年代，由美国学者 Douglas [2]首次提出。他强调写作是一个过程，写

作课程应教授构成写作过程的操作方法。过程写作法是一种注重写作过程而非最终产出的教学方法，旨

在通过多个阶段的写作活动逐步提升学生的写作能力。自 20 世纪 70 年代起，过程写作法在教学研究中

得到了广泛关注，尤其在二语写作教学中备受推崇。Murray [5]是最早将过程写作法应用于教学实践的学

者之一，他认为写作应被视为一个动态的、反复的过程，而非单一的、线性的活动。Murray [5]强调了写

作中的预写、写作和修订阶段，指出这些阶段在写作发展中缺一不可。Zamel [6]进一步扩展了这一理论，

强调了反馈和修订在过程写作中的重要性，认为教师反馈能有效促进学生写作技能的提高。Flower 和

Hayes [7]通过认知模型详细阐述了写作过程，提出写作是一个复杂的认知活动，涉及规划、翻译和审阅

三个关键阶段。近年来，过程写作法在二语写作教学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和验证。研究表明，该方法有助

于培养学生的写作自主性和元认知能力，并能够显著提高写作质量[8]。此外，教师指导和同伴反馈在写

作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写作技巧[9]。 
尽管过程写作法在提高写作质量和学生自主性方面显示出显著效果，但仍存在一些未充分解决的问

题。例如，在大班教学环境中，教师难以为每位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反馈，且部分研究者指出，过度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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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过程可能会导致学生忽视最终写作产品的质量[10] [11]。此外，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西方背景下的二

语写作教学[12]-[17]，对于非英语母语环境，尤其是亚洲国家的具体教学实践，相关研究较少，且仅有的

国内研究也大多停留在理论探讨层面[18]-[20]，实证性研究则较为罕见。因此，尽管过程写作法被广泛认

为是提高写作教学效果的有效方法[7] [8] [21]，但在不同文化背景和教学环境中的实际应用仍需进一步探

讨。基于此，本研究旨在考察过程写作法在非英语母语背景下，特别是在大班教学环境中的实际应用，

进一步评估其对学生写作水平的影响，以期为改进写作教学提供新的视角和实证依据。 

2.2. 过程写作法的具体步骤 

由于写作过程是一个复杂的心理认知和创造过程，不同语言学家对这一过程的具体描述存在差异。

一些语言学家认为，过程写作主要包括三个阶段：计划、初稿和修订[22]。而另一些学者则将过程写作细

分为四个阶段：写前准备、初稿写作、修订以及教师的批改和反馈[23] [24]。为了提升课堂写作效果，大

多数研究者一致认为，写作过程应划分为五个阶段：写前准备、初稿写作、修订、反馈和重写[25] [26]。
这五个阶段并非简单的线性过程，而是相互交织、循序渐进的。在实际教学中，学生可能会在不同阶段

反复回到之前的步骤。例如，在修订阶段，学生可能会发现初稿中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可能源于写作

前的准备不足。因此，他们需要重新进行准备工作，这将影响后续的初稿和修订。这种循环往复的过程

有助于学生逐步完善写作能力，确保写作的有效性和连贯性，帮助他们在每个阶段都能获得反馈和提升，

直到最终完成高质量的写作任务和作品。 

3. 研究方法 

3.1. 研究问题 

本研究主要围绕以下两个问题展开探讨： 
(1) 过程写作法的应用对学生的英语写作水平有何影响？ 
(2) 学生对英语写作及写作教学中应用过程写作法有何看法？ 

3.2. 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来自西安市某高中高二年级的两个平行班，共 92 名学生。这两个班级被分别指定为采用过

程写作法进行教学的实验班(N = 45)和采用传统的成果写作法进行教学的控制班(N = 47)。两个班级的学

生在英语写作水平上相似，性别比例相近，授课教师相同，且英语写作教学的课时和进度也一致。 

3.3. 数据收集和分析 

本研究采用了写作测试、问卷调查和访谈三种方式进行数据收集和分析，一共历时三个月。实验班

和对照班每周各有一节写作课，由于两班采用了不同的写作教学方法，因此教学步骤也有所不同。实验

班采用了过程写作法，主要教学步骤包括：写作前准备、起草、同伴编辑、二稿、教师评估和最终定稿；

控制班采用了成果写作法，主要步骤为：教师介绍写作主题、展示范文并分析文章结构和表达方式、学

生独立写作、教师批改并评讲。 

3.3.1. 写作测试 
本研究在教学前和教学后分别进行了两次英语写作测试，间隔 12 周。为确保写作测试的信度和效

度，两次测试的题目均选自全国二卷英语高考真题，难度相当。作文由一位具有多年写作教学经验的教

师进行评阅，评分标准依据高考英语作文的评分标准，包括语言运用、结构衔接和内容要点等方面。研

究者使用 SPSS 数据分析软件对实验班和控制班的测试结果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独立样本 T 检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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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对样本 T 检验，以探究过程写作法对学生写作成绩的影响。 

3.3.2. 问卷调查 
本研究使用的问卷是在参考李文玉[27]研究所设计的问卷基础上，根据本研究的具体需要进行了适

当修改后编制而成的。该问卷经过相关信度检测，具有较高的可信度，适用于调查学生对英语写作及写

作教学的看法。研究者在教学前和教学后分别进行了两次问卷调查，两次使用同一问卷，每次发放 92 份，

全部回收，回收率为 100%。问卷包含 15 个问题，涵盖写作态度、写作观念和写作习惯三个维度。 

3.3.3. 访谈 
本研究还设置了半结构化访谈来收集定性数据，以便对定量性数据结果进行补充和完善。研究者选

取了实验班的六名学生进行一对一访谈，其中包括写作成绩高、中、低的学生各两名。访谈的主要目的

是鼓励学生分享在过程写作法教学后的真实感受和体验。访谈话题是在广泛查阅相关文献并基于问卷结

果而提出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问题：(1) 你的写作成绩如何？你认为原因是什么？(2) 你认为本学期的

写作课与之前的写作课有什么区别？(3) 你现在对于英语写作的感受如何？(4) 本学期的写作课对你的

英语写作带来了哪些变化？ 

4. 结果与讨论 

4.1. 过程写作法对学生写作水平的影响 

在实验开始前，研究首先对两个班级的学生进行了相同的写作测试，并使用 SPSS29.0 软件进行了描

述性统计分析(见表 1)和独立样本 T 检验(见表 2)。从表 1 可以看出，实验班的平均分为 16.04，控制班为

16.13，两者的分差仅为 0.09。平均分是衡量班级整体英语写作水平的有效指标，因此可以推断，实验班

和控制班学生在实验前的英语写作能力基本相当。进一步的独立样本 T 检验显示表 2 中的显著性概率为

0.922 > 0.05，表明实验班与控制班在前测中写作水平无显著差异。这再次证明了两个班级的写作成绩相

当，符合作为实验对象的条件。综上所述，在开展过程写作法教学实验前，两个班级学生的写作水平无

明显差异，为后续实验的有效性提供了基础。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results of writing performance of experimental and control classes in pre-test 
表 1. 实验班和控制班在前测中写作成绩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N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标准误差 

前测 
实验班 45 22 10 16.04 4.496 0.649 

控制班 47 21.5 11 16.13 3.835 0.554 
 

Table 2. Independent samples T-test of writing performance of experimental and control classes in pre-test 
表 2. 实验班和控制班在前测中写作成绩的独立样本 T 检验 

 Levene 方差齐性检验 T 检验结果 

 F 值 显著性 t 值 自由度 显著性 
(双尾) 平均值差值 标准 

误差差值 
95%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前测 
方差齐性 1.480 0.227 −0.098 94 0.922 −0.083 0.853 −1.777 1.611 

方差非齐性   −0.098 91.722 0.922 −0.083 0.853 −1.777 1.611 
 

在实验结束后，研究者再次对两个班级进行了写作测试作为后测，并对后测结果同样进行了描述性

统计分析(见表 3)和独立样本 T 检验(见表 4)。结果显示，实验班的平均分为 18.04，控制班为 16.50，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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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相差 1.54 分。这一差异表明了过程写作法在提高学生写作能力方面的有效性，实验班学生在过程写作

法的系统训练后，其写作成绩显著提高，相比之下，控制班的进步则相对较小。此外，实验班在后测中

标准差的变化较大，这表明以往成绩较差的学生在实验后普遍取得了进步。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显示显

著性概率为 0.040 < 0.05，这进一步证实了实验班和控制班在后测作文分数上存在显著差异，即过程写作

法对学生写作水平的提升具有显著影响。因此，可以得出结论，经过三个月的英语写作教学实验，实验班

学生的写作水平相较控制班有显著提升，证明了过程写作法在提升学生英语写作水平方面具有显著效果。 
 

Table 3.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results of writing performance of experimental and control classes in post-test 
表 3. 实验班和控制班在后测中写作成绩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N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标准误差 

前测 
实验班 45 23 12 18.04 3.537 0.510 

控制班 47 21 10 16.50 3.702 0.534 

 
Table 4. Independent samples T-test of writing performance of experimental and control classes in post-test 
表 4. 实验班和控制班在后测中写作成绩的独立样本 T 检验 

 Levene 方差齐性检验 T 检验结果 

 F 值 显著性 t 值 自由度 显著性 
(双尾) 

平均值 
差值 

标准 
误差差值 

95%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前测 
方差齐性 0.000 0.994 2.086 94 0.040 1.542 0.739 0.074 3.009 

方差非齐性   2.086 93.086 0.040 1.542 0.739 0.074 3.009 
 

为了进一步探讨学生写作成绩与过程写作教学法之间的关系，以及学生在实验前后的写作成绩变化，

研究者对实验班的前后测写作成绩进行了数据整合(见表 5)，并开展了配对样本 T 检验(见表 6)。数据显

示，实验班学生的前测平均分为 16.04，后测平均分提升至 18.04，平均分增长了 2 分，表明过程写作法

的应用能够有效提高学生的写作成绩。配对样本 T 检验得出的显著性概率为 0.000 < 0.05，进一步验证了

实验班在前后测中的写作成绩存在显著差异。这证明了过程写作法对学生写作水平的提升具有显著效果。

因此，未来的英语写作教学实践中，教师应更加重视过程写作法的应用，不断优化教学方法以提升学生

的英语写作能力。 
 

Table 5.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results of writing performance of experimental class in pre-test and post-test 
表 5. 实验班在前测和后测中写作成绩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N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标准误差 

实验班 
前测 45 22 10 16.04 4.496 0.649 

后测 45 23 12 18.04 3.537 0.510 

 
Table 6. Paired samples T-test of writing performance of experimental class in pre-test and post-test 
表 6. 实验班在前测和后测中写作成绩的配对样本 T 检验 

 

配对差值 

t 值 自由度 显著性 
(双尾) 均值 标准差 标准误差 

平均值 
95%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实验班 前测–后测 −2.000 1.399 0.202 −2.406 −1.594 −9.904 42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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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学生对过程写作教学法的看法 

本研究借助问卷调查和访谈来探究学生对于英语写作及过程写作教学法的态度及看法。问卷包含了

写作态度、写作观念和写作习惯三个维度的问题，表 7 显示了问卷调查的具体统计结果。 
 

Table 7. Statistical results of questionnaire on students’ views on English writing 
表 7. 学生对英语写作看法的问卷统计结果 

问题维度 班级 前后测 A B C D E 

写作态度 

实验班 
前测 6% 12.75% 28.5% 32.75% 20% 

后测 17% 37% 20% 17% 9% 

控制班 
前测 6.5% 14.75% 27% 34.25% 17.5% 

后测 4.5% 14.5% 30% 33.75% 17.25% 

写作观念 

实验班 
前测 18.5% 24.5% 36.5% 15% 5.5% 

后测 9.25% 17.5% 26.5% 21.5% 25.25% 

控制班 
前测 17% 26.5% 38% 7.5% 11% 

后测 15% 25% 38.25% 8.25% 13.5% 

写作习惯 

实验班 
前测 10% 17% 27% 28.5% 17.5% 

后测 23.5% 35% 18.5% 14.5% 8.5% 

控制班 
前测 9.75% 16.5% 27.5% 30.25% 16% 

后测 10.5% 19.5% 25% 30% 15% 
 

如表 7 所示，在写作态度方面，经过三个月的教学实验，实验班学生的英语写作态度发生了显著的

积极变化，而控制班学生的态度则未见明显改变。这一差异可能源于两种教学方法的不同影响。过程写

作法通过强调写作过程的多样性与互动性，帮助学生在反复写作、修改和反馈中逐步克服写作困难，增

强了写作信心和兴趣，促使他们更加主动地参与写作，逐步体会到写作带来的乐趣和成就感。相较之下，

控制班采用的传统成果写作法侧重于最终写作结果，而忽视了写作过程中反思和改进的必要性，导致学

生感到写作任务枯燥且充满压力，从而缺乏对写作的兴趣和积极性。因此，过程写作法在改善学生写作

态度方面效果更为显著。在写作观念上，实验班学生的写作观念也发生了积极的变化。相较于控制班学

生，实验班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写作的本质和目的，并且对读者的关注度也有所提高。这表明过程写作

法不仅有助于学生掌握写作的基本技能，还能促使他们形成更为正确和全面的写作观念。通过这种教学

方法，学生逐渐意识到写作不仅仅是为了考试，而是为了有效传达思想与信息，真正实现表达与交流的

意义。在写作习惯方面，实验班学生在写作前进行同学间讨论、头脑风暴和列提纲的频率显著增加，表

明他们在写作过程中更加注重思考与规划。此外，实验班学生在使用过渡词、注重文章逻辑性以及认真

修改教师反馈方面也有了明显进步。这些现象均表明过程写作法不仅帮助学生养成了良好的写作习惯，

还使他们更加关注写作的整体结构和逻辑性。相比之下，控制班学生在写作习惯上的变化不大，这进一

步显示了过程写作法在培养学生良好写作习惯方面的显著优势。 
为了进一步验证和解释问卷调查的结果，本研究对部分学生进行了访谈。通过访谈了解到，实验班

的学生普遍表示在使用过程写作法的三个月内，他们对英语写作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积极转变。通过反

复的写作与修改，学生逐渐克服了对写作的畏难情绪，写作不再是一项枯燥的任务，而变成了自我表达

和与他人交流的途径。此外，教师反馈以及同伴互评极大地帮助学生提高了写作能力，能够更加自信地

面对写作任务。总体而言，过程写作法不仅在改善学生的写作态度和观念上表现出显著成效，还能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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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养成良好的写作习惯。这进一步证明了过程写作法在提升学生写作能力和激发写作兴趣方面的积极

作用。 

5. 结语 

本研究主要探讨了过程写作法在高中英语写作教学中的应用及其有效性。通过与传统成果写作法的

对比实验，研究发现，过程写作法不仅在提升学生英语写作水平方面表现出显著成效，还在转变学生的

写作态度与观念、激发写作兴趣以及培养良好写作习惯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因此，在今后的英语写作

教学实践中，教师应更加注重过程写作法的应用，充分发挥其在写作各阶段的优势。为有效实施这一教

学法，教师可采取以下措施：首先，设计阶段性的写作任务，并在每个阶段提供明确的指导和支持；其

次，建立高效的反馈机制，通过同伴评审和教师反馈帮助学生不断完善写作作品；再次，注重学生的反

思和自我评估，鼓励他们对写作过程和结果进行深入思考，以提高自我调节能力；最后，教师应根据班

级规模和学生差异灵活调整教学策略，确保每个学生都能得到充分的关注与支持。尤其在大班教学中，

可以通过小组合作和分层次指导等方式实现个性化教学。通过这些措施，过程写作法的效果将进一步提

升，帮助学生在英语写作中取得更大进步。然而由于实验周期较短、样本规模有限，本研究的广泛适用

性受到一定限制，未来有必要开展更长周期和更大范围的研究，以得出更加客观全面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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