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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育部门对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重视程度日渐提高，由此，学者们提出将读后续写加入高考英语之中。

读后续写不仅仅是作为一种新题型加入试题之中，也是作为一种新的教学方法加入到高中英语写作教学

之中。由于读后续写是高考新题型，部分一线教师对读后续写认知不足，在教学策略探索方面还处于初

级阶段，导致在实际进行读后续写教学的过程中，仍然存在诸多问题。鉴于此，本文会深入探究英语读

后续写的理论基础、研究现状、题型特征、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其教学策略，并提出相应的改进建议。

笔者将通过对高中英语读后续写教学的深入研究，以期为完善高中英语读后续写教学提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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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China, the Education Department has been emphasizing students’ language expression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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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reasingly. Therefore, scholars have proposed to add Continuation Writing Task into the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in English. Continuation Writing Task is not only a new type of question, but 
also a new teaching method in senior high school. Since Continuation Writing Task is a kind of new 
question type, some teachers do not have enough cognition about it, and the exploration of teaching 
strategies is still in the primary stage, which leads to many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teaching writ-
ing. Given this, this paper will explore in depth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Continuation Writing Task, 
the status of research, the analysis of types, the problems in teaching and strategies, and its corre-
sponding suggestions for improvement. It will provide useful reference for the improvement of high 
school English Continuation Writing Task teaching through the deep research of teaching in high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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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英语是一门国际性的语言，全球化使其在世界范围内使用更加广泛。英语包括四个主要的语言技巧：

听，说，读，写。要学好英语，这四种基本语言技能必不可少。而写作不仅是一种表达能力，也是一种综

合能力。为了提高英语学习者的英语写作水平，许多研究者都想方设法寻找有效、实用的帮助英语学习

者的方法。高中英语读后续写教学模式的出现，标志着英语教学从传统的“知识灌输”向“能力培养”

转变。这一新的题型，是让学生在对阅读资料的理解的前提下，利用学生本身的创造能力来进行续写，

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还可以促进他们的英语写作水平，是一种富有创新意义的教学方式。

读后续写是一种让学生将阅读与写作有效结合的测试形式，是高考英语的一项重要改革，因为这种形式

对培养学生的阅读与写作的能力具有极大的影响。在 2017 年，教育部在修订的《高中英语课程标准》中

倡导在阅读课堂后融入故事的续写与热烈讨论。到了 2020 年，他们更是将这种续写情节巧妙地融入了写

作考试中，为学子们提供了一个展现创意的舞台。这一创新举措，如同一道清新的风，迅速吸引了英语

教育界的目光。因此，对于高中英语读后续写教学的研究，如今已成为教育领域中璀璨的明珠。面对新

的试题形式，高中英语教师和教研人员需准确把握“续”的内在机制，有效利用读后续写任务，在现有

教学方法的基础上进行革新，深入贯彻高中课程改革的理念，有效提高英语的教学效率和质量。在新高

考背景下，高中英语教学中的写作逐渐向读写结合的新主题发展。提高学生的阅读与写作能力，既是新

世纪新高考改革的需要，又是提高学生英语水平，提高英语综合运用能力的一条重要途径。 

2. 读后续写理论依据以及研究现状 

在理论基础层面，读后续写作为语言习得和外语教学的一种方法，可以弥补因缺乏语境而造成的语

言交流的不足，并通过写作促进外语的准确表达(王初明，2016) [1]。读后续写，即通过对阅读文章的深

入理解，完成写作任务，达到语言的输入和输出，语言的模仿和创造以及语言的学习和使用，是提高学

习者外语学习能力的有效方法。读后续写题型的使用有着丰富的理论依据。Krashen (1982)提到，外语学

习者必须具备“可理解性输入”，也就是说，只有在一定程度上比学生当前的语言能力要高，才能更好

地促进学生的第二语言习得[2]。Long (1983)提出“互动假说”的概念，在实际会话中，二语学习者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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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交流，特别是他们之间的有意义的交流，会使输入的语言更容易理解[3]。“互动假说”是对“可理解

性输入”理论的深化和拓展，提出了一种新的研究思路。然而，只有输入，没有输出，就难以实现顺畅的

输出。为补充“输入假说”理论，Swain (1985)提出了“输出假说”，认为学习者必须进行“说”和“写”

等多种形式的产出实践，才能真正实现对语言知识的内化，从而促进语言能力的提高[4]。Harmer (1983)
认为，在完成读后续写过程中，“读”是学习者的输入过程，“写”是语言输出的过程[5]。“输入”和

“输出”的交互作用是读后续写的理论基础。根据 Pickering 和 Garrod (2004)的观点，“互动协同模型”

(interactive alignment model)是读后续写的重要理论基础[6]。 
王初明(2011)提出，外语学习的有效途径是互动、理解、协同、产出与习得[7]。作为一种新的高考英

语题型，读后续写于 2016 年首次被纳入浙江省高考英语范围之中，自此备受关注，尤其是其在高中英语

教学中的应用，更是引起了教育界的广泛探讨。学习者在创作的过程中，持续地与原文本的内容相协调，

从而使其内容和语言与原文本保持一致(王敏，王初明，2014) [8]。读后续写是学习者在对原文的洞察基

础上创作出新的内容，通过重复回读的方式与原文进行交互协作，让续写内容和原文材料融为一体，从

而产生拉平效应(王初明，2016) [9]。“续”论包括两方面的基本内容，一个是学习者学习语言通过“续”

学会，二是学习者的语言习得的高效率通过“续”实现。“创造性模仿”是“续”论促学语言的核心理

念，是指学习者在对话交互的过程中，不断地生成新的内容，在言语表达受阻的情况下，通过借鉴他人

的话语来使自己的表达更加完整。读后续写从一个新的角度为高中英语教学提供了一种可操作的方法，

有助于提高高中生的英语基本技能，也有助于完成立德树人的主要任务(米占东，张振敏，2019) [10]。 
在研究内容层面，首先，目前读后续写研究重教学应用，轻测试应用。王初明和亓鲁霞(2013)分别从

两方面检验了共时效度，一是了解读后续写成绩与阅读理解、书面表达题得分的关系，二是比较读后续

写成绩排名与学生英语水平排名[11]。读后续写研究关注教学应用较多，但关注该任务效度、信度的研究

寥寥无几。高考是大规模高风险测试(Dong et al. 2023) [12]，近三年报考考生上千万，且仍在逐年增长，

因此有必要加强对该任务效度、信度的研究。此外，张洁(2022) [13]和 Shi et al. (2020) [14]还分别探讨了

不同任务提示语(如有无段首语、关键词)对读后续写思维过程的影响以及对学生写作表现、写作策略的影

响。蔡宏文(2023)通过对 247 名考生的应用文和续写文本语料进行分析，从 155 项文本指标中筛选出 4
项，据此比较两类文本发现，读后续写任务能够促使考生产出内容更丰富、使用词汇更复杂的文本，符

合命题者的预期[15]。黄丽燕等(2023)通过比较读后续写认知过程与理论预期检验了认知效度，理论预期

指前人构建的阅读、写作、综合写作测试认知加工模型等[16]。但是，测试应用的研究仍然相当少。因此，

未来研究需加强对读后续写题型的效度、信度检验。除此之外，在评分标准方面，现行的高考英语考试

的成绩评定标准，侧重于文章的写作水平以及续写内容与给定的文章和段落的开头部分之间的衔接，故

事发展与内容丰富性，学生完成写作时所使用的语法结构和词汇的丰富性与准确性，以及续写内容上下

文的逻辑性四个方面(陈康，2019) [17]。但该评价标准没有体现对阅读能力及模仿原文语言特点等学习能

力的考察。例如，陈康(2022)发现部分教师评价续写内容质量时会考察学生把握原文主题的情况，但是评

分标准中并未包括这一项[18]。其次，目前读后续写研究重写作，轻阅读。读后续写的写作产出应该建立

在正确理解原文的基础之上。但现有研究注重写作结果，通常假设学习者能够完全理解输入文本(Peng et 
al. 2020) [19]，而对阅读理解的认知过程和策略使用的关注较弱。王初明(2015) [20]、彭红英(2017) [21]探
讨了读后续写中阅读理解与续写的关系，姜琳等学者(2019)深入探讨了母语思维对学生读后续写内容的

影响，更多关注的是学生写作过程的思维[22]。此外，学生在读后续写任务中对原文内容、语言的关注和

利用，但是这类研究非常匮乏。这意味着只有当学习者理解输入时，习得才会发生。如果学习者没有充

分理解原文，或者在阅读过程缺乏恰当的策略使用，很可能发挥不出本身的英语能力，在续写中表现欠

佳，同时读后续写任务也将无法发挥其促学效果(傅咏梅，2016) [23]。在彭红英(2017)的研究结果中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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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理解失误会影响续文与原文的连贯程度[24]。然而目前读后续写中学习者阅读的认知加工过程及其

所用策略尚不明晰，因此有必要深入探索。最后，读后续写研究重高等教育阶段，轻基础教育阶段，未

来研究需更多地将基础教育阶段的中学生纳入关注范围；在研究方法方面，读后续写研究重量化、混合

方法，轻质性方法，未来可使用案例研究、会话分析、扎根理论等方法开展更多质性研究，以期获得更

丰富的证据，深化读后续写相关研究(桂敏，杨歆悦，2023) [25]。 
随着教育的不断改革以及新高考政策的提出，读后续写成为了许多省份高考英语写作的新题型。通

过教学实例的模式，史海蓉(2013)从多个方面对读后续写的有效性进行提升，涉及章主旨、写作模式、中

心句、发散方向、合理运用连接词五个方面[26]。葛炳芳(2017)在浙江省第一次新高考的改革中得出了“要

以读写相结合，通过思维能力去提升语言能力”这一要点[27]。他强调，教师应对学生们的阅读能力进行

加强，统筹规划语言学习的教案，让阅读和写作更加全面化。曾龚龚(2017)通过文章梳理、总结续写提纲、

利用关键字与文章开端多个维度进行培养学生文章续写的能力[28]。张强(2018)注重学生的参与体验，有

针对性地提出续写教学可以从题材、技巧、学生学习方法以及教师授课方式这几个方面进行[29]。 

3. 高考英语读后续写题型分析 

首先，在读后续写教学的过程中，学生不断完成读后续写任务，可以明显地提升他们的英语写作水

平，使学生对原文材料有更深层次的理解，并能根据材料中所给的语言知识及写作风格，完成作文材料

的续写。在这一过程中，学生可以对自己的观点进行自我反省、修改，从而使自己的写作能力得到进一

步的提升。在此基础上，增加学生对阅读的兴趣与理解力。读后续写教学不仅提高了学生的写作能力，

还培养了学生的阅读兴趣和理解能力。通过阅读原文和进行续写创作，学生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故事情

节和人物性格，感受故事的魅力。同时，学生在阅读过程中还能够积累丰富的词汇和句型，提高自己的

语言水平。最后，读后续写的教学加强了学生的想象力与创新能力。在原有阅读材料的基础上，通过对

原文本的续写，培养了学生的想象能力，学生可以创造新的、有趣味的故事情节。这对培养学生的创新

精神，提高他们的素质具有重要意义。 

3.1. 高考英语读后续写题型特点 

首先，该题型要求文章要具有情境连贯性。读后续写的核心在于情境的连贯性。续写的部分内容必

须与原文的情境和主题具有一致性，以保证故事情节的连贯性和逻辑性。例如，2022 年 6 月高考英语(浙
江卷)读后续写讲述了作者为了完成高中毕业所需的社区服务时间，去了施粥所。在准备完成之后，当作

者看到无家可归的人靠近时，心里有点害怕，但是看到年龄和国籍各不相同的人，让作者感到很难过。

由第一段首句内容“As they came in my direction, I put on my brightest and happiest smile.”可知，第一段

可描写作者是怎么为无家可归的人施粥；由第二段首句内容“I was so happy that I had earned my service 
hours in this way.”可知，第二段可描写作者对这次社区服务的感悟。这就要求考生在理解原文的基础上，

把握故事的走向和人物关系，做到续写的自然过渡。 
其次，该题型对学生的英语语言表达要求高。读后续写不仅是对原文故事情节的延续，更体现语言

的表达。学生需要运用自己所学的英语词汇、语法和句型等语言知识，准确、生动地表达自己的思想。

同时，还要注意语言的连贯性和流畅性，使读者能够顺利地阅读下去。除此之外，该题型还要求学生的

创新性和想象力。虽然续写需要符合原文的情境和主题，但并不意味着只能按照原文的思路进行。考生

需要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为故事增添新的元素和情节，使续写的内容更加丰富和有趣。这既体

现了考生的创新思维，也增加了写作的挑战性。 
最后，该题型要求字数控制。读后续写通常对字数有一定的要求，既不能过少也不能过多。这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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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在写作过程中合理控制篇幅，既要确保内容完整，又要避免冗余和拖沓。这需要考生在写作前做好

充分的准备和规划，确保在有限的空间内表达出自己的思想。 
综上所述，高考英语读后续写题型具有情境连贯性、语言表达要求高、创新性和想象力以及字数控

制等特点。学生在准备考试的过程中，应更加重视提高自己的阅读理解能力、书面语言表达和创新思维，

以应对这一挑战性的写作题型。 

3.2. 高考英语读后续写题型考查目标 

首先，读后续写题型的首要考察目标是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读后续写会给学生提供一段英语文字

材料，要求学生通过阅读理解材料的内容、情节、人物关系等，把握文章的总体和细节信息。例如，2024
年 1 月高考英语(浙江卷)读后续写题讲述的是主人公 Eva 在新学校面临找不到方向的困难和对长跑的恐

惧，通过调整自己的心理，她先后战胜了困难，展现了自我成长与突破的过程。这是一个成长类型的故

事，其主题是培养学生能够用积极的心态去克服困难并适应新环境。故事的冲突主要包括主人公 Eva 在

学校大楼中迷失方向和在体育课上面临的长跑挑战。在续写过程中，学生把握本题的整体脉络与情感倾

向，在可借鉴的原文内容基础上发挥想象力与创造力。 
其次，读后续写题型还着重考察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这包括语法、词汇、句型等方面的运用。学

生需要根据原文的语境和语言风格，运用所学的英语知识，进行合理的句子构造和词汇选择。同时，学

生还需要注意语言的连贯性、逻辑性和地道性，使续写的部分与原文融为一体。学生可以借鉴原文的词

汇与句式表达，在续写之前为学生输入语料，减轻了学生的写作压力。 
除了阅读理解能力和语言运用能力外，读后续写题型还重视考查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要求学生

根据原文的情节发展，进行合理的想象和推测，创作出符合逻辑的后续情节。例如，2024 年 1 月高考英

语(浙江卷)中，由给出的第一段首句内容“When Coach Pitt said “Nice work!” to her at the finish line, Eva 
was surprised.”可知，第一段可续写教练对 Eva 的表现表示赞赏，这让她感到惊讶，同时为她树立了自信

心。学生就需要根据首句，在把握整体行文方向的基础上进行创作。通过给出的第二段首句内容“Eva 
decided to use the same trick to deal with the school building.”学生可以描写 Eva 决定用相同的心理策略来

应对学校的建筑结构，克服她在大楼中的迷失感。并在结尾时进行主题升华：通过积极心理调整和专注

点，个人可以战胜困难，培养自信心。这需要学生具备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同时还要考虑情节的合

理性和可读性。在续写的过程中，学生还需要注意篇章结构和逻辑性。续写的部分应该与原文紧密相连，

有明确的主题和清晰的线索，同时还要注意段落之间的过渡和衔接。这要求学生具备较好的篇章意识和

逻辑思维能力，使学生所续写的内容与原文内容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最后，该题型考察学生的创新能力，学生需要在理解原文的基础上进行创新使续写部分具有新颖性

和独特性，展现出自己的独特视角和个性，使续写部分具有新颖性和独特性。 

4. 高中英语读后续写教学中存在的困境及建议 

4.1. 存在的问题 

1) 教学内容缺乏系统性和创新性，高中英语读后续写教学内容缺乏系统性，往往只注重单个文本的

解读与续写，而忽视了整体的教学目标和教学计划。部分教材中的读后续写材料过于陈旧，无法反映当

代社会和文化的变化，导致学生无法从中学到实用的知识和技能。 
2) 教学方法忽视学生主体性，在读后续写教学中，教师往往过于强调自己的主导地位，从而忽略了

学生的学习主体性和课堂参与度，导致学生在课堂中的学习积极性不高。教学方式单一，部分教师只采

用传统的讲解和示范方式进行教学，缺乏创新和多样性，无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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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学生缺乏兴趣，由于教学内容和方法的问题，部分学生对英语读后续写缺乏兴趣，甚至产生抵触

情绪，导致动力不足，学生缺乏明确的学习目标和动力，无法在读后续写学习中保持持久的热情和努力。 
4) 部分教师能力不足，缺乏读后续写教学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无法有效地指导学生进行学习和练习。

教学方法不够新颖，无法适应新的教学要求和学生的学习需求。 
5) 教学资源不足，部分学校缺乏读后续写教学的相关资源和设施，如图书、网络资源等，导致教学

难以开展。资源利用不充分，部分学校虽然拥有丰富的资源，但教师和学生未能充分利用这些资源进行

学习和教学。 

4.2. 高中英语读后续写教学建议 

1) 精选原文材料。在选择原文材料时，教师要注意到阅读材料的难易度、内容的丰富性和趣味性等

要求。材料可以来源于教材、英文杂志、报纸、网络等渠道。同时，在读后续写教学中，教师要根据学生

的年龄特征、兴趣爱好以及英语基础程度来选取合适的阅读材料。 
2) 重视阅读理解。在阅读原文时，教师应引导学生深入理解原文内容，把握文章的主题、情节、人

物关系等。这有助于学生更好地进行续写，使续写内容与原文内容相衔接。 
3)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注意激发学生思维，鼓励他们发挥想象力，创作出与原文情节相衔接、内容

丰富、有逻辑性的故事。同时，教师还可以通过提问、讨论等方式，引导学生思考续写的内容和方向。 
4) 注重语言运用。续写不仅是创作故事的过程，也是锻炼英语语言运用的过程。因此，教师应注重

学生在读写过程中对英语语言的运用，包括语法、词汇、句型等方面的运用。同时，教师还可以通过评

改学生的作品，帮助学生发现语言运用中的问题，提高其英语写作能力。 
5) 教师需要采用多元化的教学方法，并且熟练，比如通过划分小组对话题进行讨论、让学生角色扮

演或者模拟真实情境等多种方法来提高学生的写作学习兴趣。同时，教师也要充分地利用教室中的多媒

体、网络等丰富的资源，不断地更新教学方法与内容，增强教学的实效性。 
6) 强化评估与反馈。对于学生的读后续写作品，教师应进行及时、全面的评估和反馈。评估可以从

内容、结构、语言运用等方面进行，指出学生作品中的优点和不足。同时，教师还应给予学生具体的建

议和指导，帮助学生改进作品。通过评估与反馈，学生可以了解自己的不足之处，进一步提高读后续写

的能力。 

5. 总结与展望 

高中英语读后续写教学是一种有效的英语教学方式，能有效地提高学生的英语阅读理解和写作能力。

在实施读后续写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应精选原文材料、重视阅读理解、启发学生思维、注重语言运用、

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式以及强化评估与反馈。通过这些措施，教师能够有效增强学生的读后续写能力，

培养其写作的逻辑思维和创造性思维。教师队伍要强化科技辅助教学，随着科技的发展，利用多媒体和

网络资源进行读后续写教学将成为趋势。例如，利用在线平台提供更多的读后续写素材和范例，帮助学

生积累知识和拓宽视野；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对学生在续写学习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诊断，并提出改善意

见。完善评价体系，建立全面、客观的评价体系，注重学生写作过程的评价，教师要鼓励学生有效进行

自我评价和同伴评价，从而提升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合作学习能力。同时，将学生的读后续写作品进

行展示和交流，让学生互相学习和借鉴。加强跨学科教学，将读后续写教学与其他学科如历史、文化、

艺术等进行有机结合，让学生在多学科背景下进行英语读写训练，提高其综合素养和跨文化交际能力。 
高中英语读后续写教学需要教师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和教学目标灵活运用各种教学策略。通过不断

总结经验和反思教学实践，我们可以进一步完善教学方法和手段，提高学生的英语综合运用能力。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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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积极面对未来的挑战和机遇，努力开拓创新，为高中英语教育的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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