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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高考改革的深入推进以及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的备受重视，读后续写作为一种新题型应运而生并受到

了学界以及教育界的广泛关注。本文先对读后续写进行了简要介绍，并阐明了它的促学意义，而后分别

从教师和学生两个视角出发梳理了在读后续写教学中双方面临的困境，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对策与建

议，旨在为一线教师改进读后续写实践，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提供一定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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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epening reform of the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and the attention paid to the core 
competences of English subject, continuation writing has emerged as a new type of question and 
has been widely concerned by the academic and educational circles. This paper first makes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continuation writing, and clarifies its significance in promoting learning. Then, it 
sorts out the difficulties faced by both sides in the continuation writing respectively from the pers-
pectives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
tions on this basis, aiming to provide certain enlightenment for front-line teachers to improv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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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 of continuation writing to achieve better teaching ef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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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新课程标准、新教材、新高考“三新”的大背景下，高中英语课程的发展已步入新的历史阶段，

而传统的高中英语写作教学也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2017年版 2020年修订)》
(以下简称《新课标》)明确指出了英语学科的四大核心素养为语言能力、文化意识、思维品质和学习能力

[1]。简而言之，英语学科核心素养是指学生通过学科学习而逐步形成的正确价值观、必备品格和关键能

力。写作教学是高中英语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也是培育学生学科核心素养的关键一环。高考新增

的读后续写这一题型很好地契合了核心素养培育的相关要求，针对这一变化，教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

都积极响应与调整，但是双方都仍然存在问题，本文梳理了读后续写教与学面临的困境，并尝试提出解

决对策，为教师教学提供参考，致力于形成最佳的教学效果。 

2. 读后续写概述 

读后续写是将阅读理解与写作活动相结合的一种教学方法。我国学者王初明在其上世纪 90 年代末提

出的外语写长法中就曾倡导用读后续写的方法促使学生写长文，而后他又基于互动协同模型与实证研究，

指出读后续写是提高外语学习效率的一种有效方法。在此之后读后续写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才得到学

界的大力探索，读后续写自 2016 年在个别省份试点以及 2020 年正式成为全国新高考题型后，相关研究

数量呈现爆发式增长，高中阶段的读后续写研究主要集中于写作教学和写作结果两类研究主题，包括了

对读后续写在高中阶段促学作用的探讨、各种教学策略的应用等[2]，此类研究体现了学界对《新课标》

的精神和要求的积极响应，有利于提高各界对英语写作的重视程度，也可以为一线教师完善英语写作教

学提供参考。 
在当前新高考的背景下，读后续写通常位于试卷的最后一部分，要求学生在阅读约 350 词的记叙文

后，根据段首提示句，在一定时间内续写出约 150 词的短文，以展现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和语言表达能力。

该题型分值设置为 25 分，评分分为五个档次，其中体现了对学生内容衔接度、语言准确性以及结构完整

性等方面的要求。 

3. 读后续写的促学意义 

3.1. 协同读写活动，提高语言能力 

若要完成好续写任务，必须充分理解阅读材料的内容，同时接着续写，记忆新鲜，模仿容易，协同

效应佳[3]。在此过程中，学生需在接触语篇中正确使用语言，在遇到表达困境时可利用语言模仿这一策

略，模仿前文的语言和词汇来创造性地表达所要表达的内容。这一活动无疑会使学生的综合语言运用能

力得到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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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深挖文化元素，发展文化意识 

当前高中阶段的读后续写以记叙文为主要题材，以某一文化习俗或社会现象为大背景，围绕“人与

自我”“人与社会”“人与自然”这三大类主题语境展开叙述。学生需对前文进行深入的文化理解并利

用前文所包含的文化知识进行续写，这是读后续写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因此，读后续写活动是发展学

生文化意识和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的重要一步。 

3.3. 激发想象力，培养创新思维 

在阅读完所给短文后，学生可以尽情发挥想象力，进行创作。无论是在文章的内容、结构还是语言

上，读后续写要求的从不是千篇一律，而是鼓励学生跳出思维的“舒适区”，带给读者眼前一亮的东西。

由此可见，读后续写对学生创新思维的开拓具有重要意义。 

3.4. 独立阅读再续写，提升自学能力 

在读后续写练习或测试活动中，学生需要脱离教师提供的支架，独立分析文章内容，厘清文章脉络，

找出并整合关键信息，积累模仿并创新语句，这一循序渐进的过程有助于帮助学生养成自主学习习惯，

提高其自主学习能力，同时它也正顺应了我国新一轮课程改革对学生学习方式改变所提出的要求。 

4. 读后续写面临的困境 

4.1. 学生面临的困境 

4.1.1. 语言能力不足 
第一，学生语篇分析能力弱，导致其难以透彻理解语篇。在读后续写教学实践中不难发现部分学生

在阅读原文时可以找到时间、地点、人物等基本信息，但是当提问到关于文章大意、情节起伏、内容伏

笔、人物特征、语言特色等问题时学生难以准确回答，这表明他们并没有能够深入分析原文，这给后文

的续写带来了不小的挑战，最终可能会导致续写情节设置不合理，逻辑混乱。第二，学生语言表达能力

弱。当前读后续写活动中，学生由于语言基础薄弱，并不能充分调动已知词汇，不能有效利用原文词汇，

也不能模仿原文中的语言风格，存在词汇使用单调，拼写不准确，语法错误频发等问题，更有甚者直接

照抄照搬原文内容，难以实现读后续写题目设置的初衷。 

4.1.2. 思维能力欠缺 
在原文的阅读中，厘清故事发展脉络，为后面的写作做铺垫需要学生有清晰的逻辑思维能力，在后

文的续写中，搭建文章框架，用流畅的语言顺着前文思路推进故事发展也同样需要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

此外要达到一个故事，多种结尾的效果则需要学生发展创新思维。但是在教学实践中常能发现学生续写

内容与前文不连贯，并没有很好地解决故事中的突出矛盾的情况，而且学生的续写内容千篇一律，没有

新意，这些都是学生思维能力欠缺的表现。这将会给读后续写教学带来巨大的障碍。 

4.1.3. 自我效能感不足 
所谓自我效能感是指“人们对自身能否利用所拥有的技能去完成某项工作行为的自信程度”[4]。自

我效能感的缺失是当前学生在读后续写面临的一大困境。由于这种新题型在谋篇布局，时间分配，能力

要求等方面与传统命题作文的存在较大差异，大多数学生会产生畏难心理，自信心严重不足。这种现象

导致的后果是超乎想象的，既会影响前文的阅读，又会制约后文的写作。自我效能感不足的学生难以专

心投入导致无法理解文章大意、无法找到文章关键信息或者无法梳理文章结构等情况都可能在阅读时发

生。此类学生在续写时也会效率低下，无法形成合理的逻辑衔接，准确的语言表达以及饱满的文章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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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 2021 年全国 I 卷讲述了一对双胞胎在父亲的帮助下给母亲准备惊喜的故事，学生首先要在情感上

与文章达到共鸣，然后厘清文章脉络，运用准确的语言续写以解决前文的矛盾冲突，在最大程度上与前

文实现协同效应。这些都对学生的自我效能感提出了要求，低效能学生恐难以胜任该任务。 

4.2. 教师面临的困境 

4.2.1. 理论学习不够 
理论学习可以帮助教师从一定的理论高度审视教学行为，提升教学决策的理性水平[5]。虽然理论学

习的重要性深入人心，但是中学教师的通病之一就是由于教学任务繁重而忽视定期的文献研读和理论学

习，这也间接导致了他们对于读后续写的理论基础、考查目标以及评价方式等知之甚少，因此在教学实

践中存在盲点和误区。例如他们将读后续写练习机械等同于语言能力训练，采用机械的题海战术，并且

忽视了其中对学生思维能力、文化意识和学习能力的培养。 

4.2.2. 教学计划不系统 
虽说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倡学生的英语听、说、读、写、看等技能均衡发展，改变各项语言技能畸形

发展的现状，但是该目标在教学实践中并不容易实现。在当前高中英语教学中，写作教学多数依附于单

元阅读教学而存在或者在试卷讲评课时出现，教师没有设置系统的写作课程，也没有撰写与国家课程标

准相贴合的写作教学计划，每一节写作课属于一个独立的个体，不能与其他写作课建立有效联系。“没

有系统的课程，就没有完整的教学内容和教学计划，就没有充足的课时保障和教学实践”[6]。读后续写

考查的是学生的语言能力、思维品质、文化意识等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系统课程、系统计划以及系统训

练的缺失会影响对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例如在实际教学中，教师在一学期或一学年中对学生的读后续

写课程没有合理的规划，会导致在有限的课时里只能注重语言知识积累或者语篇分析能力的培养而忽视

了在写作中思维能力的发展和文化意识的建立。 

4.2.3. 教学方法不科学 
首先，部分教师仍然以应试为目的，采用题海战术来对学生进行读后续写训练，该方法虽可能短期

奏效，但长期来看无法激发学生写作的内在动机，也不利于发展学生的核心素养。其次，教材是教师开

展教学活动和学生语言学习的主要材料，是培养学生写作能力的重要载体[7]。部分教师在进行读后续写

教学时并没有认识到教材的重要性，只采用习题册或者测试卷中的相应试题，主题语境和语言知识等都

完全脱离教材，这带来的问题就是学生在教材中学习到的知识无法较好地迁移到教材之中，导致学用分

离。 

4.2.4. 评价主体单一 
写作评价是写作教学中重要的一环，它可以为学生提供反馈信息并具有一定的激励作用。按照评价

主体来划分，写作评价可以分为自我评价、教师评价、同伴互评、机器评价等方式。但是目前在读后续

写中单一教师评价占比最高，而且也存在一定的缺陷。教育部考试中心制定的读后续写评分标准对各个

档次要点的描述较为笼统，基本分为对文章内容、结构和语言的要求三大类，多数教师只能根据教学经

验进行打分，具有一定的主观性。教师尚且如此，学生对于评分标准的理解更加困难，再加之语言能力

不足、逻辑思维能力欠缺、评价经验较少等因素，自我评价和同伴互评难以开展。读后续写兼具语言的

模仿性和内容的创新性两大特点，本不存在标准答案，言之有理即可。机器评价只能辨别基础的语法错

误，对于文章的内容撰写、逻辑的衔接和词汇的运用等方面不能进行科学客观的判断，机器评价在读后

续写中使用效果不佳。因此，为了便于操作并确保评价成果的科学性、准确性，教师规避了自评、互评、

机器评价等评价活动，而仅采用量化打分、写评语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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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改进读后续写的对策 

5.1. 积极给予鼓励，提升学生自信 

教育心理学中的“皮格马利翁效应”(又称为“期待效应”)是指期望者通过一种强烈的心理暗示，使

被期望者的行为达到他的预期要求。该效应在教育教学中的良好应用可以为教师解决学生对读后续写有

畏难情绪，自我效能感低下的问题提供一定的启迪。首先教师要时刻关注学生在进行读后续写时的心理

状态，给予学生积极的心理暗示，鼓励学生勇于尝试，尊重学生的创造性思维，逐步提升学生在进行读

后续写时的自我效能感。其次，教师在进行读后续写教学时要为学生提供支架，帮助学生解决遇到的困

难，然后逐步撤除支架，让学生独立完成该任务，使学生在此过程中获得成就感与满足感。最后，教师

要在学生读后续写任务完成后，对学生的成果给予正面的评价，使学生认清自己的优势，从而提高自我

效能感。 

5.2. 阅读大量文献，增加理论知识 

将一种新的教学方法应用于课堂教学实践之前，离不开对其相关理论的深入研究。如果没有理论的

加持，实践只能是盲目的。因此教师应对繁重的教学任务的同时，也应该合理分配时间，制定每月、每

周甚至是每日的文献阅读计划，做到有针对性的阅读。对于读后续写来说，教师可以选择三类文献进行

阅读。一是该领域专家王初明教授的经典著作，了解相关的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探究其促学意义；二

是一些较新的读后续写高质量期刊论文，追踪该领域的研究热点；三是一线教师发表的读后续写课例研

究论文，借鉴其教学策略，提升自身的课堂教学水平。 

5.3. 详定教学计划，设置系统课程 

教学计划是教师开展教学之前的准备工作，对教学工作的推进和教学潜能的发挥具有十分重要的作

用。读后续写教学计划的不完整或者缺失都会导致教学效果不佳，从而影响学生读后续写能力的培养。

因此，教师不仅要根据读后续写的考查要求以及学科核心素养目标统筹高中三年的读后续写教学，也要

更加细致地制定读后续写教学的课时计划、单元计划、学期计划等，从教学目的、课时安排、教学进度

和评价等方面保证读后续写教学的稳步发展。另外英语学科教师也可以在读后续写课程设置合理化系统

化上出一份力。例如教师可以推进读后续写的校本课程建设工作，群策群力，共同设计出适合本校学生

的读后续写系统课程；也可以录制微课或者慕课等线上精品课程，辅助课堂的读后续写教学，以达到更

好的教学效果。 

5.4. 有效利用教材，做好课外补充 

高中英语教材中阅读部分应用性文本较多，故事性文本较少，而读后续写中的故事性文本居多，虽

然两者的文本类型存在一定差异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教材对于读后续写教学来说毫无用处。教师对于该

现象可以采取“两步走”。建构主义理论强调以学生为中心，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教师起着组织者、指导

者、帮助者和促进者的作用，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和首创精神，最终达到使学生有效地实现

对当前所学知识的意义建构的目的。基于上述理论，第一步，教师对于教材中的少数故事性文本教师要

做到精读精讲，带领学生分析文章大意，厘清故事情节，领悟语言特色，探究写作手法，帮助学生找到

有效的故事性文本阅读策略和写作策略，让教材的语篇教学充当起学生读后续写的敲门砖；第二步，教

师可以为学生提供一篇篇简短的适合学生能力水平的故事性文章，也可以是一些经典的故事类书籍，鼓

励学生自主阅读，总结其中涉及到的语言知识，掌握文本大意的同时整合续写材料并进行写作，通过以

上两步为读后续写打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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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转变传统观念，进行科学教学 

读后续写考查的不是学生某一方面的能力，而是语言能力、思维能力、文化意识和学习能力等综合

能力，因此在实际的读后续写课堂教学中，只注重某一方面能力培养的传统教学观念或采用类似于“题

海战术”等不科学的教学方法，都无法使学生的各项能力全面发展，达不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对于该现

状，教师首先要做到的是转变传统的教学观念，不能仅仅认为语言能力即全部，要着力于发展学生的英

语学科核心素养。其次，教师需要根据读后续写的考查目标、课时量、学情等多方面因素去探究适合学

生的科学的教学方法。部分教师在班级中开展微技能教学，针对学生的不足开展专题教育课，例如人物

描写专题课、创新思维训练专题课、文化意识发展专题课等，学生将所学融入读后续写之中，取得良好

效果，值得广大教师借鉴与尝试。 

5.6. 细化评价标准，丰富评价形式 

针对上文提及的读后续写评价中存在的问题，教师可以采取以下措施进行改进。首先，教师不能僵

化地使用《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英语科考试说明》所提供的读后续写评分标准，而要结合学

科核心素养的要求与教学实际，将各个评分档次中的描述语“转化为更加具体、丰富、生动和准确的描

述语”[8]，尽可能避免主观性，灵活地将评价标准运用到课堂教学之中。其次，教师要将细化后的评价

量表分发给学生，并对学生进行读后续写评价培训，让学生对于每一评分档次有具体深入的了解，发挥

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这样既有利于将自我评价、同伴互评以及师生合作评价的方式有效地融入

到读后续写评价体系之中，也有利于“教学评一体化”的理念与策略更好地贯彻到实际课堂教学之中。 

6. 结语 

读后续写不仅是一种有效的教学手段，而且是一种重要的学习方法。它能够提高学生的综合语言运

用能力，锻炼学生的逻辑思维和创造性思维能力，发展学生的跨文化意识，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学生在这个过程中不仅仅是知识的获取者，更是思维的践行者、文字的塑造者以及情感的表达者[9]。虽

然读后续写已有数年的理论研究与教学实践，但是在其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许多问题。本文从学生与教

师两个视角梳理了当前读后续写教学面临的问题与困境，并尝试提出针对性的对策，以期推动读后续写

在高中英语教学实践中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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