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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针对高中英语读后续写题型中学生常见的语言偏误问题展开分析。通过收集重庆万州某中学54份
学生习作样本，采用偏误分析法，系统考察了时态层面的典型错误。研究发现，学生存在时态意识缺乏、

时态混淆以及时态不一致等显著问题。基于分析结果，研究提出针对性教学建议，希望能对高中生读后

续写写作存在的问题有一定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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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common linguistic errors in continuation writing tasks among high school 
EFL learners. By analyzing 54 student writing samples collected from a high school in Wanzhou, 
Chongqing, through error analysis methodology, it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prevalent tense-related 
errors. The results indicate significant student difficulties in three key aspects: lack of tense aware-
ness, tense confusion, and tense inconsistency.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the study proposes targeted 
pedagogical interventions, which may provide practical guidance for addressing writing challe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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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随着《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的深入实施，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的

培养已成为高中英语教学的重要目标。在这一背景下，读后续写作为高考英语改革的新型题型，自 2016
年在浙江省高考英语试卷中首次亮相以来，已逐步推广至全国多个省份。该题型要求学生基于给定的语

篇内容进行合理续写，不仅考查学生的语言基础知识，更注重其逻辑思维能力、创造性思维能力和语言

综合运用能力的培养。然而，在实际教学实践中，教师和学生都面临着诸多挑战。相关研究表明，高中

生在读后续写中普遍存在语言表达不准确、情节发展不合理、语篇衔接不连贯等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制

约了学生在该题型上的得分表现。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发现，目前关于读后续写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教

学方法的探讨和理论基础的阐释等方面，而针对学生习作中具体语言偏误的系统性研究相对匮乏。同时，

多数研究停留在理论层面，缺乏基于真实语料的实证分析。这种研究现状导致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难以为

学生提供精准的写作指导，学生也难以针对自身问题进行有效改进。因此，深入分析高中生读后续写中

的语言偏误特征，探究其产生原因，并提出有针对性的教学对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从理论

层面看，本研究可以丰富二语写作领域的偏误研究成果；从实践层面看，研究结果能够为高中英语教师

提供教学参考，帮助学生提升写作能力。 

2. 偏误分析理论基础 

Corder (1967)最早对语言学习中的错误进行了系统分类，将其划分为认知性错误(error)和疏忽性错误

(mistake)，即通常所说的“偏误”和“失误”[1]。这两类错误反映了中介语与目标语之间的不同偏离形

式。偏误是二语学习者在语言习得过程中对目的语规则的系统性偏离，具有规律性，能够体现学习者的

语言发展阶段，且通常无法自我修正(郝天乐，2014) [2]。从这个角度来看，偏误可以被视为中介语的典

型特征之一。相比之下，失误多由注意力分散、紧张等因素引起，表现为偶发的口误或笔误，缺乏规律

性，不能真实反映学习者的语言能力，且能够被学习者自行发现并纠正(刘喜芳，2009) [3]。胡壮麟(1988)
从语法层面进一步区分了这两类错误，指出偏误涉及语法规则的不当运用，而失误则仅体现在表层形式

的偶然偏差。因此，偏误分析应以“偏误”为核心研究对象[4]。 
偏误分析理论的发展在二语习得研究和教学实践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Corder (1967)指出，系统性的

偏误分析主要具有三方面的重要价值：首先，从教学视角来看，教师通过持续跟踪和分析学习者的语言

偏误，能够准确判断其当前的语言发展水平，从而制定更具针对性的教学策略(教学指导价值)。其次，就

研究层面而言，偏误分析为探索二语习得的内在机制提供了宝贵的实证数据，有助于研究者深入理解语

言习得的认知过程(理论研究价值)。最后，对于学习者自身而言，语言偏误的识别与修正过程本身就是一

种有效的学习机制，错误的发生和纠正构成了语言能力发展的重要环节(自主学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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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现状 

一些国内学者也曾对偏误分析作出评价。桂诗春(1985)认为：偏误分析应当成为教师常用的教学手

段，用来检验学生的学习水平，也有利于帮助教师发现学生错误的共性与个性[5]。王初明(1990)指出：

“偏误分析让我们意识到外语学习的过程是创造性的、建构性的，透过“错误”这扇窗户，可以窥探学

习者心理过程变化的奥秘。”[6] 
英语写作作为高中英语教学的核心组成部分，其重要性已得到广泛认同。然而教学实践表明，学生

在书面表达中普遍存在各类语言偏差现象。学术界对语言学习中的偏误存在多种界定方式，其中不少定

义也适用于写作领域。Carl James (2001)提出的三维分析框架将语言偏误划分为本体层面、文本层面和语

篇层面；Richards (1971)则将二语学习者的语言偏误定义为在词汇搭配、语法结构、句法规则及言语行为

等方面与目标语规范之间的系统性差异[7] [8]。虽然这些定义并非专门针对写作偏误，但其所涵盖的拼写

错误、语法偏差、句法失当等现象在书面表达中尤为突出。值得注意的是，在各类写作偏误中，语法层

面的偏差占据显著比例。基于此，本研究将在系统考察英语写作偏误的基础上，重点探究语法偏误这一

特定类型，即高中生在英语写作中出现的违背目标语语法规范的语言现象。 
在英语写作教学的微观研究领域，偏误分析理论同样有所应用。国外学者多从宏观角度开展偏误分

析研究，为我国偏误分析理论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但对微观写作层面的偏误分析关注相对不足(张春霞，

2015) [9]。Duskova (1969)曾收集并分析 50 名学生英语写作中的偏误，证实偏误包含“错误”与“失误”，

同时指出母语迁移并非影响二语习得的唯一干扰因素，并发现仅依据错误出现频率来判断学习者水平存

在局限性[10]。Calves (2000)历时四年收集 600 篇作文，对其中错误进行细致归类与实例分析，结果表明

词汇错误在写作错误中占比最高，其次是介词错误[11]。 
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我国学者开始关注学生英语写作中的错误。杨利平(2018)提及的《中国学生英

语常见错误分析》一书，就对以汉语为母语的学生英语写作常见错误进行了收集与剖析[12]。叶云屏(2002)
以 49 名英语专业学生为研究对象，分析其英语写作错误后发现，学生不仅语法知识匮乏，话语组织也较

为混乱，由此提出在英语写作教学中应重点抓好词、句教学的建议[13]。张晓兰(2004)对英语专业大学生

的研究表明，导致学生写作错误的因素涵盖语内迁移、语际迁移、词汇以及思维限制等方面，并提出相

应教学改进措施[14]。此外，易冬风(2004)将高中生写作偏误划分为语篇、语法和词汇错误模块，深入探

讨错误成因，为高中英语写作教学提供针对性改进策略[15]。全凤霞(2006)以初中生英语作文为研究对象，

发现其写作偏误主要体现在词汇量不足、体裁意识淡薄、语法知识不扎实以及受母语负迁移影响等方面，

并给出相应解决建议[16]。 
综合来看，目前国内外关于英语写作偏误分析的研究，大多围绕整体写作文本展开，对具体偏误类

型的深入研究相对较少。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写作词汇和语篇层面的偏误分析。基于此，本研究将聚焦

高中生英语写作中的语法问题，专门针对写作时态偏误展开分析，并探索相应的改进策略。 

4. 研究设计 

4.1. 研究问题 

本研究试图回答以下问题：1) 高中生读后续写中存在哪些典型的时态偏误？2) 如何通过有效的教

学策略帮助学生克服这些困难？ 

4.2. 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万州某中学 60 名高一学生的写作为样本，对他们在英语写作中出现的偏误分析现象进行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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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这 60 名同学均以汉语为母语，学习英语的时间为 6~8 年，并且熟知写作内容和要求。 

4.3.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实证性研究为主和描述性研究为辅，运用语料分析法

和文献法分析与总结收集到的 54 份作文语料。 

5. 样本分析与讨论 

本研究通过对 54 份作文语料的整理、分类与分析，发现学生在句法层面存在的问题较为普遍，由于本

文是针对学生写作偏误中的时态来着重分析，因此对学生易错时态问题类型进行归类，以下将具体分析： 
在英语中，时态是动词的一个重要形式，用于表示动作或状态发生的时间，而时态错误则是指在造

句或者写作文中使用了不恰当的时态，导致句子的时间表达与语境不符。虽然大部分学生对英语语法的

规则和使用有一定了解，但是由于英语和汉语这两种语言在时态体系上有着显著的差异，英语有多种时

态，每种时态都有相应的动词变化形式，而汉语则主要通过时间状语和助词来表达时间概念，动词本身

没有时态变化，这也就导致学生在实际写作过程中会出现句法错误。 
 

时态错误类型 时态缺失错误 时态不一致错误 时态混淆 

全班错误率 38% 45% 51% 

5.1. 时态缺失错误 

例 1：I remember that his face were red as an apple. 
例 2：At that day, we spend a lot of time on bowling. 
例 1 中，一方面学生没有注意到作文的时态要求，整篇作文都应该用一般过去时。另一方面学生

想表达他的脸和苹果一样红，但是在句型表达方面有些误差，同时在中文里我们形容一个人害羞的表

情会用苹果来描述他或者她的脸红，但是在英文句子中用樱桃形容会更贴切。因此，例 1 可以改为“I 
remembered that his face was as red as cherry.”例 2 也是同样的时态错误，学生忽视了谓语动词的形态变

化，缺乏根据时态和主语变换对应动词形式的意识，此句应该改为“At that day, we spent a lot of time on 
bowling.”根据收集的作文语料可知，还是有一大部分学生在时态方面存在问题，尤其是会混淆一般过

去时和现在完成时。由于中文里面不需要通过动词的变化来表示句子时态的变化，学生在英语写作时

往往也会忽视动词的变形。 

5.2. 时态不一致错误 

英语的一致性主要包括英语句子中的动词要与其主语在人称和数保持一致，同时句中的代词要在数、

性和人称上保持一致。主谓不一致是学生常见的错误之一，最典型的就是第三人称现在时的主谓不一致。 
例 3：Traveling provide a chance for people to see more and learn more. 
例 4：He do that in order to show his friendliness. 
例 3 错误的原因是主谓不一致，主语 Traveling 是单数(动名词作主语时视为单数)，而谓语动词 provide

是复数形式。而正确形式应改为“Traveling provides a chance for people to see more and learn more.”虽然

句子使用了一般现在时(表示普遍真理或习惯性动作)，但动词形式错误。例 4 错误的原因是主语 He 是第

三人称单数，而谓语动词 do 是原形，未遵循一般现在时的第三人称单数规则。正确形式应改为“He does 
that in order to show his friendl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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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时态混淆 

学生容易对一些时态产生混淆，例如一般过去式和现在完成时。主要是因为中文没有完全对应的时

态概念，导致他们难以区分“单纯描述过去动作”和“强调过去动作对现在的影响”。 
例 5：She visited Paris three times. 
例 6：I went to China for eight years. 
这两句话的时态错误在于未能正确区分一般过去时和现在完成时的核心用法。例 5 的错误在于使用

了一般过去时。如果要强调去过巴黎三次的经历而非具体某次旅行，应使用现在完成时，即“She has visited 
Paris three times.”因为现在完成时专门用于表示过去经历对现在的影响(如她现在有去巴黎的经验)。例 6
的错误在于一般过去时搭配“for + 时间段”会暗示动作已结束(听起来像曾在中国住了 8 年但已离开)。
若想表达至今已在中国生活 8 年(仍在中国)，必须用现在完成时，即“I have been in China for eight years.”
因为现在完成时的持续性用法才能正确表达“从过去持续至今”的状态。 

6. 高中英语写作中语法偏误改善策略 

6.1. 树立正确的偏误意识 

要改正写作中的错误，师生双方都应建立科学的错误认知观。必须认识到，高中阶段是英语学习的

奠基时期，出现语言错误是学习过程中的必然现象，无需过度紧张。部分教师对学生细微错误的过度指

责，反而可能抑制学生的学习热情。然而，对学生的错误也不能放任不管，若不及时纠正，小问题可能

演变成顽固性错误。学生应当以虚心的态度对待错误，积极采纳指导意见并切实改进；教师则需透过错

误现象把握学生的学习难点，运用恰当的教学策略进行针对性指导。 

6.2. 重视汉英差异，改善语际偏误 

在实际教学中，教师可重点关注以下两个维度：其一，加强汉英双语对比教学，既要分析语言结构

差异，也要关注文化内涵区别。部分教师片面强调两种语言的差异性，认为学生不易混淆，却忽视了母

语对二语习得的深层影响，特别是语言负迁移现象。从语言结构来看，汉语注重意合表达，句式简练，

缺乏形态变化，语句衔接主要依靠内在逻辑；而英语讲究形合结构，具有丰富的时态语态变化，并依赖

连接词构建句间关系。教师应指导学生避免套用汉语表达习惯而遗漏必要的连接成分。其二，着力培养

学生的英语思维方式。高中生易受母语干扰，究其根源在于英语学习起步阶段受汉语思维定势影响较深，

尚未建立目标语思维体系。这种思维转换需要长期积累，教师应当保持教学耐心，通过创设沉浸式语言

环境，引导学生逐步形成地道的英语表达习惯。 

6.3. 夯实英语基础，改善语内偏误 

根据偏误成因分析，语内迁移导致的错误(即语内错误)在学生的语法偏误中占据重要比例。这类错误

主要源于学生对英语规则和语言体系的理解不够透彻，因此教师应当着力帮助学生打牢语言基础，提升

词汇和语法的实际运用能力。首先，强化词汇的系统性学习与灵活运用。词汇是语言学习的基石，学生

的语言输入往往始于词汇积累。在日常教学中，教师应持续强调词汇学习的关键作用，并建立有效的监

督机制确保学生稳步积累。更重要的是，要避免学生陷入机械记忆的误区，教师需通过创设真实语境，

让学生在具体场景中掌握词汇的准确含义、搭配习惯及语用功能。其次，深化语法的理解与实践应用。

教师需要帮助学生正确认识语法学习的重要性，采用科学的教学方法系统讲解语法规则的内在逻辑。在

传授语法知识时，应摒弃枯燥的填鸭式教学，转而采用任务型、情境化的教学模式，结合多媒体资源(如
视频、图像、互动课件等)增强课堂的趣味性和参与度，使学生在实际运用中内化语法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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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改进教学方式，提高学生兴趣 

语法教学长期以来普遍采用“教师讲解规则–学生机械练习”的单向传授模式。这种传统教法虽然

能在短期内快速传递语法知识，却往往导致课堂气氛沉闷，难以维持学生的学习专注度。教师在关注如

何纠正学生语法错误的同时，更需要着重探索如何提升新语法知识的传授效果。教育心理学研究表明，

学习动机直接影响知识吸收效率，这就要求教师必须创新教学方法来激发学生的语法学习兴趣。现代语

法教学提倡在保留传统演绎法的基础上，引入更多互动性强的教学模式，例如：通过具体语言实例引导

学生自主总结规律的归纳教学法、在模拟真实语境中掌握语法运用的情境教学法，以及通过完成交际任

务来巩固语法知识的任务型教学法等。这些创新方法的共同特点是能够将课堂重心从教师转向学生，通

过设计多样化的语言实践活动，有效增强课堂互动性和学生的参与感。 

6.5. 提供及时有效的教学反馈 

教学反馈在英语写作教学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它不仅能帮助学生及时发现并认识错误，更能促使学

生重视问题所在。为有效减少学生写作偏误，教师需优化反馈机制，具体可从以下方面着手：首先，确

保反馈时效性。课堂写作训练后，教师应尽快批改并讲评。若反馈滞后，学生容易遗忘写作内容，导致

反馈效果不理想。其次，提升反馈深度和广度。写作作为综合性语言输出活动，教师应从宏观到微观进

行全面反馈：既关注文章体裁和整体结构，也分析内容组织和逻辑衔接，同时指出词汇语法问题，从而

促进学生写作能力的全面发展。再次，增强反馈针对性。教师应通过系统批改和错误归类，准确把握学

生的共性问题和个性差异，进而开展有针对性的指导。最后，采用建设性反馈方式。教师在指出错误的

同时，更应善于发现学生的进步和亮点，通过适时的肯定和鼓励，既帮助学生树立信心，又保持其英语

学习积极性。这种正向激励与问题指正相结合的反馈策略，能更有效地促进学生写作水平的提升。 

7. 结语 

综上所述，学生在英语写作过程中普遍存在偏误现象。一方面，提升学生英语写作能力并非一日之

功，需要持续的努力和积累，英语教师在读写教学中要根据学生实际语言能力和基础水平，优化教学方

式，采取正确合理的教学方法，引导学生养成良好的写作习惯。另一方面，学生自身要广泛阅读外刊书

籍，扩大知识面，同时也要加强日常写作训练来培养自身的英语思维，了解两种语言体系的相同与差异，

保持对英语写作的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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