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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当今社会已进入大数据时代，人们的思维方式和学习方式都发生巨大变革。这为大学英语写作教学改革带

来机遇和挑战。本文立足于大数据时代背景，以分析传统大学英语写作教学的主要问题为基础，从教学目标、教学资源、
教学形式、师生和生生关系以及考评体系方面提出大学英语写作教学模式的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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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construction of the Teaching Model of College English Writing in the Big Data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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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uman society has entered the big data era，which has significantly changed both the way of thinking and the way of
learning，and which also brings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o the current reform of the teaching of college English writing．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major problems of conventional college English writing class，and proposes a new teaching model of college
English writing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eaching objectives，teaching resources，teaching forms，teacher － student and student －
student relationships and assessment systems in the big data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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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1 世纪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普及以及新媒体的出现

使人类社会从信息时代跨入一个全新的大数据时代。以

“大数据”( big data) 为关键字，在中国知网共检索到发表

于近三年的论文 7883 篇，仅在 2015 年就达到 4101 篇，可

见，大数据这一主题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在“外国语

言文字”分类下，检索到以“大数据”为关键词的论文 51
篇。( 以上数据截止到 2015 年 12 月 7 日) 可见，外语界也

开始关注大数据技术，以期获得外语教学研究和语言研

究的新思路。在大数据时代，信息技术与教育的深度融

合将给外语教学带来系统性变革，对教师角色、学生角

色、学习材料、学习环境以及教学评估和测试等方面产生

深远影响( 刘润清 2014: 1 － 3) 。面对这一新技术给外语

教学带来的挑战与机遇，外语教师开始关注大数据方法

对外语教学创新的启示、大数据时代英语教师教学能力

的构成、大数据与慕课的关系和大学英语教学的微传播

化等问题( 陈坚林 2015，刘润清 2014) 。可见，“大数据时

代加速社会的变化和发展，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中国的

外语教学”，广大外语教师应该做好充分思想准备迎接这

一新的挑战和发展机遇( 陈坚林 2015: 8) 。大数据时代对

大学英语写作教学改革的推进意义深远，王海啸总结大

数据时代特点及对大学英语写作教学的启示，提出教学

改革的总体构想，为下一阶段大学英语写作教学改革指

明方向( 王海啸 2014: 66 － 72) 。本文旨在分析传统大学

英语写作教学的主要问题，以大数据时代为背景，从教学

目标、教学资源、教学形式、师生和生生关系以及考评体

系方面重构大学英语写作教学模式。

2 大数据时代的特点
2011 年 5 月，麦卡锡咨询公司在其报告《大数据: 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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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竞争和生产力的下一个前沿领域》中首次提出大数据

概念。大数据即海量数据，是相对于小数据而言，是云计

算之后 IT 行业又一次颠覆性技术革命。大数据时代主要

有以下特点: ( 1) 用户既是数据的使用者又是生产者; ( 2)

数据来源于合作; ( 3) 大数据带来全新的时空概念; ( 4) 大

数据带来新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 ( 5) 大数据的核心是

预测，在预测的基础上提供建议; ( 6 ) 评价和分享数据也

是数据。( 同上: 66 － 67)

“大数据告诉我们‘是什么’而不是‘为什么’”，把人

类从探究因果关系中解放出来，转而关注相关关系( 迈

尔 － 舍恩伯格等 2013: 19) 。亚马逊等购物网站给消费者

推送有针对性的产品广告、新闻类手机 APP 会根据读者

的喜好推送相应新闻、LinkedIn 和 QQ 等社交软件可以猜

测出用户的人际关系网，这些都依靠大数据技术的支持

得以实现。在教育领域中，大数据也在悄然改变教师教

学和学生学习的方式。教育大数据指学习行为数据，主

要来自在线管理和课程管理平台，通过分析学生在线学

习时留下的痕迹了解学生的学习特点和方法，为教师开

展个性化教学提供支持。

3 传统大学英语写作教学存在的问题

我国《大学英语教学要求》明确提出培养学生听、说、
读、写 4 项基本语言技能。其中英语写作能力作为一项

产出性技能，是英语语言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

“一个人的全面发展非常重要”( Ellis 1999，刘繁 2016:

110) 。遗憾的是，尽管我国学生经过数年的英语课堂学

习，英语写作能力一直没有显著提高。近年来，在全国大

学英语四、六级考试中学生“听”和“读”成绩进步显著，但

是写作成绩提高仍不明显。这与“早年的《大学英语教学

大纲》对写作能力要求相对较低”有一定关联，学生和教

师普遍认为无论是在考试中还是在今后的就业中应用英

语写作的机会并不多。( 王海啸 2014: 66) 究其原因，我国

大学英语写作教学存在教学目标不明确、教学内容单一、
课堂缺乏师生互动和未能贯彻个性化教学理念的问题，

进而导致写作教学效果不尽人意。
3． 1 教学目标不明确

我国大学英语写作教学存在教学目标不明确且与学

生写作实际应用需求脱节的问题。《大学英语教学要求》
对写作部分的目标十分含糊，一线教师无法把握写作教

学方向。目前，大学英语写作教学还是以英语四、六级考

试为导向，课堂上主要分析历年写作题目、研读范文、讲
解篇章结构框架和练习常用的典型句型。学生将大量精

力花费在背单词、背句型和背范文上，往往是“为了写作

而写作”，为参加考试而写作，忽略写作作为一项产出性

技能的应用价值。Hyland 认为英语写作教学有 3 种取

向: 一是文本取向，关注写作产品，即以书面形式呈现可

供分析的文本，文本通过单词、句子和篇章结构有序组合

来表达作者思想; 二是作者取向，关注作者的写作过程，

把写作看成作者根据情境表达个人思想的认知过程; 三

是读者取向，关注潜在读者的理解程度、兴趣和需求等对

作者写作的影响作用( Hyland 2002: 5 － 6，22 － 26，34 ) 。
当前大学英语写作教学以文本取向为主导，教师比较注

重对学生语言层面知识的培养和训练，忽视认知、情感和

社会因素。学生们则普遍认为英语写作只在考试中才会

用到，现实生活中没有使用英语表达自己思想的机会，在

英语写作过程中更未考虑目标读者的因素。
3． 2 教学内容单一

我国当前使用的教材大多采用读写译和视听说分开

编写的形式，缺乏“多样性、针对性、科学性的写作教材”是

困扰广大写作教师的一个焦点问题( 赵俊峰等 2010: 100) 。
写作课程往往采用读写教材中的写作部分作为授课内容，

其中的写作任务和训练往往为配合阅读课程而设计，缺乏

对写作技能的系统讲解。教师常常须要根据自己的教学

经验补充内容，导致写作教学内容单一。由于阅读和写作

教学通常分开进行，学生在写作方面获得的有效语言输入

不足，仅仅局限于教师提供的一些参考词汇和句式，写作

主要依靠自己积累的“百科知识”，常常无话可说。
3． 3 课堂缺乏师生互动

传统大学英语写作课堂中，教师占绝对主导地位，是

学生获得语言输入和写作知识的主要来源。教师是知识

的传授者，全面掌控学生的学习内容、学习进度和学习方

式，学生则居于被动地位，导致学生对课堂活动参与程度

不深，缺乏学习的主动性，对写作失去兴趣。
3． 4 未能贯彻个性化教学理念

因材施教和个性化教学一直是我国大学英语教学改

革倡导的理念，但是在我国传统的大学英语写作课堂中很

难贯彻实施。我国英语教育区域发展不平衡以及学生的

个体差异导致学生英语写作水平差异明显，而且，英语写

作课堂班额通常较大，存在众口难调的问题。同时，我国大

学英语教学一般执行统一的教学进度和教学内容，写作课

时紧凑，这就使得教师被束缚住手脚，无法开展个性化教

学，只能按部就班地完成教学计划。布置写作任务通常是

以班级为单位，所有学生每学期都完成几次统一题目的写

作任务，教师无法根据学生的语言水平、写作水平及个体

特点布置个性化的写作任务。而且，一般情况下，大学英语

课堂学生人数众多，往往达 30 人至 50 人，教师批改学生习

作的任务繁重，无法进行及时、有效的反馈，更无法根据每

个学生写作中的具体问题进行一对一的讲评。

4 大学英语写作教学模式重构
大数据技术给大学英语写作教学带来深刻变革，有

利于扩大英语写作课堂教学的深度和广度，因此，要立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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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大数据背景，从内容到形式上重构英语写作教学模式。
4． 1 培养新型读写能力

“写作是一项基本的语言技能”，但是现实生活中写

作任务常常与阅读任务密不可分( Harmer 2000: 79 ) 。刘

润清和戴曼纯曾指出，把“读写等技能拆分成若干课型”
分开讲授不符合语言学习和语言使用的规律( 文旭 莫启

扬 2013: 100) 。特别是大数据时代，人们在日常生活和工

作中接触到海量信息，其中非电子 信 息 所 占 比 重 不 足

2% ，绝大部分信息都以电子形式呈现，因此，大数据时代

读写能力的涵义已与印刷媒介时代大不相同，它“已经不

仅仅是理解语言文字的能力”，还包括对图像、声音、文

字、色彩和空间等多模态信息的查找、甄别、选择、阅读、
理解、分析、加 工、编 辑 和 综 合 能 力 ( 迈 尔 － 舍 恩 伯 格

2013: 13，代树兰 2013: 17，Stapleton 2005: 142) 。新型读写

能力是在传统读写能力之上，在大数据环境下阅读、写作

及交流的能力，具有“多重性和变化性”，包括文字输入和

排版、利用搜索引擎查找信息、分析并综合信息、使用微

博和电子邮件等社交平台表达思想进行交流等。
4． 2 整合教学内容及资源

大数据使大学英语写作教学内容不只局限于课堂

上、教室里，还延伸到课堂外，扩展到网络空间。因此，教

师要“充分利用网络媒体、电子资源、国家提供的语言获

得通道，使学生有充分的语言沉浸”( 谭业升 2015: 111 ) 。
同时，网络资源“具有图文并茂、反馈及时、以学生为中心

等特点”，“可以为写作教学的改革和创新提供一个很好

的平台”，“有助于我们探索新的教学模式，提高写作课教

学的质量”( 赵俊峰等 2010: 100 ) 。目前，应该将网络搜

索引擎、在线词典、在线翻译软件、英语学习网站、数字化

课程视频、语料库和在线写作评分系统等资源整合到统

一的网络写作学习平台，使学生依托学习平台在写作过

程的“写前阶段、写作阶段以及文章修改”各个阶段获得

有力的支持( 徐昉 2012: 7) 。写前准备和计划的程度是区

分学习 者 写 作 水 平 的 重 要 因 素 ( Eysenck，Keane 2005:

418) ，教师应鼓励学生通过百度、搜狐及必应等网络搜索

引擎查找资料，这些信息以汉语或是英语呈现，目的是使

学生获得相关话题的百科知识，避免因为缺乏背景知识

而“无话可说”。同时，在此阶段中，学生可以通过阅读获

取丰富的“可理解的语言输入”，了解和学习该主题涉及

的主要词汇和表达方式等语言知识( Krashen 1985 ) 。写

作实施阶段，学生可以通过写作平台与教师和同伴即时

沟通，获得指导和帮助。学生还可以借助《剑桥英语免费

在线词典》( Cambridge Free English Online Dictionary and
Thesaurus) 、《朗文英语在线词典》( Longman English Dic-
tionary Online) 、《牛津在线词典》( Oxford Dictionaries: Dic-
tionary，Thesaurus ＆ Grammar) 和有道词典等网络词典查

找生词、查看例句，学习词汇的使用。对于写作中常见的

搭配错误也可以利用英语国家 语 料 库 ( British National
Corpus，简称 BNC) 和美国当代英语语料库( Corpus of Con-
temporary American English，简称 COCA) 等语料库检索例

句加以纠正。文章修改阶段学生可以获得关于词汇、语
法和篇章等在线反馈，可以反复修改后提交习作。

4． 3 更新传统教学形式

传统的大学英语写作课程在普通教室授课，教师通

过教材、黑板和多媒体课件传授写作知识和策略，学生通

过记笔记和写作练习来巩固所学知识，一般要求学生在

写作过程中独立完成，不允许借助外界帮助。学生课上

和课下的英语习作大多通过手写完成，以纸质形式提交。
大数据时代的英语写作教学应该依托网络写作学习平台

在多媒体网络教室开展，学生通过网络与教师和同伴交

流，在计算机和网络辅助下练习写作，包括查找资料、撰
写文章、修改、提交以及获得即时反馈等。例如，在线自

动作文评分系统批改网( www． pigai． org) 是以自然语言处

理技术和语料库技术为基础，通过分析学生作文和标准

语料库之间的距离对学生书面作文做出即时评分。在网

络学习平台上，学生的整个写作过程和学习行为被记录

下来，如查找过的生词、使用字典的次数、阅读的文章、写
作时间、通过网络获取帮助的形式和次数、修改和提交习

作的次数等数据，通过统计、分析、归纳这些数据可以发

现学生的学习规律，判断出他们在写作中遇到的共性问

题，进行统一的讲解。还可以把学生按照写作水平高低

进行分组，分别布置不同的习作题目，以便适合写作水平

不同的学生，使写作训练更具针对性。同时，通过数据分

析还可以帮助教师了解每个学生的写作速度、常见语法

错误、常见错误词汇搭配及写作水平高低等问题，以便教

师可以结合自动评分系统的反馈信息对学生英语写作中

的常见错误和问题予以个性化指导和帮助，做到因材施

教，实现个性化教学。
4． 4 建立新型师生、生生关系

基于网络写作学习平台的大学英语写作课堂使师生

间、生生间互动得以加强，有利于学生发展自主学习能力，

使学生成为课堂的中心，成为知识的建构者。Hyland 曾指

出，“写作能力的培养不是通过新教学手段而是通过合适

的教学方法实现，同时还要给学生布置合适的写作任务和

给予必要的习作支持”( Hyland 2003: 147) 。可见，作为课

堂教学组织者，教师的作用举足轻重，教师还承担着学生

自主学习的引导者和监督者的角色。来自教师和同伴的

反馈不仅是自动评分系统的必要补充，它还使知识传递和

答疑解惑的效率得以提高，而且，这种真实情境下“读者与

作者的意义协商”使学生通过体验的方式获得知识( Chen，

Cheng 2008: 109) 。学生之间通过互评和讨论等互助方式

合作完成任务。这种自主学习与合作学习相结合的方式

使学生在相互交流和合作中建构和完善自己的知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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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对改变学生的英语学习观念也起着积极作用。
4． 5 健全新型考评体系

大数据时代使人们获取知识和传播知识的方式发生

变革，传统的纸质媒介逐渐被电子媒介取代，信息的获

取、分享和传播都以数字形式完成，显然，采用传统直接

考试形式，即一个题目、一篇作文的纸笔考试，无法对新

型读写能力做出客观评价。目前，国际化的大规模语言

测试纷纷采用基于网络的考试形式，也开始使用综合型

写作任务进性测试，这些都值得我们借鉴，大学英语写作

考试应该采用阅读与写作相结合的综合型任务。
“评价手段的多元化可以提高评价的科学性和有效

性。”( 严明 2014: 111) 目前，教师评价仍然是评价体系中

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线自动评分系统还存在仅能对语

言浅层特征做出评价的弊端，智能化程度还有待进一步

提高，只能作为教师评价( teacher assessment) 的重要补充

( Stevenson，Phakiti 2014: 53; Kellogg et al． 2010 ) 。同伴

互评( peer assessment) 是写作评价中的必要组成部分，它

有利于激发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培养批判性思维能

力。大数据背景下的教师评价和同伴互评是依托网络平

台进行，这就打破时空的界限，教师和学生可以利用碎片

化时间进行及时反馈和评价。

5 结束语
大数据时代对传统的大学英语课堂带来新的冲击，

对英语人才培养规格提出新要求，同时也为大学英语写

作教学改革提供新的发展机遇。因此，大学英语写作教

学改革必须抓住这一机遇，紧随时代发展提出的新要求，

探讨大数据时代大学英语写作教学改革的思路，顺应时

代发展的需要，重构大学英语写作课堂教学模式，培养出

符合大数据时代要求的复合型应用型英语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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