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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功能语言学视角下大学英语写作教学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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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为大学英语写作教学实践提供了新的视角!从主述位选择"主位推进模式来组织

信息!可以将语言的形式与内在意义结合!更容易掌握和分析语篇结构并有效指导学生的英语写作#经过对实验组和

对照组!"周的教学实验!以#$%&作文真题为初测和终测!对比作文均值差异度!发现在采用不同的教学方式后实验

组和对照组的英语写作成绩有了显著的差异!采用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指导的实验组取得了更大的提高$ 由于客观

条件所限!实验也存在时间较短%涉及体裁不多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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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写作能力是一项综合应用能力# 在大学英语

教学中对于学生英语写作能力的培养一直也是大学英

语教学关注的重点之一# 但学生在写作中常出现语篇

连贯性或结构问题$ 语篇方面的问题一直是学生掌握

的难点#在教学实践上也是重点和难点$ D&''*9&2曾指

出#功能语法是一种语篇分析工具 E?F

#故以 D&''*9&2 为

代表的系统功能语言学从语言的功能着眼# 从意义入

手#关注语境与语言的相互依存关系$功能语法中的三

大纯理功能中的语篇功能特别关注信息的组织和传

递#这对于英语写作有着指导作用#将其应用到大学英

语教学实践中是可行且有意义的$因此#本文在系统功

能语言学理论指导下# 尝试对本校大一非英语专业学

生进行分组教学实验# 实验组进行系统功能语言学视

角下的大学英语写作教学实践# 对照组按照传统方法

进行写作教学# 并对照两组实验前后的作文成绩以考

查效果#然后进行讨论和总结$

一$理论背景

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的语篇功能关注信息的组织和

语篇的构建# 语篇中连贯的主述位选择构成主位推进

模式# 主位推进模式关注语句中主位和述位如何同其

他语句中的主位述位联系从而构成语篇# 主位推进模

式描述了语篇内信息的行进# 主位和述位如何相互作

用促进语篇内信息的流动和内容的发展E;F

$通过分析语

篇功能中的主位述位选择# 以及主位推进模式可以了

解作者组织信息%构建语篇%连贯流畅地传递信息的方

法#以及作者写作的目的和意图$

有学者曾对 G8HI考试作文评分参照卷做过主位

推进模式分析和统计# 发现作文中采用的主位推进模

式越多样#多重主位运用灵活#衔接手段运用恰当的文

章得分高EJF

#对专业英语四级作文进行的主位推进模式

分析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EIF

$ 可见#主述位理论是分析

语篇#特别是语篇的连贯和衔接的有力工具$将其运用

到英语教学实践中#从新的角度引导学生从主位选择%

主位推进模式来分析和写作# 可以将语言的形式与内

在意义结合# 让学生更容易掌握和分析语篇的结构并

可以有效指导学生的英语写作$

二$教学设计

!一"前期调查

为了解本校学生情况#在进行教学实验前#对本校

非英语专业大一学生进行了英语写作学习现状的问卷

调查#共发放问卷 J>=份#回收问卷 J>J份#有效问卷

;KK份#有效问卷率为 KLAMN$ 问卷对学生英语写作情

况的现状做了调查#统计结果显示&大一学生对英语写

作的方法和策略掌握情况不理想' 在英语写作过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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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中有较多的难点和问题#对于英语写作的认识还有

很多误区$特别是对于写作前的构思和写作过程中信息

的顺畅连贯是学生普遍不重视的#学生普遍对于英语写

作方面的指导的需求较为强烈%学生的现状表明了学生

写作中的难点和对于大学英语写作教学的需求%

!二"研究对象

本教学实验的研究对象为 !$&名非英语专业大一

学生$ 他们均为在本校入学分级考试中英语成绩排名

全年级前 '%(的学生$因此英语水平较好$总体情况较

为平均% 根据所属院系$学生分为 )个教学班$其中实

验组 ! 个教学班共 $$* 人# 对照组 ! 个教学班共 +,

人$均由同一位教师任教%

!三"课程设计

教学实验总体时长为 #!周$即第一学期 #'!#,周$

第二学期 #!-周$每周 #课时% 实验组和对照组教学课

时相同$授课教师相同$所用教材均为外研社出版的&新

标准大学英语综合教程'以及同样的作文练习题目%

对照组采用传统的写作教学方法$ 强调多读多看

多积累$从词汇(句法(语篇结构方面练习写作$从教材

课文中学习作者的用词(短语(句型及文章结构#学生

通过学习教材中不同体裁的文章学习如何组织信息#

通过评讲的方式纠正学生作文中的错误和问题%

实验组进行系统功能语言学视角下的大学英语写

作教学实践$教学内容中突出功能语言观%首先让学生

认识功能语法中主位述位的划分$ 主位推进模式等相

关概念$以教材内容为材料让学生练习划分主述位$分

析作者采用的主位推进模式# 以教材中的不同体裁为

例$让学生分组讨论其主位推进模式的选择$并对比学

生自己的作文中的主述位选择和主位推进模式$ 学习

总结不同体裁下主述位结构的特点# 通过练习让学生

在写作前先构思$列出大纲#通过练习让学生在写作过

程中有意识关注主位推进模式的选择和语篇的逻辑和

连贯# 让学生在写作后从主述位结构方面进行检查修

改%

由于教学实验时间有限$ 虽然教学过程中会接触

到多种体裁的语篇$但重点为议论文%

!四"数据收集

实验组和对照组在教学实验前以 !%#% 年 - 月

./0)作文真题进行前测$在教学实践后用 !"$"年 $!

月 ./0)作文真题进行后测% 作文的评阅由两位多次

参加 ./0)作文阅卷并连续多次成为阅卷点杰出阅卷

员的两位老师承担$ 评分标准按照 ./0)评分标准执

行$两位阅卷老师之间的信度系数为 "1+%$阅卷老师均

不执教实验组或对照组班级$不会出现偏袒或不公%

三!数据分析及结果

在统计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前作文均值和实验后

作文均值后$利用 2322进行分析$使用独立样本 4 检

验将实验前实验组和对照组学生作文差异度和实验后

实验组和对照组学生作文差异度进行对比$ 结果如下

表 $所示)

如表 $所示$实验前作文中$实验组作文均值略高

于对照组作文均值$通过独立样本 4检验$均值方程 4

检验得出$256171%,-大于1%&所以不具有显著差别% 实

验后$ 实验组和对照组在经过专门的作文训练后均值

均有提高$ 通过独立样本 4检验$256171%)&小于1%&$因

此两组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数据分析结果与实验预期

一致$两个英语写作情况不具显著差异的组别$在采用

不同的教学方式后英语写作成绩有了显著的差异$采

用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指导的作文实验组取得了更大

的提高%

四!讨论及结语

通过教学实践$ 可以初步肯定基于系统功能语言

学理论的大学英语写作教学是有实际效果的$ 比起传

统的写作教学$ 学生可以更好地体会和掌握语篇结构

和框架$并且在语言的连贯和逻辑方面有更大的提高%

本次实践可以总结出以下经验和问题)

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对于大学英语写作教学及写

作教材编写有实际的指导作用和价值%首先$通过教学

实践$ 基本证实了系统功能语法对于大学英语写作教

学的指导作用和价值% 虽然语篇是由许多小句或小句

复合体组成的$从功能语言观来看$语篇就是使用中的

语言$是一个语义单位8&9

$语篇应当作为写作教学的重

点% 在教学实践中可以根据教学对象和目的的不同选

择不同的侧重点进行讲解$但不可过分强调理论知识$

以免成为语言学理论的介绍$使得教学变得枯燥%可以

在大学英语教学中涉及英语写作时借鉴功能语言观$

也可在英语选修课中开设个性化的相关课程%另外$在

英语写作教材方面也可以结合系统功能语言学视角进

行编写%有学者曾对高校英语写作教材进行调查发现$

表 ! 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前后作文情况对比

组别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2561:双侧;

实验前作文
实验组 $$* ,<+&%% <#-+*#

<%,-

对照组 +, ,<!-%% <!&)&-

实验后作文
实验组 ##* +<+'&% <%+#+!

<%)&

对照组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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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的英语写作教材存在忽略语篇分析" 体裁意识淡

薄等问题$"%

#因此从语篇入手$将语篇同语境结合$培养

学生对语篇的分析和评价能力的写作教材将有利于学

生提高写作能力% 这种功能语法观指导下的写作教材

既可以用于大学英语教学又可以作为成人教育材料和

自学参考&

在本次教学实践中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由于教

学实验实践时间较短$ 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后的差异

显著度仍有上升空间&由于课时和实际情况所限$本次

研究分为两个学期进行$每学期各 "周$每周 &课时&

整个教学实践中间包含一个假期$ 因此教学连续性稍

受影响$且总课时较少$如果能够实践更充足的时间$

相信效果会更加显著& 其次$由于教学任务较重$并且

学生面临 '()*考试的压力$ 所以教学过程中重点为

议论文$ 前测以及后测均以四级作文议论文真题为题

目$因此$对于其他体裁关注不足$未能完全体现系统

功能语言学对于语篇语境' 文体意识的指导作用& 最

后$ 本次研究的对象为本校非英语专业英语成绩较好

的学生$未涉及英语成绩中下的学生$如果对象改变教

学实践的侧重点和方式则应有相应的调整& 本次实验

的结果对于一般理工科院校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系统

功能语言学理论还可以应用在其他教学方面$ 其启示

性还可以体现在教材编写等方面$ 其效果值得后续研

究去论证&

参考文献!

!"# $%&&'(%)*+,-,.,-/ 0/123(451'3/ 13 64/51'3/%& 72%88%29:/(

;('1'3/<!+#,=3/(3/>?2/3&(@A;'B'/C>632;'C/ =%/C4%C; D;%5E

'/C %/( F;G;%25E H2;GG*IJJK@:LLL,

!:# 陈婧,英M中交替传译文本主位推进模式对比分析!N#,四川

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L"L*9O<>"L:,

!P# 马静,主位推进!语义衔接与英语写作的连贯性!N#,外语教

学*:LL"*9Q<>QL,

!O# 王学文,主述位理论对英语写作连贯的启示!N#,外语学刊*

:L"L*9:<>"LQ,

!Q# 黄国文,语篇分析的理论与实践!+#,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

版社*:LL",

!R# 蔡慧萍,我国高校英语写作教材的现状调查分析与思考!N#,

外语与外语教学*:LLQ*9R<>PL,

责任编校!梁 雁

! "#$%&'() *+,)%(-,./ !001-.)2 %- 3-//&4& 5,4/($2 61(%(,4 7&.)2(,4

'+(, -./01 +2 34/0567/

89:;<<= <> ?<@4.0/ A7/0B704CD 9<BE;F4CE 2/.G4@C.EH <> I4E@<=4BJK ';4/0LB "MN#NNK ';./7O

!"#$%&'$( 9HCE4J.: ?B/:E.</7= P@7JJ7@ 6@<G.L4C 7 >@4C; 64@C64:E.G4 ><@ E;4 E47:;./0 6@7:E.:4 <> '<==404 (/0=.C;

F@.E./0Q R.E; S/<F=4L04 <> E;4J7E.: :;<.:4C 7/L E;4J7E.: 6@<0@4CC.</ 67EE4@/C ./ (/0=.C; F@.E./0C1 CEBL4/EC J7H =47@/

E< <@07/.T4 ./><@J7E.</ 4>>4:E.G4=H1 B/.E4 E;4 =7/0B704 ><@J 7/L =7/0B704 J47/./0 J<@4 47C.=HQ R.E; E;4 0B.L7/:4 <>

E;4J7E.: 6@<0@4CC.</1 CEBL4/EC J7H U4EE4@ J7CE4@ 7/L 7/7=HT4 E;4 CE@B:EB@4 <> (/0=.C; F@.E./0 7/L :</CE@B:E :<;4@4/E

F@.E./0C F.E; J<@4 47C4Q )47:;./0 6@7:E.:4 F.E; >B/:E.</7= 64@C64:E.G4 ;7L U44/ 0.G4/ ./ E;4 4V64@.J4/E7= 0@<B6K 7/L

E;4 E@7L.E.</7= 766@<7:; ./ E;4 :</E@<= 0@<B6 ><@ MW5F44S E47:;./0 4V64@.J4/EQ 9EBL4/EC ./ U<E; 0@<B6C F4@4 0.G4/

'()X (/0=.C; F@.E./0 E7CSC U4><@4 7/L 7>E4@ E;4 4V64@.J4/EQ );4 F@.E./0C F4@4 C:<@4L 7/L E;4 C:<@4C F4@4 :<==4:E4L 7C

L7E7 7/L 7/7=HT4L E< :<J67@4 E;4 L.>>4@4/:4C ./ E;4 C:<@4C <> F@.E./0C U4EF44/ E;4 EF< 0@<B6C U4><@4 7/L 7>E4@ E;4 4V!

64@.J4/EQ );4 @4CB=E C;<FC E;7E E;4@4 .C 7 C.0/.>.:7/E L.>>4@4/:4 ./ CEBL4/EC F@.E./0 C:<@4C 7>E4@ E;4 4V64@.J4/EK F;.:;

6@<G4C E;4 4>>4:E.G4/4CC <> E;.C CHCE4J.: >B/:E.</7= 64L70<0.:7= 7EE4J6EQ 9EBL4/EC ./ E;4 4V64@.J4/E7= 0@<B6 .J6@<G4

J<@4 C.0/.>.:7/E=H ./ (/0=.C; F@.E./0Q 3B4 E< J7/H <UY4:E.G4 :</L.E.</CK E;4@4 .C CE.== JB:; @<<J ><@ >BEB@4 .J6@<G4J4/EQ

?<@ ./CE7/:4K E;4 E47:;./0 4V64@.J4/E .C @4=7E.G4=H C;<@EZ E;4 04/@4C :<G4@4L ./ :=7CC 7@4 /<E 4/<B0;Q

)*+ ,-%.#( 9HCE4J.: ?B/:E.</7= P@7JJ7@Z '<==404 (/0=.C; F@.E./0Z 4J6.@.:7= @4C47@:;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