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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笔者通过对比常用写作教学方法和任务驱动型审题的写作教学的不同,在不同阶段对学生实

施任务驱动型审题的英语写作教学,并对各阶段的写作成绩进行了对比分析,探索出一套系统的任务驱

动型审题的初中英语写作教学模式,并针对学生的不同情况进行了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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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compar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ommon writing teaching methods and task-driven 

examination writing teaching, the author implemented task-driven examination English writing teaching for 

students at different stages, and mad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writing performance at each stage, explored a 

set of systematic task-driven examination English writing teaching mode for junior middle school, and reflected 

on the different situations of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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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写作一直以来是初中英语教学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学生的

总体输出能力在写作中能得到充分的体现。但笔者通过阅读中

考评分标准和评分反馈发现：发现学生在写作方面存在很多问

题,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审题偏差问题。为此,笔者在初中英语

写作教学中试行任务驱动型审题的教学策略。 

1 初中英语写作常用的教学方法与任务驱动型审题

不同之处 

与审题和初中英语写作相关的文献主要体现在思维导图、

词块、以读促写、交互式教学法、支架式教学法、过程写作法

等写作策略中,可见审题在很多写作教学策略中都占主要地位,

在以上这些写作教学方法中都强调了审题的重要性,也会引导

学生对题目进行分析,总的来说,这些教学方法都非常重视的写

前活动。 

任务驱动型审题是在思维导图和支架式教学法上进一步延

伸和发展,一般来说,思维导图根据文章主题进行网状图、树状

图等进行分析,支架式教学法重在为学生搭建脚手架,更重视写

作内容的审题。经过大量的教学实践证明,这两种写作策略都能

很好地发展学生的英语写作能力。但是这两者各有一个比较明

显的缺陷,思维导图耗时较长,在平常的教学实践中具有比较可

行的操作性,但是在学生真正的写作训练中,由于时间限制,学

生不能快速使用。而支架式教学法更注重写作内容方面脚手架

的搭建,容易忽略学生在写作中详略不分、时态混乱的问题。而

任务驱动型审题旨在培养在有限的时间内,带着任务的意识、完

成审题任务,从而培养学生的审题意识。 

2 任务驱动型审题在初中英语各阶段的写作教学

模式 

2.1阶段一：教师引导学生审题,完成任务驱动型审题； 

2.1.1应用对象：七年级学生或刚接触任务驱动型审题的

学生。 

2.1.2此阶段主要目的：帮助学生建立审题习惯,培养任务

驱动型审题的思维,熟悉任务驱动型审题的应用。 

2.1.3具体操作步骤。 

①步骤一：展示作文题目。 

②步骤二：展示审题大纲,引导学生从以下几方面开展思考,

文章分几段？第一段应详写还是略小？用什么时态？什么人

称？各个要点如何表达？有什么可以选用的连接词？ 

③步骤三：教师引导学生审题,师生共同形成的大纲如下

PPT截图所示： 

④步骤四：学生根据大纲形成习作,限时13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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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步骤五：教师引导学生给作文评分。 

 

先公布作文评分标准,内容分7分,语言分8分。 

Evaluation Standard(评分标准) Scores

Contents

(7’)

一档7分：要点齐全

二档5-6分：缺少一个要点

三档3-4分：缺少两个要点

四档0-2分：缺少3个或更多要点

Language

(8’)

一档6-8 分,句子结构、语法和单词拼写错误 4个

以内,连接词和重点词汇、句型运用准确

二档4-5.5 分,句子结构、语法和单词拼写错误 5-8

个,连接词和重点词汇、句型运用较为准确

三档2-3.5分,句子结构、语法和单词拼写错误9-12

个,连接词和重点词汇、句型运用不太准确

四档0-2分,通篇都是语法和拼写错误和使用极其

简单的句子,没有使用连接词,词汇简单重复。

 

2.2阶段二 

针对题目,学生组内讨论、分享,共同形成审题大纲(限时10

分钟) 

2.2.1应用对象：八九年级学生或接触任务驱动型审题1-2

个学期的学生。 

2.2.2此阶段主要目的：在没有教师的引导下,学生通过小

组合作的方式完善任务驱动型审题,帮助学生建立独立审题习

惯,小组合作改善初步思考结果,初步培养学生独立的任务驱动

型审题思维, 独立应用任务驱动型审题模式。 

2.2.3具体操作步骤。(1)步骤一：展示书面表达题目、并

分发作文大纲学案。(2)步骤二：学生自主审题,并完成作文大

纲学案(5分钟)。(3)步骤三：3-4人小组讨论,并完善学案。(4)

步骤四：根据大纲,限时完成作文(13分钟)。(5)步骤五：3-4

人小组讨论,根据阶段一中步骤五的评分标准,小组选出一份习

作进行组内评分。(6)步骤六：班内选取2-3组进行展示。(7)

步骤七：教师评价。 

2.3阶段三 

针对题目,学生自主思考,形成写作大纲(限时5分钟)。 

2.3.1应用对象：九下总复习阶段的学生或者已进行任务驱

动型审题3个学期的学生。 

2.3.2此阶段主要目的：经过长期的有辅助手段的任务驱动

型审题训练后,已经帮助学生建立了独立审题习惯,也培养了任

务驱动型审题的思维,这阶段应该结合中考题量较大,时间不充

足的实际情况,引导学生独立完成任务驱动型审题并限时完成

作文。 

2.3.3具体操作步骤。(1)步骤一：展示书面表达题目、不

再分发作文大纲学案。(2)步骤二：学生自主审题,因地制宜地

写出相应的大纲(5分钟)。(3)步骤三：根据大纲,限时完成作文

(13分钟)。(4)步骤四：3-4人小组讨论,根据阶段一中步骤五的

评分标准,小组选出一份习作进行组内评分。(5)步骤五：班内

选取2-3组进行展示。(6)步骤六：教师评价。 

3 教学反思 

3.1如何平衡传统初中英语写作教学模式与任务驱动型审

题的写作教学模式之间的冲突 

传统的初中英语写作一般以图片进行导入,从词组到句子

再到语篇的引导,教师在做这方面引导时,已经根据本单元主题

或者写作主题选定了可用的词组和句子结构,换个角度说,是教

师提前帮学生做好了审题的准备工作。学生只需要根据教师的

思路去完成,就比较容易得到一篇还不错的文章,这也就是导致

学生会出现审题偏差的原因之一,学生会在面对同一主题下的

不同题目的时候仍然选用教师引导后的词汇、句子、文章结构。

另外这一教学模式也可能限制了学生的思维,不利于学生发散

性的思考。由于惰性和受先入为主的文章的影响,学生不进行拓

展性思考。但是,传统的写作教学模式也有利于学生快速提取相

关的词汇和句子结构,不可以采用一刀切的办法,应结合两者的

优势进行调整教学。 

任务驱动型审题的写作教学模式是建立在足够的相关主题

语言输入的情况之下进行的,也就是把传统写作教学中从词到

句再到语篇的引导放在了任务驱动型审题的写作教学之前。从

新课标要求加强单元教学的整体性,相关主题语言的输入可以

放在前面的听说课、阅读课,甚至是依托语篇的语法课。在任务

驱动型审题写作开始之前,可以以相关主题结合图片进行free 

talk,帮助学生快速提取可能用上的词汇和句子。但不应过多地

进行引导性训练,应以学生的审题为主要任务开展,再针对学生

的思考结果进行讨论和优化,再让学生根据完成的审题任务进

行写作。 

总而言之,任务驱动型审题的写作教学模式不是否定原有

的写作教学模式,而是进行优化,意在培养学生自主思考、独立

解决问题的思维品质。 

3.2如何在学生英语基础较差的情况下开展任务驱动型审

题的写作教学 

3.2.1在学生英语基础较差的情况下更应该开展任务驱动

型审题的写作教学,因为此部分学生还是愿意写作文的,但苦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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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表达能力的欠缺,学生会倾向于模仿读写综合中A部分的文

章或者是课堂上教师引导后形成的文章,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往

往忽视了模仿的文章是否完全符合题意,还是只是与题意相近。

结果通常写出来的文章不符合题意,得分不高。 

3.2.2在学生英语基础较差的情况下应先引导学生进行任

务驱动型审题,先针对题目思考可用的中文词汇,再引导学生把

这些想到的内容转化成英语词汇,再进一步转化成句子。对于这

部分的学生的要强调分段、用完整的简单句表达要点和时态

运用的准确性。可以适当弱化高级句型的使用、要点的拓展

性表达。 

3.3如何在学生英语基础较好的情况下提高任务驱动型审

题的写作教学的有效性 

3.3.1注重培养学生的思维品质,鼓励学生用英语思维完成

审题任务,不再用中译英的方式进行词组翻译,避免中式英语的

出现。 

3.3.2鼓励学生在必须要点下进行拓展性思考,任务驱动型

审题写作教学模式第二阶段中的步骤二,学生小组针对审题结

果进行讨论,此处就是鼓励学生互相交流,为文章的要点寻找更

好的拓展,也培养了学生小组合作的团队意识和互相学习、互相

分享的品格。 

3.3.3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之下,引导学生先写草稿,而后用

任务型审题的结果为标准进行自评自纠,减少时态使用有误的

情况。若时间不允许,也培养学生用审题结果进行自纠,减少时

态使用错误,漏写部分要点的情况。 

4 结论 

在任务驱动型审题的写作教学下,学生有目的地进行审题,

并养成审题习惯,发展了审题思维,学生就能破除审题不清,写

作详略不当,时态错用和要点缺少等局面,后续的写作更能做到

有的放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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