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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问卷调查了农业院校非英语专业学生的二语写作认知过程，发现二语写作认知过程包含构思、表达、语言监

控、语篇监控 4 个子过程。通过高低分组独立样本 t 检验、相关分析以及回归分析，发现表达、语篇监控与写作成绩具有显

著正相关关系，而且二者对写作成绩具有较强的预测效果，语言监控对成绩的影响呈效应负值。研究结果表明在二语写作

教学中，对于英语水平基础较差的写作者应强化语言表达特别是词汇表达能力，并培养语篇意识，对于语言表层的错误问

题，应鼓励学生写出交流质量较高的文本，不应过分强调写出语言精确的句法，这会阻碍他们写作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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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gnitive process of EFL writers of non-English majors was investigated by questionnaires in a Chinese agricultural uni-
versity，and four sub-processes such as generating ideas，translating ideas，linguistic monitoring and discourse monitoring were dis-
covered． By independent sample T-test，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the study suggests that translating ide-
as and discourse monitoring are correlated to writing performance at significant level，and predict the writing performance well．
Meanwhile the effect of linguistic monitoring on writing performance is negative． The research findings indicate that in teaching Eng-
lish writing，emphasis should be put on improving the ability to translate ideas，vocabulary translating in particular，and discourse
awareness should be fostered for the writers with poor English proficiency． With regard to wrong writings in grammar，a sentence
with perfect grammar should not be excessively emphasized but students should be encouraged to accomplish an excellent composition
for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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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20 世纪以来，语言的研究经历了一系列的范式

转变，如从关注形式到关注意义，从关注结果到关

注过程［1］。心理学特别是认知心理学的发展对语

言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使得语言研究人员将目

光转向学习者以及学习者的学习过程。反映在写

作研究领域，从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出现了大量

关于写作过程的研究，有的对写作的一般过程展开

研究［2 － 3］，有的对写作的子过程展开研究［4 － 7］。理

论成果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 Flower 等提出的写作

认知过程模型［8］，Bereiter 等提出的知识陈述模型

和知识转化模型［9］，以及 Grabe 等提出的交际语言

运用写作模型［10］。
Flower 等写作认知模型认为，写作由任务环

境、写作者的长期记忆及写作过程构成。其中写作

过程又包含 3 个子过程: 计划、表达、审读。计划过

程由内容生成、内容组织、目标设定 3 个子过程组

成。该理论认为写作过程中的各个子过程是动态

的、呈等级的、互动循环的非线性过程。计划、表达

和审读 3 个子过程是功能平行的 3 个认知过程，它

们构成一个系统，这一系统与监控系统相互作用。
这 2 个系统处于不同的层级。监控系统对 3 个子

过程实施监督、管理、控制和调节。2 个系统的协调

合作保证了写作活动的顺利进行［8］。Bereiter 等的

写作认知过程理论认为，生手写作者和熟练写作者



有不同的写作认知过程，前者是知识陈述型，后者

是知识转化型。这 2 个模型的相似之处在于对文

本的产出都采取过程视角，将写作过程界定为一个

复杂的不断解决问题的认知心理过程，而且都强调

写作过程中监控的重要性，认为写作认知过程包含

确定目标、调整主题与体裁、产生思想、组织思想、
表达、检查等。在写作过程中，各个部分相互联系

和作用，呈非线性发展［9］。
国内二语写作过程研究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

中期，从早期的研究成果的零星出现到相对稳定的

发展态势，整体呈现缓慢上升的趋势。从研究内容

而言，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写作过程中的元认

知研究［11 － 12］，写作过程中的母语思维研究［13 － 14］，

写作认知过程的子过程研究［15］，写作认知过程中的

策略研究［16］，写作认知过程中的知识运用研究以及

写作认知过程的综述性研究［17 － 19］。

二、研究问题的提出

国外关于写作认知过程的研究其对象通常是

以英语为第一语言的学习者，对英语作为第二语言

的学习者或外语写作过程的研究较少，大部分都是

对写作总体认知过程的系统性研究，缺乏对英语写

作子过程的深入探讨。研究方法也较为单一，多数

为个案研究，受试人数少，研究结果的普遍性和适

用性受到影响。国内的研究显然注意到了这一点，

加大了样本量，通过调查研究和有声思维研究等方

式，进行了改进，研究对象方面也有较为多样化的

趋势，但仍多集中于英语专业学生。英语专业学生

的英语水平相对较好，其写作认知过程与非英语专

业学生的写作是否有所不同，目前国内尚未见有这

方面的研究。
本文试图对非英语专业学生英语写作认知过

程进行探索性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写作认知过

程与写作水平之间的关系。本研究可以丰富英语

写作认知过程理论，同时对于指导非英语专业学生

的写作教学具有实践指导意义。本研究试图回答

如下 2 个问题: ( 1) 非英语专业大学生英语写作认

知过程包含哪些子过程; ( 2) 各认知过程与写作水

平的影响关系如何。

三、研究方法

( 一) 问卷及其设计

本研究采用从“完全不适合我的情况”到“完全

适合我的情况”的 5 等级李克特量表问卷。问卷分

为两部分，个人背景部分及主体部分。主体部分涉

及英语写作认知过程的调查。为确保问卷的质量

( 信度和效度) ，本研究先根据研究者教学和研究

经验，同时参考 Flower、Bereiter、Grabe 等的英语写

作认知过程理论［8 － 10］，以及修旭东的中国学生英语

写作认知过程的研究成果［15 － 16］，设计出非英语专业

学生英语学习者写作认知过程调查问卷，并设计出

具体的测量项目。初稿完成后，请写作领域的2 名资

深教师对内容进行了讨论，根据建议进行了修订。
( 二) 写作水平测试工具

测试工具借用了大学英语四级考试题目。具

体操作过程为，首先将 2004 － 2010 年的大学英语

四级考试作文题目进行筛选，取出其中的 5 篇议论

文题目。通过随机抽取的方式选取题目，让学生 30
分钟内完成写作。教师并不会提前告知学生测试

题目来源于四级考试，因此一定程度上确保了学生

所写作文能如实反映他们的写作能力。邀请 2 位

资深大学英语教师对写作测试结果从内容、结构、
语法、词汇等 4 个方面进行打分，取二者平均分。

( 三) 数据收集与处理

因财力、人力所限，本研究仅对福建农林大学

三所学院( 植物保护学院、作物学院、海外学院) 的

大二学生进行了调查，发放问卷 350 份，收回有效

问卷 312 份。利用 SPSS 17． 0 对问卷的数据进行因

子分析，并对写作认知各个子过程与英语写作成绩

之间的关系进行相关及回归分析。

四、研究结果

( 一) 问卷项目分析

初始问卷共有 27 个项目，采用矫正后的题总

相关系数和多重相关系数的二次方作为项目鉴别

力的 2 个指标进行分析，删除小于 0． 300 的 8 个项

目，得到 19 个项目。对编号为偶数的有效问卷 ( n
= 156) 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法，

通过方差极大正交旋转，抽取共同因子。KMO 值为

0． 792，球度检验的显著性水平远远小于 0． 001，表

明数据宜进行因子分析。删除在 2 个因子上都有

贡献且载荷接近的题项( 载荷之差小于 0． 300 ) ，初

步获得一个由 17 个项目构成的问卷。最终的 KMO
值为 0． 795，共抽取 4 个特征根大于 1 的因子。累

积解释总变异为 59． 443%。其中因子 1 对总变异

的解释率达到 30． 471%，各题项的共同度为0． 324
～ 0． 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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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因子命名

根据各因子下的题项的表述，对各因子进行命

名。发现因子 1 有 5 个题项，表述涉及表达过程，

故将其命名为表达过程; 因子 2 包含 4 个题项，其

表述具有审题以获得写作素材的写作认知心理特

点，故命名为构思过程; 因子 3 包含 4 个题项，表述

涉及监控和检查文章结构的连接与连贯问题，故命

名为语篇监控; 因子 4 的 4 个题项，同样涉及监控

和检查文章，但是关注的是语言准确性的层面，所

以命名为语言监控。
( 三) 问卷的信度和效度分析

问卷的整体一致性信度估计值以及主体 4 个

构成部分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估计值如表 1 所示，整

体内部一致性值达到 0． 818，各部分的信度值都高

于 0． 7。这表明问卷有较好的信度。
表 1 信度检验

Table 1 Ｒeliability test

因子 1 因子 2 因子 3 因子 4 整体

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 α) 0． 823 0． 872 0． 756 0． 745 0． 818
项数 5 4 4 4 17

为进一步验证问卷的结构效度，利用奇数编号

的有效问卷( n = 156) 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表

明探索性因子分析所最终确立的问卷具有较好的

结构效度，各维度间以及维度与总分间的 Pearson
相关系数如表 2 所示。

表 2 问卷各部分的维度系数

Table 2 Dimensional coefficients between

different sections of the questionnaire

表达

过程

构思

过程

语篇

监控

语言

监控

写作认

知过程

总分

表达过程 1． 000

构思过程 0． 233* 1． 000

语篇监控 0． 162* 0． 326* 1． 000

语言监控 0． 069 0． 028 0． 077 1． 000

写作认知

过程总分

0． 809＊＊ 0． 692＊＊ 0． 735＊＊ 0． 483＊＊ 1． 000

注: * P ＜ 0． 05，＊＊P ＜ 0． 01。

问卷的各个部分之间呈低相关，而各部分与总

体呈高度相关性，这表明问卷的结构效度较好。
( 四) 写作认知过程中的各子过程与写作成绩

之间的相关性

使用 Pearson 系数方法对写作认知过程中的各

子过程与写作成绩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如表 3

所示，写作认知过程中的表达过程、语篇监控过程与

写作成绩存在显著相关，其值分别为 0． 798，0． 654，p
＜0． 05，相关的方向呈正值，表明在表达过程和语篇

监控过程中得分较高者其作文成绩也会较高。语言

监控与写作成绩呈显著负相关，这表明语言监控过

程得分较高者，其写作成绩越低; 语言监控过程中做

得越多，对写作成绩越不利。
( 五) 高低分组在写作认知过程中的差异性

选择写作成绩得分的前 25% 作为高分组，后

25%作为低分组。对高低分组所对应的写作认知

过程的各个子过程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所得到的

结果如表 4 所示。
表 3 写作各子过程与写作成绩的相关性分析

Table 3 Pearson correlations between writing performance and

various cognitive sub-processes of writing

表达

过程

构思

过程

语篇

监控

语言

监控

写作 Pearson 相关系数 0． 798* 0． 075 0． 654* － 0． 183*

成绩 显著性( 双尾) 0． 000 0． 773 0． 000 0． 026
项数 312 312 312 312

注: * P ＜ 0． 05。

表 4 高低分组差异比较

Table 4 Comparison analysis between high-achievement and

low-achievement groups

均值 标准差 t 值

表达过程 高分组 3． 650 0． 292
低分组 3． 195 0． 228 3． 088*

构思过程 高分组 3． 154 0． 204
低分组 3． 095 0． 143 1． 136

语篇监控 高分组 3． 390 0． 231
低分组 2． 973 0． 235 2． 450*

语言监控 高分组 3． 110 0． 142
低分组 3． 230 0． 252 0． 292

注: * P ＜ 0． 05。

从统计结果来看，高低分组在写作子过程中的

差异体现在表达过程和语篇监控过程，这一结果与

上文关于写作子过程与写作成绩相关性的研究结

果是相吻合的。高分组在表达过程以及语篇监控过

程中的得分要显著高于低分组，这也正是导致他们

的作文成绩呈现高低不同的原因。
( 六) 写作认知过程中的各子过程对写作成绩

的回归分析

通过相关系数分析和高低分组的 t 检验后，初

步的结论是表达过程及语篇监控过程对写作成绩

具有预测力，因此用多元回归分析法分析了表达过

程、构思过程、语篇监控过程，以及语言监控过程对

写作成绩预测效果，如表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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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个子过程对于写作成绩的影响系数分别为

0． 382 ( t = 11． 538) ，0． 019 ( t = 0． 302) ，0． 343 ( t =
10． 124) ，－ 0． 035 ( t = 0． 146) ，其中只有表达过程

和语篇监控进入到了回归达到 0． 05 的显著水平。
这进一步验证了前面的相关分析的结果即表达过

程和语篇监控过程对写作成绩有预测效果，它们对

于写作成绩具有显著影响。
表 5 写作认知各子过程对写作成绩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

Table 5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between writing

performance and cognitive sub-processes of writing

Beta 的

估计值
标准误

标准化

系数 Beta
t 值

表达过程 0． 674 0． 068 0． 382 11． 538*

构思过程 0． 026 0． 040 0． 019 0． 302
语篇监控 0． 569 0． 044 0． 343 10． 124*

语言监控 － 0． 056 0． 041 － 0． 035 0． 146
常数 － 22． 674 1． 662 － 13． 642

注: * P ＜ 0． 05。

五、分析与讨论

( 一) 写作认知过程的构成成分

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的结

果，确定了写作认知过程包含 4 个子过程，即构思

过程、表达过程、语篇监控过程和语言监控过程。
这一发现与 Flower、Bereiter、Grabe 等的英语写

作认知过程理论既有相符合的地方，也存在不同。
Flower 等认为写作认知过程包含了内容生成、内容

组织、目标设定及表达和审读［8］。本研究中的构思

过程其实是一个内容生成和目标设定的过程，而语

篇监控其实体现了内容组织的一部分含义，语言监

控则是审读的一部分。Grabe 认为写作认知过程包

含确定目标、调整主题与体裁、产生思想、组织思

想、表达、检查等认知过程［9］。可以发现本研究所

确定的构思和表达过程与其产生思想和表达 2 个

子过程非常吻合。但是，本研究并未有发现确定目

标和调整主题与体裁等相关子过程，原因主要如

下: ( 1) 确定目标在构思过程中已经完成了; ( 2) 研

究对象在平时的写作练习中，出于应试的需要而对

考试中的议论文体裁的作文进行了大量的练习，形

成了模式化的写作，所以很多受访对象也很可能不

必进行较多的题材调整［15］。本研究未有发现检查

这一子过程，一方面因为学生已经习惯了写作时间

的限制，并没有写后检查的习惯，另一方面，检查的

大量认知过程在语言监控和语篇监控过程中已经

完成了。
Flower 等人的英语写作认知过程理论基于英

语为母语的写作者的研究而得出的，尽管该认知理

论模型同样适用于二语和外语写作的认知过程，但

是已经存在不少研究证明母语写作和外语或二语

写作过程并不完全相似或相同。Ｒaimes 曾把二语

写作过程和 Pianko 研究的母语写作过程进行了比

较，采用同样的写作任务，同样的数据分析系统，发

现二语写作者在写作任务的理解上更深入，产出的

文本更长，在语言修改方面所花的时间更短［20 － 21］。
实际上本研究所得出的研究结论与 Macaro 的

二语写作认知过程理论非常吻合［22］。他认为二语

写作者利用短期记忆对写作任务要求进行理解，并

将写作任务要求与长期记忆中的语言知识进行匹

配从而确立写作目标，在写作过程通过短期记忆对

从长期记忆中所检索的语言 ( 母语或者目标语形

式) 进行评价、加工、修改从而最终形成句子或者句

子成分。在这一过程中二语写作者利用认知和元

认知的知识与能力，通过将短期记忆中的写作模型

或者正在进行的写作产出与内化了的语言模型以

及外部资源如词典、教科书、教学课件等进行比较，

从而对写作过程进行监控和检查。本研究认为，构

思过程即是写作者通过长期记忆中的语言知识与

写作任务进行匹配从而确定写作内容和写作目标，

而表达过程即通过短期记忆从长期记忆中进行检

索语言，形成文本。语言和语篇的监控贯穿从构思

到表达的整个过程。
( 二) 写作子过程与写作成绩的关系

本研究通过高低分组写作子过程的对比分析

以及写作子过程与写作成绩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

得到非常一致性的结果，即语言监控与写作成绩负

相关，表达、语篇监控与写作成绩正相关，构思过程

与写作成绩没有相关性。
构思过程与写作成绩之间没有相关性，这表明

构思过程中的内容并没有通过语言很好地表达出

来，从而没有对写作成绩产生积极作用。将构思内

容转化为文本，需要通过短期记忆从长期记忆中检

索语言，并进行监控从而形成文本［22］。这中间存在

着一个很重要的子过程，即表达和监控。如果英语

基础相对薄弱，尽管有很多的思想，但是无法表达

出来形成文本，或即使形成了文本，也缺乏语言的

监控，造成语言的错误过多，这就直接影响了写作

的效果。写作者尽管能在确定目标、审题、产生思

想 等 认 知 环 节 做 得 较 好，但 未 必 能 写 出 好 的

作文［16］。
表达和语篇监控对于写作成绩具有较好的预

·601· 福建农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年 第 18 卷



测效果，这说明写作中最重要的 2 个内容是语言表

达和组织结构。能够在这 2 个子过程中做得好意

味着可以获得较好的写作成绩。修旭东对于英语

专业学生的写作研究表明，组织思想、表达对写作

成绩的正面影响较大［16］。不少的写作研究表明，写

作者 的 许 多 困 难 实 际 上 是 表 达 能 力 缺 乏 造 成

的［23 － 24］。表达能力涉及词汇的表达和句子的表

达，在词汇表达过程中如果能进行词汇的替换、复

用和回避等，则既能提高写作的流畅度，还能提高

写作的语言衔接与连贯，因为文本的衔接和连贯一

部分是通过词汇的复现和同义替换来实现的。
语言监控与写作成绩负相关，这一方面是因为

当学生的语言基础较弱时，即使进行了语言监控也

未能发现错误，另一方面因为过分关注语言的错

误，而导致忽略了写作的交流质量，影响了写作成

绩。Bereiter 提出知识陈述型和知识转化型 2 种写

作认知模型，他们认为专家作者的写作认知过程是

知识转化型，其写作目标是进行有意义的沟通; 生

手写作者是知识陈述型，只是把与特定主题相关的

个人记忆一股脑儿全写下来; 较差的写作者其写作

目标主要是避免出错，因此会花很多的精力去处理

文字、句法问题，或者过分拘泥于完美的文句而写

出令人难以理解的文章［1］。Ｒaimes 也发现二语写

作者并没有受到对语言修改和纠正的影响［25］。这

说明语言的监控和修改等认知过程并不是对于每

一个写作群体都有积极影响，对于英语基础较差

者，应鼓励其写出意义明确和连贯的作文，而非语

言精确的文本。写作中的语言监控导致写作中既

要进行创造性思维的运用，同时还要进行批判性思

维的运用。Peter 认为这几乎是所有写作者所面临

的拦路虎［26］。他鼓励在运用创造性思维进行文本

写作的过程中，尽量避免同时进行批判性思维，要

在文本完成后再进行批判。

六、结语

上述讨论发现可以归结如下几个方面。
1． 通过因子分析程序可见，农业院校非英语专

业学生的二语写作认知过程的子过程为构思、表

达、语言监控、语篇监控，这一研究结果与既有的写

作认知过程理论有相似也有不同的地方。其可能

的原因在于研究对象是二语写作而非母语写作，同

时受到应试化环境的影响，写作认知过程中的某些

子过程如主题调整、检查等没有被本研究所发现。
2．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写作成绩与表达和语篇

监控呈显著相关。高分组与低分组在表达与语篇

监控过程的得分存在显著差异。这表明写作成绩

较好者通常在表达和语篇监控过程中做得更多或

者更好。这对写作教学的启示是要强化语言表达

策略和表达能力的训练，同时注意培养学生的语篇

意识。
3． 多元回归分析显示，对写作成绩具有显著预

测效果的是表达和语篇监控过程，而语言监控则对

写作成绩具有负效应值。这一研究结果符合知识

陈述型写作认知模式的相关理论，即写作水平较低

者，往往过分关注语言的表层问题，而忽视了写作

的交流目的，导致写出令人难以理解的文章。这启

发教师在写作教学中要引导学生保持写作中的连

贯和流畅，在写作过程中应尽量避免由于语言能力

的不足而带来的写作停顿。
应该注意到本研究的发现是探索性的，因为受

到下列客观条件的限制: ( 1) 研究工具本身的限制。
对于写作认知过程的研究仅仅依赖于问卷调查所

获得的数据，这会对研究结果的准确性产生一定的

影响。对于这一具有心理学特征的领域，在条件具

备的情况下，可以考虑通过屏幕录像以及输入日志

等现代计算机辅助工具来记录二语写作中的行为，

透过行 为 分 析 认 知 过 程，能 有 效 改 进 研 究 质 量。
( 2) 样本范围的限制。尽管是大样本，但样本具有

地域和学校类别的局限性，对部分研究结果会产生

影响。后续的研究可以考虑从以上 2 个方面进行

改进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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