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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udy researched the developmental features of vocabulary acquisition in English 

writing of Chinese university students on the basis of the Production-Oriented Approach (POA). 

The microgenetic method and corpus method were also used to serve the purpose. The researchers 

found that POA is viable in the teaching of college English writing; the multi-level teaching of 

vocabulary helps the students with a support and a stronger sense of multiplying their vocabulary; 

the microgenetic features of vocabulary in English writing indicate that teachers should render more 

help to students who cannot write eff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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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研究基于“产出导向型教学法”理念，使用微变化和语料库的研究方法，探究

了大学英语写作中词汇习得的发展特征。研究结果发现：该方法在大学英语写作教学中可行；

词汇层次教学能够使学生有清晰的词汇应用意识和依托；微变化的写作词汇习得发展特征提

示教师应更多关注学生低谷状态的习得情况，从而真正、全面提高学生的英语写作水平。  

1．引言 

“产出导向型教学法（POA）”的理念由文秋芳教授在其“输出驱动假设”（2007）和

“输出驱动—输入促成假设”（2014）的基础上，于2014年提出的较为完整的英语教学理论

体系。该体系包括教学理念、教学假设和以教师为中介的教学流程三大部分（文秋芳，2015），

其特征为教学流程由“驱动”、“促成”和“评价”三部分组成；既强调产出过程，又强调

产出结果；教师的中介作用体现在教学流程各个环节中。 

随着POA理念的提出和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国内外越来越多的专家和英语教育者已经开

始自主地将这种理念应用于英语教学和研究；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英语学习者正在开始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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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方法作为辅助手段应用于自己的学习中。且不论成效如何，单就其影响的范围和力度来

说，这种“本土化”外语教学理论已不能忽视；而且，如何将这种方法系统地应用到教和学

的实践中去，已经成为摆在现代外语教育者面前的一个绕不开的问题；或者可以这样说，该

理念所提出的手段和方法为大学英语写作的教学带来了新的契机（刘洁莹，2015）。 

2. 英语词汇教学 

词汇是英语学习的基础。但长期以来，中国英语学习者包括大学生在语言输出端的词汇

能力整体上非常贫乏，其重要表现就是“词汇石化”现象（fossilization）。从写作词汇使用

的表现来看，中国大学生在英语写作时，较少主动或有效地使用最近学习过的词汇，绝大多

数词汇还停留在初中或者高中较为简单的词汇阶段，其结果就是语言无味、表现力差，测试

中的表现是往往因为词汇的不当或不足使用而大幅度丢分。从深层次原因看，Selinker（1972）

将其定义为一种心理机制，认为这种机制决定了学习者语言中的石化行为（文秋芳，2011）。 

3. 微变化的研究方法 

微变化研究法（mecrogenetic method）是近年来认知心理学领域中兴起的一种研究方法。

所谓微变化方法，就是“在重复多次的测试或观察的时间里，给研究对象重复尝试同样的问

题或同类的问题，通过密集的观察，最终能够达到准确描述和了解发生着的变化（Miller & 

Coyle, 1999）。”该方法主要用于探究认知发展轨迹与机制，侧重研究群体或个体发展过程

中的变异性（周丹丹，2012）。换句话说，该研究方法更加侧重“过程”的研究。据权威专

家预测，这种动态的研究方法将最终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主流研究方法。 

4. 研究综述及研究问题 

4.1 英语写作词汇的“石化”现象 

Selinker（1972）最早提出“石化”的概念。1992年，他又把这个概念重新定义为“学习

者中介语停止的过程，表现为持续稳固的非目标与结构”。这样就将石化的定义扩展到最终

的语言获得（文秋芳，2011）。根据文秋芳教授的梳理，对于有关石化成因的解释主要有以

下几种：1）生物解释论，其代表人物Lenneberg（1967）等认为，如果在语言关键期之前没

有发展相应的二语次系统，那么语言习得很难有更大的进步；2）交互作用说，该理论的提出

者Vigil和Oller（1976）认为，语言的石化不仅包括错误的语言形式而且包括正确的语言形式，

对语言石化现象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是语用的方面的问题（陈慧媛，1999）。防止石化的理想

方法是肯定情感反馈和否定的认知反馈；3）文化适应模式，提出者Schumann强调二语学习

者对目标语文化的接受程度决定了语言学习是否成功以及所能达到的水平。在写作教学实践

中，笔者也能强烈地感受到学生的词汇固话或石化的现象。 

4.2 关于英语写作词汇习得的研究 

英语写作词汇习得研究多数为实证研究，如聂文杰和李世民进行了用英语写作促进词汇

习得的实验，发现教师对词汇使用的明确导向要求能够促进学生对词汇的应用和记忆（2016）。

刘晓树则认为：对词汇广度和深度知识习得较好的学生更能有效提高英语写作水平（2013）。

褚艳（2009）认为词汇产出能力直接影响其作文质量，其研究同时证明网络自主学习对学习

者的词汇习得及产出能力的积极作用。但是，从以上的研究可以看出，英语写作习得的输入

显然不是系统的，这会造成学生在写作中对于词汇的应用意识和层次意识相应地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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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英语写作微变化研究现状 

根据动态系统理论（dynamic systems theory）的观点，语言系统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系统，

语言包括二语习得具有动态的、复杂的和变异的特点。微变化研究法强调语言能力变化的复

杂性和不可预知性，契合了动态系统理论的语言习得的观点（周丹丹，2012）。写作习得的

微变化研究国内很少，但使用该方法的研究近几年有增加的趋势。李利英进行了英语写作动

态评估过程的微变化研究（2015），但研究对象为高中生。张燕敏进行了基于语料库的二语

写作语体词汇维度微变化研究（2016），但没有进行写作干预的专门指导环节。 

4.4 研究问题 

综上所述，在当前我国英语教学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和英语教学已经进入大数据时代的背

景下，我国的大学英语教学和研究尚处在传统英语模式和信息化手段并存的阶段，亟需进行

可靠的理论创新和教学方法的研究与实践。本研究即是基于“产出导向型教学法”的理念，

重点研究以平台为手段的大学英语写作教学的词汇习得问题，研究视角为微变化层面。本研

究的研究问题如下：1）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英语写作词汇呈现怎样的输出演进模式？2）

写作词汇层次的输入指导能否起到预期的效果？ 

5. 研究方法 

5.1 研究平台 

本实验主要是基于英语写作批改平台句酷批改网来实施。 

5.2 被试者 

本实验选择参与本项目意愿较强的30名大二学生进行系统的微变化教学实验（为保证沟

通管理方便，实验人员选择了来自同一专业的学生。该30名学生经本校开发的CASEC英语考

试系统测试，成绩处于中上等），教师以周为单位向学生布置写作任务并上传句酷批改网。 

5.3 POA教学法研究步骤与数据收集 

研究人员自行开发了基于各个层次的中国英语学习者的英语词库和写作词库。该词库按

照学习层次分为初中、高中和大学英语四级难度；又将每个层次的高频词汇进行横向和纵向

汇总，供课堂讲解和学生修改词汇使用（促成环节）。在教学指导环节，教师规定：同一高

频单词，如果在同一篇作文使用超过了两次，必须查询改写作词库，使用同义词表达，不允

许出现重复使用的情况。我们将词汇最高难度定在大学英语四级的主要考虑是：一，学生所

处的阶段；二，如能将大学四级难度的单词成功应用到写作中，已经是较高水平的产出结果。 

项目组教师对30名学生进行写作纸质前测，以备后续研究使用。从第一周开始，在课堂

上讲授本周写作任务，使用相关写作素材与学生进行现象分析、观点讨论和逻辑整理，重点

是本周写作任务可能用到的高频词汇和场景词汇（驱动环节）。每周写作部分授课结束后，

在批改网上为学生布置本周写作作业（长度为大学英语四级考试要求字数：120到180字）。 

学生在批改网上完成作业后，将平台反馈的分数和修改建议（评价环节）截图、导出作

文的电子版并进行修改（记录每次平台的词汇修改建议）。对于词汇搭配等方面的疑惑，指

导学生查阅“微软必应词典”（Bing Dictionary）英文单词解释；如有进一步疑惑，指导后者

查阅“美国当代英语语料库（COCA）”观察某词的前后共现搭配，以彻底解除疑惑（这个

方法有些难度，但考虑到学生主要是观察某个词的前后共现搭配，难度不是很大）。如果还

有无法解决的词汇方面的用法，学生将其记录下来，通过 “微信”或“微信网页版”本周内

向教师咨询。如有不认识的单词，首先通过网络字典进行自学（促成环节）。在每周的写做

任务完成回收后，教师对学生写作任务的整体问题进行课堂讨论讲解（评价环节），然后指

导学生将修改后的写作作业再次以电子版提交以巩固学习效果和观察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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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一周开始，研究教师每周将学生的作文从批改完导出并存档，本学期12周写作教学

结束后，再布置一篇纸质写作作为后测（为保证样本数量较为整齐，研究人员人为控制了后

测字数，方法是提前告知学生前测的字数，在后测写作时将字数控制在前测基础上加减5个单

词的范围内）。教师整理本学期的学生作文建成第一学期微型研究语料库并根据研究需求进

行语料标注。稍后，根据观察结果，又使用“问卷星”对30个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 

5.4 研究工具 

平时的写作主要使用AntConc3.2.1w进行研究；前、后测结果使用SPSS统计软件进行统计。 

6. 结果和讨论 

6.1 前测和后测的对比分析 

为了对比本学期写作词汇层次习得的总体变化和本研究的教学效果，我们将前后测的主

要考察结果进行了配对样本t检验。 

表1 个人习作类符/形符比配对样本t检验结果 

前测 后测 t p 

N MD SD N M SD 
-2.335 0.043 

10 0.3310 0.2885 10 0.3510 0.3281 

表1显示了受试学生前测和后测的类符/形符比。这个指标能够大体观察学生的用词丰富

程度。从检验结果看，前后测的平均成绩为0.3310和0.3281，t值为-2.335，p＜0.05。这说明经

过一学期的语言实验，学生的用词丰富程度得到了显著提升。 

研究人员也观察了前测后测词语使用错误（包括搭配、语体、词形变化、词性、拼写等）

的检测结果，毕竟，用词丰富是一个方面，能否正确使用是另一个方面（见下表）。 

表2 个人习作词语使用错误配对样本t检验结果 

前测 后测 t p 

N MD SD N M SD 
2.753 0.022 

30 12.20 1.8738 30 10.60 2.5033 

从表2可以看出，受试的30位学生在整体上经过一个学期的学习，词语使用错误下降幅度

较大（p=0.022＜0.05），达到显著水平。但是标准差在后测中增大，说明不同的学生的下降

幅度不一样。考察原始分数，个别学生有写作错误有未下降的情况。 

为了检验受试学生对不同层次词汇的掌握程度，笔者对三个层次的单词使用情况进行了

考察，结果如下： 

表3 三个学习层次词汇变化结果（使用配对样本t检验） 

单词层次 
前测 后测 

t p 
N MD SD N M SD 

初中 30 116.4 9.7661 30 100.9 10.2464 3.345 0.009 

高中 30 25.00 4.6188 30 35.60 11.4523 -2.939 0.017 

四级 30 0.70 1.0594 30 6.00 2.7080 -5.618 0.000 

表3表明，在后测中，受试学生使用初中水平的英语单词的数量大大减少（p=0.009＜0.05，

与前测相比，差异显著），而高中英语单词的使用显著增加（p=0.017＜0.05）。以上结果表

明，在本研究中，教师对于学生的明确的词汇层次的指导取得了明显的效果。然而，后测中

大学四级水平的词汇的增长虽然也达到了显著水平，但是，考察原始成绩和表中平均值，这

个数量与作文总字数相比还是很小的，远未达到实验教师的理想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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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历次写作微变化分析 

在写作词汇的微变化研究层面，研究人员关注的是每个学生同样的维度中的变化过程，

即：类符/形符比、词语使用错误、三个层次上的单词的使用比例变化。由于微变化的结果繁

杂，图表众多，不方便在此一一列出（详细的表格仅供计算结果和作与学生沟通反馈之用），

笔者谨举出一名较为有代表性的学生（以下称S3）的例子，足可窥全貌。 

0.3

0.35

0.4

0.45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图1 S3个人习作类符/形符比各次变化情况 

从图1可以看出，S3的写作类符/形符比呈现高低起伏状态，但经过与该生前后测的该项

指标对比后（分别为0.37和0.39）可以发现，总体上，该生的这项指标呈上升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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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图2 词语使用错误变化趋势 

图2表明，该生的词语使用错误的微变化也呈不规则的趋势，与前测相比（11个），该生

写作过程中的词语错误数量有升有降，有的词语错误已经降到了6个，但是，该生在后测中的

该项指标为10个。与前测比，这个降幅并不明显，说明该生的语言基础，尤其是词汇意义或

理解方面仍然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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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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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S3三个学习层次词汇变化结果 

根据图3显示，S3在整个实验过程中的总体趋势是：初中词汇占多数，其次为高中词汇，

再次为大学四级词汇。然而，与其前测成绩（分别是127、30、3）和后测成绩（分别是97、

53、7）相比，图中的结果比较接近该生的真实的写作中的词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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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语 

本实验结合大学英语教学实践，证实了“产出导向型教学法”与大数据的综合方法在大

学英语写作教学中的可行性。写作词汇教学的分层方法也较为有针对性和创新性；微变化的

研究方法观察到了学生的波浪式的进步过程。但是，本研究也存在部分不足，如，本研究的

受试学生较多，对于学生的更多的写作细节如学生的什么词性习得更加容易、学生在写作具

体的主题稍难的篇章时的心理和行为过程如何影响词汇选择、男女生在写作词汇微变化的诸

方面是否会呈现不同的趋势等方面都没有关注，这些都应该是以后词汇研究应该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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