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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英语作文中的语言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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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语言回避现象问题在大学英语作文中极为常见,它不仅直接制约作文的质量与水平,还会严重影

响英语表达的地道性、准确性和多样性。运用分析和访谈等研究方法、手段,研究了大学英语作文中常见的语言

回避现象及其产生的原因。研究结果发现,学生作文中涉及语义和功能的常见语言回避形式有9类,其产生的

原因表现在7个方面。在深入分析研究结果的基础上,借助语块教学理论,提出了克服语言回避现象和有效提

高大学生笔头语言交流能力的3种(强调常写、写长,写作前进行有效语言形式输入,培养用英语思维)教学

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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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试行)》把“写”的教学

目标定为“较高要求”,放在与“听”“说”“读”同等重

要的地位[1-2],这无疑给大学英语写作教学的改革与

创新带来了难得的机遇和挑战。随着大学英语写作

教研的不断深入和其教研成果的普遍推广应用,大
学英语作文水平在谋篇布局、语言形式变化、语言流

利程度等方面确实有了较大的提高,但与听、读、说
等技能相比,写作能力的提高还相对滞后。这个公

认的事实说明英语写作是阻碍学生书面交际能力提

高的瓶颈,也是其成为语言教学研究热点的原因所

在。从国内已有的二语写作文本单一层面研究来

看,专门研究探讨语言回避问题的尚未见报道,特别

是从语言特征和教学对策2个层面进行交互研究的

就更未涉猎。
笔者曾多次参加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和国家

非英语专业硕士英语考试的作文评卷工作,发现大

学英语作文中比较突出的问题主要是语意不清、语
汇单调、缺乏变化和中式英语。这种书面语言交际

能力缺失,在作文中的集中表现形式是语言回避现

象(languageavoidance)。如果我们一味容忍语言

回避现象在作文中的存在,势必会严重制约着语言

表达的多样性、生动性、得体性和准确性,使学生无

法用准确、得体、流利、自然和地道语言表达出色的

新思想,最终会影响书面交际的质量与效果。为此,
本文将试图从观察、记录、归纳大学英语作文中的常

见典型语言回避形式入手,采用定性研究中开放式

访谈的常规方法,分析语言回避现象产生的原因,最
终探索和提出克服语言回避现象的有效途径与

对策。

  一、研究设计

1.研究对象和工具

研究对象为华中农业大学2008级大学英语本

科的2个自然班,共68名学生。他们均修完了大学

英语三级,正处于大学英语四级学习阶段。为了客

观、真实了解学习者作文中语言回避现象,本研究采

用的研究样本是学生第四学期中的4次英语作文,
在观察、记载和归纳出作文中语言回避类别的基础

上,还运用开放式访谈和结构式问卷,以获得语言回

避现象产生原因的数据。

2.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取的是基于作文文本进行观察、记载

和归纳的研究方法。为证实造成作文中语言回避现

象的原因,确保数据的信度与效度,除了通过问卷去

获得语言回避频率外,还从研究对象中抽取了代表

好、中、差3个水平层次的部分学生进行个别或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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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访 谈 围 绕 作 文 中 语 言 回 避 现 象 的 话 题 展

开[3-5]。

  二、数据统计与分析

根据语言表达多样性、地道性和准确性的原则,
笔者借助四级作文练习中语言回避现象进行了综合

分析、判断和归纳,按照其结构和用途分类,结果发

现学生实际书面语篇中的语言回避呈现出9类共性

特征。然后把这9类语言回避作为分析中的自变

量,制成从“总是”到“从不使用”5个等级的利克特

量表(5-pointLikert-scale)问卷,运用社会科学统计

软件包(SPSS)进行自变量描述性统计,从而获得学

习者使用语言回避类别的频率数据。
表1 语言回避频率描述性统计分析

类别 均值 标准差 频率/%

复杂句回避 3.69 1.225 36.8

确切词回避 4.07 1.297 57.4

下义词回避 4.12 0.955 41.2

名词性从句回避 4.19 1.110 52.9

恰当词回避 4.31 0.996 55.9

强意词回避 4.40 0.900 58.8

地道词回避 4.43 1.041 67.6

语用回避 4.53 0.954 73.5

掉尾句回避 4.56 0.720 66.2

  表1中是9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表中

的均值可以看出,在语言运用中回避类型人数比例

最高的是语用回避和掉尾句,但从语言回避类别的

频率看,语用回避最高,其次是地道词和掉尾句的回

避,其余依次是强意词回避、确切词回避、恰当词回

避、句词性从句回避、下义词回避和复杂句回避,下
义词和复杂句的回避频率最低。表1中的数据显

示,确切词和复杂句二教回避的标准差与频率离中

趋势最明显,说明学生在回避确切词和复杂句时的

频率差异最大。
出于方便区分的考虑,下面分别用A和B列出

各种回避原形与回避对象,A指作文里替代形式的

表达,而B表示回避的目标对象。

1.词语回避实例

(1)用上义词(hyponym)而避免用下义词(sub-
ordinate),导致表达内容不准确。

A.蔬菜(vegetable)

B.莴巨,卷心菜,菠菜,胡萝卜(lettuce,cab-
bage,spinach,carrot)

A.花(flower)

B.兰花,黄水仙花,郁金香,茉莉花,仙人球,杜
鹃花(orchid,daffodil,tulip,jasmine,cactus,

azalea)
(2)用常用的一般同义词来代替表达所需的最

恰当词语。

A.取代(replace)

B.代替(substitute(for))

A.由…组成(consistof)

B.构成(constitute)

A.记住(remember)

B.回忆(recall)
(3)用母语迁移的词汇,取代英语地道的表达

方式。

A.黄色书刊(yellowbooksandmagazines)

B.黄色书刊(pornographicbooksandmaga-
zines)

A.老芹菜(oldcelery)

B.老芹菜(overgrowncelery)

A.用心工作(putheartintowork)

B.勤奋工作(workindustriously)
(4)用迂回的转述代表确切明晰的简单词汇。

A.睡一会(sleeplightlyforashorttime)

B.打盹儿(doze)

A.不成功(don’tsucceed)

B.失败(fail)

A.停电(electricity’sbeingoff)

B.停电(powerfailure)
(5)用弱意词代替强意词。

A.希望(wishfor)

B.请求,祈祷(prayfor)

A.生长(grow)

B.茁壮成长(thrive)

2.句型回避实例

(1)用简单句取代复杂句。

A.她坚持要我卧床休息(Sheinsistedonmy
stayinginbed.)

B.她坚持要我卧床休息(SheinsistedthatI
shouldstayinbed.)

A.前门朝院子开着,院子里种了4棵枣树(The
frontgateopenedonayard.Fourdatetrees
stoodintheyard.)

B.前门朝着种有4棵枣树的院子开着(The
fontgateopenedonayardwherefour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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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esstood.)
(2)用松散句代替掉尾句。

A.当所有其它通过课程考试的方法行不通时,
他刻苦学习(Hestudiedharderwhenall
other possible methods of passing the
courseprovedunworkable.)

B.当所有其它通过课程考试的方法行不通时,
他刻苦学习(Whenallotherpossiblemeth-
odsofpassingthecourseunworkable,he
studiedharder.)

(3)用定语从句代替名词从句。

A.这就是他们制作模型的方法(Thatwasthe
waytheymadethemodel.)

B.这就是他们制作模型的方法(Thatwashow
theymadethemodel.)

A.我们讨论的问题是去何处买便携式电脑

(Thequestionwediscussedwaswherewe
weretopurchasetheportablecomputer.)

B.我们讨论了去何处买便携式电脑的问题(We
discussedthequestionwherewewereto
purchasetheportablecomputer.)

3.语用回避实例

A.不知能否以快餐代替(IwonderifIcould
takefastfoodinstead.)

B.我最讨厌吃快餐(Fastfoodisthelastthing
Ineed.)

A.我不喜欢给张敏送包裹(Iamtiredofdeliv-
eringtheparceltoZhangMin.)

B.我认为给张敏送包裹是非常荣幸的事(Ifeel
itagreathonortodelivertheparcelto
ZhangMin.)

以上例句表明,学生作文中出现的这些语言回

避现象,必定有其内在的原因。为了弄清楚语言回

避的原因所在,我们把前面从作文中观察的9种语

言回避类型列一个表,然后,根据这个制作好的工具

表中的指标项分别对28名研究对象进行了个别或

小组开放式访谈,详细记载访谈的内容,最后,将
笔录进行分析整理,归纳出导致语言回避的主要

原因。从表2显示的数据得知,导致语言回避的主

要原因有7种。因为不会用确切词为回避其使用的

学生比例最高,占总数的92.8%,其余回避的原因

依次是不知道、语言意识不强、词汇缺乏、句法不好

和区分不开。由此可见,作文中语言回避现象产生

的根源除了缺乏系统交互式写作训练之外,还与二

语学习者在发展中介语时只注重规则学习(rule-
basedlearning),忽 视 范 例 学 习(examplar-based
learning)Skehan)有密切关系,而后者范例学习就

属语块学习理论的范畴[6-8],也就是说学习者在学习

过程中只重视语言知识规则的掌握和积累,放松了

融语法、语义、语境功能于一体的语块学习(Nat-
tinger&Decarrico)。

表2 语言回避原因统计分析

类别 原因 人数 百分比/%

强意词回避 区分不开 14 50.0

名词性从句回避 句法不好 15 53.5

复杂句回避 句法不好 16 57.1

恰当词回避 不会用 18 64.2

掉尾句回避 语言意识不强 18 64.2

下义词回避 词汇缺乏 20 71.4

地道词回避 不知道 25 89.2

确切词回避 不会用 26 92.8

  三、克服语言回避现象的教学对策

通过以上分析讨论,不难看出造成语言回避现

象的原因主要有语汇缺乏,使用不当,语块意识不

够,句法知识不扎实,训练方法欠妥等。尽管原因复

杂,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教师没能引导学

生将学习的重心逐步转向对语块的关注和吸收,忽
视了学生英语思维习惯的培养。为了有效提高学生

的笔头产出交际能力,根据研究分析结果,我们在教

学过程中采取了如下对策,以帮助学生克服语言回

避现象。

1.强调常写、写长的方式学习外语

针对学生因词汇缺乏,记不住,不会用等而采取

回避的问题,笔者认为要掌握语言的一些常用基本

预制构件,必须靠大量的系统而又多形式的操练才

得以实现[8-10]。写作技能是写出来的,不是教出来

的。学生体验外语写作的机会越多,外语技能就掌

握得越好。因此,教师应想方设法,下足功夫,为学

生设计出有内容可写,愿意写,能够写,写得长的写

作任务,写长能激励学生聚焦于新的词汇、句型等语

言形式,给学生提供一个综合操练英语的平台,创造

条件最大限度地发挥学生的学习潜能,通过向超量

极限写作练习要质量,帮助学生加速已获输入知识

向运用层面转化。

2.写作前进行语言形式输入

语法、词法不好在作文中的直接反映是语言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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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单调、语误频出,解决的对策是教师应提炼出与写

作任务相关的典型有效输入给学生[11-13],尽量挤压

学生作文写作中犯错误的空间。这种输入可以是词

语、句子句法结构语言形式,也可以是篇章话题语言

形式和功能语句语言形式,依教学计划和学生的学

习情况而定。
根据Swain[4,8,11]的“可理解输出”假设,提供一

定量的英语输入进行有意识输出性写作训练,让学

生高频率接触正确、地道的语言输入,有助于有效习

得语言,因为学生在写作过程中注意所表达意思的

同时,必然会注意语言形式的运用,而注意(noti-
cing)是学习语言的必要条件。此外,Long[4]所提出

的“聚焦于意思交流的语言形式”(FocusonForm)
二语习得方式也主张,学会运用语言应将注意力集

中于意义和形式。

3.增强语块意识,培养用英语思维的习惯

语言表达的准确性和得体性与语言思维习惯有

关,培养英语思维意识有助于克服“汉式英语”和母

语的负迁移问题。Cook指出,“人们对事物记忆的

好坏主要取决于大脑对信息处理的深度。对孤立的

词重复是一种浅层处理,记忆效果差;将词与所在的

语法结构结合起来,则是一种较深层的处理,记忆效

果较好。”[5,6,14]显然,语块在语篇中具有多种功能,
它集意义和功能于一体,不失为培养学生用英语思

维的一种好途径。在教学策略上,教师应有意识地

把学生从二语发展模式中的规则学习(rule-based
learning)引导到范例学习(examplar-basedlearn-
ing)上来,而这种范例学习就等于语块学习[5,15,16]。
就具体教学方法而言,教师要帮助学生识别、注意、
接触、熟记、背诵、归纳和操练各种语法化了的语块。
事实上,学生的语块意识越强,如此记忆的语块就越

丰富和牢固,写作时也就越能灵活和恰到好处地运

用所储存的词汇、习语和句型输入。

  四、结 语

通过以上例证分析,我们十分清楚地认识到,对
作文中语言回避不可忽视,必须在教学中予以足够

的重视,并采取得力措施系统而又有针对性地加以

克服。反之,如果忽视语言回避在语言发展过程中

的被动性和不确定性,那就等于容许中式英语的存

在,其结果势必会使中国英语学习者的书面语言单

调、乏味、缺乏感染力,甚至影响语用的准确性和语

言的得体性和流利性[10,17-18]。只要我们高度关注语

言回避现象,坚持跟踪学生的笔头产出语言的发展,
全面规划写作教学,有的放矢地把教学对策运用于

写作训练的全过程,学生作文中的语言回避是会逐

步消失的,书面产出语言的水平必将会得到稳步

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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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tudyofLanguageAvoidanceCategoriesinCollege
EnglishCompositionsandtheirTeaching-learningCountermeasures

YANGGuo-hua
(CollegeofForeignLanguages,HuazhongAgricultural

University,Wuhan,Hubei,430070)

Abstract InthelightoftheprominentproblemsincollegeEnglishcompositions,scholarsabroad
andinChinahaveconductedalotofresearchonteachingcontent,teachingmethods,teachingmodes,

etc.andharvestedsomesuccesseswithpracticalvalues.However,fromtheperspectiveoflanguageex-
pression,thefrequentappearanceoflanguageavoidance,ifignored,islikelytonotonlyhaveanimmedi-
atenegativeeffectonthecompositionquality,butalsoseverelyspoilthelanguageidiomaticality,accura-
cyandvariety.Therefore,itisofgreatsignificancetoresearchintolanguageavoidanceandworkoutso-
lutionstoit.Languageavoidanceinvolvescomplexreasons,butthroughpersonalinterviewdataanalysis
wecomeupwiththefindingthatitischieflyconcernedwithlearningstrategiesandlanguageacquisition
patterns.Onthebasisofthisfinding,weassumethataslongaslearnersmakeadjustmentsinlearning
strategiesandmethods,theyareabletoremovelanguageavoidancesuccessfullyandproduceadequate
languagesubsequently.Havingstudiedlanguageavoidancethispaperhasclassifiedlanguageavoidance
intoninecategoriesbymeansoftextobservation,note-takingandinterview,analyzedtheirunderlying
reasons,thenwiththeassistanceoflexicalchunks,proposedthreeeffectivecountermeasuresconcerning
howtoremovelanguageavoidanceandtoimprovecollegestudents’Englishwritten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Keywords collegeEnglishcomposition;languageavoidance;reason;countermeasure;language
pieceofconscious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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