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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英语概要写作中存在的问题与教学建议

王彦鹏

（南京市江宁高级中学， 江苏南京　 ２１００００）

【摘　 要】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南京市高二英语期中统考试卷首次出现概要写作的新题型。 概要写作是一

种综合性写作任务， 分为阅读和写作两个部分， 是对学生阅读能力、 理解能力、 判断能力、 概括能力、
表达能力和思维能力等多方面的综合考查。 文章阐述了概要写作的背景、 理论依据、 内涵及考查目标，
通过分析学生的写作样卷， 总结了概要写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并提出具体的教学建议， 以期对教师概

要写作的教学有所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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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概要写作的研究背景

《国家中长期教 育 改 革 和 发 展 规 划 纲 要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 》 在 “考试招生制度改革” 部

分提出， 要深化考试内容和形式改革， 着重考查

综合素质和能力［１］。 《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

（实验） 》 提出， 基础教育阶段英语课程的总目

标是培养学生的综合语言运用能力并在语言技能

八级目标中要求学生能根据课文写摘要［２］。 《普
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 （２０１７ 年版） 》 在 “学业

质量水平 （二） ” 中明确指出： 学生应能识别语

篇中的主要内容和相应支撑论据， 能概述所读语

篇的主要内容或续写语篇， 能在表达过程中有目

的地选择词汇和语法结构， 确切表达意思， 体现

意义的逻辑关联性［３］。 浙江省作为新高考改革的

试点省份， 自 ２０１６ 年开始率先在高考英语考试中

引入全新的写作题型———概要写作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ｗｒｉｔ⁃
ｉｎｇ）， 这无疑是为适应普通高中课程改革、 考试制

度改革， 培养学生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的又一举措。

二、 概要写作的理论依据及内涵
Ｋｒａｓｈｅｎ 提出的 “可理解性输入假说” （Ｃｏｍ⁃

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ｂｌｅ Ｉｎｐｕｔ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认为， 语言输入的

必要条件主要有两个： 一是足够量的输入材料，
二是材料的易读性和能懂性， 这样外界信息才能

得到有效传递［４］。 基于输入假说， Ｓｗａｉｎ 提出

“可理解性输出假说”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ｂｌｅ Ｏｕｔｐｕｔ Ｈｙ⁃
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认为成功地习得语言仅靠语言输入是不

够的， 还须进行大量的语言输出， 即输入与输出相

辅相成， 缺一不可［５］。 文秋芳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

出输出驱动假设理论， 认为没有输出驱动的学习过

程， 即便有高质量的输入， 其习得效果也有限［６］。
概要写作是一种控制性写作任务， 包含阅读

和写作两个部分。 它需要学生阅读语言材料， 准

确把握篇章的主旨大意、 内部结构及段落要点，
并通过分析、 判断、 归纳与概括等思维活动对原

文内容进行浓缩和再次加工， 最终形成一篇忠于

原文、 转述准确、 语言简练、 要点齐全、 衔接连

贯的短文［７］。 可见， 概要写作是读与写的结合

体， 存在 “输入与输出” 相互促进的正迁移。 一

方面， 阅读有助于获取信息， 甄别主要信息和次

要信息； 另一方面， 写作能有效促进语言知识的

内化， 将 “可理解的输入” 通过自己的语言转化

为 “可理解的输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