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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This study uses CiteSpace to analyze research trends in writing for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CSL) in the CNKI database. The field of CSL writing is cur-

rently rapidly evolving. Writing assessment research primarily examines linguis-

tic differentiation features and their predictive ability on writing quality. Writing 

teaching research encompasses empirical summaries, teaching methods, and 

teaching materials. The articles explore teaching methods and their effectiveness 

in practical applications. It also analyzes Chinese learners' writing features and 

errors from a linguistic perspective. Additionally, it investigat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n writing, such as task type, task complexity, and genre. The article 

concludes by offering insights into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in CSL writing. 

Keywords 

L2 Writing; CSL; Hot Topics; Visual Analysis; CNKI Database    

 

引言 

汉语二语教学领域普遍认为写作教学是较为薄弱的一项，也是学习者

亟需攻克的难点，汉语二语写作研究日益受到重视（莫丹、胡笑梅，

2023）。汉语写作对于学习者，不仅涉及到语言知识的应用，还包括

对文化背景、语篇结构、逻辑表达等多方面的理解和运用（祝秉耀，

1984；南勇，1994）。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汉语二语者写作研究取得

了一定的发展。从早期的侧重语法和偏误的研究，到后来关注写作过

程、任务类型和写作质量的研究，该领域已经逐渐形成了一个多元化、

综合性的研究体系。因此，为深入了解当前汉语二语写作研究的现有

成果和未来趋势，已有学者对其进行了一定梳理(如莫丹、胡笑梅，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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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玮奇、周斐，2024),但受限于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目前暂未全面展

现该领域的现状及发展。所以，本研究结合 CiteSpace 的知识图谱分

析，总结了当前汉语二语写作研究的发文趋势、主题构成、研究热点

等，并分析和讨论了该领域的主要研究内容。 

 

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 

Citespace 是一个用于可视化和分析科学文献网络的工具，旨在帮助研

究人员探索和理解学术领域的知识结构和演化。Citespace 的核心功能

是将大量的科学文献数据转化为可视化的图形表示。在这个图形中，

节点代表论文或作者，边代表它们之间的引用关系。通过这种方式，

Citespace可以帮助研究人员发现关键的作者、重要的论文和研究趋势。

这种可视化的表示方式可以帮助研究人员更好地理解学术领域的结构

和演化过程。Citespace 提供了一系列功能强大的分析工具，包括路径

分析、聚类分析、时间线分析等。路径分析允许用户发现两个节点之

间的最短路径，帮助揭示研究主题之间的联系。聚类分析可以将文献

网络中的节点按照相似性进行分组，从而发现学术领域中的子领域或

研究方向。时间线分析则可以显示研究领域随时间的变化，识别出重

要的里程碑和学术事件。Citespace 还提供了一些定量指标，例如论文

被引频次、作者合作强度等，帮助研究人员评估文献网络中节点的重

要性和影响力。这些指标可以帮助研究人员更好地了解学术领域中的

知名学者、研究热点和学术合作关系。因此，本文采用文献计量学方

法，借助知识图谱绘制工具 CiteSpace 软件梳理分析中国国内汉语学

习者的写作研究。 

 

数据来源 

为保证引文的科学性和专业性，在对中国知网数据库（CNKI）进行检

索时，文献的来源限定为中国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CSSCI）及其扩展

版、中文核心期刊数据库（北大核心）以及国际中文教育领域内重要

的专业期刊，如《国际汉语教学研究》《国际中文教育（中英文）》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等。主题检索词为

“写作”并含“汉语二语”、“中文二语”、“汉语学习”“中文学习”，同时对

检索到的综述类研究所列的参考文献进行人工逆向检索，以便对数据

库检索结果查漏补缺，时间截止到 2024 年 2 月。经过人工筛查后,最

终获得 121 篇有效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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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果及探讨 

年度发文趋势与来源分布 

在运用 CiteSpace 软件进行可视化分析前，先利用中国知网自带的统

计功能对文献数据的年度发文趋势和来源分布进行了统计。 

从图 1 可知，有关汉语学习者写作研究的文章呈波动性上升发展

趋势，大致可分为 2 个阶段：缓慢发展期（1982 年-2002 年）和波动

增长期（2003年-2024年）。第一阶段的发文量基本维持在 2篇左右，

最早是 1982年发布在《语言教学与研究》期刊上的《浅谈外国留学生

汉语专业的写作课教学》。这说明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汉语学习者

的写作问题就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注。第二阶段的增长势头较为明显，

每年的发文量基本保持在 4篇以上，特别是在 2022年，有关汉语学习

者写作研究的文章达到了 11篇。这表明国内学者已充分认识到写作在

汉语教学中的重要地位，并从多个角度开展研究。 

 

图 1. 汉语学习者写作研究年度发文趋势 

 

从图 2 可知，在 121 篇的文献中，《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

语教学与研究版）》发文量最大，共 19篇，占比达到了 15.70%。其次

是《汉语学习》，共发表了 18篇，占比为 14.88%。其他期刊如《语言

教学与研究》《世界汉语教学》等也对汉语学习者写作研究较为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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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汉语学习者写作研究的来源分布 

 

高被引文献 

为了解国内汉语学习者写作研究中的代表文献，利用 CNKI检索页面提

供的统计数据对排列前十的被引文献进行了汇总（见表 1）。从表 1可

以看出，这些文献主要聚焦于两个方面：一是学习者写作的偏误研究。

在这些偏误中,语法、词汇错误占比最多，其次是语用和语篇的连贯、

衔接（辛平，2001）。但是，何立荣（1999）认为留学生在写作中往往

把注意力集中在遣词造句上，语句之间的衔接与语义的连贯是造成篇

章方面错误的主要原因。值得注意的是，高水平的学习者对于某些语

法点的使用也经常采取回避策略，使用频率并不高（黄玉花，2007）。

二是写作教学研究。对于教学理念，吴平（1999）和陈贤纯（2003）

都是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分析了学习者在写作时的心理过程和偏误

产生原因。对于教学模式，产出导向法在汉语写作教学中具有促学效

应（许希阳、吴勇毅，2016）。对于教学材料，南勇（1994）和陈作宏

（2010）都对教材编写提出了相关建议。并且，罗青松（2011）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较为系统地梳理了写作教学的相关研究及主要观

点。 

 

表 1. 汉语学习者写作研究高被引文献 

序号 文献名称 
被引

频次 
作者 

发表

时间 

1 
对 11 篇留学生汉语作文中偏误的统

计分析及对汉语写作课教学的思考 
278 辛平 2001 

2 对外汉语写作教学研究述评 271 罗青松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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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浅析留学生汉语写作中的篇章失误 234 何立荣 1999 

4 从学习策略到对外汉语写作教学 233 吴平 1999 

5 对外汉语教学写作课初探 180 陈贤纯 2003 

6 
“产出导向法”理论视角下的对外汉

语写作教学模式之探索 
175 

许希阳 

吴勇毅 
2016 

7 
韩国留学生汉语趋向补语习得特点

及偏误分析 
145 黄玉花 2007 

8 留学生的汉语写作教学刍议 124 南勇 1994 

9 
英语母语者汉语写作中的词汇丰富

性发展研究 
122 吴继峰 2016 

10 

对外汉语写作教学与写作教材建设

刍议——兼论《体验汉语写作教程》

的编写思想及特点 

105 陈作宏 2010 

 

研究主题与热点 

关键词反应研究主题（见图 3），汉语学习者写作研究的关键词共有

217个，通过 370条连线连接，节点密集，连线复杂。节点大小代表关

键词出现的频率，节点大证明该主题为研究重点。除了写作本身，图

中主要围绕 4 个关键词节点形成网络：写作评估（如写作质量、作文

质量、复杂度）；写作文本（如偏误）；造成语言偏误的因素（如母语

干扰、汉语知识）；写作教学（如写作课、写作训练）。 

图 3. 汉语学习者写作研究关键词共现图谱 



Wang Lujin 
 

 

 235  

 

通过绘制国内汉语学习者写作研究的关键词聚类知识图谱（见图

4），可以揭示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关键词聚类模块值（Q值）为 0.853，

说明聚类结构显著；聚类平均轮廓值（S值）为 0.976，说明聚类高效

且令人信服（陈悦、陈超美、刘则渊等，2015）。由图 4 可知，国内

汉语学习者写作研究的热点涵盖写作评估（如#2作文质量）；写作文

本（如#4辞格）；写作文体（如#6议论文）；写作理论（如#7复杂理

论）和写作教学（如#9 分组讨论）。其余是较为宽泛的聚类，如汉语

写作（#0）、写作（#1）等。 

 

 

图 4. 汉语学习者写作研究关键词聚类知识图谱 

 

研究内容 

根据上文中对高被引文献、关键词共现图谱和关键词聚类知识图谱的

分析，可以将国内汉语学习者写作研究分为以下四个方面。 

（1）写作评估研究。这部分研究主要探讨了语言区别性特征与写

作质量之间的关系。在词汇中，词汇广度知识、词汇错误比重、词汇

复杂性、词汇准确性、词汇多样性、名词短语复杂度等指标都能对写

作质量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莫丹，2015；王艺璇，2017；吴佩、邢

红兵，2020；王玲、孙金华，2022；吴继峰、陆小飞，2021）。在语法

中，文本的语法丰富性（语法多样性、语法复杂性、语法正确性）与

学习者语言水平显著相关（王浩学、程勇、胡晓清，2022；程勇，2022），

但是基于小句、T 单位等特征的传统句法复杂度指标对写作成绩的解

释力较弱（胡韧奋，2021）。在篇章中，文章篇幅、句号标点句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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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语篇衔接等指标具有较强的预测效力（吴佩、邢红兵，2020；王

玲、孙金华，2022；彭一平、胡韧奋、吴继峰，2023）。同时，随着计

算机技术的发展，写作智能评测研究有了更加丰富的技术手段和应用

场景（薛嗣媛、周建设、任福继，2023），面向汉语学习者的写作智

能评测是重要的研究方向（黄志娥、谢佳莉、荀恩东，2014；徐昌火、

陈东、吴倩等，2015）。值得注意的是，语言特征指标不仅可以评估

汉语学习者记叙文、议论文的写作质量，也可以区分学习者的学术汉

语表现（吴继峰，2023）。除此之外，也有研究表明内容质量与语言

特征都能显著预测写作成绩（吴继峰；2019，肖慧敏、徐彩华，2021），

甚至内容特征对学习者二语作文质量变异的解释最大（吴佩、邢红兵，

2020）。 

（2）写作教学研究。有关汉语学习者写作教学的研究十分丰富，

大致可分为经验性总结、教学方法研究和教材编写研究。 

首先是经验性总结，这部分文章主要是学者们根据自身经验和教

学理论对写作课提出了看法和建议。写作在语言技能中的重要性毋庸

置疑（祝秉耀，1984），但是写作教学却是一个比较薄弱的环节（南

勇，1994）。有的学者从认知加工的角度出发，认为写作的心理过程

存在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话语动机到深层结构；第二阶段是从深

层结构到表层结构。初、中级阶段写作课的任务是使学生在表达时语

言上符合汉语的习惯，只涉及到第二阶段，即深层到表层的转换过程

（陈贤纯，2003）。有的学者从汉语特点的角度出发，提出书面语教

学所特有的内容是语段、结构段、篇,因此应根据系统的等级观,要对

教学内容的等级、层次进行明确的划分（刘壮，2005）。汉语书面语

表达的特点和形式应该成为对外汉语写作教学和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王宇，2013）。实现这一教学目标的有效途径是在工作坊式的教学

环境中训练学生批判性阅读以及模仿写作的能力（徐晶凝，2017）。

除此之外，也应遵循“听、说、读”促“写”、渐进性、实用性等原

则，探寻科学有效的对外汉语写作教学模式（孙荔，2011）。多媒体

教学在优化写作教学过程、提高学习效率、建构新的写作教学模式等

方面也有重要价值（吴双，2009）。 

其次是教学方法研究，主要包括过程写作法和产出导向法。过程

写作法，指的是通过培养学生利用过程改进写作技能的教学方法，其

基本原则为充分调动学生的思维能力和表达能力，把写作过程分成几

个阶段,通过同学之间、师生之间的交流活动,全程关注学生写作的每

一个步骤,从而达到训练学生写作技巧的目的（唐曙霞，2003）。包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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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2008）针对过程写作法中的分组讨论，设计了具体的实施流程，

并调查了学生对分组讨论的想法和建议，结果表明分组活动不仅能够

减轻学生进行语言学习活动中的焦虑心理,增强其学习积极性和创造

性,还能够使学生开拓思路。同时，过程写作法也很重视反馈效用（莫

丹、胡笑梅，2023）。从反馈的内容来看，学生在写作课的学习中比

较重视词汇语法知识以及汉语表达习惯，对写作进步明显的感知体现

在写作速度的提高上（辛平，2009）。从反馈的主体来看，教师反馈

与同伴反馈都具有可行性与有效性，且“教师+同伴”是最为有效的写

作干预方式（莫丹，2018）。在线上写作课中，学习者同样认可同伴

互评的反馈方式，二语水平、评语质量、跨文化语境以及互评观念和

动机等因素会影响学习者对同伴互评的认可度（王佳、王晓白，2023）。

许国萍、王一平（2002）提出了可操作的反馈模式，包括书面纠错、

自改、互改、教师改、集体讲评等。但是，过程写作法也存在一定的

局限性，如课堂教学不易控制、强调内容表达的流畅性胜于语言使用

的准确性等（杨俐，2004）。产出导向法是以“产出目标”为中心，教

学流程主要包括驱动—促成—评价三个方面，利用产出任务驱动学习、

利用输入性学习促成产出，使学用结合，以达到提升教学效果的目标

（文秋芳，2020）。许希阳、吴勇毅（2016）发现实验组的整体作文

水平明显优于对照组，流利度、复杂度、准确度方面均有提升。朱勇、

白雪（2019）认为实验组的产出目标达成性方面效果不错，流利度没

有显著差异，实验组在复杂度方面表现更好。吕海燕、万莹（2021）

也认为与传统教学法相比，产出导向法能更好地提升学生的记叙文写

作成绩，对提高学生产出文本的流利性、复杂性和准确性均有明显的

促进作用。除此之外，写长法指的是以写的方式促进外语学习的方法，

以设计激发写作冲动的任务为教学重点，通过调节作文长度要求，逐

步加大写作量，将外语知识加速打造成外语运用能力（王初明，2005）。

宗世海、祝晓宏、刘文辉（2012）编写了“写长法”的实验教材,在留

学生本科和非学历学生中进行了 6年的实验,从问卷调查、学生习作等

方面开展综合研究后发现该教学法很适合运用于汉语二语写作中级阶

段“基础写作”部分的教学。还有学者运用支架式教学法，在写作话

题选择、意义生成和组合、修改评价三个阶段中，将写作任务拆分成

一个个梯度较小的活动,使初级水平的留学生对汉语写作产生兴趣,用

有限的词汇表达出尽可能多的想法,丰富其写作的内容,增加写作长度

（孙宁宁，2019）。基于任务型教学法的写作教学模式可以分为三类，

即学习范文、撰写提纲和限时写作（孙亚俊，2013），这种教学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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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激起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可充分发挥语言的交际功能,有助于提高学

生的写作能力（王犹男，2015）。 

最后是教材编写研究，包括对某部教材的介绍与分析以及对教材

进行综合性考察。关于教材介绍，《外国人汉语过程写作》是一部依

据过程写作教学法编写的中高级汉语写作教材，既为提供了可遵循、

可操作的教学程序设计，也把学生自然写作学习程序作为教学环节，

突出对于学生写作过程的引导（杨俐，2007）。《体验汉语写作教程》

通过从初级到中级，再到高级；从字到句，从句到段，再从段到篇这

个循序渐进的训练过程,对学习者的书面表达能力进行系统训练，力求

达到全面提高学习者汉语交际能力的目的（陈作宏，2010）。关于教

材考察，马金科（2007）从系列《汉语写作教程》中发现对外汉语写

作教学应以语言运用为重点,在教材中应该大张旗鼓地进行造句等语

言训练，范文也应该尽量选取有关中国历史文化的经典文章。周红包、

旭媛（2012）较为详尽地从编写理念、编排思路、例文选材、综合训

练、写作任务等对目前的汉语写作教材进行了总体考察与分析,并对系

列写作教材、单行本写作教材、读写教材等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对比分

析。也有学者发现海外汉语写作教材《文镜秘府论》呈现出了完整而

有特色的二语写作教材体系，并且重视语音教学、改错，关注学习者

写作过程等（吴双，2012）。 

（3）写作文本研究。写作文本研究指的是针对汉语学习者写作材

料中语言要素、篇章、辞格等的考察。一类研究主要从语言本体的角

度，细致地考察了学习者的文本特点。比如母语为日语的学习者第一

人称代词“我”作为范围界定者、观点持有者、情感表达者的作者身

份上,存在显著的使用过度，而在“我”作为行为承受者的作者身份上

存在显著的使用不足。（徐勤、朱宇，2023）。汉语空主语的使用率

显著高于空宾语,有生性空主语的使用率显著高于无生性空主语,出现

在语篇层面的空论元显著多于句子层面（常辉，2014）。还有母语为

英语的学习者也存在相似的情况，即空主语的使用率显著高于空宾语，

并且，论元的位置和性质以及他们的汉语写作水平对空论元的使用都

没有显著影响（常辉、周岸勤，2013）。对于辞格使用，从中级到高

级,单个辞格使用率和使用具体辞格的复杂性均有所提高，具体辞格中,

设问的使用频次偏大（徐晓羽、黄慧，2014）。另一类研究主要从语

言偏误的角度，详尽地分析了学习者偏误的类型、特点、成因及教学

建议。比如文章格式偏误中，“无题目”占 98%、“一段到底”占 84%、

“不空格”占 57%等（刘元满，2007）。韩语为母语的学习者趋向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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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使用频率过低（黄玉花，2007），第三人称代词回指的偏误比例很

高，经常过度使用,其次是零形式误代第三人称代词（李榕、王元鑫，

2021）。从篇章的角度来看，在所有偏误类型中，母语为韩语的学生

省略偏误比例最高,如主语省略、定语省略，其次是关联词语、照应、

时间词语偏误（黄玉花，2005）。这种省略偏误也同样存在母语为英

语的学习者的写作文本中，其中，主语省略的偏误比率最高，造成这

种现象的原因大多源于跨语言干扰或者汉英两种语言的类型差别（邢

志群，2016）。法语背景的学生易混词分成了两大类，第一类是由于

没有完全掌握目的语汉语词语,特别是近义词或有某种关联的词语的

细微差别造成的；第二类则是由于母语法语的词汇知识影响造成的（谢

红华，2016）。 

（4）写作的影响因素研究。二语习得过程受到学习者主体因素、

认知加工机制以及自身属性、教学方式等内外部因素的影响（吴继峰、

洪炜，2017）。外部因素主要考察与写作任务相关的因素。写作任务

类型对汉语学习者有显著影响，看图作文的形式有利于二语者产出更

多不同的词,但他们所用的词不一定是较难的；使用阅读后缩写的形式,

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二语者使用平时不常用或掌握不好的词（肖

莉，2018）。看图写作的测试方式又可以加以区分，连环画的多幅图

比单幅图更能有效地反映汉语学习中级阶段应试者的写作水平，前者

基本不需要立意构思，而且较少受到题目取样误差和评分人误差的影

响，适合在大规模的汉语中级写作水平测试中使用（李杰、赵静，2012）。

其他的任务类型中，读写结合、读写听结合的综合性写作任务更有助

于考生产出高质量的作文文本，其动词使用正确率、副词使用正确率、

关联词数及正确率等显著好于无材料写作（张新玲、朱琳、李佳徽，

2015）。直接写作法、翻译写作法和提纲写作法中，提纲写作法能比

较好地平衡写作时间与作文质量之间的矛盾,具有一定的优势（刘弘，

2016）。以及任务复杂度的影响，复杂度高的任务（即因果推理需求

强的任务）在词汇难度和句法复杂度上显著高于复杂度低的任务，但

在汉字准确度和语法准确度上显著低于复杂度低的任务（吴继峰、胡

韧奋，2021）。除此之外，学者们也较为关注文体和构思方式对写作

质量的影响。这些实验表明，汉语学习者议论文和记叙文的语言特征

差异主要体现在词汇准确度、词汇多样性、词汇难度、句法复杂性上

（亓海峰、廖建玲，2019；吴继峰，2019；师文、陈静，2019），并

且，对于中高级水平的学习者来说，议论文可能更适合用来评价写作

能力，能提供给学习者更多机会来展示高级词汇以及各种复杂句法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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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同时，写前运用汉语构思活动能有效提升实验班留学生的作文成

绩，问卷调查、教学日记的结果也同样支持该结论（吴双，2011）。

内部因素是与学习者相关的因素，包括工作记忆、母语背景、认知风

格等。其中，工作记忆容量与汉语二语学习者写作语法能力的准确性

显著相关,与流利度和语法复杂度无显著相关性（亓海峰、金善娥，

2022）。汉字文化圈的学习者和非汉字文化圈的学习者在词汇多样性

上较为接近，词汇复杂度差异显著，主要体现于高级词语形符数和形

符比（罗耀华、段宇翔，2019）。认知风格与学习成绩存在显著相关,

它主要和口语成绩关系密切，而与听力、写作和阅读成绩则没有显著

的相关（吴思娜，2013）。 

以上四个方面是写作研究的主要内容，近年来，学术汉语写作也

得到了广泛关注。从写作文本和写作评估的角度来看，这些研究主要

考察了语言要素、篇章、辞格等方面与母语者的差异。例如二语者与

母语者在词汇复杂度、句法准确度上有显著差异，随着语言水平的提

升,二语者学术汉语写作的词汇多样性有所发展（亓海峰、丁安琪、张

艳莉，2022）。在修辞结构中，母语者和留学生都常用详述、准备、

并列关系，但留学生较少使用背景、证据、总括、罗列关系，比母语

者更常用举例关系，同时，留学生学术论文在连贯性上存在问题（李

婷、吴勇毅，2022）。也有学者研制了一份服务于经贸专业本科学习

的学术汉语词表，为课程设计以及教材、试题的编写提供了依据（王

笑然、王佶旻，2022）。从写作教学的角度来看，应该重视学术汉语

写作教材的开发与建设（高增霞、栗硕，2018），贯通学术词语的意

义、组合关系和典型语境，注重学术义与通用义的辨析等（张博，2022），

同时，还要提高留学生的学术论文体裁意识、学术篇章能力、文献引

用能力及遵循学术规范的能力（高增霞，2020）。 

 

结论 

在语言能力的四个主要方面中（听、说、读、写），写作通常被认为

是最具挑战性的。写作不仅要求个体能够掌握和运用语法规则、词汇，

还需具备高水平的组织和表达能力。与听、说、读相比，写作需要在

较长时间内保持语言的准确性和连贯性，这涉及到对复杂思想的清晰

表达和逻辑推理能力的运用。此外，写作的过程常常需要对语境和读

者的需求做出细致的考虑，因此在实际操作中，写作对语言掌握的深

度和广度的要求显得尤为突出。从现有研究来看，中国国内的汉语学

习者写作研究主要可以分为写作评估研究、写作教学研究、写作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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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和写作的影响因素研究。写作评估研究主要是针对语言区别性特

征的讨论，不少研究都是考察其对写作质量的预测能力。但是，写作

能力的评估不仅仅包含语言特征，也包含内容质量，有关内容质量的

汉语学习者写作研究并不多。写作教学研究可分为经验性总结、教学

方法研究和教材编写研究。这部分研究深入地探讨了写作课的教学方

法、教学模式等，学者们还针对这些方法和模式开展了教学实践，验

证了其有效性。写作文本研究主要从语言本体和语言偏误的角度考察

了汉语学习者在写作中的主要特点和不足之处。写作的影响因素研究

主要集中在学习者的外部因素，任务类型、任务复杂度、文体等都是

重要的变量。 

结合近年来的研究热点、趋势以及对研究内容的分析，未来国内汉

语学习者写作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深入探讨内容质量对写作能力的影响。未来的研究可以更加关注

内容质量在汉语学习者写作能力评估中的作用。这包括内容的连

贯性、逻辑性以及观点的清晰度等方面的研究，从而全面评估写作

能力。 

（2）教学方法的创新与实践。针对写作教学研究，未来的方向可以包

括更多创新性的教学方法的探索和实践。这可能涉及到技术辅助

教学（Ling & Jun，2023）、个性化教学以及跨学科教学等方面的

研究（Vincensius，2023；Kaewbut，2023），以提高写作教学的效

果和效率。但是，过度依赖技术也可能削弱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

批判性思维能力。此外，技术的普及还可能带来数据隐私问题和网

络安全风险，使得教师和学生在享受技术进步带来的便利的同时，

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挑战。 

（3）写作文本研究的拓展。对汉语学习者在写作中语言本体和语言偏

误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拓展，包括对不同语体、不同文体以及不同文

化背景下写作特点的比较研究，以及对汉语学习者写作中常见偏

误的深入分析。 

（4）综合考虑写作影响因素。在写作的影响因素研究中，对于写作者

自身内部因素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探索，尤其是学习者其他语言

技能对写作技能的影响机制暂不明确。还可以综合地考虑学习者

的内在因素和外部环境因素，并探讨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同时，

也可以考虑到跨文化因素对写作能力的影响，以及写作任务的设

计对学习者表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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