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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面纠正性反馈在学术英语写作中的应用探索

刘　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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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综述了书面纠正性反馈在学术英语写作领域的研究现状，探讨了其未来发展方向。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

分析，本文梳理了书面纠正性反馈的定义、类型及其在学术英语写作中的应用。研究发现，国外研究主要集中在反馈的有

效性、不同类型反馈的比较以及反馈对学习者语言发展的长期影响等方面。国内研究则更多关注反馈在具体教学环境中的

应用及其对学习者写作能力的影响。本文还探讨了未来研究的方向，包括反馈的个性化、技术辅助反馈、跨文化视角下的

反馈研究以及反馈对学习者情感因素的影响。最后，本文总结了当前研究的主要发现，并强调了书面纠正性反馈在学术英

语写作教学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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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和学术交流的日益频繁，学术

英语写作能力已成为国际学术交流的重要工具。在这一背景

下，书面纠正性反馈作为提高学术英语写作质量的重要手

段，受到了广泛关注。书面纠正性反馈是指教师或同伴对学

习者书面作品中的语言错误进行指正并提供正确形式的反

馈方式。它不仅能够帮助学习者识别和纠正语言错误，还能

促进其语言能力的发展。

本研究旨在系统梳理国内外关于书面纠正性反馈在学

术英语写作领域的研究现状，探讨其未来发展方向。通过分

析现有研究成果，本文希望为学术英语写作教学提供理论依

据和实践指导，同时为未来研究指明方向。研究的主要内容

包括：国外书面纠正性反馈在学术英语写作领域的研究现

状、国内相关研究现状、未来研究的方向等。

本研究的意义在于：首先，它有助于深化对书面纠正

性反馈在学术英语写作中作用的理解，为教学实践提供理论

支持；其次，通过对比国内外研究现状，可以促进学术交流，

推动该领域的进一步发展；最后，对未来研究方向的探讨有

助于引导研究者关注该领域的前沿问题，推动理论创新和实

践进步。

1. 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关于书面纠正性反馈在学术英语写作领域的研究

起步较早，成果丰硕。在反馈类型及其效果研究方面，学者

们主要关注直接反馈与间接反馈、元语言反馈、聚焦与非聚

焦反馈等不同类型反馈的效果比较。例如，Ferris（2006）

的研究表明，直接反馈在短期内效果更明显，而间接反馈可

能更有利于长期语言发展。Ellis 等人（2008）的 meta 分析

发现，元语言反馈对语法准确性的提高有显著作用。这些研

究为教师选择适当的反馈方式提供了重要参考。

在反馈对语言准确性的影响研究方面，Truscott（1996）

提出的”纠正性反馈无效论”引发了广泛讨论。然而，后续

的大量实证研究（如 Bitchener & Knoch, 2010）提供了反驳

证据，表明书面纠正性反馈确实能够提高学习者的语言准确

性，特别是在特定语法结构的习得方面。这些研究还探讨了

反馈效果的持久性，发现及时、有针对性的反馈能够产生长

期效果。

反馈对写作质量的影响是另一个重要研究方向。Hyland

（2003）的研究表明，有效的书面反馈不仅能够提高语言

准确性，还能促进整体写作质量的提升，包括内容组织、

论证逻辑等方面。此外，一些研究还探讨了反馈对写作过

程的影响，如如何引导学习者进行有效的修改（Goldstein, 

2006）。这些研究为全面理解书面纠正性反馈的作用提供了

多维视角。

2. 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关于书面纠正性反馈在学术英语写作领域的研究

起步相对较晚，但近年来发展迅速。在反馈类型及其效果研

究方面，国内学者结合中国英语学习者的特点，开展了大量

实证研究。例如，韩翠英（2010）探讨了不同反馈方式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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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生英语写作准确性的影响，结果表明：对学生写作准确

性和复杂性的各种反馈中 , 直接改错型反馈效果最好。崔莹，

盖笑松，张绍杰（2019）研究了同伴反馈应用于我国英语

写作教学的可行性，提出从理论、认知和操作层面，同伴

反馈都适用于我国英语写作教学中。李莹辰（2022）以合

作学习理论、社会文化理论和元认知理论为基础研究了同

伴反馈与英语专业大学生英语写作元认知之间的相关性，

发现同伴反馈能够有效促进学生英语写作元认知的发展，

尤其体现在对英语写作元认知知识和英语写作元认知调控

的积极影响方面。

在反馈对语言准确性的影响研究方面，国内研究主要

集中在反馈对中国学习者常见语言错误的纠正效果上。姜琳

和陈锦（2013）研究了两种形式的书面纠正性反馈（元语言

反馈和间接反馈）对于中国学生习得英语类指名词短语的影

响，发现元语言反馈可有效促进英语类指名词短语的习得 ,

而间接反馈则不能 . 姜琳和陈锦（2014）还研究了书面纠正

性反馈对于英语冠词显性、隐性知识发展的作用。这些研究

为改进中国学术英语写作教学提供了重要参考。

在反馈对写作质量的影响研究方面，国内学者也进行

了有益探索。李竞（2013）深入探讨了 EFL 背景下中国大

学生英语写作中教师书面反馈的效果。其研究结果表明：无

论是纠错性反馈还是非纠错性反馈都有助于提高学生作文

中语言运用的准确率，而非纠错性反馈更能够引导学生关注

内容、结构等文章深层特征，提高语篇的整体效果。此外，

一些研究还探讨了文化因素对反馈效果的影响，如于书林

（2013）研究了教师书面反馈中母语的中介功能。其研究发现，

母语作为一种心理文化中介工具，可以调节教师反馈活动，

影响写作反馈的形式和类型。王璐璐和秦丽莉（2022）研究

了导师对学术语篇结构反馈的方式、内容及学生的修改效

果。其研究结果表明，导师反馈整体上能改善论文结构的合

理性和完整性，提高学生学术语篇的建构能力和体裁意识。

3. 未来研究的方向

尽管国内外在书面纠正性反馈研究方面已取得显著成

果，但仍有许多值得探索的方向。首先，个性化反馈研究是

一个重要趋势。随着教育个性化理念的深入，如何根据学习

者的个体差异（如语言水平、学习风格等）提供针对性的反

馈成为研究热点。未来的研究可以探索基于学习者特征的自

适应反馈系统，以提高反馈的有效性。

其次，技术辅助反馈研究具有广阔前景。随着人工智

能和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发展，自动反馈系统在学术英语写

作中的应用日益广泛。未来的研究可以探讨如何将人工智能

技术与教师反馈相结合，开发智能反馈系统，提高反馈的效

率和准确性。同时，也需要研究技术辅助反馈对学习者写作

过程和写作动机的影响。

跨文化视角下的反馈研究是另一个重要方向。随着学

术交流的国际化，如何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有效实施书面纠正

性反馈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未来的研究可以探讨文化

因素对反馈方式、反馈内容以及反馈接受度的影响，为跨文

化学术写作教学提供指导。

最后，反馈对学习者情感因素的影响研究也值得关注。

书面纠正性反馈不仅影响学习者的语言发展，还可能影响其

学习动机、自信心等情感因素。未来的研究可以探讨如何设

计积极的反馈策略，在纠正错误的同时保护学习者的写作信

心，促进其长期发展。

4. 结论

本文系统梳理了书面纠正性反馈在学术英语写作领域

的研究现状，并探讨了未来发展方向。研究发现，国外研究

主要集中在反馈类型及其效果、反馈对语言准确性和写作质

量的影响等方面，而国内研究则更多关注反馈在中国具体教

学环境中的应用及其对学习者写作能力的影响。尽管已有研

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在个性化反馈、技术辅助反馈、跨文

化视角下的反馈研究以及反馈对学习者情感因素的影响等

方面仍有广阔的研究空间。

未来的研究应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探索更加有效、

个性化的反馈策略，同时关注技术发展带来的新机遇。此外，

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视角也将为这一领域带来新的突破。

总之，书面纠正性反馈研究对于提高学术英语写作教学质

量、促进学习者语言能力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值得学术界持

续关注和深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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