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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riting is a personalized creative activ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metics, 

the collection-conception-expression process in writing behavior is consistent with the as-

similation-memory-expression-dissemination process of memes. Compared with the ele-

mentary level, the language ability index points of the intermediate level have a large 

span. Due to the limitation of the Chinese level, the learners cannot realize the equivalence 

between personal cognitive information and Chinese expression. The lack of willingness 

of Chinese learners to write in Chinese is the main problem faced by the intermediate writ-

ing teaching. Based on the description of medium writing ability in the Chinese proficien-

cy level standard, writing teaching helps students build cognitive memes and language 

memes. In the middle stage, language memes are mainly applied stylistic training to im-

prove the accuracy of word expression and the integrity of content Sex is the core mission. 

In teaching, countermeasures such as strengthening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cognitive 

ability, strengthening the cognitive connec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students' mother 

tongue, and improving the accuracy of students' Chinese expression can be adopted. 

Keywords: Chinese proficiency level standard, memetics, writing teaching, medium. 

 

基于中文水平等级标准的中等写作教学 

所面临的问题、任务和对策 —— 从模因论视角 

武晓平1 （长春理工大学 长春 475415350@qq.com） 

 

摘要：写作是一种个性化的创造性活动，从模因论视角看，写作行为中的采集—构

思—表述过程就与模因的同化—记忆—表达—传播过程一致。中等水平等级的语言

能力指标点与初等相比跨度大，学习者受中文水平的限制无法实现个人认知信息与

中文表达的对等、中文学习者中文写作意愿不足是中等写作教学面临的主要问题。

基于中文水平等级标准中关于中等写作能力的描述，写作教学帮助学生构建认知模

因和语言模因，在中等阶段语言模因以应用文体训练为主，以提高词语表达准确性

和内容的完整性为核心任务。教学中可采用加强学生认知能力的培养、强化汉中文

与学生母语的认知联系、提高学生中文表达准确度等对策。 

关键词：中文水平等级标准 模因论 写作教学 中等  

 

                                                 
1 武晓平（1971.5- ）长春理工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副教授，研究方向：国际中文教学。本文为长春

理工大学科技创新基金项目 XCXJJ-SK-20 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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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中文学习者的写作水平一直是考察其中文能力的重要指标，提高中文写作能力

是国际中文教学中师生始终面临的难点问题。2021 年 3 月中国教育部和国家语言文字工

作委员会共同发布《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简称《等级标准》），规定了

中文作为第二语言学习者在生活、学习、工作等领域运用中文完成交际的语言水平等

级，共三等九级，《等级标准》对每一级的中文能力从听、说、读、写四个方面做了细

致的描述，其中写作能力的描述，是国际中文写作教学的主要参考标准，也是本文研究

中等写作教学的主要依据。 

一、模因论视角的写作过程 

语言能力的习得既需要语言知识，也需要语感和文化认知，而语感就如基因一样，

似有又无，其与语言的模仿和复制有关，但又不能简单地依靠机械记忆和背诵获得。本

文尝试运用模因论探讨中文写作教学的相关问题。 

（一）模因论视角下的二语教学研究 

“模因 ”是 Richard Dawkins（1976）在其所著的《自私的基因》中首次提到 

meme，意为“被模仿的东西”，被用于指人类文化进化过程中，被传播、传承的文化信

息单位，模因论认为人类文化进化始于“模仿”，“复制”是人类文化传播和传承过程中

的核心属性。何自然（2005）认为语言与文化一样也具有这样的属性，“从模因论的角

度看,语言模因揭示了话语流传和语言传播的规律。⋯⋯从整体看,自然语言中的模因主

要是从三个方面体现的 :教育和知识传授、语言本身的运用和通过信息的交际和交

流。”1自此语言模因被广泛应用与翻译、文化、语言教学等领域研究中。中国二语教学

研究者尝试运用模因理论分析教学过程、探索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多集中在中国的

英语教学领域，口语、阅读、文化、写作等各个分支领域都有涉及；应用于对外汉语

教学，特别是汉语写作教学的研究较少。周一书（2014）从模因论的角度认为外汉语

教学就是利用模因复制的同化、记忆、表达和传播的特点实现汉语言的输入、内化、

强化和输出，通过实验的方法，验证了“背诵-模仿-创造”式语言教学模式的有效性；赵

鑫（2013）在其硕士论文中提出了“语言模因教学法”，该教学法包括语言模因“意识的

培养-关注-识别-模仿和复制-重组与应用”五个环节，结合写作知识分析了每个环节教

师应关注的问题。 

（二）模因论视角下的写作 

写作是一种运用语言文字传递信息的创造性活动，包含写作主体、写作客体、写作

受体、写作载体四个要素。从模因论看写作活动就是存在于写作主体、被写作主体所感

知的写作客体、写作受体的模因，由被写作主体化了语言载体所不断地复制和传播。 

写作过程有三个阶段：采集——构思——表述，模因的传播有四个阶段：同化——

记忆——表达——传播。 

在采集阶段，写作主体从所处时代、所接受的教育、所经历过的事情、所读过的书

中同化和记忆了大量模因，可以说每个人都是模因的复合体。二语写作者在这个阶段的

任务是如何实现目的语语言和文化的模因复制、理解、积累，即同化和记忆。 

构思阶段，是写作主体在对写作客体进行深入剖析，结合主体的思想情感确定写作

内容的环节，实际就是模因提炼、模因选择的过程。写作教学者的任务是如何能够让写

作主体准确理解写作要求，如何激发、调动写作主体自觉提炼选取模因的主动性，即表

达。在二语写作中，模因的复制特征表现得尤为明显。 

表达阶段，是写作主体将非语言模因转化为语言模因的过程，这里写作受体会更多

地参与进来，写作主体的语言能力将全面展现，语言模因有效输出是这个阶段写作教学

的主要任务，即传播。 

                                                 
1 何自然.语言中的模因[J].语言科学.2005（0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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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以认为在写作教学中，“模因”是教师将学生已经认知的和需要认知的信

息，包含语言模因和文化模因，其中语言模因是二语写作教学的主要内容，是显性

的；“复制和传播”是教师引导学生被动或主动的写作行为，教学方法或教学模式是二

语写作教学的关键。因此中文写作教学可以“模因”的复制和传播为路径，探求以提升

中文学习者写作能力为目的，以中文模因如何被存储、如何被传递为出发点的中文写

作教学理念。本文以《等级标准》关于中等中文写作能力的描述，确定国际中文中等

写作教学的内容（模因），从模因论的视角，探讨中等水平中文写作教学的方法与原

则。 

二、中等写作教学面临的问题 

没有词语句式错误的作文不一定就是好作文，学生能否将所要表达的认知信息按照中

文的表达方式和习惯、中文的格式规范完整呈现出来，这是写作教学中应关注的问题，按

照国际中文水平等级标准，中等写作教学面临的主要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中等的语言能力指标点与初等相比跨度较大 

《等级标准》对中等中文水平的整体描述是：“能够理解多种主题的一般语言材

料，较为流畅地进行社会交际。能够就日常生活、工作、职业、社会文化等领域的较为

复杂的话题进行基本的成段表达。能够运用常见的交际策略。基本了解中国文化和知

识，具备基本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完成中等阶段的学习，应掌握音节 908 个（新增

300），汉字 1800 个（新增 900），词语 5456 个（新增 3211），语法点 424 个（新增

214），能够书写汉字 700 个（新增 400）”。从写作角度看，“多种主题的一般语言材

料”“日常生活、工作、职业、社会文化等领域的较为复杂的话题”这是写作过程中的“采

集”，“社会交际”“跨文化交际”这些是写作过程中的“构思”，“成段表达”和各类语言点是

写作过程中的“表述”。从模因论的角度解读，对中等水平的学习者要求是：具有较高的

中文信息同化能力，拥有足够的中文信息的记忆存储量，具有较强的中文表达信心，中

文书写作品具有较高的传播性。 

（二）学习者受中文水平的限制，无法实现个人认知信息与中文表达的对等 

中等写作教学对象多为成年人，或者至少是十五六岁以上的中学生，已经具有相

对完整的母语文化背景，具有一定的认识能力和母语表达能力，甚至具备了较完整的

个人认知体系，中等水平的中文词汇量一般在 3000 个以上，初步具备了中文书面阅

读和表达的能力，他们面对一篇例文、一个作文题目，存在主观的判断和认知，大脑

中会有足够的信息表达，但从模因论的视角看，学生大脑中已有的母语信息无法同化

为中文信息，抑或学生记忆中的中文信息停留时间还不够长久，不能被有效提取大

脑。 

（三）学习者中文写作意愿不足 

认知能力与中文表达能力的差距，会降低学生的写作欲望，此外，中文书写体系和

书面表达体系与口语有较大差异，同样会加大中文写作的难度系数，学生会产生中文写

作的畏难情绪。 

二、模因论视角下中等写作教学的任务 

提高学生语言同化能力，增加记忆存储量，增强表达意愿，是中等写作教学的目

标，从模因论视角，中等中文写作教学的任务体现在构建认知模因和培养语言模因两个

方面。 

（一）构建认识模因 

写作是对个人认知的一种书面表达，中文学习者在自己母语世界的成长过程中已经

具备了一定或相当的认知，并形成个人特色。学习中文，是打开另一扇认知的大门。中

文世界中的模因与中文学习者的已有认知接触、碰撞、融合，产生新的认知，已有认知

和新认知是中文学习者的写作源泉。如学习中文过程中，了解和体验到中国的节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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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饮食文化、政策制度等，对中国的认知不断地或强或若地被接收，学习者一方面会

对中国产生个性化的认知模因，同时也会反观自己已有的认知，调整或扩大认知，形成

新的认知模因，并成为写作表达的推动力。下图为一个俄罗斯学生的作文，中文水平为

中级上： 

 

        
 

图 1：俄罗斯留学生作文《愉快的留学生活》（中级上） 

 

在这篇作文中，“长春”“中国菜”“乒乓球”“汉语”等词语具有典型中文特征，“新鲜

感”“适应”“互相了解”“有意思”“愉快”等词语是学生在学习中文过程中的认知，这些词语

共同构成了学生对中文世界的认知模因。写作教学中，教师可以借助范文、启发性的问

题、写作练习，帮助学生发现、构建这些认知模因。 

（二）搭建语言模因 

何自然（2005）认为语言与文化一样也具有这样的属性，“语言本身就是模因，它

可以在字、词、句乃至篇章层面上表现出来。”1中等写作中的语言模因就是书面表达的

中文言语形式，本文认为写作教学是使学生具有使用特定文种采用书面表达形式达成写

作目的的能力，其语言模因表现在文体知识、语言能力两个方面。 

1.中等中文水平的语言指标 

学生的作文写得是否好，首先看的是词语句式是否准确、再看内容是否完整，更高

的标准是看修辞，此外还有格式、文采等。《等级标准》对三等九级“写”能力的描述包

括文字书写能力和写作能力，本文将《等级标准》中的写作能力描述看作是各等级写作

教学的依据按照“词语和句式”“内容和形式”“修辞和文采”三个方面归纳如下： 

 

 

 

 

 

 

                                                 
1 何自然.语言中的模因[J].语言科学.2005（0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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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等级标准》中等写作能力指标说明统计表 

 

中文语

水平等

级 

词语和句式 内容和形式 修辞和文采 

词

语 

句

式 

表达

方式 

表

达

要

求 

表

达

形

式 

内

容 

观

点 

层

次 

逻

辑 

格

式 

修

辞 

文化

词语 

文

采 

中

等 

四

级 

基

本

正

确 

简

单

；

有

一

定

的

变

化 

 

比

较

清

楚 

语

段 

基

本

完

整 

   

基

本

正

确 

   

五

级 

较

为

恰

当 

较

为

复

杂

； 

基

本

正

确 

一般

的叙

述/

说明 

简单

的议

论； 

较

为

通

顺

； 

基

本

规

范 

语

段 

比

较

完

整 

   
正

确 
   

六

级 

恰

当 

较

长

、

较

复

杂

； 

正

确 

常见

的叙

述/

说明

/议

论 

通

顺

、

连

贯

； 

语

段 

完

整 
   

正

确 

常

见

修

辞

方

法 

  

 

词语和句式层面属于语言运用层面，是学习者和教师最看重的方面，可以看到《等

级标准》对中等水平的写作能力的要求是明确具体的。中等水平学生的写作以语段表达

为主，教学中需注重语句的关联；词语运用要求从四级的“基本准确”到五级的“较为恰

当”再到六级“恰当”，教学中需注重词语的比较和词语运用的语境要求；句式方面从“简

单、有一定变化”到“较复杂”，并强调句式运用的准确性，教学中需注重长句的训练；在

语义表达方面，从“比较清楚”到“规范”到“通顺、连贯”，表达方式方面在叙述的基础上

需增加说明、议论的训练。 

内容和形式层面在《等级标准》中要求主要体现在内容的完整性和格式的正确性方

面，而观点是否明确、层次是否清晰、逻辑性是否强在中等水平中没有明确要求（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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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的写作指标）。这说明中等阶段中文写作应关注学生习作的整体性，如是否围绕一

个事件展开，是否从不同角度说明一个问题，是否认识到格式规范也是写作的一个构成

要素。 

修辞和文采层面只在六级水平中提到，要求能够使用常见的修辞方法。常见的修辞

方法如比喻、比拟、排比、夸张等，这些修辞方法有相对显性的特征和语言范式，并且

有着特点的修辞效果，写作教学中不仅要让学生学会使用特点的表达句式，而且还需要

让学生体会到使用这种方法的原因、使用后的效果，从而了解中文表达的特点，理解表

达意境，是语言模因到文化模因的过程。 

由此，中等水平写作教学中的语言模因是特定应用文体中的词语、句式、语段表

达，在内容完整性和规范性的基础上的常见修辞方法。 

2.中等中文写作教学的文体选择 

写作训练需依靠一定的文种，且文种中包含着内容、表达、修辞、格式等方面的要

求。根据《等级标准》本文将对中文学习者应掌握的写作文种的说明整理成《三等九级

写作文体表》，如下：  

 

表 2 《等级标准》三等九级写作文体表 

 

中文等

级 

个人

信息

表/

便条 

介绍个

人信息 

邮件/通

知/叙述

性短文 

常见应

用文体 

一般的

应用文

体 

多种应

用文体 

应用文/说

明文/议论

文/专业论

文 

学位

论文/

多种

文体 

初

等 

一

级 
√        

二

级 
 

不低于

100 字 
      

三

级 
  

不低于

200 字 
     

中

等 

四

级 
   

不低于

300 字 
    

五

级 
    

不低于

450 字 
   

六

级 
     

不低于

600 字 
  

高

等 

七

级 
      一定篇幅  

八

级 
      较长篇幅  

九

级 
       √ 

 

表 1 显示，中等中文水平的写作文体均为应用文体，虽未提及具体文种，但从“常

见”到“一般”到“多种”的表述可以看出中等写作教学应围绕各类应用文体进行。应用文体

在写作中具有“语言和格式的相对程式化”“写作对象的较强指向性”“写作意图的明确实用

性”等特点，这些特点可以为模因论视角开展中文写作教学提供可靠的依据；同时《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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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中对中等三级的作文字数有了明确的规定，这也为从模因视角构建中文写作教学

提供更明确的标准。 

当前的国际中文写作教材在文种选择方面对应用文体的重视度不够。以《发展汉

语·中级写作（I Ⅱ）》为例，多数课文的写作训练没有明确的文种，多以介绍（人/地/

事）为主，明确标明文种的有：计划、广告、读后感（观后感）、书信。应用文包含的

文种非常多，如公务文书、事物文书、经济文书、法律文书、礼仪文书、传播文书等，

每一类中又包含多个小类，这些具体的文种都可以是国际中文写作教学中的学习素材，

每个文种的表达体式、常用词语、格式规范、表达技巧、行为礼仪等都是写作教学中的

“模因”。国际中文教学是可以扩大应用文种的范围，如讲话稿、演讲稿、竞聘稿、求职

信、个人简历、新闻稿（消息）、调查报告、通知、总结等等，选取和编排典型范文，

使学生了解和掌握文种要求和写作范式。将在中国社会工作生活所需的更多的文种呈现

在中文写作教学中，逐步认知获得其中的语言模因。 

由此，中等写作教学阶段是以应用文体训练为主，提高词语表达准确性和内容的完

整性为核心任务。 

四、中等写作教学的对策 

 李捷（2010）从模因视角提出背诵教学法、语境教学法、模仿教学法，认为这些方

法可在汉语教学中发挥积极的作用。本文认为这些教学法是可行的，记忆经典范文，让

学生在语境在同化中文信息，在模仿中增强学生传播质量，增强表达信心。但除此之

外，写作是一项创造性的，是个性化的，没有语法错误的作文不见得是表达了写作者观

点的作文，千篇一律的作文是不足以吸引人的，也不是写作教学的目的所在。写作教学

强调的是充分调动学生已有的认知模因，激发学生自觉同化、记忆、表达和传播的意

识，运用中文语言模因，让写作成为一种自主的创造性的行为。写作教学是逐渐同化、

记忆，激发表达、传播的过程，教师在有限的写作课堂教学中可采用如下对策。 

（一） 侧重学生认知能力的发展 

写作教学不同于以讲解语法词汇为主的综合课教学，写作课堂教学需更多关注认知

模因层面。 

首先教师应加强作文题目的解读。写作课作业一般为给题目作文，且与课文题目基

本一致。题目是学生构思的出发点，是提取信息的依据。中等水平的学生已经具备较高

的听读能力，表达的自我要求也不再停留在一般的介绍叙述，上升为思想认识层面的表

现。因此教师在教学中应注重对题目的解读，拓展学生的思路，开启不同的视角。如

《发展汉语·中级写作（Ⅱ）》第 16 课《我的“三分钟热度”朋友》和第 21 课《中国古代

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两篇课文都是介绍人物的，一个是普通人，一个是历史

名人，二者有何不同？作者的写作角度是什么？作者选取事例的依据是什么？如果让你

写会怎么写？让学生带着由题目产生的问题去阅读课文，会充分发挥学生领悟课文内容

的能动性，同时又不局限于课文，有的学生还会有表达其他的想法，这正是写作教学要

实现的目标。 

其次注重培养学生写作的整体观。因中文水平或者学生写作能力有限，一些学习者

的作文从头到尾不分段，或者各句各段之间缺少关联，教师对范文写作思路的分析，可

以强化学生作文整体性的表达和格式规范，是中等写作教学的着力点之一。 

（二） 加强中文与学生母语的认知联系 

面向中等水平的写作教学还需要不断建立起中文与学生母语之间的认知联系。不同

民族对世界的认知有很大一部分是相同的，只是语言表现形式不同，如我们身边都有“三

分钟热度”的人存在，可以让学生说自己母语是用什么样的词语概括这种特征的；每个社

会都有“城市和农村”，而每个人对“哪儿更适合孩子成长”却有不同的观点。让学生用中

文表达自己已有的认知，是需要建立起对中文社会的认知，这是写作教学要关注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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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同一事物或概念如何用另一种语言表达，这属于模因复制的一种类型，教师可以用

学生已有的认知信息，打消学生“我中文不好，写不出什么”的顾虑，激发学生的表达愿

望和自信。 

（三） 促进学生中文表达的准确度 

语言社会之间的差异是显著的，中文社会本身同义异构的现象特别丰富，要实现中

等学习者 “恰当”“连贯”“通顺”“完整”“规范” 的书面表达要求，增进学生中文表达的准确

度是基本条件。模因论关注的是“同”，但也强调模因具有变异性，特别是在多元文化接

触中，“异”更为凸显。写作是个性化行为，语言教学的核心内容是“异”，学生作文准确

性是由对“异”的理解和掌握情况反映出来的。教师写作课教学中对词语和句式的教学、

对学生表达内容的询问、对学生作业的批改都是以提高准确度为目的。 

模因论强调模仿，肯定复制，但在留学生中文写作教学中不等于要以背诵为重点，

我们更强调写作主体对中文、对中国文化的“同”“异”的认识，将学生表达的主动性充分

调动，将学生的已有认知能力充分激发。 

语言不仅是社会的主要交际工具、一套符号系统，语言还是特定区域的人们认知世

界和表达世界的特殊手段，每一种语言都有着区别与其他语言的特征，人们在习得和学

习语言的过程中，能够感知到语言的特征，并在实践中反复体验和传承，语言就像一个

生命体在被人们使用和学习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和演变。何自然（2005）认为学语言本

身就是语言模因复制、传播的过程，在外语教学的过程中，教会学生根据不同语境掌握

不同的表达方式来表达相同的思想。模因论给中等写作教学提供了一个认识写作教学的

视角，将学生头脑中的认知以中文的形式复制传播，以中文的形式在中文社会中做事，

写作行为是学习者的主动表达行为。中等写作教学者如何运用模因的理念开展教学，在

教学的方法和技巧、教学模式等方面还有待继续研究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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