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研究學報 1996 ，第十一卷第一賄， 52-72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1996, Vo l. 11 , No. 1 , pp. 52-72 

香港學生寫作思維過程:暫停的種類和功能

謝錫金

香港大學

寫作是一個很複雜的思維過程。「暫停J 是作者寫作時，停下來做其它思維活動。本研究利用「大聲想」

「錄影法J 、 「刺激間憶法J 等方法，收集研究對象的「暫停J 的資料，並比較中英文寫作的暫停的異悶，研究

結果顯示寫中文時，研究對象比較多想內容，邏輯，轉換方醋等問題。寫英文時，他們多想「串字 J ' r 文

法 J ' r標點 J 等問題。「暫停J 能反映作者寫作時的內在思維。

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sub-process of pausing in the composing process in English and in Chinese. 
Pauses are moment of physical inactivity during writing. The research subjects were asked to think aloud before 
writing. They were videotaped during writing and were stimulated to recall their writing activities after writing. 
It was found that more su句ects paused to retrieve and to select information , to reflect on logical problems and to 
transform ideas when writing in Chinese than in English. However, when writing in English they often paused to 
look for words, to spell words and to think about ma佼佼s of grammar and mechanics. To a large extent, the pausal 
activities can reflect the foci of thinking of the subjects during writing. 

寫作時，作者往往在中途暫停，未幾又再

繼續寫 o I暫停J 的時間 3 或長或矩，但卻經

常出現。這段「暫停j 的時悶，表示作者在思

考、設計、回顧、修改、選詞等等。當然，作

者還可能想稍事休息，才「暫停j 寫作。本文

研究作者「暫停j 寫作的原恆和種類，更會比

較「暫停j 在中文和英文寫作里的分別。

文獻回顧

「暫停j 是指在寫作過程裹，身體活動變

得不那麼活躍的期悶。作者這段期間的活動，

燈露了一系列可供觀察的徵象，也揭示作者腦

海里正暗暗進行思維活動，而這些思維過程，

正影響著寫作的成品 (Matsuhashi，的 81 ，

114) 。花路和希斯(1981) 指出，作者往往是

在「暫停j 的時候，設計整篇或局部的文章;

另一方面， Perl (1978) 觀察到作者經常覆閑文

稿，然後才繼續寫下去。 Pianko (1 979) 的研究

發現:第一，初試寫作的人， I暫停J 主要為

了思考往後要寫些甚麼，然後設計下一步要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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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第二，這類作者覆閱文章，主要是為了重

新認識自己曾經寫過的內容，以便設計下一步

要怎寫。

Matsuhashi (1 979, 1981)的研究證賞，當
文章內容越長，作者[暫停 J 的時問便越

長。因為字數越多，內容便趨複雜。「暫停J

峙，作者花在論辯或歸納的時間，較報告或敘

述的時間，每篇平均多 5 秒。「暫停j 何時跟

思維寫作的抽象程度有闕，思維越抽象的文

「暫停 J 的時間要比一般的文章少。

Matsuhashi 也發現，作者用在全文第一句定稿

的「暫停 j 時間，比其他句子平均多六秒。

Schumacher 等人(1984) 的研究發現，高級傅

意寫作班的學生寫作峙，為修飾文法而「暫

j 吹數，跟初級傳意寫作諜的學生十分接

近。不過，前者花在文章內容上的「暫停J 吹

數也較多。

前人的研究成果顯示，作者寫作時往往花

大量的「暫停J 時間，可見 f暫停j 是寫作過

程里…個軍耍的部分 (Glüt肘， 1981; 花路和希

斯， 198 1)。唯是前人研究的對象，大多是成

年人或者是大學生，研究也集中在對象使用自

己的第一語盲目幸的情況。故此，結果未必具普

遍意義。所以我們要進行另一吹深入的研究。



研究目的

本文希望探討香港小學生寫作過程襄[暫

停j 的功能，並且比較香港小學生使用第一及

第二語盲時 3 寫作過程裹的「暫停J 在形式和

性質上的分肘。另外，特別專注鑽研學生用現

代標準漢語和英文寫作時的「暫停 j 行為。

研究設計

搜集資料的方法

本文採用個案研究法 3 綜合多個個案 3 分

析、整理、闡述所得的資料。本文作者挑選了十

人名小學生做研究對象(以下簡稱「學生J) , 
給他們一個作文題目。每一個研究對象都寫一

篇中文 3 一篇英文。中英文的題目難度差不

多，以便互相比較。而中英文題臣就用互相對

調方法 3 以增加倍度。寫作時間亦無限制，

數不限，只要求寫作對象盡量表達自己 3 把腦

中想要表達的意念完全表達出來。研究員利舟

各種方法 3 鼓勵他們盡力寫完聽篇文章。

在寫作期間，如果有不借的字詞，研究對

象可以舟各種符號代替，或漏空。這種方法，

可以讓研究對象更能表達他們的意念，並能達

至研究的目的。而且可以減少中英文語文能力

的不同 3 前影響研究結果。

文體是說明文，中英文一樣。寫作是在研

究對象家中，或研究員家中進行。研究員

作前，安排一些活動給研究對象，以減輕研究

對象的心理壓力，並有足夠預試，以確保研究

的仿度。實驗時，沒有作前指導。正式寫作

前 3 學生先口述寫作內容，然後才用筆寫作。

研究助理用攝錄機將他們的寫作過程攝錄下

來，並用錄音機錄下他們的議錄。

時，研究員用一張特別設計的 I W暫停』記錄

表 J '準確記錄學生的(暫停j 位覽。寫作完

3 研究員會即時詢問學生「暫停j 的原眩，

並即時播放學生剛才寫作的錄影片段，勾起其

記憶。 I W暫停』記錄表j 上的資料，此時用

來喚起學生記憶剛才「暫停J 峙的思維活動。

研究員指著「記錄表 j 上的 I W 暫停』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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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剖 ，或者指出錄影片段 3 然後問學生個案:

(你這時想甚麼? J 這樣有助學生更仔細和準

確地重述自己的思維活動 3 這個方法，前人

Tuckwell (1980) 、 Rose (1980) 和 Schumacher

(1 984 )均曾採用，證實有效，而學生亦能憶述

大部份的思維活動。學生提供的資料 3 集齊以

後，研究員會將其分類和統計。

研究好象

本文作者共挑選了十八位小學生個案:

個小三、六個小盟和六個小五。他們的學業成

績屬中等。問為每一個實驗，需要的時間很

長，所以個案數目不能太多;問學生也不大願

意多寫幾篇，所以每位學生的篇數只限一篇。

研究局限

因為個案數百有限，結論未能代表全港小

學生的寫作行為，只能代表本研究內的學生。

另一方面 3 作者可能年紀小?沒有足夠的術語

描述他們的思維過程。雖然整個設計不是

，但這種研究法已證實最有效。

研究結果

寫作是一個思維過程，既費神又複雜，對

寫作經驗不豐的人而吉尤甚。本研究歸納出四

類「暫停j 的活動:認知活動、語育活動、個

人感受及其他一一此模式原出 Raimes (1 983) 

及 Schumacher (1984) 研究 3 本文作者略作修
訂。本研究利用這模式為理論架構 3 以歸納研

究學生不同情況下的「暫停 J

認知活動

寫作用上不同的認知能力，例如提取資

料、選擇資料、謀篇佈局及邏輯思考。透過下

面的分析，比較不同，可見出過程並不簡單，

尤其是在思維語育不同於寫作語育的情況下，

過程便更形複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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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取資斜而暫停

寫作研究時，每當學生停下來，研究員肉

菜原因，學生如答: I我正在想著寫些甚麼 j

或是「我正在想、一些東西來寫J 便表示他們正

在從大腦的長期記憶系統襄提取寫作資料。下

表一

面是其中一個例子(停= I暫停 j 的位置) : 

「有一天，牠在山洞外午睡(停) 0 J 

這學生在「停j 的士也方「暫停 J '研究員問她

當時想甚麼，她答是嘗試去想、整個故事，同時

間憶接下來想寫的那句子。

為提取資料而 f暫停j 寫作(中文及英文)的次數

小四 小四

英文 中文 英文 中文

平均數 0.3 2 。 1.5 

標準差 0.15 0.63 。 1.04 

次數 6 6 6 6 

根據叫做個案的資料顯示，寫作中文

峙， 94% (1 8 中佔 17) 的學生表示「暫停 j 時

是在提取寫作資料。表 l 的數字顯示，這十人

名學生「暫停J 的平均數是每人 2.17 坎，比

較之下，三組學生的平均數差距極微:小三 (2

次)、小閱(1 .5 吹)、小五 (3 次) 0 I暫停 j 次

數最多的也只有 6 次(學生個案:小五 A3 中

文) ，最少的是 0 吹(學生個案:小四 A1 中

文)。個別的差距並不顯著(標準差=1.34) 。

寫作英文時，學生也會為提取資料而「暫停j

寫作。以下是一例:

IMy school (停) got a lot of flowers and trees , 

teachers. teachers' room. music room. J 
「暫停j 時，學生嘗試追想和形容她就讀的學

校的特徵。她想到課室、圖書館、音樂寞和校

長室、教員室和操場。

用英文寫作時，只有 28% (1 8 中佔 5)的

學生為提取資料而 f暫停 J 0 至於 18 名學生

的平均數也是極低 (0.33次)。而 6 名小四學生

裳，沒有一個表示曾停下來提取寫作資料。

f暫停J 次數最多者為2次，最少者為0次。總

括而言，學生在寫作中文時停下來提取寫作資

料 (94%) 的吹數較寫作英文時高 (28%) 。寫

作中文詩的「暫停j 平均數 (2.17次)也較寫作

小五 小五 小三至 小三至

英文 中文 小五英文 小五中文

0.67 3 0.33 2.17 

0.81 1.78 0.59 1.34 

6 6 18 18 

英文時的為高(0.33) ('t'價= 0.513 ' p<O.OOl ' 

參閱附錄4) ，這顯示學生用中文寫作多考慮文

章的內容，所以泊中文寫作內容較豐富。不

過，學生在寫作前口述寫作內容，本身是一項

記憶追想練習，而不論用中文或英文寫作，

生均是以廣州話口述內容。與此同時，學生用

英文寫作時便趨向選擇近似用中文寫作時的題

材和主題了。

為選擇資料而暫停

學生寫作時「暫停J '腦海可能會出現很

多資料，數量比他需要寫的還多，於是學生便

要從中剔除無關重要的，而挑選合適的資料。

「我那時在選擇j 以及「我正在想哪一項是較

好的 J '這類問應便表示學生正進行「選擇J

資料。以下是…例:

「牠看見了有一受燒豬(停)在前面，使

跑過去。 j

這學生表示， I暫停j 時有二個片語在腦海:

「燒豬 j 和「肥豬 j 。她考慮二選其一，最後

選了前者，間她認為一般獅子會喜歡燒豬多一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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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之

十八名研究對象為選擇資料布「暫停j 寫作(中文及英文)的次數

小四 IJ、四

英文 中文 英文 中文

平均數 0.3 1.67 0.33 2.3 

標準差 0.15 0.81 0.51 1.63 

次數 6 6 6 6 

數據顯示，學生用中文寫作時， 94% (1 8 

中佔 17) 會在「暫停J 時嘗試選擇資料。表 2

所示， 18 名學生的「暫停j 平均數只有 2.06

次之微。小三(1 .67 次)、小四 (2.3 次)和小

五(1. 8 次)各組的平均數差距也很小，最高者

為4次(學生個案:小四 Al 中文、小四 A3 中

文、小五 Al 中文) ，最小者為 0 次(學生個

案:小四 B5 中文)個別學生的差距不大。

用英文寫作時，學生同樣會為選擇資料研「暫

J 寫作。以下為一例:

fBut the queen was dead very (停) young. J 

這名學生事後表示， f暫停 J 時，她原想、寫

f The Queen died fastJ 。後來她改變主意，用

fyoungJ 替代 f fastJ 0 閣為依她估計 3

死時應是三十歲，三十歲仍稱得上年腎，故此

用 fyoungJ

用英文寫作，只有 33% (1 8 中佔 6) 的學

生會為選擇資料而「暫停 J 寫作，這類「暫

停J 的平均數很小 (0.33 吹)。三個組別的平均

數差距由不顯著:小三為 0.3 次、小四為 0.33

次、小五為 0.33 次，最高者只有 l吹。這些數

據顯示甚少學生會為選擇資料而「暫停 J 寫

作。總括而吉 3 學生用中文寫作 3 為選擇資料

而「暫停 j 寫作的次數會比用英文寫作時多

(中文 94% 、英文 33%) 。用中文寫作時，在這

項目的平均數 (2.06次)也較用英文寫作時的

(0.33 吹)為高( 't'值=5.95 ' p.<O.OOI '參閱附

小五 小五 小二至 小三至

英文 中文 小五英文 小五中文

0.33 1.83 0.33 2.06 

0.51 1. 16 0 .49 1.21 

6 6 18 18 

錄 4) 。可晃學生利用中文寫作，花在思考選

擇資料的時間較用英文寫作多。

為設計而暫停

作者會在寫作中途「暫停J '以便對全篇

文章做設計。設計分兩個層次: f段落設計J

或「篇章設計J 0 f篇章設計j 是一個宏觀的

計割，作者設計的範厲泊叢全篇文章的各個部

分，以及整體的內容。而「段落設計J 是一個

微觀的計割，作者只是設想下一個要寫的意念

是甚麼 (Schumacher 等 1984) 。在這吹實驗

多大部分的設計活動均屬「段落設計J '研

究員詢問學生，不少人均這樣說: f我在想怎

樣寫下一樣東西j 、「我在想、怎樣繼續下去 J

或是「我在想下一段應怎樣寫(或是怎樣開新

段) J 0 學生這樣想、 2 使正做「段落設計 j

了。下面是一個例子:

「有一天，媽媽在睡，說了一個很好聽的

故事。我試試說給大家聽(停) ，好嗎? J 

這學生表示 3 她「暫停j 持正考慮在這處結束

第一段。後來她決定結束第一段， IEJ為她覺得

這樣子開始整個故事已經足夠。

這學生後來繼續寫，又再次「暫停 J '以下便

是那個句子:

f故事的內容是這樣的: (停) J 

這學生後來說，她想找個方法去引入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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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為設計而「暫停j 寫作(中文及英文)的次數

小間 小四

英文 中文 英文 中文

平均數 1.67 83 

標準差 1.27 1.63 2 .45 0.75 

次數 6 6 6 6 

表 3 的數據顯示，平均有89% (1 8 中佔

16)的學生會在寫作中途「暫停 j 以設計文

。有七名學生為此「暫停j 了兩次，凹名學

生為此「暫停j 了三次。平均每人「暫停J 了
1. 83次。相對其佈項目，為設計而 f暫停 j 的

次數是比較少的，小三、小問及小五組別的差

異也極細(三者的平均數分敗為: 1. 7 次、1.83

次和 2 次)。最多的也只有的坎 3 最少的是 0

次。大部分學生都在每一段的結尾部分「暫

停J '以使許懿問新段。十八名學生之中，有

十一人寫多過兩段，其中九人在結束上一段及

聞始新一段時， r暫停 J 了兩次以上。顯然，

「暫停 j 的次數跟文章段落數目關係密切。

用英文寫作時，學生也會為設計而「暫停j

以下舉另一例:

r The queen go to the house and give the apple to 

Snow White (停). J 

「暫停j 時，這學生問研究員，可否容許她刪

去某個剛才在口述故事持說過的意念。

以下為另一例:

rWhenI am (f亭) little, 1 liked a very lovely story. 

1 will tell you that story. J 
這學生事後表示，她在「暫停j 時考慮如何開

展這個故事。口述故事時，她是這樣開始的:

「我表妹小時候，很喜歡《自籌公主》這個故

，我現在就要跟你們講這個故事。 J 不過，

她不能確定「表妹J 的英文串法，唯有改變文

的聞始部分。

小五 小五 小三至 小之二至

英文 中文 小五英文 小五中文

0.33 2 0.78 1.83 

0.56 1. 1 1.56 1. 15 

6 6 18 18 

用英文寫作時，只有 33% (1 8 中佔 6)的

學生會為設計而「暫停 J ' r暫停J 的次數也

少得近乎沒有，只有一個學生例外。這學生

(小三 A1 英文)寫了一篇頗畏的文章，全文五

設，共 398 個字，總共停了六吹，是這項目

停得最多的一個。

顯然，寫作時，所有學生均不會為(篇章

設計J 而「暫停 J 0 正如前述，學生可能在口

述故事之前，或是口述故事時已經做了這工

。寫作時，學生只顯示了他們「段落設計j

的過程。用中文寫作時，為 f段落設計 j 荷

「暫停 J 的情況更普遍，有 89% 的學生為此

停過，較用英文寫作時的 33% 為多。而中文

寫作在這方面的平均數(1.80) 也較英文寫作的

(0.78) 略多 ('t' 值= 2.96 , p.<O.O肘，參閱附
錄4) 。為甚麼會有這情況?可能學生用中文寫

作時，文章的段落較用英文寫時多。試比較中

英文寫作，只寫了一段的數字的，中文只有

28% (1 8 中佔 5) ，而英文卻有 67% (1 8 中佔

12) ，可見學生用中文寫作時，會花多一點的

時問去謀篇佈局， r暫停 j 的次數白是增多

了。

為思考邏輯問題而「暫停J

寫作時，學生會「暫停J '以思考邏輯問

題。以下為一些例子:

r (停)時間一年又一年的過去，已經過
去了三年，小老鼠長大了。 J



這名學生最初想寫: I過了很久之後 J '不過

後來她說已轉成了「一年又一年的 j 因為她認

為三年並不算得上很久。

(獅子也不例外，走了，我們叫牠(停)

主獅子，好嗎? J 

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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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學生停下來想為那「獅子J 改名。不過她認

為 f獅子 j 是住在森林里的野獸而非養在家的

寵物?應該沒有名字 3 故沒有替其起名字。況

且，如果給獅子起了名字，讀者便不會相信這

是一個真實故事。這名學住在「暫停J 時進行

的正是思辨活動，考慮文章的邏輯問題。

為思考內容的邏輯而「暫停j 寫作(中文及英文)的次數

小四 小四

英文 中文 英文 中文

平均數 。 1. 17 。 1.5 

標準差 。 1.94 。 1.38 

次數 6 6 6 6 

用中文寫作時， 72% (1 8 中佔 13) 的學生

會為思考文章的邏輯問題而「暫停j 。表4的

數據顯示，這批學生在這方面「暫停j 的平均

數是非常少的(1.56) 。小五的平均數是 2; 小

您的平均數是 4; 小三的平均數是 1.77 0 比較

下，研究發現越高年級的學生 3 也即是年齡越

大的作者，為邏輯問題而停頓的吹數便越多。

中有兩個極端的例子:中文組小三 A1 為邏

輯問題停了五次，中文組小五 A1 為此停了八

次。小五那名學生很喜歡寫作，也參加了補習

社辦的寫作班，故可發現其文章複在邏輯和修

辭方面用心較多。

用英文寫作時，學生也會為邏輯問題而

「暫停 J 0 請參看下面的例子:

I The farmer loved the cat very much. But 
the cat was (停) too lazy.J 

這學生事後表示， I 暫停 j 時她正想賠

I tooJ 字是否對這貓不太公平。她說原想用
I very J 這字，但最後決定用 I tooJ 字，因為
這字在故事發展過程里顯得比較合理。

用英文寫作時，只有 11% 的學生(1 8中佔 2)

為考慮修辭或邏輯而「暫停J

小五 小五 小三至 小二三至

英文 中文 小五英文 小五中文

0.33 2 0.11 1.56 

0.52 1. 1 0.32 1.46 

6 6 18 18 

停下來的 2 名學生，均為小五學生。不過，他

們合共只為此停過 2 次，數字很低。相比之

下，用中文寫作時，學生較多時候停下來

(56%) 思考邏輯或修辭問題，用英文寫作時卻

不太考慮這方面的問題(1 1%)。學生舟中文寫

作時「暫停 J 的吹數較多(平均數:中

1.56 、英文一一 0.11) (值= 4.19. p<O.O帥，參閱
的錄4) 。學生個案:小五Al 中文在用中文寫作

時此用英文時，在這項臣上的「暫停j 次數特

多(中文 8 吹、英文 1 吹) ;學生經案:小三

A1 中文更只在用中文寫作時才會因這類問題

而「暫停 J (中文 5 次、英文 0 吹)。顯然，

學生用中文寫作時會花較多時間處理像邏輯、

修辭這類較高層次的問題;反之，用英文(他

們的第二語吉)寫作時，則較少處理這類問

題。

為語言問題而[暫停 J

香港的小學生寫作經驗不多，立缺乏語文

法規的知識，故寫作時便會因語吉問題而「暫

J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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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選擇適當字詞而「暫停j

學生寫作待會停下來選詞。學生心里可能想出

很多個不同的字諦，需要從中挑一儕合用的。

也會為考慮所用字詞能否達意荷。問

「暫停j 的原因，如果這樣回答: r我想、換一

個更好的字 J 、「我在想這里用這個字對不

對 J 或「我想到很多儕字，正要選用其中

表五

個 j 均屬這類「暫停 J 0 例如:

f於是小老鼠跳上獅子的頭髮上做早操，

不斷地(停)跳。 J

這名學生在事後談話里表示， r暫停j 時她心

中想到三組鵑彙: r不斷地J 、 「跳…跳 j

和「隔一會見 j 。她用了「不斷地 J '的為

「比較合理 j

為選擇字詞而「暫停J 寫作(中文及英文)的次數

小四 小四

英文 中文 英文 中文

平均數 0.33 1.67 0.33 1.83 

標準差 0:52 1.97 0.82 2.14 

吹數 6 6 6 6 

用中文寫作時，有 72% (1 8 中佔 13) 的學生

會為選譯字詞而「暫停J 0 表 5 所示，學生的

為此原的而「暫停J 吹很少(平均數=2.1 1)。

小三至小五的平均數(小三: 1. 67 次、小四

1. 83次、小五 2.83 次)差距很細。眾學生之

中，學生偶案:小四 A2 中文為此停得最多，

共 6 次。這名學生的母親是教師，經常改他的

作文。其母常常要求他作文時，選用最好的來

替換最初寫下的字詢;其母也經常要他背默範

文。故此選擇字詞，已成了這學生習用和喜愛

的寫作策略。

用英文寫作時，不少學生也會為選擇宇詞而

「暫停 J '試看下面的例子:

r Once upon a time there was a (停) beautiful 

queen.J 

這名學生事後表示， r暫停j 是為了要在兩個

字語: r pretty J 和 r beautiful J 之間選擇其

一，結果你選了 r beautiful J '因為覺得這個

詞較好。

用英文寫作時，有28% (1 8 中佔 5)的學生

會為選擇字詞而「暫停J '整體學生為選擇字

詞而「暫停 J 的次數極少(平均數是 0.33 次

)。小三、小四和小五組月1 在這方面的「暫

小五 小五 小三至 小二至

英文 中文 小五英文 小主中文

0.33 2.83 0.33 2.11 

0.52 1.94 0.59 1.97 

6 6 18 18 

停J 次數偏低，故缺乏足夠的數據去比較不同

年級在這方面的「暫停j 次數。其中小三的一

名學生在選擇字詞方面停得最多，共 3 次。相

反，用中文寫作峙，為選詞而「暫停J 的學生

比例(28%) 比舟英文寫作時要多 (28%) ，而

「暫停 J 的次數也較多(平均數:中文: 2.06 

次、英文: 0.33 次)。大抵學生用中文寫作

時，往往可以想到一個以上的字詞，故此使更

有機會選到合用的字誨，表達文章內容。

為搜尋字詞而「暫停j

學生寫作時，往往會停下來，搜尋一偶合

適的字詩來表達文章內容。遇到不懂的字祠，

有些舉生會在文稿寫上 rxJ 或者留空。

驗裹，如屬這類「暫停j 的?學生會這樣說明

「暫停j 的原囡: r我在想、一個字 J 和「我找

不到合適的宇詢表達我的意思。 j 舉例如下:

「小人叫他們(停)x 了出來。 j
這學生想、寫「吐 j 的意思，不過他只想到廣州

話襄的讀音: rLirlJ '郤想不到一個確跟這
字音吻合的字，故寫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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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

為嫂尋字詞而「暫停J 寫作(中文及英文)的次數

小的 小四

英文 中文 英文 中文

平均數 35.2 0.5 14.8 0.33 
標準差 47 .4 0.84 25.7 0.82 

次數 6 6 6 6 

從上表可見 3 只有 22% (1 8 中佔 4) 的學生會

為此而[暫停J 寫作。全部學生在這方面只

「暫停j 過 6 次，數字極低(平均數=0.33次)。
廣州話是學生的口頭語育，學生寫作時 3 未能

將日常熟習的廣州話語彙轉換成現代標準漢

語，獨鍵在於他們未能找到跟其廣州話語彙對

應的現代標準漢語表達方式。

用英文寫作時 3 學生經常停下來搜尋字

詞。 19t1如:

I The king X a queen ag位n. She is beautiful, too. 

But her heart is not be~utiful. She had a magic X. J 

這學生表示， I暫停J 時她想找一個合適的字

詞來代替那些 IXJ 0 句子里第一倍 IXJ

I mirrredJ '第二個 IXJ 是 I mirror J 0 她
懂得進兩個宇在她母語一中文裹的意思，不過

卻不知道這兩倍意思在英文襄是怎樣寫法。所

有曾為此而「暫停J 的學生均說，他們能夠舟

廣州話表達要搜尋的字詢意思 3 就是不知道英

文的寫法。從表 6 所見，這十人名學生的「暫

停J 平均數(18.83 次)頗高。三個年級的平均

數(小三= 35.2次、小白= 14.8次、小五= 6.5 

次)羞距又很大。比較之下，年級越高，為搜尋
字詞而「暫停J 的次數便越少 3 這說明了，學

生腦海里的英文字庫 3 會隨升饋的班級增大。

表t

因造句而「暫停j 寫作(中文及英文)的次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次數

英文

6.17 

7.36 

6 

中文

1. 1 

6 

小四 小白

英文 中文

1.5 0.16 

1.05 0 .4 1 

6 6 

小五 小五

英文 中文

6.5 0.17 18.83 0.33 

2.74 0 .4 1 31.78 0.69 

6 6 18 18 

不過，個別學生在這方面的差距(標準差

=3 1. 78) 便很大了。有 5 名學生為搜尋字詞停

了 10 次以上;其中學生個案:小三 B4 英文

停了 124 次 3 學生個案:小四 Al 英文停了

67 次，學生個案:小三 A2 英文停了 11 吹。
為搜尋宇詢問「暫停J 的數字這樣多，足證這

批學生在他們的第二語育一英文方面的弱點。

當然 3 文章長度跟這方茁「暫停j 的次數互為

影響。例如一個小三學生(學生備案:小三Al

英文) ，其文章是最長的，共 503 宇，為搜尋字

諂 3 他共停了 27 次。不過，即使寫短文的學生

也為搜尋一個適用的生宇前多次「暫停j

為造句而「暫停j

除了搜尋字詞外 3 學生也會為造句TfiJ I暫

停J 0 I句子層次的語育設計J (Sentence-level 

linguistic planning) 是…個重要的寫作步驟，的
為句子並不在意念出現的時候便成形。當學生

表示「暫停j 時，他是考慮結合成旬的方式，

這類「暫停j 便是屬於「造句『暫停Jl J 之類

了。以下是一個在中文寫作裹的倒子:

「獅子說(停) : r具是謝謝你了。Jl J 
這學生表示在 f暫停 j 時他是想寫: I我報答

了你，估不到你真的報答了我。 J (由廣州話

轉化而成。)

小五 小五 小三至 小三至

英文 中文 小五英文 小五中文

2 0.17 3.22 0 .44 

1.67 0 .48 4.66 0.78 

6 6 18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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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中文寫作時， 33% 的學生(1 8 中佔 6)

表示曾為造句而「暫停 J 0 表7所示 3

生在這方面「暫停j 的平均數並不高(0 .44次

)。最多者為 3 次，顯示學生用中文寫作時並

不太經常停下來造句、組織句子。

不墟，用英文寫作時，情況便很不同了。

學生「暫停J 的次數不少跟造句有關。例如:

廣州話: r我沒有氣力將桶和水拉上來。 j

這學生在文稿上寫上 rxxxxxJ 。由於先前

她能將故事完整地口述，故這些 rxxxxxJ

表示了她心目中已有用廣州話組成的的意念，

卻欠缺過當的英文字詞，讓她組成究整句子。

外，有 83% 的學生(18中佔 15) 舟他們的第

二語吉寫作時，曾為造句而「暫停J 0 整體的

平均數是 3.泣，小三組的平均數是 6.17 ' /J\ 
聞組的平均數是1.5 ，小五組的平均數是 2 。

唯是有二名小三學生停得特多:一個停了 16

次，一個停了的吹。這兩人「暫停J 的次數

比其他學生為多，因為他們的英語能力低，甚

至不能寫一個完整的句子。如前所述，用英文

寫作時，為造句而「暫停 j 的學生數區

(83% '平均數=3.22) 比用中文寫作時多

(33% '平均數=0 .44) ('γ值= 2 .48, p.<.02，參
閱附錄4) ，學生在英文寫作方面的困難顯而易

見。

為轉換廣州話為現代漢語書面語而「暫停j

因為學生均是廣東人，故用現代漢語書面

語寫作時，往往懷疑自己所寫的詩句能否獲老

師通過。當學生這樣解釋其「暫停 j 原因

f我在恕我是不是寫了口語J '使屬於這類型

了。舉例如下:

「我又月土餓(停) ，我要吃掉你 o J 

這學生停下來想 f肚餓J 一詞到底是廣州話口

語，還是現代漢語書面語。她想寫「饑餓J

但卻忘記了「饑j 字的筆割，故用了「肚j

表八
因轉換廣州i話口語為現代漢語醬醋語而(暫

停j 寫作的次數

小四 小五 小三至

中文 中文 中文 小五中文

平均數 1.5 1.67 2.33 1.83 

標準差 1.38 0.82 0.86 1.04 

次數 6 6 6 6 

用中文寫作時， 94% 的學生(1 8 中佔 17)

會停下來考慮口語轉換書面語的問題，證明了

他們明白口語銀漢語書面語是有分敗的 3 問時

也說明了這些學生的老師經常指導他們不能在

作文裳寫口語。表 8 的數顯示，這 18 名學生

在追方面的「暫停J 次數是1.83 次。三個年

級的平均數也有些微差距:小三是1.5 次、小

四是1.67 次、小五是 2.33 吹。比較之下，發

覺越高班 3 對書面諧的規範越在意。個別學生

差距方面，一名小二和一名小白各停了4次，

一名小三則 0 次。研究員問前者用口語入文

的看法，收到的問應是:語文老師叫佈們不要

用口語來寫作。這些學生普遍表示不應該用

州話口語寫文，但這卻令他們不知所措，因為

他們往往會不清楚自己寫出來的文句是不是標

的現代漢語書宙語。

為考慮文法而「暫停j

學生在英文課學會英文文法的知識 3 到了

寫作之際，縱然他們不懂那些文法術語，也往

往便會停下來，考慮文法的問題。這次研究，

學生也有這類的回應。例如: r我正在考慮舟

Wgoj 還是用 Wwend. J 、「我正在想 Wgoj

和 Wwend 這兩字J 、 「我不知道我是否要在

這個字後萄加 W sj J 。研究員將這些問應歸

入本項。



表九

為思考語法問題而「暫停J 寫作(英文)的次數

小三 小四 小五 小王軍
英文 英文 英文 小五英文

平均數
(時態)

0.83 1.83 

標準差 1.33 2.64 

平均數 1.83 0.83 
(動詞時式)

標準差 2.79 1.33 

平均數 0.67 0.67 
(複數式及
單數式)

標準差 0.82 1.21 

平均數 2 1.5 
(連接詞)

標準差 2.68 2.34 

平均數 0.83 0.83 
(主詩/代詞)

標準華 1.33 0.98 

平均數 1.33 0.83 
(介詞/冠詞)

標準差 2.42 1. 17 

吹數 6 6 

1.33 1.33 

1.97 1.97 

1.83 1.5 

1.72 1.98 

0.78 

0.63 0.88 

1. 5 

1.26 2.09 

0.5 0.72 

0.84 1.02 

1.83 

1.33 1.65 

6 18 

表 9 所示是 6 種用英文寫作時最多學生

感到困難的文法項臣。以下逐一簡述。

基本時態

以下試舉一例:

I This time, the farmer know the dog is (停)

honest. J 

這學生表示， I暫停 J 時她正考慮用 I isJ 還

是用 I wasJ 。她決定周刊叫 ，囡為她認為

I This timeJ 應該配現在式。

大概有 50% 的學生(1 8 中佔 9) 曾為「基

本時態 j 閱(暫停 j 寫作。這項的平均數是

1. 33 。小三至小五的「暫停j 平均數差距(小

三= o.鈞、小四= 1. 83 、小五= 1. 33) 並不

香港學生寫作思維過程: [""暫停 j 的種類和功能 的

大 0 個月1學生的差異也不明顯。有 7 名學生未

曾為此「暫停 j 遇，但有一名小囚的學生卻

「暫停j 了共?吹去懇、「時態j 的問題。後跟

他詳談，得知他在小凹的英文課經常做大蠶的

英文文法練習。

動詞時式

下面是一個學生為思考動詣狀態而「暫停j 的

例子:

I He went (f亭) to forest and sees Snow 

White.J 

這學生停下來去想應不應用 I goesJ 0 她說

I goesJ 好像不太對，故改用 I wentJ 0 

用英文寫作 3 約有 56% 的學生(18中佔9)

曾問思考動詞時式而「暫停j 。在這項自

體的平均數是1.5 次。小五學生(平均數=1.83)

和小三學生(平均數= 1.83) 在這項臣的「暫

停j 次數均比小四學生(平均數= 0.83) 略多。

個別學生的差距卻很大。有8名學生未曾的思考

動詞時式而「暫停J '同時學生個案:小三 A1

英文則為此前停了 7 次，學生偶案:小五 A1

英文則停了 5 吹。學生普遍十分注意動詞時

式，因為平居老師經常提醒他們要注意動詞在

不同時式下的寫法，並旦背誦了大量的動詞時

式。

複數式或單數式?

以下為一個屬於這類「暫停j 的例子:

I In my school, there are many X in my 

school , example , X , stories (停) land and 

swimming pool. J 

這學生停下來去考慮應該用 I story J 

I storiesJ 
雖然整體學生為這項目而「暫停j 的次數

不多(平均數之 0.78次) ，但也有 50 %的學生

(1 8 中佔 9) 曾停下來思考句子里的名詞，應該

用複數式還是單數式。小三(平均數=)、小四

(平均數和小五的差距也很少。然而， 6 名

小五學生之中，有 6 名曾為此浦「暫停J '顯

然他們對名詞的數式較為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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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詞

請先閱以下例子:

I Then he saw the wolf and said 1 will throw 

an apple for you. And (停) you get it. J 

這名學生「暫停 j 時正想到底應否用連接調

I andJ 
有 56% 的學生(1 8名中佔 10) 曾停下來

考慮文中運用連接祠的情況。整體學生的「暫

停 j 平均數是1.56 次，但個別學生的差距郤
很顯著。有 8 名學生未曾因連接詞的問題而

「暫停 J '但學生個案:小四 A3 英文郤為追

問題停了 7 次。顯然他注意到連接詞是十分鞏

要的，事實上，他的文章也非常畏，有 383

宇。另一名學生(個案:小三 A3 英文)也停

了 7 次，她認為每個句子閱當均應有連接諦。

代詞

請閱以下例子:

I One day, Mother Pig asked her three little 

pigs to make a house. But (停) they must not let the 

wolf to catch (f亭) them.J 

這學生在「暫停j 時思考代詞的用法。原先他

想用 lyouJ 來代替 I they J 和 I themJ '但

後來決定用 I they J 和 I themJ 。他說。「這

不是口頭說話 J 所以他不可以用 I youJ 0 

39% 的學生(18中佔 7) 曾「暫停 j 寫作

去想代詣的用法。整體舉生為此原因而「暫

停 J 的平均次數很低 3 只有 0.72 次，小三(

平均數= 0.83) 、小四(平均數= 0.83) 和小五(平

均數 0.5) 的「暫停J 次數也相去不遠。

介詞/冠認

請參閱下酷的例子:

I Then the wolf said，勻的 me 妞， or 1 will 

blow your house in (停).' J 
這名學生停下來想句中的 I inJ 字到底有沒有

錯用。

33%的學生(1 8中佔6) 曾停下來想介詞和

冠詢。整體在這項目的「暫停j 平均數很少，

只有 1 次。只有學生小三英文組 Al 例外，

他為介詢和冠調研停了 6 次之多。三個年級組

那以及個另IJ學生的「暫停j 次數差距，更是微

乎其微。
相較之下，用中文寫作時，只有三名學

生(一名小三、兩名小五)表示曾停下來思考連

接詞。究其原間，中文課並無正規教語法，這

控學生對中文語法並不熟臂，也並不特別在

意，故此他們在很少為思考這些琪思荷「暫

停j 寫作。

總括商育，用英文寫作時，約有 6 名學

生為思考語法問題問停留超 10 次以上， 1國另4

次數為:學生個案:小三 Al 英文停了 29

次，學生個案小三 A3 英文停了 16 次，學生

個案:小四 A2 英文停了 11 次，學生個案:

小的 A3 英文停了 27 次，學生儕棠:小五 Al

英文停了 12 次，以及學生個案:小五 A3 英

文停了 13 次。研究員熟悉這批學生的英文老

師的教學方式，知道這 6 名學生平日大聲做語

法應用練習，範國包括:時態、動詞持式、複

數式和單數式、連接詢、冠詢、介詢和其他語

法項目。這 6 名學生特別留意文章內的語法也

是順理成章的了。

這些學生也曾為思考其他語法問題而

「暫停 J 寫作，例如: comparison 、 possesive

adjectives 、 word inflection 等等，只是停在
這些項目的次數極少而已。因此並沒有納入造

次研究的範園裡。

因基本語言活動而 f暫停j 種類

英文串字和中文章隻劃

學生寫作時，常會執筆忘字，於是停下

來想英文字的串法，或是中文字的筆割。研究

處理這類的回應: I我在想這個字應怎串。 J

「我不知道這個字的串法對不對J 和「我在想

這餾字的筆劃是怎樣寫的 j 均歸類為串字和筆

劃「暫停J 。觀察這類「暫停J 十分容易。學

生往往會在草稿紙上試寫想寫的字，有待又屑

于指凌空寫割，或者在作文上寫上該宇的一部

分。以下為一例:

「有一隻頑皮的小老(停)鼠在找食

物。 j

f 暫停 J 時，這學生就是在想「鼠 j 字的

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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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

為串字(英文)及筆劃(中文)而 f暫停J 寫作的次數

小四 小四

英文 中文 英文 中文

平均數 9.67 14.5 6.33 8.9 
標準差 8.71 9.97 3.98 4.96 

次數 6 6 6 6 

寫作中文時， 18 名學生均曾停下來想筆

劃。表 10 所見，平均每個學生停了 10.44
次，是眾多類別之中停得最多的一項。三個年

級組別的「暫停J 次數有一定差距 3 小三的平

均數是 14.5 次，小囚的平均數是 8.9 次 3 小

五的平均數是 8 次。「暫停J 的次數隨年級升
高而向下滑落，從中可見，越高年級的學生，

對書寫中文宇形的筆劃越有信心。偶別學生的

差距也十分大(標準差=7.7) ，有三名學生(個

案:小三 A1 中文、小三 A3 中文、小五 A3

中文)為此停了二十餘次，主要是因為其文章

較長 (634字、 582字、 445宇)用字白然較其他

為多。有 2 名學生 (1居案: /J、四 B5 中文、(陸

案:小五 B5 中文)為此只停了不足 2 吹。

要是囡為其文章較短(146字、 81 字)。

用英文寫作時，學生也會停下來串宇。以

下為一例:

r(停)Tomorrow , the queen has a baby. J 

學生曾在這裳「暫停 J '當時她正思索

r next weekJ 的串法。不過她串不了 r next J 
這個字，便決定以 r tomorrowJ 取代之。

18名學生均表示曾停下來串宇。平均每

人「暫停J 了 7.95 次(標準差 =5.17 吹)
頻密程度僅次於為中文字筆劃而「暫停j 的次

數。小三至小玉之間並無統計學上之顯著差

別 3 小三的平均數為 9.67 次，小四之平均數

為 6.33 '小五的平均數為 7.83 次。小三學生
在串字方面停了最多吹，小五學生卻比小問學

生為串字停得較多。或許小四學生的串字能力

比小五學生為佳 3 不過這點跟「搜索字詞 J 這

一項互為影響?因為「搜索宇詢 j 的「

小五 小五 小二至 小工至

英文 中文 小五英文 小五中文

7.83 8 7.94 10.44 

3.54 6.9 5.17 7.7 

6 6 18 18 

活動會影響串字的密度。例如 3 學生英文組小

四Al為串宇停了 5 次，但她為「搜索字詣 J

而停了 64 次。這證明她不能找到宇詞表達意

思比串字的問題更大。

個別學生在串字方面的差距也頗大。有 2

名學生停了 14 次以上( /J、三英文組Al停了

23 次、小三英文組 A3 停了 14 次) ，他們

的文章也是較長的。學生英文組小三 B4 只停

了 3吹來串字 3 但卻為搜索字詢問停了 124

次。學生英文組小三 B5 只停了 2 吹來串三芋，

因為他的文章較短，只有 39 字。

學生普遍均曾停下來串字和想、中文字的筆

截。平均每人停了 10.44 次去想中文字筆截，
了 7.94 次去串字。相較之下，學生為想中

文筆劃而停下來的次數較多。研究容許學生漏

告不會寫的宇詢 3 發現中文寫作裳漏空的地方

不多 3 這顯示學生寫中文字時多嘗試解決執筆

忘字的困難。

標點符號和大楷小楷

寫作時，學生往往會停下來思考用甚麼標

點符號。當學生事後這樣解釋「暫停 J 的原

路: r我在懇、應用甚麼標點j 和「我想、用道讀

或者句號J '便表示他們「暫停j 之際正是進

行這項目的思考活動。下面是一個中文您的例

子:

r IJ、老鼠十分高興，連忙道謝， (停)頭

也不田地跑回家。 j

這學生停下來想、標點符號的問題。她原先用句

號，後來改用逗號。她說這旬的意思延續到下

一旬，故用逗號較合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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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一

為標點符號而「暫停j 寫作(中文及英文)的次數

小四 小凹

英文 中文 英文 中文

平均數 3.5 3 1.67 1.17 
標準美 4 .46 2.19 l.73 l.33 

次數 6 6 6 6 

寫作中文詩， 72% 的學生(1 8中佔 13) 曾

為標點符號(暫停J 寫作。表11所示，平均每

人停過 2 次。小三學生的平均數 (3.5 次)較小

(平均數= l. 17次)和小五學生(l.83吹)

的為寓。 錯別學生的差距明顯。一名

(個案:小三 B6 中文)為標點符號停過7次，

後他告訴研究員，平白老師常常強調標點符號

十分重要。相反，有五名學生從未為標點符號

那「暫停J 寫作。

寫作英文時，學生也會思標點符號和大楷

小楷而[暫停J 寫作。例如:

r Once upon a time had a besutifu1 (停)

queen.J 

這學生停下來去思考到底 r queenJ 字應不應

讓該用大楷。

56%的學生(1 8 中佔 10) 曾停下來懇、標點

符號 3 平均每人為此停了 2.06 吹。三個年級

組別的差距單向下滑落之勢:小三(平均數

=3.5吹)、小四(1 .67次)、小五(1次) ，越高年

表十二

為覆嚮而 f暫停j 的次數

小四 小四

英文 英文 中文

平均數 0.83 0.33 0.67 1.33 
標準差 l.33 0.52 0.82 l.21 

次數 6 6 6 6 

小五 小五 小三至 小三至

英文 中文 小五英文 小五中文

1.83 2.06 2 

l.55 2.14 3.15 l.97 

6 6 18 18 

級的越停得少。個別學生的差距也十分明顯，

學生個案:小三 A1 英文停了 12次，學生個

:小四 A3 英文停了 7 次， 8名學生未曾為

標點和大小楷的問題而「暫停J

總括而言，無論用中文或英文寫作，學生

均曾因標點符號間「暫停J 0 用中文寫作時，

72% 學生會因標點而「暫停 J '比用英文寫

作時，只有 56% 的學生會為此而「暫停 j

人數較多。但兩種寫作語言在這方面的「暫

停 J 平均數卻很接近(中文 2 吹、英文 2.06

次)

為是閱而「暫停 J

寫作時，學生往往會停下來覆閱寫了的文

章內容。覆閱分三種:由一旬至多句、由全文

第一旬至最新寫成的一句、全篇文章。覆閱行

為可以慈愛過觀察學生頭部活動，手指在寫出來

的文字之間的活動情況，眼皮活動以及大聲詞

擴部分句子悶得知。

小五 小五 小三至 小一至

英文 中文 小五英文 小五中文

0.5 0.67 0.67 0.78 

0.84 0.82 0.97 0.94 

6 6 18 18 



用中文寫作時，全部學生均曾停下來覆

閱。表 12 所見， 18 名學生平均停了 5.89

次，可算頻密。三偽年級組別的平均吹數也有

差距:小三(平均數= 5.83次)、小間(平均數

= 4.33次)、小五(中佔數= 7.76次)。小五級

的學生停得最多， 1區月4差異也最大。例如:學

生個案小五 A3 中文停了 22 次 3 學生個案小

三 B6 中文、小四 A2 中文和小五 B4 中文只

停了三次去覆閱。

用英文寫作時，全部學生均曾停下來覆

閱。平均每人停了 6.5 次。三個年級組別的差

距郤不大(小三的平均數是 6.67 次 3 小囚的

7 次，小五的是 5.8 3次) , one悄way analysis 

of variance 並不顯著(參閱附錄 5) 。個朋學生

的差距頗大(標準差= 3.33) ，個案小三 A3 英

表十五

為當洩即時感受而「暫停j 寫作的次數

英文

平均數 0.83 
標準羞 1.33 

次數 6 

中文

0.33 

0.52 

6 

小的

0.67 

0.82 

6 

小四

中文

1.33 

1.21 

6 

50%的學生(1 8中佔9) 在用中文寫作時曾

停下來宣洩即時感受。表 13 所示，平均每人

為此停了0.78次。小的學生停的次數較其他兩

級較多。縱使個別學生的差距不大，但個案小

的B5 中文停了 3 次去宣洩即時感受?卻存 9

名學生從未這樣做過。 39%的學生(1 8 中佔7)

用英文寫作時曾停下來宣洩即時感受。從表

的可覓，平均每人停了0.72坎，數目很小 0 年

級組別之間的差距也很少(小三平均每篇0.83

次，小的平均每篇1.67 吹，小五平均每篇 0.5

吹)。個案小三Al英文停了最多，共 3 次。

其他 f暫停j 類別

舟中文寫作時， 8 名學生曾停下來數字

數;用英文寫作時 3 有 1 名學生停下來數字

香港學生寫作思維過程: r暫停J 的種類和功能 的

文和小四 A3 英文均停了 12 吹以上。六名學

生停了少於 5 次。中文和英文寫作的「暫停j

平均數差異很少(中文= 5.94 吹，英文= 6.5 
次) ，這顯示學生使用兩種語育時均會覆闕，

而且覆闋的密度相約。

為室或 J!f 時去忍受而[暫停j 寫作

寫作時，學生會「暫停J '並且直接說出

個人感受，例如: í 我不想寫了 J í 我好悶

呀 J í 我可不可以去廁所? J í 我想、飲汽

水 J '這些反應均屬此類。以下是…個寫中文

時的例子:

「突然，一個很大，很大的網網住了(停)。

「暫停 j 時 3 這學生說， í我對手好疲

倦，想休息一會。 J

/J、五 小五 小二至 小三至

英文 中文 小五英文 小五中文

0.5 0.67 0.67 0.78 

0.84 0.82 0.97 0.94 

6 6 18 18 

數。舉生中文組小王 Al 曾停下來，想將會讀

他這篇文章的人。當這名學生用中文寫故事

峙，她曾在第…段結尾停下來，立在在事後表

示， í 暫停 j 時她正想像那讀者會有甚麼反

應。

總結

「暫停j 是寫作過程衷的附屬過程，不論

用中文寫作，或是用英文寫作也好，本研究裝

的學生，均曾為不同的原囡而「暫停 j 寫作

(參閱下表)。有時是要在長期記憶系統里提取

資料 3 賠英文寫作時有28%的學生這樣做，至

於用中文寫作時 3 這情況更為普遍 (94%的學

生)。提取了資料後，學生有時需要停下來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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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照得著的資料。用中文寫作時， 94% 的

生會停下來選擇資料，而用英文寫作時卻只有

33% 的學生曾這樣做。這些數字反映了兩種

語文媒介在寫作過程內的「暫停 j 情況。

一如 Schumacher 等(1 984) 所育，寫作

時，有些學生會停下來設計句段。但在這次的

研究里，學生沒有停下來作全篇的設計，他們

大都在口述故事時已完成這個步驟。用中文寫

作時， 89% 的學生曾停下來做句設設計，比

用英文寫作時 (33%) 的數字多，違反映了實

質寫作的字數。例如:用中文寫作時， 72% 

的學生寫了一段以上，但用英文寫作時只有

33% 的學生寫多於一段。花路和希斯(1981b)

指出，設計是一個特別而鞏耍的寫作過程，但

這次研究顯示，學生關始寫作前口述故事，只

做了很少的設計工夫。另外，他們均曾停下來

思考邏輯問題，特別是用中文寫作時 (72% 的

學生曾這樣做)。

雖然學生平均為思考邏輯問題而「暫停j

的吹數不高，只有1.76 次， 1國月9學生的

卻很有敢發意義。個案小五 Al 中文停了

8 次，他的文寫得很出色，比其他作文突出。

至於用英文寫作時，她卻只停了 1次。只有小

曾為邏輯問題而「暫停j 寫作，這也向

樣反映了寫作的量。至於，學生泊中文寫作時

比用英文寫作時會較多因邏輯問題而停下來，

不過兩者相距不大而已。或許在寫作前已口述

了作文內容，學生較少函邏輯問題而停下來是

意料中事。

最經常出現的 f暫停j 均是跟認知諾吉活

動有鏘的項臣，一是為提取資料而「暫停j

一是為選擇資料市(暫停J 0 學生寫作時不斷

轉換、增刪意念。這次研究的實驗過程裳，年

紀較少的學生，函認知語育活動而「暫停j 的

次數相對地較少。得出的數據和事後面談均顯

示，學生較多機會練習寫中文，故此他們的中

文能力遠較英文(他們的第二語言) ?。不過，

這結果多少受口述作文內容這步驟影響。

另一方面，學生也會停下來思考語育問

題。用中文寫作詩，學生會因選擇適當字論而

停得多了(中文 72% '英文 28%) ，除了囡為
寫多了字之外，學生的可供選擇的字詞庫增

大，對字詢意義更為敏感，也是重賽的原因。

於是 3 比較學生停下來搜索己想出來的字祠的

情況，用中文寫作時，只有 22% 的學生這樣

做。他們大多是搜索那些在其廣州話口語里醋

有，而在現代襟準漢語內沒有的字諦。用英文

寫作時， 18 名學生均曾停下來搜索字詞。這

次實驗設計，學生預先以廣州話口述作文內

容，這結果時樣多少受這設計安排影響。因為

學生可以廣州話表達自己所想，卻苦於無法找

到適合的英文字來表達。相反，用廣州、!話思

想，轉而以現代標準漢語表達卻問題不大。無

論如何，每個學生為選詞而 f暫停J 的字數相

對較大(1 8.83次) ，反映了學生懂得的中文或

英文生字數量限控了他們可昂的字詢暈。小玉

的問題(平均數二 35.2次)相較小四(平均數

= 14.8次)和小五(平均數= 6.5 次) ，問題最

多，不過由小三至小五，情況看來漸次好轉。

寫作時，學生花大量的精力構造句子，使之符

合規範語法，令這方面的「暫停 j 次數特別

多，尤以用英文寫作時的情況為甚。用中文寫

作時，很少學生(中文有 33% '英文有 83%)

表示曾停下來思考語法。卻由於學生本身是說

廣州話，其思考語吉又是廣州l話，用中文寫作

時， 94% 的學生都有停下來將廣州話轉換成

現代標準漢語。他們全都受學校的影響，在作

文里不能書寫廣州話口語。這規範令他們往往

懷疑自己寫成的句語，不過，卻無人懷疑自己

對現代標準漢語語法的認識。相反，他們用英

文寫作時，全都曾停下來思考英文語法。這批

學生，全都從學校老師那襄接受了廣泛的英文

語法訓練，有的甚至有家長指導。縱使這樣，

也有 50% 的學生曾停下來想時態、 56% 曾停

下來想動詞時式、 56% 曾停下來想連接詢、

50% 曾停下來想、名詞的複數式或單數式(小五

學生在這項特別敏感)、 39% 曾停下來想主語

和代詢、 33% 曾停下來想冠詢和介詞。其中

有 6 名停了 10 吹以上去想諸法的學生，平白

經常大量地做語法練習，對語法規範十分敏

感。
不少學生曾因基本的語育活動:英文串字

和中文字筆劃而「暫停J ， 18名學生在這方面

的「暫停J 平均數是 10.44 次，而年紀越大，



則這吹數卻逐漸下降 2 您為高級的學生因中文

字筆劃而「暫停 J 的次數較少。用英文寫作

時，全部學生均曾停下來串字(平均數= 7.94 

次) ，次數僅次於「搜崇宇古訓 ，而年紀較少

者為串字而「暫停j 的次數較年畏的為多。

學生寫中文字時停得較多，其思考筆割的平均

數高於英文串字的平均數(筆懿= 10 .44 次，

串宇= 7.94次)。一般而育，學生均竭力應付

串字和記憶中文字筆割。香港小學老師在學生

的作文襄任何錯誤也改，這做法對學生寫作心

理形成的影響在此可見一斑(香港教育署 3

1989) 。

不論用中文還是用英文寫作，學生均曾停

下來思考標點符號，只不過用中文時 (72%)

的數字較用英文時 (56%) 略高。學生運用這

兩種語文時，為標點符號而 f暫停J 的次數也

差不多(中文 2 次、英文 2.06 吹) 0 Rose 
(1 984 )指出初學寫作的人常常認為 3 寫作時應

該要對標點符號及其他基本的語言技術(像筆

畫U) 運用自如 3 但障礙往往在此出琨。大致而

「暫停J 活動反映了學生的思維童心 3 學

生往往只停留在表面的層次 ι 即只注意處理句

子層面的字和意念 (Biggs ， 1988) 。另外，學生
在語吉問題上的「暫停j 次數也比認知問題上

的為多。 Biggs 指出 3 作者寫作篇章之峙，必

會留意稿件事:一為內容(指篇章在語意層面

的意義) ，即「想說甚麼 J ;二為運用語言，

(指規範了的諸法規則、文字串法等) ，郎(怎

麼說J

在這次研究襄 3 學生在中文及英文寫作

，均較為留心語育項侶。 S haughnes s y 

(1 977)指出基層作者會受段落之內出現的問題

所因，很憂慮會寫銬，於是拙於搬弄意念 3 或

者緊扣題旨;同時也不太注意文句和文氣。有

些學者持相反意見，力辯弱於用英文寫作的，

其寫作能力低劣的影響可甚於其語育能力不濟

(Jones, 1982; Zamel, 1982; Raim肘， 1985) 。顯

然 3 在這次研究裹的學生，均有停下來覆閱其

中文作品和英文作品，而且均留意文章是否合

符常理，也關心文章內容的準確程度。有趣的

是，用中文時，有 8 名學生曾停下來數字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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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字數已經是一個重要的作文評改工具、標

準，故學生對字數十分留意。不過，用英文寫

作時，只有一人曾停下來數字數 3 反映了學生

普遍用英文寫的字數不多。只有一個學生曾停

下來想目標讀者，更反映了普遍學生寫作時未

建立讀者這個觀念。

如前所述，研究方式對資料的性質和模式

有一定影響。例如:學生事前已口述了作文內

容，有利中文寫作。雖則研究員容許學生寫作

英文前也以廣州話口述作文內容，這做法較為

不自然，不過，這是唯一一個途徑可以確知學

生在寫英文是真真實質的構思。換言之，

縱然以英文寫作 2 思維語吉依然是廣州詣。這

次研究已盡蠱減低技術上對學生寫作過程的干

擾，觀察記錄表和錄像機是有效的工具，能高

度準確地令學生回憶起「暫停 J 時的思維活

動 3 故所得的資料信度總高。

研究的意義

香港教育，京以考試合格為最終目的，寫

作教學更是考試主導。差不多所有作文，也要

在課堂上完成，跟測驗相去不遠。很多小學由

將所有作文分納入學期考試的分數里。把寫作

課當成測驗課一樣的處理，寫作課就如測驗一

般。老締出題，規定交文時間和宇數。有些老

師略為指引學生怎去寫，也給予嚴格格式。學

校重視課堂紀律多於教法，老師絕不能容許學

生影響下一節課。故學生必須在時限內完成作

文，不鼓勵把文帶回家作，因為老師不欲家人

幫忙學生。這使學生的寫作成績變得不可靠。

研究發現， í暫停J 無疑是寫作的鞏要組

成部分。是以 3 老師應幫助學生善加利用「暫

停J '給學生充裕時間「暫停J 0 只是，在目

前的組度下，小學生也需要在限時內完成作

文、面對考試壓力，沒有充裕的「暫停 J 時

間。研究顯示學生在語育問題上停得最多。他

們對選擇適當字詢、合適的句子結構和正確中

文宇筆割、英文字串法均感吃力。如果老師能

在這些方前提供協助，作用會很大。唯是香港

老師感到管理一個很大的班 (40人)十分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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鉅，故並不認為需要回應所有學生的問題。老

師不能給予學生個別指導，況且寫作課有如測

驗，如老師給予個別學生指導，對其他學生便

不太公平。如果寫作不再被視為測驗工其，則

情況有救。另外?學生可以帶作文回家寫，家

中成員就可以幫學生解決語育的問題。

這次研究也顯示，英文老師未受過評改訓

練卻又要充當評改完之時，評改作文的焦點便

往往圈定在文章字諦旬的對錯上去，而非文理

邏輯等其他寫作元素 (Diederich ， 1964, Hillocks, 
1986) 。香港的老師向來只集中在諾吉元素，

尤其專批改學生作文裹的這方面的錯處。批改

過後，有些老師會替學生分析作文錯處。稚

，這些錯處均為普遍語法錯誤或錯別字之

類，並要全班一問訂正。老師忽略了認知層

面、風格等重要寫作元素，結果學生對這些全

無觸覺。

Scardamalia (1 981) 指出寫作時作者要緊記

大量的工作，也要記住要寫甚麼和寫了甚麼。

這吹研究證明了學生寫作持要留意很多東西，

包括認知層面的、語吉層面的，也要複詢、評

估和基本的話育活動。熟練的作者會花上幾個

小時、幾天甚至乎幾年去構思。寫作時，他們

會中能停下來，檢視下一筆要寫的內容銀全文

整體構思有何關係。落筆之前，他們會把構思

惦記於心，大腦短期記憶系統的容麓，限制了

作者可以處理的資料壘，因此有些作者便會利

用筆記幫助，記下瑣碎研即興的意念，留待作

者身處舒遍的寫作環境之下取用。這些策略均

不為香港小學老師接受。他們的任務就是要學

生在指定時空襄完成科主任擬定的作文題臣。

無論寫中文還是英文，學生則要寫得文從字

JI頃，結構精殿，並無錯誤，最好是有小小想像

力。而且，作文往往是一吹過的，即學生只有

機會寫一次，一稿便交文。此外就是要湊夠教

師指定的字數。可以想像，香港學生的實際寫

作能力，不能應付表現個性的、抒情的文章要

求。

正如花路和希斯(1980) 所言，對初學寫

作者影響最壞的就是只留意文體要求和限制，

而令其忽略了表達意念。日子一久，年輕的作

者不但會無能力表情達意，甚至懷疑是自己

生就不濟，對直己的寫作強加一套狹隘的看法

和目標 (Collins 和 Gentner ， 1980) 。

Graves (1 984) 發現在串字方面感到思難的

見童 3 經過不斷在草稿試串，不斷改正後，

終到會串一個十分準確的字。他特別贊成老師

應重視學生初稿內容，間將一些話吉修飾的工

作，應留在最後一稿才做。 Graves 也建議語育

能力的元素需要分開來作重點處理。教締應容

許學生在寫作時先注意內容，暫且把串宇、語

法、選誠等項目放閉，間為這些東西可在以後

的幾個修改稿襄依次處理 (Biggs ， 1988) 。不
過，要達到這一地步，需要一套設計周全的寫

作課程指導給予老師;老師和學校管理層要通

力合作。學校應向舉生和家長介紹整套學法，

而教師也不要求學生每次均寫完美無瑕的作

品。以上所述，對香港前育，均是箔生和新鮮

事物，而且有待開發。香港雖有編好的中小學

中文課程，不過…落實到學校層面後，學校有

權遷就自身環境而修訂(香港教育署， 1989) 。

問改動後，往往就把教育的目標弄得狹隘了。

香海教師需要一個經專業化、富彈性、能切合

各學校的需要，且有清晰的教學割標指引他

們。

這次研究的學生，為仔細考慮中文字的筆

劃和英文串字而經常「暫停j 寫作。同時問處

理兩套語育系統(如果將普通話拚音也計算在

內，則變成三套) ，對香港年輕學生而育是一

種負擔。跨語畜造成的干擾，並不是容易消除

的;香港中文老師和英文老師不同的教學方

式，對學生產生負面轉換影響;香港課室以外

的英文諾盲環境，令老師可以選擇的教學活動

形式很少。

觀察香港學生的中英文老師的教學法和課

本，研究員發現學校教寫作的範閻其實十分局

限，其主要臣的仍然是通過測驗。香港學生每

星期都要默一兩次課文，也要背詞語解釋。學

生認為這種背誦式學習十分沉悶，家長更要浪

費大量時間陪子女溫習課文。幫助學生學習認

彙的方法很多，可是因為教學法過於陳舊罰沒

有使用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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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小三學生寫作時的暫停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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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四學生寫作時的暫停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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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小五學生寫作時的暫停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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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十八名學生寫作中文和英文時暫停種類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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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寫作中英文時，小三、小四及小五學生暫停種類的比較

英文 英文 中文 中文

種類

F-值 或然率 l值 或然率

提取資料 2.14 0.15 2.23 0.14 
2. 選擇資料 0.00 1.00 0.46 0.64 
3. 為設計而暫停 0.34 0.78 0.11 0.89 
4. 思考內容的邏輯 2.50 0.12 1.51 0.25 
5. 宇詞
5.1 選擇字詞 0.00 1.00 0.59 0.57 
5.2 搜尋字詞 2.04 0.29 0.33 0.72 
6. 造句及重組句子 3.22 0.02 2.72 0.09 
7. 轉換廣州話口語為現代漢語鴦宙語 1.08 0.364 

8. 思考語法問題

8.1 基本時態 0.36 0.71 
8.2 動詞時式 0 .48 0.62 
8.3 複數式或單數式 0.26 0.77 
8.4連接詞 0.31 0.74 1.25 0.32 
8.5 主認/代詞 0.19 0.83 

9. 英文串字和中文筆畫tl 0.48 0.63 1.31 0.30 
10. 標點符號和大楷小楷 1. 11 0.36 1.39 0.28 
11 覆閱 0.18 0.84 0.76 0.485 
12. 宣洩即持感受 0.16 0.85 1.94 0.18 
13. 其他 0.24 0.79 1.21 0.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