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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teaching
 

environment
 

of
 

smart
 

classrooms 
 

this
 

article
 

utilized
 

collaborative
 

writing
 

strategies
 

grounded
 

in
 

sociocultural
 

theory
 

to
 

establish
 

a
 

practical
 

framework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ical
 

writing
 

skills
 

in
 

this
 

course 
 

exploring
 

effective
 

pathways
 

for
 

reforming
 

the
 

teaching
 

mode
 

of
 

this
 

course.
 

The
 

article
 

elucidates
 

the
 

functions
 

and
 

values
 

of
 

collaborative
 

writing
 

in
 

the
 

Technical
 

Writing
 

course 
 

specifies
 

the
 

principles
 

of
 

its
 

application 
 

and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collaborative
 

media
 

selection 
 

collaborative
 

writing
 

training 
 

and
 

monitoring
 

in
 

instructional
 

implementation.
 

It
 

also
 

proposes
 

five
 

implementation
 

pathways
 

for
 

collaborative
 

writing
 

strategies
 

in
 

the
 

Technical
 

Writing
 

course 
 

constructing
 

a
 

teaching
 

model
 

supported
 

b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at
 

emphasizes
 

interaction 
 

collaboration 
 

and
 

personalized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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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教室環境下《英語技術寫作》課程的

協同寫作教學模式探究

畢　 燃

重慶郵電大學

摘　 要:本文基於智慧教室的教學環境,通過運用基於社會文化理論的協同寫作策略,圍繞《英語技術寫作》語言+

技術課程,構建英語技術寫作能力發展的實踐框架,探索《英語技術寫作》課程教學改革的有效路徑。 本文闡明了

協同寫作在《英語技術寫作》課程中的功能和價值,明確了協同寫作在該課程中的應用原則,強調了協同媒介篩選、

協同寫作培訓以及協同寫作監控在教學實施中的重要性,並提出了五種協同寫作策略在《英語技術寫作》課程中的

實施路徑,構建了一種以資訊技術為支撐,強調互動、合作與個性化學習的教學模式。

關鍵詞:協同寫作;英語技術寫作;社會文化理論;智慧教室

基金項目:本文系 2023 年重慶郵電大學社會科學基金專案「社會科學社會文化理論視角下的智慧教室與二語寫作

情緒研究」(編號:K2023-156)、2022 年重慶市外文協會教育教學改革研究「基於智慧教室的英語基礎寫作教學改

革研究與實踐」(編號:WWWT22007)的有關成果。

一、
 

引言

協同寫作,又稱協作寫作(collaborative
 

writing),指兩名及以上參與者通過共同協商和決策,產出共同負

責的單一文本的活動①。 作為一種廣受關注的語言教育活動,協同寫作被證實在協商、結果和回饋等寫作的

各個環節產生積極影響,能提升寫作能力,促進寫作產出②。 目前的教學實踐和研究多關注協同寫作在英語

學術寫作(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
 

EAP),尚未被廣泛應用於特殊用途英語(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ESP)課堂。 作為 ESP 課程的一種,技術傳播( technical
 

communication)旨在傳達科學、工程或其他

技術資訊,其主要形式為技術寫作( technical
 

writing) ③。 技術寫作通常由團隊合作完成,適合使用協同寫作

進行教學實踐和科學研究。
《中國智慧教育藍皮書(2022)》提出智慧教育新的教學範式,宣導「創新教育教學場景,促進人技融合,

培育跨年級、跨班級、跨學科、跨時空的學習共同體」 ④。 智慧教室作為智慧教育在物理空間、社會空間和數

字空間的體現,已經成為現代高等教育機構中常見的教學設施。 該設施集成了多媒體技術、網路通信和人

工智慧等先進技術,為基於協同寫作的《英語技術寫作》課程實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和可能。
本文依託智慧教室環境,經教學實踐探索,總結了《英語技術寫作》課程中協同寫作的實施路徑(如圖

1),明確了其在教學中的功能與提升學生寫作、交際及問題解決能力的價值。 同時,厘清了策略應用原則以

確保教學實踐的有效性,並詳細闡釋了各策略的具體運用,輔以具體案例和實際操作指導,為全新教育教學

場景下《英語技術寫作》課程的教學實踐提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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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基於智慧教室的協同寫作實施路徑
　

二、
 

協同寫作在《英語技術寫作》課程中的功能和價值

協同寫作的主要理論依據源於維果茨基( Vygotsky)的社會文化理論( sociocultural
 

theory,SCT)。 該理

論將人類活動視為通過主體( subject)使用工具( instruments / tools)以達成目標( outcome)的社會活動,將語

言學習者視為社會的人,認為語言學習在內的所有高級認知功能的發展都是在一定的社會情境中發展的。
通過社會活動和主體間的對話,學習者的認知能力得以發展,並內化成為學習者個體能夠獨立使用的認知

資源和語言能力。 基於社會文化理論,支架作用( scaffolding)在語言學習和實踐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支架

作用不僅僅存在於教師和學生之間,也存在於學習者內部。 相似或不同水準的學習者之間互相扮演專家和

新手的角色。 通過社會活動和個體對話,學習者互相取長補短,形成了具有動態性和相互性的「集體支架」
(collective

 

scaffolding) ⑤。
隨著教育理念的變革和教育技術的發展,同伴互評或人機互評廣受關注,但其他環節的寫作活動,比如

寫作前和寫作中,仍然是由學習者獨立完成。 依託智慧教室,協同寫作能夠被更加廣泛地應用到寫作教學

的各個環節和各個場景,契合了 《 英語技術寫作》 這一課程對團隊合作的需求。 通過教師和學習者

(subjects)的共同參與,使用智慧教室場所及其搭載的線上線下平臺 ( tools),以完成技術寫作交付物

(outcomes)。 與傳統課堂和翻轉課堂相比,基於智慧教室的協同寫作有利於促進學習者在英語技術寫作時

全方位全過程的交流互動,基於圓桌小組面對面的口頭對話和基於共用文檔的線上書面溝通,既能降低非

即時交互環境在時間和空間差異所帶來的干擾⑥,又能緩解寫作焦慮⑦。 在智慧教室的環境下,小組成員能

夠更加便利地參與到英語技術寫作的全過程,共同完成文檔的準備、調研、架構、寫作以及審閱修改。
《教育資訊化 2. 0 行動計畫》明確提出,在教育改革的今天,要把握資訊技術發展潮流,實施智慧創新發

展行動。 依託科技賦能和理念更新,《英語技術寫作》課程應順應新時代教育變革,系統性地重構學習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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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環境與學習內容的新生態。 基於智慧教室,實施適合學科特點和學習者認知發展特點的協同寫作,是
《英語技術寫作》課程發展改革創新的新方向。

三、
 

協同寫作在《英語技術寫作》課程中的應用原則

研究表明,與個人單獨寫作相比,協同寫作在促進二語發展方面的效果不一定顯著⑧。 只有通過精心設

計和有效監控,協同寫作活動才能成為二語學習的極佳場所①。 要想使該課程促進學習者在學習行為、情

感、認知等方面的積極發展,提升同伴寫作的促學效果,教師需要篩選協同寫作媒介、重視協同寫作培訓,同
時加強協同寫作監控。

(一)
 

篩選協同寫作媒介

專門針對教學場景的協同寫作軟體被不斷開發和運用,包括並不僅限於批改網,愛寫作 iWrite,

Peerceptiv 等平臺。 這些平臺主要關注學習者的語法錯誤糾正,給寫作成果打分,同時兼具實名和匿名同伴

互評的功能。 平臺的使用場景主要為完成提交和修改回饋,沒有深度參與到學習者的創作全過程。
與此同時,以 Wiki、石墨文檔、騰訊文檔等平臺為代表的線上工具的廣泛使用標誌著協同寫作活動 web

 

2. 0 時代的到來⑨。 基於上述協同工具,團隊成員能夠突破時間和地點的限制,突破單人寫作的媒介壁壘,共

用語言資源,共同解決語言問題。 但是目前該平臺更多運用於企業部門內部和部門之間的協同寫作,尚未

被廣泛推廣到大學 ESP 教學場景。
基於智慧教室平臺的搭建和「互聯網+教育」的寫作環境的營造,智慧教室的寫作媒介包括但不僅限於

線下小組紙筆寫作、社交媒體寫作、線上學習平臺寫作、線上編輯文檔寫作等。 通過使用線下的硬體加線上

的各種協同寫作平臺相結合,打通線上線下和課內課外的寫作壁壘,基於學習者的認知特點和不同任務下

技術寫作交付物的區別,選擇合適的協同模式和媒介,從真實專案的操練中培養技術協作團隊合作、溝通、
組織、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二)
 

重視協同寫作培訓

協同寫作的順利開展離不開充分的培訓。 基於固有的學科觀念和自身的寫作經驗,絕大多數學習者,

尤其是大學低年級學生,對仍然寫作這一學習活動的理解停留在「領取題目—獨立寫作—教師評價」的階

段。 然而隨著專業學習的深入,寫作任務越發具有高階性、創新性和挑戰度,更加貼合真實的生活和工作場

景。 《英語技術寫作》的課程特點決定了技術文檔在內的交付物創作需要以團隊的形式開展。 根深蒂固的

單人寫作理念對該學科的學習者產生了一定的負面影響,需要教師在課程初始階段向學生告知英語技術協

作的學科特點,通過真實工作場景的案例明確協同寫作在該領域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同時通過不同交付物

的對比呈現協同寫作帶來的優勢。
和學習觀念一起更新的還有協同寫作的方法。 教師通過講解和演示,向學生展示線下智慧教室小組白

板、小組圓桌、小組高拍儀、小組鍵鼠與展示大屏的操作,以及線上同伴協同寫作的寫作平臺使用方法。 與

此同時,教師向學生介紹全過程的協同寫作在每個環節的實施方式,通過理論加案例加實踐的方法,讓學生

瞭解並熟悉協同寫作在技術寫作文檔的準備、調研、架構、寫作以及審閱修改環節的運用。 同時學生以小組

為單位展開模擬演練,探索智慧教室提供的硬體配套設備和軟體平臺使用,從理念和行動上改變過去「重分

工輕合作」的傳統學習小組,為後續高階課程的開展打下堅實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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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加強協同寫作監控

在同伴活動中,教師監控很有必要。 缺少教師的監控和指導,學生的協同寫作可能在促進二語發展上

缺少顯著優勢⑩。 因此為了更好地達成教學目標,要求教師充分發揮主導作用,更積極地參與到學習者同伴

寫作的全過程。
在此過程中,教師需要轉換以前評分者的單一身份,更多地參與到協同寫作中。 線上下智慧教室內,教

師可以通過更加靈活的座位分佈深入觀察,及時發現寫協同寫作過程中個人和小組內出現的問題,並提供

支架支撐。 線上協同寫作平臺能讓教師更加直觀和顯性地追蹤學習者的任務領取、小組分工、寫作進度、組
內討論的頻率和深度,以及學生在同伴互評時做出的貢獻。 這一舉措有利於教師把握學習者在完成技術寫

作任務時的關鍵時間節點,通過課內課外的監控,及時提供有針對性的線上線下支架和多模態的回饋,助力

學習者獲得更愉悅的學習體驗,達成更高質量的文本產出。

四、
 

協同寫作在《英語技術寫作》課程中的實施策略

協同寫作策略是指團隊用來協調寫作文檔編寫的方法,主要有五種策略:以個人為中心的寫作策略

(single-author
 

writing)、順序寫作策略(sequential
 

writing)、並行寫作策略(parallel
 

writing)、反應性寫作策略

( reactive
 

writing)以及綜合模式策略(mixed
 

model
 

writing) 。 教師應根據英語技術寫作的不同任務特點,
鼓勵學生使用不同的協同寫作策略。

(一)
 

以個人為中心的寫作策略

以個人為中心的寫作策略指的是以一個作者的意願為主,進行團隊協同寫作。 該策略適用於較為簡單

且協作成員間爭議較低的寫作任務。 例如,協同寫作團隊讓其中一名成員寫一份分析備忘錄,記錄描述小

組在研討會上的討論內容和結果。 該策略也適用於《英語技術寫作》課程初期,作為單人寫作到協同寫作的

過渡。
在《英語技術寫作》課程中,該協同寫作策略可以被運用在諸如個人簡歷、求職信以及會議記錄等技術

寫作文檔的製作中。 以個人簡歷的寫作為例,課前教師通過學習通平臺發佈任務,要求學生以小組為單位,
搜索本專業在不同行業不同崗位的招聘簡章和簡歷範本。 小組將搜集到的素材共用到各自的討論組,通過

集體討論,刪除重複和不符合主題的內容,並將篩選後的內容上傳到班級公共的討論區,為課堂討論和課程

資源提供真實場景的資源素材。 課中教師通過智慧教室將講解內容同步到各個小組的顯示幕上,學生可以

一邊聽課,一邊利用本組的滑鼠鍵盤對螢幕進行重點內容標記和知識點梳理,並在課後相互查漏補缺,快速

整理下載筆記。 寫作實踐環節小組可以通過討論,利用本組的電腦進行搜索,以及和教師溝通,自主確定技

術文檔的創作主題,即潛在的求職目標,並針對該崗位的應聘要求,和小組成員一起梳理自身的特點,共同

確定該類文檔的寫作架構。 課後學生基於個人意願,對標潛在崗位招聘要求,創作符合自身背景、軟硬技

能、工作經驗以及興趣愛好的個人簡歷。 完成文檔初稿寫作後,作者上傳簡歷的初稿供其他成員參考評閱。
基於小組對寫作任務的深度理解,小組成員對同伴的初稿提出結構、內容和版面設計的建議,既可以直接修

改,又可以旁側批註。 作者就多名同伴的建議進行復核,對有爭議的地方進行闡述和回復,或者尋求教師的

建議。 最後小組共同商議,選出最佳作品供全班分享,促進組間的交流。
由於該類技術協作文檔內容個人化程度高,且爭議程度低,可以使用個人為中心的寫作策略,幫助學生

完成從單人寫作到協同寫作的觀念和實踐轉變。 在該過程中,學習者熟悉了協同寫作的流程,操作了協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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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的軟體和硬體,並完成了一次貫穿寫作全過程的協同寫作實踐。

(二)
 

順序寫作策略

作為個人為中心寫作策略的延伸,順序寫作策略指團隊裏的每個作者獨立完成各自的任務,然後傳遞

給其他人。 依託豐富的文檔共用平臺,該策略極大程度上解決了團隊成員在複雜寫作任務中時間分配和距

離隔閡的問題,並適用於複雜文檔的初稿寫作。
比如在《英語技術寫作》課程中,產品調研報告的寫作是一個複雜的任務。 該文本至少由引言、研究方

法、市場需求、競品分析、調研結果以及結論建議等 6 部分組成。 在課程中,小組成員可以通過借助智慧教室

進行大量的資料搜集,結合線下調研完成準備工作。 但是由於課程的時間限制,為了提升學習者的寫作效

率,該報告可以借助順序寫作的策略,鼓勵小組成員各自負責擅長的部分,同步完成寫作。 實際實踐中,順
序往往更加隨機,並不嚴格按照文檔最後的呈現順序進行。 為了提升文檔寫作的連貫性和風格的一致性,
小組需要通過早期會議闡明寫作任務,明確寫作風格,並討論潛在衝突,以及指派一名負責監督序列並負責

整合的首席作家。 在寫作過程中,小組成員對各自負責的部分進行獨立寫作,並在遇到瓶頸時向其他成員

以及首席作家求助,從而完成複雜文檔的初稿。 與此同時,利用智慧教室的即時截圖、批註和版本控制等功

能,教師和小組成員能夠追蹤文檔的變化,並在必要時回溯不同文檔版本,有利於保持文檔的一致性和完

整性。

(三)
 

並行寫作策略

和順序寫作策略類似,並行寫作策略也通過寫作任務的劃分完成文稿的合作。 不同的是,並行寫作策

略強調身份的轉換。 在文檔創作過程中,團隊的參與者各自扮演一個特殊角色。 基於作者的寫作能力、寫
作經驗和寫作偏好,團隊成員可以扮演用戶、作者、編輯、商家等等。 當分工不是任意的,而是根據每個作家

的核心專長進行規劃時,這種策略是最有效的。
與此同時,隨著文檔創作的進程推進,學生扮演的角色也並非一成不變。 隨著協同工作的需要和文檔

完善與改進,角色隨時可以調節變換。 這一策略有利於技術協作文檔「以讀者為中心」的核心理念的達成,
並幫助寫作者跳出身份的限制,以更全面的視角看待寫作產出。

用戶手冊作為技術協作文檔的典型代表,是學習者需要在課上進行理論學習和實踐操作的重要內容。
在共同學習了用戶手冊的撰寫流程、寫作特點和評價標準後,小組通過領取角色完成分工。 「用戶」通過口

頭和書面的方式向「商家」明確需求;「商家」向「作者」介紹產品並提出寫作任務,交付方式和截止時間;「作

者」在所有成員的幫助下完成寫作,並由「編輯」完成校對和版面設計;最後作品被交付到「用戶」和「商家」
手中,以測試文檔的有效性、可行性和滿意度。 小組內部完成文檔寫作和評價後,組間分享在課堂上進行,
欣賞和分析同類產品以及競爭產品的用戶手冊,最終完成作者自評、組內評價、組間互評和教師回饋。 在該

過程中,所有團隊成員深度參與到技術文檔的創作中,全方位多層次多角度地提升了口頭和書面表達的能

力,加深了對行業運行方式的理解。 與此同時,該方法打破了教師作為單一評價端的評價方式,有助於「構

建多元評價體系」 。

(四)
 

反應性寫作策略

相比前幾種協同寫作策略,反應性寫作不甚強調文檔創作中的成員角色與分工。 與之相反,反應性寫

作更強調團隊在協同寫作過程中通過自由表達,迸發出創造力並協商達成共識。 在反應性寫作裏,成員即

時創建文檔,其他人查看、回饋和調整彼此的更改,為文檔增添新的內容。 在該策略實施過程中,不需要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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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預先計畫或明確協調,每個成員都能隨時隨地深度參與到文檔的創作過程。 同時它還可以引發辯論,
並帶來全新的、意想不到的創新內容。 但是基於其有限的協調性,文檔的創作過程可能伴隨著一些混亂,版
本難以控制。 對團隊中的新手或實力較弱的作者而言,該策略還可能引發一些寫作的動盪和威脅。 因此該

策略更適用於小規模的、非等級制的寫作團體。 在這一類小組中,所有成員都可以安全地表達自己的意見,
並為技術寫作等跨學科課程在傳統學科思維邊界之外的探索創新提供無限可能。

產品 FAQ(常見問題)文檔,也稱「幫助中心」,是技術寫作中常見的交付物之一,旨在用最簡單的文字

回答用戶最常見的問題。 其涉及問題種類繁多,回答方式靈活,且需要長期維護和即時更新,適合反應性寫

作策略的運用。 以常用的微信發紅包功能為例,小組成員可以通過用戶調查,基於協同寫作媒介同時進行

創作,提出需要解釋的名詞、常見的操作問題和對應的解決方案。 其他成員也可以根據自身優勢和特長,通
過文字、圖表甚至視頻的方式解答對應問題,共同完成幫助中心的初稿創作。 初稿完成後,小組成員共同對

提出的問題進行梳理,完成去重和順序進行編輯,並對解決方案進行篩選,保留最清晰準確和用戶友好的版

本。 最後基於技術協作文檔的可訪問性,完善對應的紙質和電子版本。 協同寫作完成後,教師可以邀請潛

在用戶進行產品對應功能的試用,以檢測該各小組的文檔可行性。 潛在用戶完成試用後通過口頭或書面形

式進行回饋,基於回饋,各小組進行修改完善,最終完成終稿。

(五)
 

綜合模式策略

在綜合模式策略中,上述部分或全部模式被納入寫作過程。 這一策略適用於寫作週期較長且難度相對

複雜的技術文檔寫作。 在綜合模式策略的寫作中,團隊成員可以充分發揮其擅長的寫作策略,其他寫作策

略的不足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彌補。
在《英語技術寫作》課程實踐中,該策略可以被運用在期末大型專案的完成中,以檢測學生在本學期對

技術寫作特點、過程、文本創作以及團隊寫作的成效。 以產品說明書的協同寫作為例,通過以個人為中心的

寫作策略,每次的團隊研討內容被完整地記錄並保存。 文檔創作的初期則可以利用順序寫作策略高效及時

完成寫前的頭腦風暴。 至於文檔的初稿創作,協同寫作團隊可以將團隊成員按文檔順序或擅長領域進行分

工,通過並行寫作的策略完成初稿的寫作。 在各個部分的創作過程中,其他成員可以對其進行反應性寫作。
完成初稿後,團隊成員進行角色轉變,從作者變成用戶、編輯、商家等,借助金山文檔等即時評閱和回饋功

能,能對文檔的文字內容、頁面設計和交付方式進行打磨和完善。
在該技術文檔的創作過程中,智慧教室為協同寫作提供空間上的聚合、社會交際的溝通和線上平臺的

交互。 任務初期,通過智慧教室的多媒體功能,教師向學生介紹技術寫作專案的目標和要求。 線上平臺和

每個小組的獨立大屏有助於更好地展示任務細節,包括寫作目的、潛在受眾、格式要求等。 領取任務後,使
用智慧教室的協同工具,在教師的輔助和團隊的協商下,分配每個成員在該專案中的特定角色和任務,並通

過線上討論或郵件系統確保每位學生清楚自己的責任,強調團隊合作。 通過智慧教室的線下環境和線上平

臺,團隊得以建立即時實地的溝通管道。 線上線下的定期會議可以讓學生討論專案進展、解決問題並分享

意見。 利用智慧教室的日曆和提醒功能,團隊成員和教師一起制定合理的計畫和時間表,強調每個階段的

截止日期,確保團隊有足夠的時間進行討論、修改和完善文本。 在整個專案推進過程中,教師利用線下觀察

和線上監督,對各小組進度進行整體把控,及時提供支架幫助。 最終班級成員可以利用智慧教室創建專屬

線上空間,用於共用學術資源、範本和回饋。 教師還可以基於該空間,組織開展線上論壇和博客分享,鼓勵

學生分享關於技術寫作的經驗和經歷,打破小組壁壘,促進學術交流和可持續學習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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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結論

基於「十三五」規劃,供給端與需求端溝通管道的打通對英語技術寫作人才培養提出了需求。 智慧教室

的搭建為《英語技術寫作》課程中協同寫作的實施提供了平臺。 通過上述實施路徑,重視協同寫作在技術寫

作課程中的功能與價值,明確其運用原則,合理篩選協同寫作媒介,加強協同寫作培訓,並靈活充分運用其

協同協作的實施策略,利用現代教學設施和教學理念,在數位化時代培養出更具創新意識和團隊協作能力

的優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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