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论文研读过程中的启示(优秀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下面是小
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
到有需要的朋友。

论文研读过程中的启示篇一

本文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对电子邮件能否促进英语写作进
行了研究.我们运用电子邮件进行写作教学的试验,结果表明,
电子邮件写作能帮助学生提高自信心,激发其写作动机,体验
写作成功的快乐,从而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

作者：马卿作者单位：西安理工大学,附属中学,陕西,西
安,710048刊名：考试周刊英文刊名：kaoshizhoukan年，
卷(期)：2007“”(44)分类号：h3关键词：电子邮件写作动机

论文研读过程中的启示篇二

[作者]邹玉萍

[内容]

情感是人类心理活动的基本要素之一。它随机而发，宛若日
月经天，光华玮烨；又如江河奔泻，流转不息。它自始至终
伴随着我们去征服、发明和创造。因此，情感的研究是人类
根本而永恒的课题。

然而，具体到现行的写作教学，对情感的重要作用却未能予
以应有的重视教师仅着力于对学生进行各类文体基础知识的
传授或写作技能的训练，而对其临境心理（即情感因素）则
关注不够，甚至漠然置之。结果导致学生消极被动地接受传



统写作程式，而不能积极主动地选材、运笔著文。可见，如
何让现行写作教学摆脱其旧有格局的束缚，针对学生不同的.
心理特征，深入研究情感因素，并将情感调控到最佳境地，
使之笔走龙蛇，畅然成文，则是目前写作教学改革的重要课
题。

写作教学作为整个教学系统中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子系统，是
师生共同参与的纳知、传情、张理和达意的双边精神活动。
它更具有过程性特点，因而需要一种特殊的心理能量的擎引
并运载全程。著名心理学家达菲指出：“没有动机就没有行
动，而情绪就代表着极端的动机能量。”基于此，笔者认为，
情感不仅起到连通师生双方心理的媒介作用，而且更重要的
是自始至终贯注于学生写作过程的各个环节，犹如甘露之于
花草、血液之于躯体，泽被而发生机，灌注而获灵气。倘若
抽掉这种心理能量，取消这种媒介作用，那么充满活力的写
作教学就会呈现双峰对峙、二水分流的隔离状态，为此，在
写作教学中教师应充分发挥自身的主导作用，即先进行充沛
的情感孕育，再寻找合理适时的勃发渠道，以自我浓烈的情
感触须，开启学生的情感门扉，使他们借助主体意识的驱动，
全身心地进行心理能量的摄取、释放，并燃爆出创造性的精
神之花。

由上可知，情感在写作教学中有以下三个主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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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研读过程中的启示篇三

[作者]邹玉萍

[内容]

情感是人类心理活动的基本要素之一。它随机而发，宛若日
月经天，光华玮烨；又如江河奔泻，流转不息。它自始至终



伴随着我们去征服、发明和创造。因此，情感的研究是人类
根本而永恒的课题。

然而，具体到现行的写作教学，对情感的重要作用却未能予
以应有的重视教师仅着力于对学生进行各类文体基础知识的
传授或写作技能的训练，而对其临境心理（即情感因素）则
关注不够，甚至漠然置之。结果导致学生消极被动地接受传
统写作程式，而不能积极主动地选材、运笔著文。可见，如
何让现行写作教学摆脱其旧有格局的束缚，针对学生不同的
心理特征，深入研究情感因素，并将情感调控到最佳境地，
使之笔走龙蛇，畅然成文，则是目前写作教学改革的重要课
题。

写作教学作为整个教学系统中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子系统，是
师生共同参与的纳知、传情、张理和达意的双边精神活动。
它更具有过程性特点，因而需要一种特殊的心理能量的擎引
并运载全程。著名心理学家达菲指出：“没有动机就没有行
动，而情绪就代表着极端的动机能量。”基于此，笔者认为，
情感不仅起到连通师生双方心理的媒介作用，而且更重要的
是自始至终贯注于学生写作过程的各个环节，犹如甘露之于
花草、血液之于躯体，泽被而发生机，灌注而获灵气。倘若
抽掉这种心理能量，取消这种媒介作用，那么充满活力的写
作教学就会呈现双峰对峙、二水分流的隔离状态，为此，在
写作教学中教师应充分发挥自身的主导作用，即先进行充沛
的情感孕育，再寻找合理适时的勃发渠道，以自我浓烈的情
感触须，开启学生的情感门扉，使他们借助主体意识的驱动，
全身心地进行心理能量的摄取、释放，并燃爆出创造性的精
神之花。

由上可知，情感在写作教学中有以下三个主要作用。

一、动力性。学生是写作过程的主体，主体的心理活动过程
是整个写作活动的核心。一般说，整个写作过程由感知信息、
萌发动机、冶化质料及物化成形等几个相对独立而又互相联



系、互为因果的阶段组成。而感知则是整个活动过程的基础，
是写作者的感官受到外界物（如形象、色彩、音响、气味、
冷暧等）的刺激所产生的心理活动。这种心理唤起经验的记
忆，从而诱发写作活动，即所谓的“文因情生，情因物感”。
所以，对教师来说，首要任务就是想方设法打开学生的精神
路衢，驱动他们的思维机制，使其在原有的基础上获取更为
广博的知识信息。这就要求教师立足于“导”，导之以与日
常生活息息相关、能使其产生心灵颤动的情感符号与认识结
构。基于这种观点，我经常引导学生带着饱满的激情去观察，
使“物皆著我之色彩”。

有一次，我带学生游相山，到山顶休息时，我让学生写篇抒
情散文。但学生环顾四周后，认为相山光秃秃，实在无从写
起。对此，我马上导之以情。

首先，我很动情地告诉学生，相山确实没有泰山雄奇壮丽，
也没有黄山险峻奇美，它很平常。但从平常中悟出不平常，
这是作文的关键，而这却取决于大家对这座山有情还是无情。
如果大家“登山则情满于山”的话，就肯定能写出动人的文
章，给“平常”的相山增光添彩。这时，学生有所激动，一
度沉睡的心理基因经教师的情感触摸而被唤起。

接着，我又有表情地朗诵了几段名人写山的精彩片断。学生
更为激动，滞淤的情感河床开始涌动、汩荡。

最后，我挥笔从不同的角度写了相山的独特、不平常，并让
学生传阅、体会，学生看后激动不已，跃跃欲试。

这样，由于我以情传情，学生的思维机器开始启动、运转，
并通过感知、回忆、联想等心理活动，逐渐向一定方向收敛、
集中，汇聚成一股欲将自己所见所闻表达出来的心理潜流，
即萌发出强烈的写作冲动。由此不难看出，教师的情感因素
犹如启发器和动力源，并具有鲜明的指向性。它只有准确地
投射到学生情感的触发点上，才能引发学生的写作冲动。师



生的心理流向交汇融合，使学生与教师同歌同泣，才能筑起
学生的心理建构，使其在浓厚的写作欲望的催动下，进行心
灵的燃烧。

二、调控性。写作教学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双边精神活动，而
教师和学生的心理流程又不是同步的。学生由于受信息容量、
经验层次、认识水平及写作技法的限制，其情感河床一旦流
动，亦可能呈现一种杂乱无序的心理走向，即情感结构趋于
一种破碎状态。这在写景、状物、叙事、说理学习作中皆不
可避免，尤以抒情性习作为甚。对此，教师一方面要尽可能
地为学生开辟更为广阔的联想、想象天地，另一方面，又要
尽量引导他们在紧紧围绕足以表现中心意旨的自然场景、世
态意境中进行奇思异想。为达此目的.，教师要针对学生的心
理特征，根据写作目的，先将自己的情感触须作一番梳理、
调整，而后借助于语言、表情、动作等外化手段，把学生的
心理流向调控到通情达理的正常轨道。例如：

有一次我带学生到郊外春游，看到：一方是姹紫嫣红的鲜花，
在微风吹拂下摇曳多姿；一方是破土而发的小草，虽沾满污
秽，却倔强地生长着。

对此，我以“美与丑”为题组织学生讨论，让他们各抒观感。
起先，学生凭直觉，众口一辞，盛赞似锦的鲜花，而对那被
污损的小草则嗤之以鼻。我看出学生的审美情趣有失偏颇，
于是隐露出“鲜花美、小草亦美”的心理倾向。这样，我的
情感倾向影响了学生的好恶观，使其在较广的联想中进行新
的价值审视，展开讨论，于是出现了下面的观点：

1.鲜花美，小草亦美。

2.鲜花与小草并存，美以丑的比衬为前提而存在，无丑亦不
显其美。

3.鲜花被培植、护理，锦上添花；小草遭污损、贬弃，扼杀



生机。

4.鲜花争奇斗妍，取宠邀荣；小草艰难生长，自强不息。

5.鲜花“明媚鲜妍能几时？一朝飘落难寻觅”。小草“野火
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6.摈弃鲜花媚俗欺众的品貌，效法小草坚韧自强的纯正风骨。

经过这样深入讨论，学生由自然景观写到生活现象，由生活
现象写到社会本质，看似背逆我的情感指向，实则在更高的
层次上顺着我铺展的心理轨道前进。可见，教师的情愈酣，
学生的意愈浓；教师的感越深，学生的思越远。学生从老师
那里摄取经过浓缩提纯后的炽灼的情感符号，自身的情感因
子被激活，涌动于胸，欲吐为快，他们便会在教师指导下选
材剪裁，炼意谋篇，为最后一个环节物化成形作充裕的物质
准备。

三、创造性。经验表明：学生写作不是被动地感知外物；教
师指导写作亦非先验地强加外物，而是启发学生通过实践活
动不断地深化认识和准确表达。所以学生的写作动机萌发之
后，必须独自承担取材炼意和定体构思的任务。这一系列的
步骤和环节都贯穿着学生的思维活动。不过学生囿于知识经
验的不足，较少凭借逻辑手段而大多诉诸情感，凭借直观和
形象来进行形象思维。思维虽然活跃，联想也较丰富，但思
路往往不正确，想象也不尽合理。因此，教师应采取必要的
制导措施，既要保障学生的思路宽广无垠，畅通无阻，又要
使其始终循着情感天地的正常轨道进行而不致旁逸斜出。如：
我曾以“雪”为题，对学生进行写作指导。开始，我要求他
们采用集中、分散、再集中的方式，对“雪”进行主观审视
与客观描写，并在此基础上生发新意，写一篇带有议论而以
抒情为主的散文。开始，学生结合自己以往的认识经验，在
惯常心理定势的驱使下，有如下初步构思：



1.瑞雪翩然飘飞，姿态轻盈，如在空中起舞。

2.冬雪初霁，银装素裹，为祖国河山增姿添彩。

3.瑞雪浸润万物，预兆丰年。

4.雪花悄然飘落，不事喧哗。

5.雪花玉洁冰清，品格纯正。

以上各角度尽管描摹精细、逼真，情感浓烈真挚，联想丰富，
格调雅正，但却承前人老套，未翻出新意。于是我进一步启
发学生从雪的其它方面思索，并结合社会现象挖掘其生活本
质。他们通过回忆、想象，打开了新的思路：

1.风雪弥漫，纷纷扬扬，纵恣卖弄。

2.严冬冷雪残酷无情，助暴施虐。

3.雪覆压万物，纳污藏垢，伪饰太平。

4.雪和青松攀缘，与红梅争艳，欺世盗名。

5.冬去春来，雪惧怕新阳，化为冰水，缺乏韧性。

这样，学生就突破了一般心理定势的框范，对一向被视为美
好纯洁的自然景物注入了鲜明而强烈的个性批判色彩，生发
出迥异众趣、卓然不群的新意。由于学生情感的挪移，导致
将美丑易位，高格自见，既合情又合理，非但精辟，而且峭
拔。如此，方属高智能的想象产儿，更是创造性思维的结晶。
由此看来，在整个思维过程中，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是互相
包孕、同时进行的。前者为后者贮材备料，后者为前者辟航
导向，二者均以情感红线交织，而成为仪态万方的精神锦绣。



论文研读过程中的启示篇四

图式理论是关于背景知识在语言理解中的'作用的学说.本文
尝试分析图式在口译过程中功能,认为图式以及图式的激活有
助于口译过程中信息的理解、记忆和预测,并指出在口译教学
中应注意传授各种话题的背景知识,强化、拓展和激活口译员
的图式知识来提高口译训练效果.

作者：吴玲娟作者单位：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上海,200444
刊名：考试周刊英文刊名：kaoshizhoukan年，
卷(期)：2007“”(32)分类号：h3关键词：图式背景知识口译
口译教学

论文研读过程中的启示篇五

情感是人类心理活动的基本要素之一。

它随机而发，宛若日月经天，光华玮烨；又如江河奔泻，流
转不息。

它自始至终伴随着我们去征服、发明和创造。

因此，情感的研究是人类根本而永恒的课题。

然而，具体到现行的写作教学，对情感的重要作用却未能予
以应有的重视教师仅着力于对学生进行各类文体基础知识的
传授或写作技能的训练，而对其临境心理（即情感因素）则
关注不够，甚至漠然置之。

结果导致学生消极被动地接受传统写作程式，而不能积极主
动地选材、运笔著文。

可见，如何让现行写作教学摆脱其旧有格局的束缚，针对学
生不同的心理特征，深入研究情感因素，并将情感调控到最



佳境地，使之笔走龙蛇，畅然成文，则是目前写作教学改革
的重要课题。

写作教学作为整个教学系统中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子系统，是
师生共同参与的纳知、传情、张理和达意的双边精神活动。

它更具有过程性特点，因而需要一种特殊的心理能量的擎引
并运载全程。

著名心理学家达菲指出：“没有动机就没有行动，而情绪就
代表着极端的动机能量。

”基于此，笔者认为，情感不仅起到连通师生双方心理的媒
介作用，而且更重要的是自始至终贯注于学生写作过程的各
个环节，犹如甘露之于花草、血液之于躯体，泽被而发生机，
灌注而获灵气。

倘若抽掉这种心理能量，取消这种媒介作用，那么充满活力
的写作教学就会呈现双峰对峙、二水分流的隔离状态，为此，
在写作教学中教师应充分发挥自身的主导作用，即先进行充
沛的情感孕育，再寻找合理适时的勃发渠道，以自我浓烈的
情感触须，开启学生的情感门扉，使他们借助主体意识的驱
动，全身心地进行心理能量的摄取、释放，并燃爆出创造性
的精神之花。

由上可知，情感在写作教学中有以下三个主要作用。

一、动力性。

学生是写作过程的主体，主体的心理活动过程是整个写作活
动的核心。

一般说，整个写作过程由感知信息、萌发动机、冶化质料及
物化成形等几个相对独立而又互相联系、互为因果的阶段组



成。

而感知则是整个活动过程的基础，是写作者的感官受到外界物
（如形象、色彩、音响、气味、冷暧等）的刺激所产生的心
理活动。

这种心理唤起经验的记忆，从而诱发写作活动，即所谓
的“文因情生，情因物感”。

所以，对教师来说，首要任务就是想方设法打开学生的精神
路衢，驱动他们的思维机制，使其在原有的基础上获取更为
广博的知识信息。

这就要求教师立足于“导”，导之以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能使其产生心灵颤动的情感符号与认识结构。

基于这种观点，我经常引导学生带着饱满的激情去观察，
使“物皆著我之色彩”。

有一次，我带学生游相山，到山顶休息时，我让学生写篇抒
情散文。

但学生环顾四周后，认为相山光秃秃，实在无从写起。

对此，我马上导之以情。

首先，我很动情地告诉学生，相山确实没有泰山雄奇壮丽，
也没有黄山险峻奇美，它很平常。

但从平常中悟出不平常，这是作文的关键，而这却取决于大
家对这座山有情还是无情。

如果大家“登山则情满于山”的话，就肯定能写出动人的文
章，给“平常”的相山增光添彩。



这时，学生有所激动，一度沉睡的心理基因经教师的情感触
摸而被唤起。

接着，我又有表情地朗诵了几段名人写山的精彩片断。

学生更为激动，滞淤的情感河床开始涌动、汩荡。

最后，我挥笔从不同的角度写了相山的独特、不平常，并让
学生传阅、体会，学生看后激动不已，跃跃欲试。

这样，由于我以情传情，学生的思维机器开始启动、运转，
并通过感知、回忆、联想等心理活动，逐渐向一定方向收敛、
集中，汇聚成一股欲将自己所见所闻表达出来的心理潜流，
即萌发出强烈的写作冲动。

由此不难看出，教师的情感因素犹如启发器和动力源，并具
有鲜明的指向性。

它只有准确地投射到学生情感的触发点上，才能引发学生的
写作冲动。

师生的心理流向交汇融合，使学生与教师同歌同泣，才能筑
起学生的心理建构，使其在浓厚的写作欲的催动下，进行心
灵的燃烧。

二、调控性。

写作教学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双边精神活动，而教师和学生的
心理流程又不是同步的。

学生由于受信息容量、经验层次、认识水平及写作技法的限
制，其情感河床一旦流动，亦可能呈现一种杂乱无序的心理
走向，即情感结构趋于一种破碎状态。

这在写景、状物、叙事、说理学习作中皆不可避免，尤以抒



情性习作为甚。

对此，教师一方面要尽可能地为学生开辟更为广阔的联想、
想象天地，另一方面，又要尽量引导他们在紧紧围绕足以表
现中心意旨的自然场景、世态意境中进行奇思异想。

为达此目的，教师要针对学生的心理特征，根据写作目的，
先将自己的情感触须作一番梳理、调整，而后借助于语言、
表情、动作等外化手段，把学生的心理流向调控到通情达理
的正常轨道。

例如：

有一次我带学生到郊外春游，看到：一方是姹紫嫣红的鲜花，
在微风吹拂下摇曳多姿；一方是破土而发的小草，虽沾满污
秽，却倔强地生长着。

对此，我以“美与丑”为题组织学生讨论，让他们各抒观感。

起先，学生凭直觉，众口一辞，盛赞似锦的鲜花，而对那被
污损的小草则嗤之以鼻。

我看出学生的审美情趣有失偏颇，于是隐露出“鲜花美、小
草亦美”的心理倾向。

这样，我的.情感倾向影响了学生的好恶观，使其在较广的联
想中进行新的价值审视，展开讨论，于是出现了下面的观点：
1.鲜花美，小草亦美。

2.鲜花与小草并存，美以丑的比衬为前提而存在，无丑亦不
显其美。

3.鲜花被培植、护理，锦上添花；小草遭污损、贬弃，扼杀
生机。



4.鲜花争奇斗妍，取宠邀荣；小草艰难生长，自强不息。

5.鲜花“明媚鲜妍能几时？一朝飘落难寻觅”。

小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6.摈弃鲜花媚俗欺众的品貌，效法小草坚韧自强的纯正风骨。

经过这样深入讨论，学生由自然景观写到生活现象，由生活
现象写到社会本质，看似背逆我的情感指向，实则在更高的
层次上顺着我铺展的心理轨道前进。

可见，教师的情愈酣，学生的意愈浓；教师的感越深，学生
的思越远。

学生从老师那里摄取经过浓缩提纯后的炽灼的情感符号，自
身的情感因子被激活，涌动于胸，欲吐为快，他们便会在教
师指导下选材剪裁，炼意谋篇，为最后一个环节物化成形作
充裕的物质准备。

三、创造性。

经验表明：学生写作不是被动地感知外物；教师指导写作亦
非先验地强加外物，而是启发学生通过实践活动不断地深化
认识和准确表达。

所以学生的写作动机萌发之后，必须独自承担取材炼意和定
体构思的任务。

这一系列的步骤和环节都贯穿着学生的思维活动。

不过学生囿于知识经验的不足，较少凭借逻辑手段而大多诉
诸情感，凭借直观和形象来进行形象思维。

思维虽然活跃，联想也较丰富，但思路往往不正确，想象也



不尽合理。

因此，教师应采取必要的制导措施，既要保障学生的思路宽
广无垠，畅通无阻，又要使其始终循着情感天地的正常轨道
进行而不致旁逸斜出。

如：我曾以“雪”为题，对学生进行写作指导。

开始，我要求他们采用集中、分散、再集中的方式，
对“雪”进行主观审视与客观描写，并在此基础上生发新意，
写一篇带有议论而以抒情为主的散文。

开始，学生结合自己以往的认识经验，在惯常心理定势的驱
使下，有如下初步构思：

1.瑞雪翩然飘飞，姿态轻盈，如在空中起舞。

2.冬雪初霁，银装素裹，为祖国河山增姿添彩。

3.瑞雪浸润万物，预兆丰年。

4.雪花悄然飘落，不事喧哗。

5.雪花玉洁冰清，品格纯正。

以上各角度尽管描摹精细、逼真，情感浓烈真挚，联想丰富，
格调雅正，但却承前人老套，未翻出新意。

于是我进一步启发学生从雪的其它方面思索，并结合社会现
象挖掘其生活本质。

他们通过回忆、想象，打开了新的思路：1.风雪弥漫，纷纷
扬扬，纵恣卖弄。

2.严冬冷雪残酷无情，助暴施虐。



3.雪覆压万物，纳污藏垢，伪饰太平。

4.雪和青松攀缘，与红梅争艳，欺世盗名。

5.冬去春来，雪惧怕新阳，化为冰水，缺乏韧性。

这样，学生就突破了一般心理定势的框范，对一向被视为美
好纯洁的自然景物注入了鲜明而强烈的个性批判色彩，生发
出迥异众趣、卓然不群的新意。

由于学生情感的挪移，导致将美丑易位，高格自见，既合情
又合理，非但精辟，而且峭拔。

如此，方属高智能的想象产儿，更是创造性思维的结晶。

由此看来，在整个思维过程中，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是互相
包孕、同时进行的。

前者为后者贮材备料，后者为前者辟航导向，二者均以情感
红线交织，而成为仪态万方的精神锦绣。

不仅如此，写作教学是师生共同参与的纳知、传情、张理、
达意的双边精神活动，学生的作品是知、情、理、意四要素
融为一体的集合体，是主体化了的第二自然，这四者中，知识
（包括现实生活）是基础；情感是主帅，是灵魂，是生命；
而理、意则是目的、要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