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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H I N E S E  W R I T I N G  A B I L I T Y



写作是当下数字化时代最重要的技能之一，《人民日报》曾刊文《把写作

视为一种基本能力》。今天的社会已经进入“ 全民写作 ”时代，但大部分人写

作有明显的短板，不相适应时代要求。缺乏一个定性与定量结合的写作标准作

为指导和评价指南，是症结之一。

由中国文化管理协会牵头，中国作协社会联络部、中国写作学会、上海写

作学会、上海浦东教育发展研究院、上海江东书院等共同成立课题组，借鉴欧

美等国家英文写作等级标准以及中国台湾、新加坡的中文写作等级标准，组织

国 内 专 家、学 者 历 经 两 年 制 定 了 大 陆 首 个《中 文 写 作 专 业 能 力 评 价 标 准》

（Chinese Writing Ability，简称 CWA）。该标准经过反复论证、修改，2021 年

3 月通过由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上海作协等专家的评审，于 2021 年 5 月发布，2021 年 6 月 1

日开始施行。

该标准从思维、结构、表达三个维度，以定性和定量相结合，层层递进，

通过在规定时间、规定方式提交的作品测评相应的写作水平等级。思维方面主

要考察写作的思考深度和广度，结构方面主要考察写作的逻辑和条理，表达方

面主要考察写作的语言运用和技巧。等级从低到高分为初阶（1-2 级）、中阶

（3-6 级）、高阶（7-8 级）。

《中文写作专业能力评价标准》致力于探索写作规律，发掘中文语言之美，

传承中华优秀文化，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标准对推动中文写作能力的规范化、

科学化发展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促进中文国际化将发挥深远的作用。

一、CWA 简介



方长安题字
中国写作学会会长

武汉大学文学院副院长

刘长权题字
东方文化艺术院院长

原文化部机关党委常务副书记

过常宝题字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杜晓勤题字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陈引驰题字
复旦大学大学中文系教授

吴俊题字
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制定《中文写作专业能力评价标准》是一项填补空白工作，国内没有先例

可以借鉴，难度大，要求高。课题组对当前写作状况进行了深入的调研，拜访

了中国作协、中国鲁迅研究会、中国茅盾研究会、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上海

语委、安徽文联等数十家权威机构，得到了有关专家的悉心指导。

该标准由全国众多长期从事写作研究和实践的专家共同起草，集体研制思

路和框架，对标准内容反复论证和三十多次较大规模修订，力求科学、规范、

权威。

中国文化管理协会座谈会 中小学校长座谈会

项目意义

专家组研讨会



CWA 大事记

专家组论证会

2019 年 10 月
中文写作专业能力标准

项目立项与规划

2019 年 11-12 月
中文写作专业能力评价

可行性研讨会

2020 年 1-2 月
《中文写作专业能力评价标准》

框架制定

2020 年 10-12 月
《中文写作专业能力评价标准》

二次修订论证

2020 年 7-9 月
《中文写作专业能力评价标准》

三次研讨

2020 年 3-6 月
《中文写作专业能力评价标准》

初稿起草

2021 年 1-3 月
《中文写作专业能力评价标准》

最终修订论证

2021 年 4 月
《中文写作专业能力评价标准》

定稿发布

2021 年 5 月
中文写作专业能力标准

发布会

微博阅读突破 1240 万

媒体报道

《人民日报》报道



《光明日报》报道

凤凰新闻报道新华社报道

今日头条报道

新华社报道

中国小康网报道

各大官微转发

中国发展网报道

网友热议



项目目标

（1）鼓励写作

从发展心理学的角度鼓励各年龄阶段的人群积极参与写作，通过对写作的

科学分析，培养写作兴趣，养成写作习惯，提升写作技巧，不断增强写作能力。

（2）提升思维

强调思维对写作的关键作用，帮助训练写作过程中的逻辑思考，提升个人

思维能力，促进写作能力的提升。

（3）传承文化

通过写作这一创造性活动，发现中文语言之美，提高文学与文化素养，增

强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信心。

（4）健全素质

激励写作者主动阅读，拓宽视野，丰富知识，培养终身学习理念，提高综

合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通过系统的写作评价、反馈、学习、提升四大机制，形成写作能力发展的

闭环。致力于培养写作者的持续写作习惯，通过评价激发写作兴趣，通过完善

的写作课程学习提升写作技巧，通过全维度的评价反馈帮助提升写作素养。

二、项目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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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习惯

写作兴趣

写作能力

写作素养

中国文化管理协会 中国作家协会

中国写作学会 上海市写作学会

权威机构

项目历时 2 年，多家写作领域权威机构近 100 位专家共同参与研发。



从思维、结构、表达三个维度，量化测评每个个体在每个阶段的写作能力。

3个量化维度

思维

结构

表达

考察写作的思考深度和广度

考察写作的逻辑和条理

考察写作的语言运用和技巧

循序渐进，从低到高分为 1-8 级，高级别涵盖低级别要求。

8个能力等级

高阶（7-8级）
思维：视角独特，体现功底，展示情怀。
结构：技巧娴熟，叙事精致，议论严谨。
表达：1200-1500字

高阶
（7-8级）

中阶
（3-6级）

初阶
（1-2级）

中阶（3-6级）
思维：构思灵活，立意新颖，紧扣现实。
结构：详略得当，叙事讲究，技法多样。
表达：600-1000字

初阶（1-2级）
思维：理解要求，精心选材，文体清晰。
结构：条理清晰，段落分明，逻辑合理。
表达：400-500字 

CWA 能力模型



一级

二级

六级

七级

三级

四级

五级

八级

1. 理解题目要求，内容真实具体，立意正确，思想健康。
2. 条理基本清晰，分段基本合理。
3. 语句通顺，用词准确，书写工整，卷面整洁。

一级

1. 精心选材，围绕中心，记叙文体特征清晰。
2. 段落层次分明，有一定逻辑。
3. 能用成语、谚语、名句，会用恰当修辞，描述生动细腻。 

二级

1. 构思独特，思维灵活，立论有高度，论据详实有新意。
2. 讲究起承转合，使用伏笔、铺垫、卒章显志等结构技法。
3. 语言风格多样，语境统一，运用说明、叙述、描写。

五级

1. 审题有新意，紧扣现实热点，有科学和理性思考。
2. 叙事讲究波折，明线暗线、首尾呼应、伏笔铺垫、卒章显志。
3. 综合运用记叙、描写、议论、抒情、说明、论证手法。

六级

1. 视角独特，注重内心，体现体现时代特色，思维有深度。
2. 娴熟运用各类文体结构技巧，追求情节安排艺术性，条理清晰。
3. 语言有画面感，细节描写典型，修辞自然妥帖，旨意表达清晰到位。

七级

1. 体现文学功底、写作态度、情感投入、科学理性精神、人文情怀。
2. 自如运用并列、对照、层进、总分等结构，逻辑严谨，分类恰当。
3. 遣词造句有创意、有韵味，写作技巧使用明确、娴熟。

八级

1. 构思灵活，使用联想，立意有深度。
2. 标题、开头和结尾清晰关联，段落划分讲究，议论层次分明。
3. 选词形象生动有感染力，使用多种修辞手法。

四级

1. 选材新颖，有环境和景物描写，有人物刻画，表达见解。
2. 线索清楚，详略得当，整体感明显，结尾留有回味。
3. 能运用鲜活词语，两种以上修辞，一到两个记叙文写作技法。

三级

CWA 能力等级标准（T/CCAAS 001--2021，详见 www.ttbz.org.cn）



方长安
中国写作学会会长

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

 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成立于 1991 年，是由文化领

域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对我国文化管理领域、

文化行业有贡献、有影响的管理者、经营者、专

家学者结成的全国性、行业性社会团体。

三、颁证机构

四、专家智库

黄亚洲
著名作家

原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常丕军
中国文化管理协会副主席

原国家图书馆副馆长

中国文化管理协会中文写作能力专业委员会（

Chinese Writ ing Abil ity  Administration，

简称 CWAA）为中国文化管理协会直属专业委

员会，负责中文写作专业能力标准（CWA）认

证相关工作。



过常宝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韩可胜
上海江东书院创办人

中文写作能力专委会执行会长

吴  俊
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王意如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步根海
语文特级教师

上海市教委教研室语文教研员

傅  杰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胡晓明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王红新
上海交大海外教育学院创始院长

中文写作能力专业委员会会长

刘长权
东方文化艺术院院长

原文化部机关党委常务副书记

杨扬
上海作协副主席

陈引驰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杜晓勤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五、报名测评

凡爱好写作的 9 周岁以上青少年和成人均可根据自身水平选择报名相应测

评，报名系统会根据年龄推荐相应的首次报名等级（见下）。

1. 初阶（1 级 -2 级）：9 周岁及以上（首次报名最低年龄）

2. 中阶（3 级 -4 级）：12 周岁及以上（首次报名最低年龄）

3. 中阶（5 级 -6 级）：15 周岁及以上（首次报名最低年龄）

4. 高阶（7 级）：18 周岁及以上或大专以上（首次报名最低年龄）

5. 高阶（8 级）：18 周岁及以上且需通过 7 级后方可报名

说明：

（1）参加评定须通过官网统一报名。

（2）一次不得同时报名多个级别。

（3）通过评定并获得相应级别的证书后，可以报名参加高一级别的评定，

不受上述首次报名参考年龄的限制。

（4）通过评定并获得相应级别的证书后，不可再参加同一级别或低级别的

评定。

（5）首次报名级别评定未通过者，可以在下一次报名时选择报名同一级别

或低于该级别的评定。

报名要求



（1）初阶

1 级：340 元 / 次。  2 级：380 元 / 次。

（2）中阶

3 级：420 元 / 次。  4 级：460 元 / 次。

5 级：500 元 / 次。  6 级：540 元 / 次。

（3）高阶

7 级：880 元 / 次。  8 级：980 元 / 次。

费    用

评定说明

 （1）内容

 中文写作能力专业委员会组织专家成立命题组，根据《中文写作专业能力

标准》评定要求，结合时代特色、社会热点等内容进行命题，在规定时间内完

成命题作文。

报名流程

（1）登录官网 www.cwaa.com.cn。

（2）线上注册、报名、缴费。

（3）评定前 1 周下载打印报名表并参加试评测试。

（4）参加统一评定。

（5）查询评定结果，评定合格者可获得相应等级证书。



 （2）形式

 初阶： 1-2 级为纸笔写作（需先登陆在线系统），命题写作 1 篇，时间 60 分钟。

纸质作品由考生拍照上传后提交中文写作能力专业委员会遴选的阅卷教师评阅。

 中阶： 3-4 级为纸笔写作（需先登陆在线系统），命题写作 1 篇，时间 90 分钟。

纸质作品由考生拍照上传后提交中文写作能力专业委员会遴选的阅卷教师评阅。

 5-6 级为在线写作或纸笔写作（需先登录在线系统），命题写作 1 篇，时间

120 分钟。提交的作品（如为纸质作品需考生拍照上传）由中文写作能力专业委员

会遴选的阅卷教师评阅。

 高阶：7-8 级为现场写作（计算机终端），命题写作 2 篇，时间 150 分钟。

提交的作文由中文写作能力专业委员会遴选的阅卷教师评阅。

 （3）评分

 命题作文满分 100 分，其中：

 1 级—3 级：思维方面为 40 分，结构方面为 20 分，表达方面为 40 分。

 4 级—8 级：思维方面为 30 分，结构方面为 30 分，表达方面为 40 分。

命题作文详细评分标准见《中文写作专业能

力评价标准》及中文写作能力专业委员会编写《<

中文写作专业能力评价标准 > 各等级标准及范文

点评》、中文写作能力标准解读视频课程等。

说明：



评定时间

证书颁发

评定合格者将获得由中国文化管理协会中文写作能力专业委员会颁发的证书。

1.  一年 4 次在线测评。

2.  具体评定时间以 CWA 官网（www.cwaa.com.cn）通知为准。

3.  评定时间前 2 周截止报名。

4.  评定结束后 30 天可登录官网查询结果，合格者可获得证书。



六、联系我们

中国文化管理协会中文写作能力专业委员会

联系电话：021-54679197 （9:00--18:00）

联系地址：上海市徐汇区东安路 562 号绿地中心 2 期 1803

官方网站：www.cwaa.com.cn

CWA 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