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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学术英语教学在最近几年受到广泛的关注，取得了初步的成就，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学术英语教学在教学内 

容、教学方法等方面仍需要进一步发展与改革。因此 ，本研究试图探讨学术英语教学与学科英语研究互动模式，旨在 

帮助师生在当今高校有限的公共英语课程资源环境下有效提高学术英语教学与学科英语研究水平。文章认为，以系 

统功能语言学为理论依据构建的学术英语教学与学科英语研究互动模式，可为学术英语教学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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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cademic English teaching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CoHege English Curriculum．It has attracted wide attention in 

recent years and with its initial SUCCESS，it still needs further development and reform in the aspects of the teaching contents 

and teaching methods．Therefore，this paper，based on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explores the interactive model of aca— 

demic English teaching and disciplinary English study in order to help teachers and students improve their teaching quality and 

learning efficiency．The paper suggests that with the limited resources in today’S College English Curriculum，the interactive 

model of academic English teaching and disciplinary English study can provide a new perspective for the study of academic 

English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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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近年来 ，各高校均已开设学术英语课程 ，旨在提高 

学生使用英语进行学科研究的能力。因而，学术英语教 

学与学科英语领域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关注(蔡基刚、廖 

雷朝 2010；彭宣维 2017；彭宣维 、段成 2017；于晖、于婷 

婷 2017；曾蕾、梁红艳 2012)，研究较多的是学术英语课 

程设置的必要性问题(蔡基刚 2010，2017；王守仁、姚成 

贺2013)，而对学术英语教学实施以来的效果、问题及 

解决的方案关注不够。实际上，学术英语教学虽取得了 
一 定的成绩，但还存在一些问题，不能有效地提高学生 

的学科英语水平 ，目前面对这种状况所采用的应对策略 

也不够有效和系统。其主要原因是教师在教学 中无法 

恰当、紧密而融洽地构建学术英语教学与学科英语研究 

之间的互动模式。学术英语教学需要更大的提升空间。 

由此，本研究试图通过对参与学术英语课程的部分师生 

进行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了解学术英语教学中教师的 

困惑及学生的学习效果与想法。然后 ，运用系统功能语 

言学的主要观点及其影响下的特殊用途英语教学理论， 

尝试构建学术英语教学的互动模式 ，探讨学科英语研究 

与学术英语教学的互动体系。本文认为，学术英语教学 

的发展与改革 ，要求教师采用适当的教学理念、教学方 

法来提高教学质量 ，而以系统功能语言学为理论依据的 

学术英语教学模式可以更系统而有效地带动学科英语 

研究，这种模式可为我们的教学改革提供新的视角。 

2．相关概念的界定与研究问题 

2．1学术英语教学与学科英语研究 

关于“学术英语”、“学科英语”类似的术语及其分 

类与翻译等问题的探讨已有很多，学界也有一些争论； 

通常把“学术英语”与“学科英语”当成一个概念使用 

(Dudley—Evans& St John 1998；Halliday 2004；Hyland 

2006；蔡基刚、廖雷朝 2010；王守仁、姚成贺 2013)。总 

的来说，术语及分类与翻译的不一致源于不同的语境。 

由于相关术语及其分类与翻译并不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限于篇幅和便于讨论 ，下面只对“学术英语”、“学科英 

语”在本文的概念 、区别及其理据予以简单界定与说明。 

大学公共英语的学术类教学课程普遍被统称为“学 

术英语”课程，最新的《大学英语教学指南》强调“将特 

定的学科内容与语言教学 目标相结合”，关键词是“学 

科”与“语言”；可见，学术英语与学科英语是高校设置学 

术英语课程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学术术语和话题。为了 

便于本文的讨论 ，先界定学术英语和学科英语的概念。 

从起 源 来看 ，“学 术 (Academia)”早 于 “学科 (Disci— 

pline)”的出现，前者为地名，后来演变为交流思想、累积 

知识的意思；后者原意为门徒，后来演变为各门学科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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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由于社会的发展 ，专 门的研究领域逐渐出现分 

支，出现了学术分类，因而产生了学科，学科主要指各具 

体研究领域 的分支。学术与学科 既有关联，但也有区 

别，学术包含了学科，学科更为细化。由此 ，本文所讨论 

的学术英语概念比学科英语概念更为笼统、抽象 ，主要 

从理论高度探讨与归纳所有学科英语的共性与差异 ；学 

科英语比较具体，指某门具体学科的英语特性；学术英 

语对学科英语有指导作用。近年来 ，高校公共英语 的教 

学普遍开设的是学术英语课程，还非学科英语课程。学 

术英语课程主要讲授所有专业学科共通的、相似的一般 

性语言特征与语言技能，例如如何在一般学术领域里听 

学术讲座、做笔记、参加学术讨论、进行学术陈述、学术 

阅读和学术写作等语言技能。学科英语研究是针对某 

具体学科英语进行的语言研究，注重的是各学科间语言 

的区别性特征 ，虽然学术英语教学有一定的理论支撑和 

教学指南 ，可以指导学科英语 的学习，但如果没有意识 

或者不去了解各学科英语的异 同，特别是差异性特征 ， 

就很难有效地进行学术英语教学。不同学科的语言呈 

现出不同的语篇体裁结构，从而也就反映出不同的语言 

特征，具体表现在语法结构、词汇选择、语气情态、文体 

风格等方面。所以，教师为了更有效地实现学术英语教 

学目标，需要对学科英语进行研究 ，各学科 内专业语言 

不仅仅只是词汇 的差异 ，还包括该学科的思维 习惯差 

异，因而在听、说、读 、写 、译几个方面都会有所差异。 

2．2学术英语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随着我国大学生、研究生英语水平迅速提高，学术 

英语的课程需求开始受到各大高校的重视。最新的《大 

学英语教学指南》明确提出了设置专门用途英语课程。 

由此，各高校不仅仅针对研究生开设学术英语课程，还 

对大学生均开设 了相关学术英语课程 ，并初显成效 ，如 

编写了教材等。但 目前的教学效果离《大学英语教学指 

南》中设定的目标还存在一定的距离，《大学英语指南》 

指出，要“将特定的学科内容与语言教学 目标相结合，教 

学活动着重解决学生学科知识学习过程 中所遇到的语 

言问题 ，以培养与专业相关的英语能力为教学重点。”目 

前，学生在学科知识学习过程中的语言问题似乎并未得 

到有效地解决。笔者曾对参与学术英语课程的部分学 

生进行了问卷调查 ，问卷显示 ：79％的被调查的学生要 

求提高自己学科内英语学术论文写作和英语学术演讲 

两大方面的能力，76％的学生认为自己在本学科领域国 

际交流活动中使用英语的情况“一般”，只有 16％ 的人 

认为学科英语的情况为“好 ”。虽然有 46％的被调查对 

象认为学术英语课程对他们帮助很大 ，但还有 54％的人 

认为效果不是很显著。通过对相关学生的多次访谈 ，了 

解到学生的想法与建议 ，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学术英 

语教学应针对学科英语来开设；2)建议教师多讨论学生 

的学科英语论文写作；3)多讲评学生本学科的学术论 

文 ，包括用词 ，语法，篇章方面的问题。另外对教师的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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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中发现的主要问题都源于学术英语教学和学科英语 

研究的关系问题。教师虽然清楚学术英语教学的 目的 

是为了帮助学生更好地进行学科英语的学习，但认为挑 

战太大。首先，公共英语教师普遍表现对相关学科知识 

及其语言特征掌握不足 ，使用过程中常常会感到迷惑和 

焦虑。教师的迷惑也会造成学生的迷惑，使得师生对学 

术英语教学与学科英语学习缺乏自信，影响了他们对该 

课程的教学态度、教学形式、教学方法、教学内容 、学习 

效果，教学评估等的认知和设计。对于某些刚开始进行 

学术英语教学的教师来说 ，简单地完成学术英语教材中 

的教学内容就十分艰难了，无法再挤出时间研究学科英 

语。对学术英语教学和学科英语学习产生的畏难情绪 

的主要原因是对学术英语和学科英语学习的互动关系 

研究不够，缺乏正确的认知，没有从理论层面探索和建 

构恰当的学术英语教学体系和教学模块。由于教师无 

法引导学生进行有效的学科英语学习，也就不能完全胜 

任学术英语课程的教学工作。对此，各学科的专业教师 

是否能胜任呢?相关调查与研究表明，大部分学科院系 

不愿意也没条件承担学术英语教学课程 ，院系现已开设 

的专业英语课程和双语课程 的教师中虽然有从 国外留 

学回国的，英语比较熟练，但他们并不是英语专业教师， 

未掌握英语专业的理论基本知识 ，未经过英语专业教学 

研究与实践训练，缺乏学术英语教学的理论与专门基础 

知识及其研究，从而也不能有效指导学生的学科英语学 

习(Fang 2014；蔡基刚 2010；蔡基刚、廖雷朝 2010；叶建 

敏 2005)。其次，教材的编写与使用，目前学术英语教 

材中的主题不可能涵盖一切学科，即使相同学科中还可 

分成各种研究方向，而一个班的同学有来 自不同专业或 

者同一专业的不同研究方向，教材多为文科类学科的主 

题，即使含有理工科的内容，也不能覆盖所有专业及研 

究领域 ，而教师们对相关学科的理解认知不够，操作力 

不从心 ，大量备课，效果不佳。教师的焦虑和力不从心 

源于缺乏学科英语知识 ，特定学科的认识论、语篇模式 

和思维习惯都是有差异的。教师需要对相关学科的语 

言特点有一定的认知，才可培养学生相关学科 的英语读 

写能力。那么，教师如何更有效地实施学术英语教学以 

培养学生学科英语学习的能力?为此，本文试图从两大 

方面解答这个问题 ：学科英语研究与学术英语教学互动 

模式的构建及其对学术英语教学体系的改革的指导。 

3．理论依据 

语言教学的研究促使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的创建， 

功能语言学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思想对推动语言教学起 

了积极的作用 ，解决了语言教育理论与实践中的一些实 

际问题(胡壮麟 2005；黄国文 2006)。随着系统功能语 

言学理论的不断发展，它的研究成果在语言教学理论和 

方法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 ，特别是指导学术英语 

教学和学科英语学 习的研究 成果逐渐成 熟 (Halliday 



2004)。 

3．1特殊用途英语 

系统功能语言学对学术英语教学和学科英语研究 

的主要贡献之一是激发了特殊用途英语(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教学理论和方法的产生(Halliday，Mc． 

Intosh＆Strevens 1964；张德禄、苗兴伟、李学宁 2007)。 

之后，特殊用途英语的研究成果日渐增多。特殊用途英 

语指特定职业或学科的英语，该英语课程必须基于学习 

者的特定目的与需求(Hutchinson&Waters 1987)，教材 

也需要基于大量的学科或职业语言样品，并在专业人员 

的研究与理论指导下进行选择，课程 目标是培养学生在 
一 定工作环境中运用英语开展工作的交际能力。根据 

特殊用途英语的教学理论 ，该课程需要区别于普通英语 

的教学，在需求上要满足特定的学习者；教学内容上与 

特定学科专业和职业相关；教学的语言活动注重与专 

业、职业相关的词汇句法和语篇使用与运用(Strevens 

1988)。 

3．2系统功能语言学的主要观点 

系统功能语言学及其语言教学的主要观点为学术 

英语教学和学科英语研究的互动模式提供了重要的理 

论依据。下面主要介绍元功能、系统、层次、语境、近似 

或盖然率、支架式学术教学的观点(Halliday 2008；Halli— 

day&Matthiessen 2004；Martin 1992；Rose et a1．2008)。 

“元功能”强调语言的功能虽然无限，但可以高度抽 

象概括为有限的三大功能：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及语篇 

功能。在语篇、语言分析中，这三个功能共同促进语篇 

的整体功能的实现。各个功能都 由比较具体的子系统 

得以实现。概念功能包括经验功能和逻辑功能。人际 

功能构建了人与人通过语言实现社会和角色关系的人 

际意义。语篇功能考察语言信息组织的特点，有主位推 

进、信息结构、衔接与连贯等子系统。 

“系统”突显了语言的选择性 ，认为语言是由若干子 

系统组成的系统网络，构成意义潜势，是意义系统，各子 

系统含有一组可供选项目，选项是意义的表征，各种系 

统都代表了语言的各种意义，语言各系统之间的关系为 

选择关系，语篇是经过系统内各种选择后的最后产物。 

“层次”指语言由多种层 次关系和互补关 系构成。 

层次关系可分为实现化、实例化和个性化。实现化指层 

次间体现的关系，即上一个层次由下一个层次来体现： 

文化语境 由情景语境体现 ，情景语境 由词汇一语法体 

现，词汇一语法最后由音系系统(口语)或拼写系统(书 

面语言)体现。实例化是指语言的意义潜势与实际语言 

间的关系，实例化过程展现出从抽象到具体实例的连续 

体，从意义潜势系统到语篇类型、再到具体语篇、再到具 

体实例的分析过程。具体的学科语篇是由意义潜势系 

统通过语类和语域选择所实现的示例。个性化指社会 

群组、个体间意义潜势的分布，关注语言使用的主体。 

语言系统中的意义潜势研究注重三种层次关系的互补。 

“语境”包括语言语境 、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语境 

的思想生成了语篇体裁理论，语篇体裁也被称之为语 

类，Halliday＆Hasan(1985)提出了语类结构潜势理论 

(genetic structure potential theory)，语篇的语类结构成分 

包括必要成分与非必要成分。语篇体裁是 由语篇的必 

要成分来决定的，而非必要成分的异同却导致属于同一 

语篇体裁生成的子语篇的多样化。包含某一语篇体裁 

的所有必要成分和非必要成分的结构表达式可称为该 

语篇体裁的“结构潜势”。 

“近似的或盖然率”指语言系统不只为可能性系统 

(a system of possibility)，也是盖然率 系统 (a system of 

probability)，是质和量的关系。在语篇分析中，既要根据 

语篇的选择分析语篇的性质，也要解释语篇选择 中的概 

率。根据盖然率的思想和分析原则，词汇、句法、文体风 

格等在不同语境中所呈现的选择差异体现于各种选择 

在语篇中出现的频率。 

支架式学术能力教学法(Scaffolding Academic Liter— 

acy)是悉尼学派的研究成果，旨在提高学生学术英语读 

写能力的教学法 ，其支架式学术教学流程见图 1。 

Independent 

writing 

f学生遁过独立写作 

晨 示所学) 

writing t 

(老师帮助学生模j‘【练习霸● 
语篇语言模式， 

图1．支架式学术教 学流程(陈静 2010；Rose et a1． 

2008) 

图 1的教学流程展示了从教师向学生介绍学术语 

类范例到学生独立完成学科语篇任务的教学环节，其中 

所显示的师生问互动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些互动关注各 

个学科领域中如何进行系统的学科语篇学习。 

在下文中，笔者试图从功能语言学的理论视角探讨 

学术英语教学和学科英语学习的互动体系，涉及教学内 

容、教学方式、语言点等方面的阐释。 

4．学术英语与学科英语研究的互动教学体系 

学术英语教学 目的是提高学生的学科英语研究水 

平，而 目前大学英语教师面临的挑战是难以掌握相关学 

科的专业知识和语言特征，加之目前的教学管理和体制 

又无法与专业教师合作。那么，如何在较短的时间解决 

这一问题呢?笔者认为应构建互动式教学体系，这种教 

学体系需要基于学术英语教学与学科英语研究的互动 

模式。 

4．1学术英语与学科英语互动模式构建 

学术英语与学科英语的概念已在前文进行了界定 

(见2．1)。学术英语研究是对各学科英语的综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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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综合研究是基于各学科英语研究的结果，学术英语 

是各学科英语的共性与差异性 的高度概括。学术英语 

依据于相关理论，具有概括 、抽象的语言观，是指导学科 

英语发展的动力，是学科英语的内核。学术英语研究与 

教学可以促进学科英语各类别的划分 ，使之细化 、分化。 

学科英语分化是学术英语发展最重要的成果，同时又是 

它的前提。因此，我们在完善或改革学术英语教学时， 

需要研究各学科英语的语篇特征。根据系统功能语言 

学的层次观点：语言层次表现为实现关系、实例关系和 

个性化关系，且是一种互补化关系。学术英语与学科英 

语体现了这种层次关系，是互为实现的、系统与实例、整 

体与部分、抽象与具体的互补关系。由此，可构建学术 

英语与学科英语互动模式(见图 2)。 

l  _  

圃 — 圆  

田 仁 困  

圆 — 圜  
I O 

圆  
图2．学术英语与学科英语互动模式 

图2展示了以教师和学生为实施主体、使学术英语 

和学科英语互相促进 、循序渐进的互动模式。图中“学 

科英语”跟不同的数字序号绑定，纵向数字序号越高表 

示学科英语掌握的程度越高。横 向箭头表示循环的流 

向。教师在进行各种学术英语教学活动时，首先讲授的 

是相关学术英语理论基础知识，学生在第一阶段学的也 

是学术英语理论知识(见箭头o)。第二个阶段，学生将 

学术英语的理论知识运用于分析学科英语的语篇特征， 

使教师初步了解该学科英语的语篇特征(见箭头e、 

o)。第三阶段，教师从学术英语理论层面系统讲授该 

学科英语的语篇语言特征，让学生更深层次地获知本专 

业的学科英语语篇特性(见箭头o、o、o)。第四个阶 

段，学生独立输出或创作学科英语语篇 ，教师和其他学 

生共同评估每个学生对该学科英语语篇的分析与创作 

水平(见箭头e、o)。这种模式始于学术英语的输入， 

中间穿惯学术英语指导下的学科英语的层层递进，最后 

以学科英语的高端输出为终点。基于这种模式的双向 

学术英语教学和学科英语研究与单向的学术英语教学 

相比较，是一种更为有效的教学途径。 

4．2学术英语教学与学科英语研究的教学体系 

学术英语与学科英语互动模式可建构学术英语教 

学与学科英语学习的教学体系，解决学术英语教学中遇 

到的诸多问题，如，教材的设计 、课堂、课外相关教学与 

学习活动的组织 、学科英语语篇的阐释、考核的实施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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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等，可帮助学生更充分有效地实现提高学科英语水平 

的目标 ，也可提供学术英语教师在有限的时间内掌握学 

科英语的捷径 ，促进教师更快 、更有效地指导学科英语 

语篇分析的能力。 

4．2．1教材的开放性互动选材 

在设计教材及教学内容时，应采用开放性 的原则 ， 

即由师生共建教材。依据于特殊用途英语教学的指导 

原则 ，贯彻以学科为中心的原则，在范文的选择上，让学 

生从以前的被动地位变为积极主动的参与者，学术英语 

的基础知识选材由教师编定 ，各学科英语范文的选择由 

学生与自己学科的专业教师共同商量选定，有效融合学 

术英语和学科英语 的教学内容。根据功能语言学的盖 

然的或近似的思想 ，语言使用 中的词汇 、句法以及语篇 

体裁 等选 择在 不 同的语 境 中是 有 差异 的。Halliday 

(1961：259)指出，语言的本质不是“总是这样 而从不那 

样”的关系，是不断变化的，是动态的，这种发展的语言 

需要开放的连续体，需要用量的概率方法来描述(林允 

清、于晖2007：ix)。因此，功能语言学一贯强调使用真 

实语篇。在讲解学术英语主题前，先要学生根据 自己研 

究方向和研究兴趣选择一定数量的范文进行阅读和讨 

论 ，鼓励他们研究 自己学科的文献资料 ，然后选出比较 

有代表性的文献作为个人学习和课堂小组讨论的范文。 

4．2．2课堂教学活动互动循环 

依据于学术英语与学科英语互动模式(见图 2)和 

支架式学术教学流程 (见图 1)(Rose et a1．2008：169)， 

可进一步构建互动性学术英语与学科英语教学循环活 

动(见图3)，除 了讲授基本的学术英语基础知识之外 ， 

教师需要更多地组织小组讨论 ，全班讨论或者大班讲 

授 ，小班讨论的教学活动。 

／ 兽 ‘ 
， ◆ 

学 独 展示蛾刨 学生们步分 与腰示 

作学科 语语麓 学科英l§ 篇特征 

▲ ， ＼
-  嚣 翳． -／ 

入 系巯地分 树 语 

话眷特征 

图3．互动性学术英语与学科英语教学循环 

图 3中教学循环圈的第一环节是教师主讲学术英 

语教学内容，介绍各种学科语篇的异同，各种语篇的“潜 

势”。第二环节为小组或小班讨论 ，学生按学科专业或 

相同的研究方向分成不同小组或小班讨论 自己精选的 

范文，进行语篇体裁的分析，从单个学生的具体语篇分 

析过渡到一组或一班中一类语篇的分析，共同构建相关 

学科的语类“潜势”结构。在教师的引导下，分析学科英 

语语篇的文化语境 、情景语境 、词汇语法。第三环节为 

师生共同讨论学科语篇。这个环节教师根据学科英语 

语篇的讨论，更深层次地指导学生分析该学科的英语语 

篇，是把以上两个环节的成果应用于更高层次的学科英 

语学习和研究过程，决定教学的进度是否再循环或已完 



成的环节。最后环节是独立创作语篇，这个环节的前提 

是每个学生已经掌握了相关学科英语体裁结构及相关 

的词汇语法的功能意义。通过这些互动式教学环节活 

动 ，可增强学生对本专业学科英语语言的理解 ，使他们 

的学术英语学习更具有学科的针对性和实用性。 

4．2．3课外 自主性互动研究 

学术英语教学的课堂时间是有限的，因而要注重如 

何组织和调动学生课后进行学科英语学习与研究的自 

主性。由于受学时的限制，课堂时间教师讲解力求精 

炼，大部分时间应组织学生讨论已准备好的材料，即学 

生课后查找的文献资料并与自己专业老师讨论后精选 

的范文，在教师的指导下，共建学科英语语篇小型语料 

库。这一过程是互动式 的学 习研究过程。教师需要引 

导和激发学生的 自主性和兴趣 ，培养学生自身参与学科 

英语研究的积极性和自觉性，使学生逐步形成学科英语 

学习的自主性。学生通过这种互动探究和亲身体验，在 

完成研究任务的过程中而获得学术英语学习的快乐，从 

而养成主动获取知识、应用知识、解决问题的学科英语 

研究习惯，让学生从研究问题的角度进入学科英语知识 

的学习，并从中领悟学科英语知识形成的过程。 

4．2．4学科英语语篇的功能阐释 

学科英语知识点的阐释需要基于语篇功能的分析 

原则 ，即以篇章为单位的语言阐释，不同于只以句子或 

字词为中心的语言研究。由于各 门学科发展形成过程 

不同，不同专业的学术语言的使用存在很大差别 ，学术 

交流对象不同，也会出现语言差异。需要通过文化语 

境、情景语境，最后到元功能的层层分析与讨论，培养学 

生理解并运用这些方法提高他们学科英语知识的认知 

能力，将学术英语的知识与技能转化为无意识的自觉自 

动加工并运用于学科英语分析与使用中。例如，高效阅 

读学科英语语篇与成功完成学科英语论文的写作需要 

熟练掌握与分析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及语篇功能三个功 

能的相辅相成及意义实现方式。 

4．2．5互动式考核 

考核应包括学术英语 和学科英语双向互动过程 中 

各个环节的测试，各种测试都是学术英语教学中不可缺 

少的组成部分，不仅用于评估学生对学术英语的掌握能 

力 ，还要用于评估学生对学科英语 的分析与运用能力， 

同时也是对教师学术英语教学内容的效果以及对学生 

学科英语能力的评估。相比之下，灵活的主观题比机械 

的客观题更有效果。在具体操作层面上，可以取消闭卷 

书面考试测试，侧重于考察实际运用能力。例如，由学 

术英语教师和专业教师，包括不同知识结构 的专业教 

师、不同知识背景的外国专家，组成小范围的测试小组 ， 

测试学生学科英语交流中的各种技能与水平，如学术会 

议的组织与主持，学术论文及演讲稿的写作，论文演讲 

的开场、展开与结束，学术讨论环节的即席提问与答辩 

等语言技能。 

可见 ，学术英语教学和学科英语研究模式建构的学 

术英语互动教学体系一方面可满足学生的学科英语学 

习需求 ，另一方面学生的学科英语学习反过来又可以促 

进教师对相关学科英语的了解与研究 ，这是一种互动的 

教与学的模式 ，通过一段时间的循环往复，教师 自然可 

提高学科英语的认识 ，由此带动了学术英语教学效率的 

提高，将学术英语教学和学科英语研究成果从一个层次 

推向更高层次。此互动模式可应用于宏观教学理念、教 

学大纲、教学模式，如一门学术论文写作课程或学术演 

讲课程的教学模式，也可以应用于微观教学主题模式 

中，如一门学术论文写作课程 的“引言”主题教学活动 

中。这个模式是循环、开放、动态的系统模式。依据该 

模式的观念和思想，可设置具体的教材、教学内容、教学 

活动等。该模式具有灵活性大和针对性强的特点，教师 

可以根据课时数和学生的需求来调整教学形式和内容， 

以便在有效的时间内提高学科英语学习的水平。 

5．案例分析 

本节依据于学术英语与学科英语互动教学体系(见 

第4节)，探讨学术英语论文写作课程中的“摘要”主题 

教学案例模式(见表1)。 

表 1．学术英语写作摘要教学互动模式分析实例图 

互动的递进 教学程序与教学内容 教学目的 

模式 

教师介绍英语学术论 
文摘要写作的基本概 引发学生对英语学术 学术英语 I 

摘要的读写兴趣。 
第一 念与目的。 

阶段 师生及生生互动交流 
学生初步认知英语学 学术英语 I 学术论文摘要语篇认 

知。 术论文摘要语篇特征。 

第二 小组初步讨论学科英 师生初步了解学科英 学科英语 I 

语摘要语篇特征。教 阶段 语摘要的语篇特征

。 师观察与旁听。 

师生系统讨论与分析 基于针对性较强的学 
第三 学科英语摘要的文化 术英语理论指导 ，学生 学术英语 II 

阶段 语境、情景语境到词汇 基本掌握本学科英语 学科英语 II 

摘要语篇的功能意义 语法

。 实现方式。 

小组合作口头介绍或 
第四 合作完成书面学术论 提高学生学科英语摘 学科英语 III 

阶段 文摘要写作与修改。 要协同写作能力。 

教师总结。 

学生独立完成学科英 

评估 语摘要的写作。 检验个体学生学科英 学科英语 IV 

阶段 生生互评、互改。 语摘要的写作水平。 

教师点评、修改。 

从表 1可以看出，该教学 目的是通过培养学生认知 

本学科的摘要语篇的功能意义实现方式，提高学生学科 

英语摘要的写作水平。该互动模式的教学内容程序为： 

第一阶段，教师首先导人话题，讲授较基础的学术英语 

知识，使学生既轻松又简单地了解学术论文摘要写作的 

必要性和语篇功能体裁结构 ，然后进入话题讨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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巾，先以小组为 位分组讨论，再进行全班讨论，活动以 

帅乍互动为主 、教师讲授 为辅的模式，实现 了本阶段的 

教学仟务，即互动递进模式 中“学术英语 I”。第 二阶段 

主要足由教师组织各个小组初步分析各 自学科英语摘 

要的语篇特点及泔沦该语篇的学科领域语境 ，进入递进 

模式中“学科英语 I” 第三个阶段教师通过学生的初步 

讨论了解到相关学科英语摘要的语篇功能实现方式，从 

更深层次的学术英语理论视角引导学生分析与讨论各 

组的学科英语摘要的语篇体裁与语言特点，然后组织学 

生根据个人研究方向精选的学科英语摘要范文与同组 

同学从文化语境 、情景语境 、词汇语法展开系统的分析， 

坩论其区别性特征 、例如，医药化学专业的学生通过时 

自己学科摘要的分析 ，发现了与第一阶段讨论的学术英 

语摘要语篇结构的异同，摘要结构出现 了化学方程式的 

图表，并且是必要成分(见图 4)，这显然违背 了学术英 

语“图表一般不出现在摘要中”的观点。通过这种学科 

英语摘要范义分析，既让学牛认识到论文摘要中的潜势 

结构的可选择性 ，也町理解意义的多模态实现方式，充 

分t}{读图表 、图例实现的意义。学术语言及其模态符号 

具有全球化的特征，教师需要强调学术符号资源的 渎 

能力 本阶段进入到梯级模式 中的学术英语 Il与学科 

英语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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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4．学科英语摘要示倒(from http：／／pubs．acs．org／ 

doi／pdf／10．102l／j',610163w) 

第四个阶段为共同创建学术论文摘要语篇，包括 口 

头和书面语篇 、口头是由学生制作 PPT，以演讲的形式 

介绍某专业学术论文摘要的语篇特征，书面语篇包括小 

组成员共同完成一篇学术论文的摘要写作 与修改任务 

这个阶段是把以 卜两个阶段的成果应用于实践的过程 ， 

同时也是学生集体协作完成学科英语摘要的过程。教 

帅需要继续评估学生对各自领域的摘要语篇体裁结构 

等知识的掌握情况及其应用能力，对于不足的部分还需 

要通过一定的措施进行弥补 ，从而完成梯级模式中的学 

科英语 III的教学任务 ，最后一个阶段是学q三个人独 

创作学科论文摘要，进行这个阶段的前提是每个学 ii已 

经掌握了自己学科英语摘要体裁结构特点，以及相关的 

词汇语法知识 这是整个循环中不 可缺少的步骤和方 

面，并决定教学的进度和是否再重复已完成的活动，从 

而评估是否实现了梯级模式中学科英语 IV的教学 日 

标 

6．结语 

本文通过构建学术英语与学科英语的互动教学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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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讨论了学科英语研究的建设途径，所构建的学术英 

语教学和学科英语研究的互动模式是依据于功能语 

学的理论观点，是n 行 、易于操作的教学模式 这种敦 

学模式町以 学， 输入学术英语的认知后再输出学科 

英语的研究，最终实现学术英语教学 目标 ，即实现帮助 

学生提高学科英语学 习水平的目的。这种互动模式具 

有开放、循环递进的特点，可以不断通过实践 卜j胛论探 

索，研发新的学术与学科语言问题，从而带动更深层次 

的思考和研究，以期有效地改革学术英谢教学体 系，更 

好地为学科英语研究的发展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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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硕士英语 口译教师教学材料选用情 

刘育红，贾治秀，曹怀军 

况调查 

(西安外国语大学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心／丝绸之路语言服务协同创新中心／高级翻译学院 西安 陕西 710128) 

摘 要：本文是对翻译硕士英语 口译教师的教学材料选用情况进行定量研究后所撰写的调研报告。研究以发放问卷 

的方式对我国 l6所院校共计52名翻译硕士口译教师教学材料的选用情况进行了调查，内容涉及他们对教学材料的 
一 些基本观点、教学材料选用情况及编选教学材料时的考量因素三个方面。研究发现：1)受访教师普遍认同教学材 

料的重要性，并在不同程度上依赖教学材料开展教学；2)在选用教学材料过程中，四分之三的受访教师使用自编／自 

选材料，原因是“补充最新材料”及“正式出版的教材编排不尽合理”；3)自编／自选教学材料时，口译常见话题、社会热 

点话题、学生自身能力及材料是否具有口译场合真实性是受访教师考量的主要因素；4)越来越多的教师逐渐由教材 

的被动“使用者”转变为主动“开发者”，通过替换、重组、增加等方式对教学材料进行二次开发；5)教师的个人经历及 

参加的教研、教学培训等学术活动均对其教学材料选用理念产生重要影响。 

关键词：教学材料选用；翻译硕士英语 口译教师；定量研究；问卷调查 

中图分类号：H3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3—9876(2018)O1-0059-05 

Abstract：This is a survey report on MI teachers’ideas and practices of choosing teaching materials．Data collected from 52 

MI teachers of 16 universities show that：1)they all recognize the impo~ance of teaching materials，and their teaching relies 

on teaching materials with various degrees；2)three out of four respondents use serf-compiled teaching materials，mainly to 

provide new materials and／or to achieve better compiling arrangement；3)when they choose／compile teaching materials，re— 

spondents stick to a number of yardsticks including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materials themselves，whether they meet the level of 

students，and whether they are hot social topics；4)more and more transformation of respondents from users to developers of 

teaching materials has been apparent，with replacement，reorganization and addition as main forms of secondary development； 

and 5)both the respondents’personal experiences and the academic activities they have participated in exert influences on 

their ideas of choosing teaching materials． 

Key words：choosing teaching materials；MI teachers；quantitative study；questionnaire 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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