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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巴赫金对话理论是社会文化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巴赫

金认为对话一词可以用来描述说话者之间的语言互动及相互

关系[1]。任何话语都是复杂的话语链接中的一环，而话语链接

可以穿越时空。在西方思想体系中，话语之链接可回溯至古

希腊、古罗马、希伯来语时代，甚至是更久远的远古时代。它

还可以跨越地域、文体甚至语种的限制。伟大的文学名著、经

典读本的传播都是话语链接的体现。在巴赫金看来，任何话

语都期待回应，都有指向性。在口语对话中，回应者是听众；

在书面语对话中，回应者是预设的穿越时空的读者。听众或

读者都是积极的回应者。当回应者接受并理解了话语信息后，

他们有的即刻做出反应，表示同意或不同意，甚至与之争论，

自然形成了话语链接的下一环。有的即使当时没有反应，在

日后也会有言语或行动的回应。

对话也是学术英语写作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论文写

作过程中，新问题的产生往往是基于研究者对以往文献的阅

读与整理。此时论文作者作为读者会对所读文献做出回应，

或忽略，或引用，或辩驳。原本的话语链接衍生出了新的对

话环节。在与文献作者的互动中，论文作者要寻找自己的声

音，产出自己的观点。作者与指导老师、编辑、读者的对话

也对论文的写作起着重要作用。因此本文从巴赫金对话理论

出发，探索在论文写作过程中作者与各方对话的过程与生成。

2  研究设计

本研究研究对象为5名某本科院校英语专业本科毕业生，

及其完成毕业论文写作的整个过程。5名学生平均年龄23岁。

为保护学生隐私文中只显示其英文名。其中Emily与 Adam在

136 名同级学生中专业成绩排名前十，Sun 与 Tim 排名中等，

而 Lily排名一百。研究者采用质性研究法，通过课堂观察、访

谈等方式获得研究资料。资料采取扎根理论进行分析。研究

者对资料进行编码、分类、概念提升后梳理相关结果。

3  发现与讨论

通过研究发现，学生在写作过程中的对话类型主要包括

学生与文本对话、学生与同辈对话、学生与老师对话三种类

型，下文将分别汇报之。

3.1 学生与文本对话

在论文写作过程中，与文本的对话帮助学生获得灵感、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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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困惑，更好习得学术论文写作的写作范式。在与所有学生

的访谈中，大家都提到了阅读文献的经历。

开始选题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要写啥，老师建议大家去知

网搜搜看……看自己感兴趣的研究都有哪些方面，说实话我

英语也不好，真不知道从哪入手。所以就输了英语、翻译、研

究等等关键词去找，然后……然后就是发现竟然有研究英语

电影的。我自己比较迷漫威电影，就下了十几篇研究英语电

影的文章来看看。有的比较深奥看不懂，有的能理解些。

—— Lily

在上面的访谈片段中，Lily 讲述了自己选题过程中的困

惑，从无处入手到确定写英语电影方面的论文这一过程。其

中搜索引擎起到了重要作用，将不同的文本呈现在了学生面

前，犹如给她找到了数十位英语专家。虽然他们提供的只是

题目的筛选，Lily通过文本同时与之对话，在多个对话声音中

进行筛选，最后结合自己的在电影方面的兴趣选择了漫威电

影的研究。这正是一个完整的对话过程，锻炼了学生的评价、

评估、总结等多方面的能力。

我自己对翻译比较感兴趣，所以选了翻译实践论文。过

程还可以，算是比较顺利吧，但是最后还要写翻译报告，老

师虽然讲了怎么写，但对我来讲还是就有点困难，在网上也

搜不到模板。老师给了前几届师兄师姐的一些优秀论文当模

板，有几个是曾经见过的学长，都很优秀的。我仔细研读后

找到了适合自己写作的思路。老师给的论文模板中，有的学

长讲的多是理论对他们论文实践的指导，有的侧重讲述自己

翻译当中遇到的困难啥的。我对翻译理论不太熟悉，但是翻

译过程中确实遇到了一些困难，比如一些术语的翻译等等。

所以我写的时候就以困难为主线，然后再结合相关理论……

理论的部分不多，但有些是挺有指导意义的……读的时候能

出学姐学长们翻译实践时也挺不容易的，不过他们能做到优

秀，我觉得我也可以做到。

—— Sun

在 Sun 的访谈中，她提到了论文体裁的习得问题。学生

在写作学术论文之初，并不能很熟练的掌握体裁的写作方法，

这时文本的阅读起到了很大作用。学生能够通过阅读文本找

出合适的写作风格。在上面的访谈中，Sun通过阅读学姐学长

的论文弄清了写作的体裁问题。这一对话穿越时空不仅帮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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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了写作问题，也鼓舞了她写作的干劲与热情。

3.2 学生与同辈对话

学生与同辈的对话在访谈中也屡次出现，同伴在论文写

作中的对话角色取决于学生需要解决的问题。

写作过程中，交流最多的同学是我的室友 Summer。在论

文写作的几个月里我们都是一起的。最大的帮助就是相互吐

槽用英语写论文太难了，然后就都心里好受些，再接着写。有

个同伴挺好的，不孤单。

—— Tim

在 Tim 的描述中，与同伴之间的对话能够减轻其写作的

焦虑感。这是人际交流对学生的最有效性的帮助。焦虑的减

轻可以促进其学习的效果，提升其写作效率。对话使之找到

了在写作过程中自己的合理的舒适的生存方式。

论文写完后我不太敢交给老师，就请 Wendy 帮我先过一

遍看看，有没有比较明显的语法错误。她的语感比我好。她

比较爽快，也让我帮她改改。我们互相看了看，改动的不太

多。读她的文章觉得比我的通顺些。也有些能看出有问题来，

就是觉得有问题，但不知怎么改更好些，就给她圈了出来。她

给我改的也不多，差不多相似的情况吧。

—— Adam

在 Adam 的讲述中，他与 Wendy 相互批改论文，在写作

技巧方面二人相互帮助取得了一定效果，但是作用不太大，

因为英文水平相似，无法提出更多建设性的意见。维果茨基

提出的最近发展区理论也认为在脚手架中，提供帮助的应该

是更有能力者[2]。

3.3 学生与老师对话

师生对话是学术英语写作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老师的

知识及阅历使学生在这一对话更能提升自己。在其他对话模

式如学生与文本对话、学生与学生对话中也可找到师生对话

的影子。学生是在老师的启迪下开启与文本、与同伴的对话

的。在访谈与课堂观察中都能看到师生对话的影响。

我在选题的时候跟导师交流比较多。她先是问一下我们

的基本情况，比如对哪方面感兴趣，是否已报名考研什么的。

我准备考英美文学方面的研究生，所以就选了文学方向。老

师先是推荐了一些书籍和论文给我阅读，我读了后会给老师

一些反馈。微信给她，她一般比较快的回复给我。最后我选

了女性主义视角，她帮我具体到生态女性主义。越读越觉得

这个方向挺适合我的。

—— Emily

在 Emily 的讲述中，她与导师的对话帮助她确定了选题。

在这一过程中，对话是老师主导，但同时学生的自我特点也

凸显了出来。巴赫金[3]认为对话是人类的存在方式和生存方

式。在这一对话中，教师发现学生喜欢的英美文学方向，学

生的自我特性被发掘。又是通过对话，教师引导学生关注了

生态女性主义视角，因此学生的特性得到了发展。师生对话

促进了学生的成长。

4  结语

学术英语写作对二语习得者来说是一个充满挑战的任务。

在这一过程中对话可以帮助学生更好的迎接这一挑战。在本

研究中，学生通过与文本、同辈、老师对话掌握了这一体裁

写作的基本要义。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想要对话，且都

有能力对话。在学术英语写作过程中，教师应该给学生创造

充足的对话的机会。比如成立由指导老师、方向一致的学生

同伴组成的写作小组。小组内定期举办活动进行讨论。指导

老师的参与可以发现学生的最近发展区，使其能够在发展区

内得到老师的指导。学生同伴的参与可以帮助其减轻焦虑，

并及时反馈其写作中的问题。写作小组的建立为学生提供了

学习共同体，这一共同体可以帮助其迎接在学识英语写作过

程中所面临的情感和认知两方面的挑战。共同体内的对话是

有针对性的，参加者研究方向一致，教师可以为其提供可供

阅读的文本资料，引导其与文本对话，吸取灵感，解决困惑。

小组成员内部也可以资源共享，每个人提供自己的材料共同

研读讨论，形成良好的学习氛围，创造健康的对话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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