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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英语教学与学科英语研究的互动模式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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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最近几年学术英语教学逐渐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从宏观的角度讲其发展趋势较为出色，同时也获得了相对较为出

色的成绩，但从实践的角度分析其依然存在有某种程度上的问题。对于学术英语教学而言，其在教学方式、内容等多个方

面都需要进一步进行改革和变化。因此本文选择针对学术英语教学与学科英语之间的紧密互动进行探讨分析，进一步为广

大师生在现阶段相对有限的英语教学资源环境下探索出提升英语教学研究水平的途径，希望为相关人员带来一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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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我国许多高校已经相应的开设学术英语课程，

这一举措的应用是为了全面针对学生的英语学科研究能力

进行提升。但在实践过程中学术英语取得的效果却并未达到

预期，而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因为现阶段教师在实际

开展英语教学的过程中无法应用系统性的策略进一步针对

学科英语研究以及学术英语教学之间的互动模式进行构建。

一、现阶段学术英语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现阶段我国各大部分高校针对本科学生开展了学术英

语课程，同时相关教材的编写也已经完成，但实践效果却

距离相关标准中的效果相差甚远 [1]。相关大学学术英语课程

标准中提出，应当将制定的学科内容与语言教学目标进行融

合，以此来进一步针对学生学科知识学习过程中的语言问

题。但现阶段出现在大学生英语教学当中的实践性英语问

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在相关调查研究报告中显示，有接近

80％的学生希望能使自己英语学术演讲以及学术论文写作

两个方面的实践应用能力。在经过与学生的访谈之后可以了

解到在学生的视角当中针对现行学术英语教学的建议主要

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希望学术英语教学能够以学科性英语教学为中

心进行开展 [2]。其次，希望教师能够更多的教学精力放在指

导学生的英语论文写作环节。最后，更多地针对学生本学科

学术论文写作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指导，包括篇章、语法等。

二、学术英语教学与学科英语研究的互动模式构建

对于学术英语教学而言，其根本性目的是为了充分针

对学生的学科英语研究水平进行提升，但在目前阶段我国大

部分英语教学所面临的挑战是很难针对相关学科的知识和

特征进行掌控，同样由于我国如今存在的教学体制局限，导

致英语教师很难与其他专业的教师展开密切的合作，而解决

这一问题最为有效的方式就是构建起促进学术英语教学与

学科英语之间积极互动的教学模式。

1.构建学术英语与学科英语互动模式

从本质上讲学术英语开展的研究是针对不同学科的英

语展开的综合性研究 [3]。这样一种研究过程中需要以不同

学科英语研究的最终结果最为基础前提，而学术英语则是针

对不同学科英语之间的差异性和共性等高度概括。学术英语

是在立足于充分理论的基础上构成的具备有抽象意义的语

言观念，是支撑学科英语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也同样是学

科英语的核心所在。针对学术英语的研究和教学能够对学科

英语各个类型的划分起到充分的促进作用，尽可能保障其获

得更加充分的细化和分化。对于学科英语分化而言，其是后

续学术英语在发展过程中一个十分关键的结果，同样也是学

术英语发展的前提 [4]。因此在实践过程中针对学术英语教

学进行改革以及发展的工程当中，我们应当针对不同学科英

语的实际语篇特征开展研究。另外依据系统性功能语言学具

备的层次化观点来说，语言的层次实际表现为实现、实例以

及个性化关系，这从本质上来说更像是一种保护性关系。而

在学术英语以及学科英语当中就充分体现出了这样一种层

次化的关系，这二者之间是互相作为实现意义的，因此实践

构建出的学术英语以及学科英语互动模式如下所述：

教师在实践针对学术英语教学活动进行教学的过程中，

第一阶段应当针对学术英语的理论基础知识进行讲授，

许多学生在英语学习初期学习的是学术英语的理论知识 [5]。

在第二个阶段，学生能够将学术英语的理论知识实际

应用在针对学科英语语篇特征的分析过程中，保障相关教师

能够针对不同学科英语的实际语篇特征进行了解。

第三个阶段，教师将会从上一个阶段的学术英语理论

层面系统当中脱离出来，针对学科英语的语篇语言特征开展

充分详细的了解，保障学生能够进一步获得更加深刻的学科

英语语篇特征。

在第四个阶段，学生能够主观性地针对学科英语语篇

进行独立创作，教师以及其他相关学生作为评判者，来针对

学生独立创作出的英语语篇进行分析。

这样由四个阶段共同组成的互动模式，以学术英语的

输入作为基础突破口，并在其中应用由学术英语指导的学科

英语作穿插递进 [7]。最终再由学科英语作为高端输出结束

点。这样一种模式相较于传统的单向学术英语教学而言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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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更加具有实践意义的教学方式。

2.学术英语教学与学科英语研究教学体系

通过以学术英语、学科英语互动模式作为核心能够切

实构建起应用于学术英语教学、学科英语学习的实践教学体

系 [8]。进一步针对出现在学术英语教学当中的多样化难题

进行解决。例如，针对教学教材进行设计、针对课堂教学活

动进行组织、阐述学科英语的语篇、实施英语考核方案等。

通过这样的方式进一步促进学生能够更有实效性地促进学

生获得学科英语能力的提升，另外也能够为教师提供一个在

较短时间内掌握学科英语的有效途径。

首先，针对教材进行选材。在高校教师实践针对教材

以及教学内容进行选择的过程中应当尽可能应用开放性的

选择，简单来说就是在学生、教师的共同协作下建设教材，

针对特殊用语英语教学的基础指导原则，将学科作为选材导

向，并在针对范文进行选择的过程中，引导学生从以往的被

动性地位主观转变为教学的主动参与者。另外学术英语当中

的基础性知识将会由高校教师主观进行编订。但针对不同学

科英语范文的选择过程应当使学生与教师共同参与，进一步

保障学科英语、学术英语的教学内容形成进一步融合。同时

针对功能语言学中的思想而言，语言的本质是持续动态性

的，而持续发展中的语言更是一种处于开放形态的连续题。

所以功能语言学当中一般选择应用真实性语篇。在针对学术

英语的主题进行讲解前，应当首先针对学生的自我研究兴趣

以及研究方向为基础，选择 不同数量的范围展开相关阅读，

积极引导学生针对其本身学科的英语文献资料进行研究，并

在其中选取一定相对来说具备有一定代表性的文献来作为

后续开展个人学习以及小组讨论过程的例文。

3.课堂教学活动互动循环

课堂教学活动互动循环环节如下所示：

首先在第一环节当中，教师针对学术英语的教学内容

进行讲述，针对不同学科语篇之间的异同性进行分析，同时

介绍不同语篇中存在的“潜势”进行分析。

其次，第二环节是以班级或是小组的形式进行分享和

讨论，不同学生可以切实根据自身的学科专业或是未来研究

方向为根据来分成小组讨论相同类型的范文，在这一过程当

中针对范围开展体裁、语篇等问题的分析，另外针对单一学

生的实际语篇问题开展详细的分析过渡，一这样一种一班一

组的形式共同构建起整个学科语类的总体结构，并根据相关

教师的引导进一步针对学科内部的情景语境、词汇等进行详

细分析。

再次，在第三个环节当中教师应当充分发挥出自我引

导作用，与学生共同针对相关的语篇和学科进行讨论。在这

一环节当中教师要重点注意以更加深度的形式来针对学生

的学科英语语篇展开分析，同时也要注意将上述两个环节当

中包含的内容和结果等详细应用在水平相对较高的学科英

语研究过程当中，并以此作为根据来决定是否引导保障相关

教学完成再循环。

最后，第四个环节是引导学生独立完成相应语篇的创

作，在这一个环节当中，学生应当针对与自我学科息息相关

的英语体裁结构意义进行分析和掌握。

经过以上所有互动性教学环节能够切实针对学生相关

专业的英语语言进行充分理解，进一步帮助使学生的英语学

习具备更加丰富的学科实用性和针对性。

结束语

为了解决现阶段高校学术英语实践性相对较差的问题，

本文提出以学术英语与学科英语为核心构建起互动式教学

模式，并针对学科英语研究的建设途径开展综合分析，进一

步论证学术英语教学与学科英语研究互动模式的开展具备

有较强的实践意义，通过这样一种教学模式的应用，能够引

导学生在接受学术英语的认知之后在针对学科英语开展输

出性研究，充分达成学术英语教学目的，有效解决学术英语

教学实践性不足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尹卓琳 , 翟红华 , 张德贵 . 跨学科项目驱动的拔尖型

农林人才学术英语教学模式探索 [J]. 考试与评价 (大学英语

教研版 ), 2020, No.105(02):81-87.

[2] 徐闻 . 网络教学平台下的 PBL多元互动学术英语教

学研究 [J]. 中外交流 , 2019, 026(033):32.

[3] 袁艳玲 , 戈玲玲 . 基于语料库的学术英语教学平

台建设及其教学模式研究 [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 2019, 

27(01):63-66.

[4] 曹秀平 , 岳晓龙 , 李英迪 ,等 . POA视角下大学英语

与医学人文融合的翻转课堂教学设计 [J]. 中华医学教育探索

杂志 , 2021, 20(08):893-896.

[5] 斯琴 , 全树云 . 多模态教学模式下的学术英语写作研

究 [J]. 内蒙古财经学院学报（综合版）, 2019, 017(005):135-

137.

[6] 袁艳玲 , 戈玲玲 . 基于语料库的学术英语教学平台建

设及其教学模式研究 [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 2019, 27(1).

[7] 何柳 . 中医药院校学术英语教学的供给侧改革路径

研究——以”泛在学习”为探讨 [J]. 齐齐哈尔师范高等专科

学校学报， 2020, 000(002):132-135.

[8] 刘美荣 . 合作式教学模式在医学院校研究生学

术英语 EAP在线教学的应用研究 [J]. 华夏医学 , 2019, 

v.32(04):147-1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