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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背景 

学术英语，又称学术用途英语（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

EAP）泛指学术语境下开展各类学习和交流所需的英语[1]。学术英语

课程主要是帮助学习者提高专业课程学习需要的语言综合能力，包

括学术写作、学术讨论、文献查阅、论文宣读和陈述等各学科和专

业通用的语言知识和技能[2]。目前伴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蓬勃兴起和

“双一流”高校的建设推进，国务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提出需培

养具有国际视野的青年创新型科技人才后备军，提升国际竞争力[3]。

研究生教育肩负着高层次人才培养和创新创造的重要使命，是国家

发展、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4]。学术英语是专门用途英语（ESP）的

一个特定领域[5]，是提高科研创新能力的基础,也是研究生教育的重

要组成部分[6]。只有提升研究生学术英语能力，才能使其增强其核心

竞争力，参与国际学术竞争。护理学自 2011 年被列为一级学科后发

展迅速，随着国际化趋势加深，社会需要培养大量与国际接轨的高

层次护理创新专门人才[7]，以促进学科发展。但目前国内较少有研究

者对护理专业硕士研究生学术英语课程的学习需求进行调查。而在

外语教学领域中，需求分析理论是从学习者视角设计满足学生的需

求与期望的课程[8]，使得其成为开展外语教学活动的首要条件[9]。因

此本研究基于需求分析理论，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以学生个人发

展角度出发，对护理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学习需求进行调查分析，以

期满足学生在学术英语学习过程中的多元化学习需求，为课程的建

设提供参考建议。 

2.研究设计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便利抽样法，2022 年 6 月至 7 月在全国 29 所高校

以在校护理硕士研究生为研究对象，通过网络发放问卷星电子问卷

链接的形式进行发放、填写问卷，以此获得护理硕士研究生对学术

英语课程学习需求相关情况。 

2.2 研究工具 

本研究在参考相关文献的基础上结合 Dudley-Evans&St John 需

求分析理论，自行设计了护理专业硕士研究生学术英语课程学习需

求调查问卷。2022 年 2 月对某院校 2021 级护理硕士研究生开展了

预调查，根据作答情况对问卷进行了补充修订，形成 终问卷。该

问卷主要包含四个部分内容，分别是个人基本情况、研究生学术英

语学习与应用现状、学术英语课程的学习需求以及对学术英语课程

的建议。 

2.3 数据收集与分析 

本次调查共收回问卷 420 份，排除无效问卷 30 份，纳入分析有

效问卷 390 份，有效回收率为 92.86%。数据采用 SPSS26.0 统计软件

包进行分析，对调查对象的个人信息、学术英语课程的认识进行描

述性统计，问卷多选题数据采用多重二分法录入,被选项定义为数值

"1",未选项定义为数值"0"，用频次统计计算各题各项频数和百分比，

用卡方检验分析频次统计数据是否具有显著差异（p＜0.05），并比

较不同英语基础水平和不同本科开设学术英语课程情况学生选项频

次统计数据的差异性（p＜0.05）。 

3.调查结果及分析 

3.1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本研究调查对象年级覆盖全面，低年级群体占比较大，能更好

反应学生在研期间的学术英语学习需求。在本研究中涉及的英语水

平调查分为了基础英语水平与专业英语水平，37.4%的学生通过了四

级考试、57.4%的学生通过了六级考试、15.4%的学生通过了相关的

专业英语考试。从学生基础英语水平来看，整体具有合格的英语基

础，能够胜任学术英语课程的学习。 

3.2 学生对学术英语课程态度、目的动机及自我水平评价 

数据统计显示，绝大部分的学生（92.6%）认为在研究生阶段有

必要开设学术英语课程，学生对学术英语课程具有明显的需求，对

课程的开设持肯定态度。采用卡方拟合优度检验比较学生选择学术

英语课程理由的差异性，数据分析显示 p＜0.05,存在显著性差异。

学生选择学术英语课程的动机偏向工具性的，选择理由主要是阅读

英文文献（31.8%）、撰写及发表 SCI 文章（27.5%）。其次是和求职

需要（17.5%）、获取学分（13.3%）出国深造（9.6%），提示部分学

生能将学习动机与未来专业学习、职业发展联系起来，从本质上让

学习变得有意义，对学术英语的学习赋予了更深层次的动力。 

采用多重响应分析结合交叉表卡方检验比较不同基础英语水平

学生的自我评价学术英语水平的差异性、不同本科开设学术英语课

程情况学生的自我评价学术英语水平的差异性。数据分析结果显示，

不同基础英语水平学生的自我评价学术英语水平具有显著差异性

（p=0.020,p＜0.05）；不同本科开设学术英语课程情况学生的自我评

价学术英语水平不具有统计学差异（p=0.888，p＞0.05）。学生报告

的目前学术英语水平主要是顺利查阅英文文献（50.0%）和撰写英文

摘要（21.5%），整体来看，学生报告的学术英语水平与研究生培养

要求是相关的，但仍未满足当前的要求，与陈佳的研究结果一致，

护理专业硕士研究生自评的英语听说能力和学术英语写作能力较为

欠缺。值得注意的是，有 13.1%的学生表示任一水平均未达到，学

生对学术英语的学习较为迫切。然而在院校学术英语课程开设情况

调查中，29.7%的学生表示所属院校未开设此课程，36.2%的学生表

示不清楚，研究提示学生对学术英语课程的需求与当前院校所设置

的学术英语课程尚存在差异，院校有必要设置系统的学术英语课程

以满足学生学术英语学习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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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学生学习环境需求 

从课程设置设计角度，问卷中设计了多个问题了解调查样本对

象对英语课程学习内环境的需要，包含了教学方式、教材、教师、

考核方式、课下辅导形式、课程内容等方面。卡方拟合优度检验显

示，学生对教学方式的选择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依次为情

景会话（24.1%）、多媒体授课（24.0%）、任务学习法（21.1%）、小

组讨论（20.5%）及其他（10.3%）。进一步把排前四位的学生偏好教

学方式进行比较，结果显示不具有统计学差异（p=0.221,p＞0.05）。

学生表示出对教学方式多样的需求，但在对既往英语课程的教学方

式调查中发现教师利用多媒体课堂授课是主要形式，课程教学过程

缺乏多样，契合学生期望的教学方式。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发现学

生在教师及教材偏向上，学生更希望由英语教师及专业教师结合

（51.3%）授课，对“教师根据课堂内容选择合适的教材（46.4%）”

认可度和接受度比较高。学生倾向的考核形式为笔试结合口头汇报

（45.6%）。卡方拟合优度检验显示，学生期望课程内容重点训练的

能力具有差异性（p＜0.05），学生希望课程内容重点培养的依次是

自己的文献阅读能力（29.6%）、基本写作能力（25.0%)和综合能力

(21.4%),进一步比较显示，学生对课程内容重点训练基本写作能力与

文献阅读能力的期望不具有统计学差异（p=0.047，p＞0.025）、基本

写作能力与综合能力的期望不具有统计学差异（p=0.090，p＞0.025），

提示护理硕士研究生对学术英语课程内容重点关注在文献阅读及写

作上，同时期望学术英语综合能力的提高。在课下辅导形式方面，

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发现学生青睐小班组辅导形式（44.7%），可能

是因为小班组形式能够更好地照顾学生个体的学习需求，有利于师

生、生生之间的互动。 

4.讨论 

4.1护理硕士研究生对学术英语学习需求高 

问卷调查分析表明，护理硕士研究生普遍存在学术英语学习需

求，对学术英语课程的开设具有迫切的需要。英语越来越多地作为

传播学术知识的主要语言，护理研究生需要通过学术英语的学习为

进行专业学习与研究、提升护理科研能力，进行国际交流、参与国

际竞争做准备。同时，在评价研究生学术水平和达成毕业要求中，

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的数量和质量是一个重要的参数。本研

究发现，护理研究生具有较为清晰的学习动机，但多为工具型动机，

少部分学生能将学术英语的学习同未来专业学习、职业发展联系起

来，将语言学习与学生需求结合起来，提升他们的学习动机，赋予

学生更强的学习动力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4.2建设以学生需求为导向的学术英语课堂 

本研究发现，护理研究生具有清晰的学习目标、青睐多样的学

习形式。学术英语课程应满足学生的实际发展需要，在关注学生的

兴趣和需求的同时遵循学术性、应用型和专业化的原则。教材与教

师的选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教学效果，ESP教师的素质、能力与发

展历来使语言教学界关注的焦点。研究结果提示学生注重学术英语

课程教材的实用性和适用性、教学师资的综合性，希望能有经过写

作培训的英语教师和本专业有丰富经验写作教师能根据教学内容选

择合适的教材进行结合授课，因此教材内容应“以实用为主、够用

为度、应用为目的”让学生能够在教师所创设的课堂情境中获得良

好的学习体验与效果。根据调查结果，护理硕士研究生学术英语课

程学习需求的重点是文献阅读及基本写作能力，与宋蓓茹[10]等人研

究认为硕士阶段适合开设通用学术英语课程结果一致。护理专业学

术英语课程可以在考虑外语学科特点的基础上，结合本专业培养目

标以及对学术能力的不同需求，建设符合本专业群体特质、契合学

生需求的学术英语课堂。 

4.3护理硕士研究生期望提高学术交流能力 

学术英语能力一般从听说读写四个方面提高，根据调查结果，

与读写能力相比学生对学术听说能力的重视程度欠佳，只有少部分

学生表示了对听说能力提升的需求。这可能与前期英语学习不够重

视听说能力，调查群体在读研期间国际交流欠缺，导致需求不明显，

但从学生所期望的考核方式及期望课程结束后达到的水平来分析，

护理硕士研究生具有隐形提升口语表达能力的期望，曾祥发等人的

研究结果表明医学硕士研究生口语表达能力培养的重要性。研究生

口语表达能力是研究生综合素质的重要指标之一，也是研究生英语

教学十分重要的目标。学术交流能力的掌握是护理专业学生参与国

际护理沟通的桥梁。院校学术英语课程设计应突出实用性，在能力

培养方面应重视语言学习过程是获得语言技能而非习得语言知识本

身，是发展真实语言交际能力的过程，强调学以致用，为学生创建

学术交流场景，力求使学生了解学术交流活动所需的知识和技能，

通过优良的课程设计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培养学生全面的学术交流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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