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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P能力等级量表的制定原则和方法 
张艳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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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ESP 能力等级量表的制定应基于 ESP 能力理论模型，科学描述和划定各维度下的能力等级水平。文章从 ESP 量表建设的

目的和意义、制定原则 、ESP 能力构念三方面探索 ESP 能力等级量表的构建。认为 ESP 量表包含语言因素和非语言因素，从语言

知识、策略理论和背景知识三维度制定描述参数和等级标准。以行业为基本单位，结合相关行业的职业为组建模式，比较客观科学，

具有实际价值和实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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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专门用途英语（English for Special Purposes, 简称 ESP）即与某

种特定专业和行业相关的英语，“是一种教学途径、教学方针和教

学理念”[1]。ESP 有两个最基本的判断标准，其一，必须是“以特定

目标为导向的”英语教学；其二，教学必须建立在‘需求分析’基

础上”[2]。在我国，ESP 教学研究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70 年代杨惠中

教授的两篇文章[3]。近年来，随着我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在政治、经

济、科技和文化等领域合作的进一步深入，社会对外语能力需求呈

现多元化和专业化的趋势，ESP 迎来蓬勃向上的发展势头，成为与

EGP（English for General Purposes, 简称 EGP）并存于我国高校的两

种英语教学模式。 

然而，由于缺乏宏观的政策指导和评价体系，“目前我国的 ESP

教学仍处于无纲可依、无章可循的状态，存在教学目标模糊、课堂

教学随意、评价体系缺失等问题” [4]。“无论是语言知识还是专业技

能等方面都没有体现出专门用途英语的特点和社会功能。它的性质

正在无形地蜕变，它的学业价值正在逐步地削弱。它实际上成了一

门费时低效的大学外语课程”[5]。为了改变这一现状，迫切需要建

立统一、规范的 ESP 评估体系，科学规定 ESP 语言能力等级水平，

在教学质量 

和教学效果、教师发展等方面提供能力参照标准和指导准则。

“ESP 教学实践应 

本文为教育部教指委项目《高职大学英语与康复治疗导论课合

作教学实证研究》（编号 WYJZW-2020-1178）和宁波市“一带一路”

专项课题《‘一带一路’背景下高职院校康复专业公共英语教学改

革路径研究》（编号 2021YGHZJ012）的部分成果。 

包括教学评估（包括对学习者的评估和课程评估）和教师培养，

显然，目前在这两方面的研究不足”[6]。“ESP 不仅仅是一种英语教

学法，还是一种英语教育途径，应该在国家语言政策层面予以重视”
[7]。 

2. ESP 量表建设的目标和原则 

2.1 ESP 量表建设的目的和意义 

《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China’s Standards of English, CSE）

“科学描述语言能力，区分不同的水平等级” [8]，规定了中国英语

学习者以及使用者的英语能力等级，是外语能力测评体系建设的重

要举措。ESP 能力等级量表的建立，有助于解决我国 ESP 教学、学

习和测评之间的目标分离，使 ESP 的学习者和使用者的英语能力有

一个相对客观的衡量标准，极大提升我国 ESP 教学科研能力，促进

我国 ESP 的教学发展和教学模式改革，推进 ESP 的教学效果和质量，

对全国范围内规范和引领 ESP 教学实践能力具有重要作用。 

2.2 ESP 量表制定的原则 

ESP 量表构建原则首先要立足中国国情，根据我国 ESP 教学现

状及未来发展需求，参考《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语言能力总表

和听、说、读、写、译等八项分技能总表，基于 ESP 能力理论模型

和评价元素，编制服务 ESP 教学目标和测试要求的 ESP 英语能力等

级量表。其次，ESP 涉及不同专业学科、行业范畴和职业背景，学

科背景和社会因素错综复杂，在现阶段，编制能评价所有专业和行

业的英语能力等级量表，尚有一定难度。因此，不同于 EGP 的 9 项

维度 9 个等级指标，ESP 量表以行业为基本单位（如医学英语量表，

贸易英语量表）比较科学，以语言知识、策略能力和背景知识为三

个维度，语言知识涵盖 ESP 各行业的语言能力指标，是开展 ESP 实

践的基础要素；策略能力涵盖各行业的基本实践要素，是能否达到

有效沟通的保证；背景知识对接具体专业和职业所涉及的等级指标

（如医学英语量表下的护理职业、康复职业、口腔职业）。三维度

量表的建构思路既有行业共性的描述和指标，又突显各专业的个性

描述和评价，符合专业和职业的评价需求，具有实际价值和实用功

能。再者，要界定好 ESP 能力构念，关键要分析各行业能力模型下

各维度的内涵和外延，包括语言能力和非语言能力。同时，从“确

定典型的 ESP 活动，立足学科领域，显现语境特点，建设描述语言

库和开展效度研究” [9]几方面支撑 ESP 量表的构建和完善体系。 

3.ESP 量表的框架结构 

ESP 是针对某一专业或某一行业而开设的专门用途英语，以职

场交际为主，与 EGP 相比，ESP 具有针对性、特定性、交际性等特

点。ESP 教学基于英语基础知识，又高于基础知识，是语言能力拓

展的实际应用。强调在职场语境中，运用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比

较准确地进行职业沟通和交流。界定和描述 ESP 能力量表是一项十

分复杂的工程，我们归统于“语言知识、策略能力和背景知识” [10]

三个方面，尝试搭建 ESP 量表框架。 

3.1  ESP 能力构念 

ESP 量表建构应以 ESP 能力理论模型为基础。ESP 是“从专业

语境下的语言特征学习到语言交际能力的强化” [11]，“ESP 的教学要

满足学习者需求，体现具体学科和行业活动，服务专业活动的语言

应用， 与 EGP 截然不同” [12]，在制定 ESP 能力量表时要体现“语

言因素和非语言因素” [13]，ESP 离不开语言知识，也需要掌握沟通

技巧和策略。另外，与专业相关的背景知识在决定职场交际能否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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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进行，也起到及其关键的作用。“行业英语是教授与工作岗位相

关的英语知识，让学生学会在行业领域中用英语进行有意义的交

流，是掌握从事某一行业或某种工作的典型工作任务所需要的英

语” [14]。另外，要充分考虑职场活动特点和交际环境状况，归纳提

炼职业描述语和参数指标。活动案例应具有较高的代表性、务实性

和推广性，能够体现 ESP 英语个性需求和能力考量，为语言学、教、

评提供有效参考。 

3.2 ESP 量表描述框架 

“ESP 课程的专业化并不是脱离语言整体的分割式教学” [15] 

ESP 与 EGP 在词汇，句法、篇章结构等方面既存在显著差异，又

有相互重合。在确定 ESP 量表的语言知识的描述参数和指标时，要

充分借鉴“中国英语能力量表”相应维度，参考描述参数和等级指

标（如词汇，语法）。在确定策略能力的描述参数和指标时，以口

语交际策略理论模型为参考，同时借鉴口语量表中的口语交际策略

描述的二级参数和三级参数[16]。在确定背景知识的描述参数和指标

时，应以行业活动内容和具体职业为中心，在此基础上，制定具体

描述和指标。 

ESP 量表的描述语分类操作性框架设有三级参数。第一级参数

为框架的三个主要维度，分为语言知识、策略能力和背景知识。第

二级参数将语言知识分为语言认知能力和语言使用能力，将策略能

力分为口头交际能力和口语文本能力，将背景知识分为行业交际活

动和职业交际活动。第三级参数是构建量表的具体参数，共有若干

项分类（见图）。 

 
首先，对于 ESP 来说，语言知识虽然不是终极目标，但也是必

不可少的内容，在听、说、读、写等语言知识中，应该有所侧重。

“词汇和语法是英语语言学习的基础，作为大学英语的基础性教

学”[17]。我们把重心放在语言的基础知识及相应的语言使用能力上。

特别强调语言知识的语音媒介、音变、听力障碍排除这几方面。语

块词和构词法在快速交际和理解语篇和扩大词汇量方面极其重要，

尤其对于英语基础薄弱的学习者。 

4.结语： 

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的制定是一项关乎我国英语教育事业

发展和国际影响力的重要举措，“制定英语语言能力量表必将有助

于提高我国英语教学的质量和效率” [18] 文章从专门用途英语的视

角探索构建 ESP 英语能力等级量表的原则和方法，对于进一步推进

专门用途英语的教学改革，全面提高教学质量，规范教学评价，具

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对于 ESP 量表的建设方法和效度论证方案，ESP

描述预备库的建设和更多视角和更多指标等维度的构建，有待进一

步的探索和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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