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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在 2016 年颁布的《大学英语教学指南》（以

下简称《指南》）中明确指出，1 高校在大学英语课程中除

了开设通用英语课程以培养学生通用英语听、说、读、

写、译技能，还应提供专门用途英语课程以“增强学生

运用英语进行专业和学术交流、从事工作的能力”。在

具体的课程设置方面，《指南》鼓励各院校结合实际情

况，形成具有本校特色的课程体系。因此，近年来越来

越多的医学院校在医学类专业低年级大学英语课程中开

设医学学术英语课程，目的在于提升学生的学术英语以

及科研能力，使他们能够更好的适用高年级医学专业英

语和双语专业课程的学习。如何有效的在大学英语课程

体系下开展这门课程的教学成为了我国外语应用语言学

界的一个新兴话题，本文以悉尼大学社会学家 Karl Maton

提出的语义波（semantic wave）理论为指导 [1]，基于系

统功能语言学悉尼学派语类读写教学法（genre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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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dagogy）[2]，尝试提出一个适用于医学学术英语课程的

教学模式。

一、语义波理论简述

Maton 在多年的研究中发现，尽管人们在教育中大

谈知识，然而对知识是什么，又是如何建构的这类问题

却知之甚少，或索性视而不见 [1]。他从系统功能语言学

与 Bernstein 教育社会学的对话中获得启示，指出语义波

与知识的积累有着密切的联系。根据 Maton 的观点，语

义波的形成是语义密度（semantic density）和语义引力

（semantic gravity）两个要素此消彼长、互相作用的效果。

语义密度指的是在社会文化活动中话语意义的浓缩程度，

语义密度可以在一个连续统上体现出一定的强或弱的程

度之分。语义引力指的则是话语意义对语言环境的依赖

程度，语义引力同样可以体现出一定的强或弱的程度之

分。语义密度和语义引力之间的关系通常是反比的关系，

即密度较强的话语其引力比较弱，密度较弱的话语引力

则比较强 [3]，举例来说，“pediatric”这一表示“儿科的”

意思的医学词汇，它语义产生于一个完整的医学术语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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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体系上，因此语义密度比“children”要强，但很明显

话语使用者无需太多语境就能够知道该单词的意义，也

就是说它的语义对语境的依赖程度很弱，即语义引力很

弱。在医学学术语篇中，语义密度强，语义引力弱的通

常是医学术语以及抽象概念，而语义密度弱引力强的往

往是日常词汇和常识概念。

语义波在密度强而引力弱的时候形成波峰，在密度

弱而引力强的时候到达谷底，语义波理论指出知识就积

累于一个个语义波的推进和迭代，该理论对学术英语教

学的启示在于，教师应在教学中帮助学生通过“提供定

义、进行分类、分析内部组织”[4] 等方法将抽象概念进

行意义解包，使其变成波谷，不断的获得片段的知识，

然后再将片段知识予以打包，把抽象的概念再进一步从

具象的语境中提取出来，从而达到知识的积累的目的。

二、语类读写教学法

系 统 功 能 语 言 学 悉 尼 学 派 发 展 了Hasan的 语 类

（genre）模式，认为语类属于文化语境层级，是人们在特

定的文化下用语言来做事的方式的体现 [5]。在对日常话语

研究的过程中，悉尼学派发现语类因其话语目的的不同，

而呈现出不同的纲要式结构（schematic structure），每个结

构在词汇语法的体现形式上又各有特征。例如一篇研究报

告的话语目的是叙述和解释研究结果，典型的纲要式结构

包括研究问题、研究方法、结果以及讨论四个部分，而一

篇说明文的话语目的是就一个观点进行争论，典型的纲要

式结构则由论题、论点以及论点重述这三个部分组成。

在语类理论的基础上，悉尼学派结合 Bernstein 教学

理论以及 Vogotsky 语言观，创建了基于语类的读写教学

法，该方法以语类为核心，通过解构、共构以及独构三

个教学步骤的轮式转换，帮助学生最终获得特定语类的

读写能力。然而该教学法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提出，主要

以提升学生对语言资源系统中意义潜势的掌控为教学目

的，尚未涉及诸如医学学术英语这类 ESAP 课程中科普

性学科知识的积累的探讨 [6]，此外该教学模式以写作为

最终关切，而学者普遍认为我国大学英语课程模块下的

ESAP 课程仍应以阅读技能的培养为中心 [7]，因此如何有

效的在医学学术英语课堂中实现语言能力提升和学科知

识积累的融合是本文研究和探讨的主要内容。

三、医学学术英语教学模式设计

本研究以华东地区某中医药大学中医八年制专业二

年级第三学期所开设的学术英语（医学）课程为研究对

象，该课程的前序课程为大学基础英语，学生通过一学

年的学习已经大部分通过大学英语四级和六级考试，到

达了《指南》所规定的通用英语阶段的能力要求。通过

初步问卷调查，学生们有较为强烈的学术英语和医学知

识学习动机，对学术英语（医学）课程具有很高的期待。

本课程采用的教材来自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高等学校

学术英语系列教材《学术英语 . 医学》（第二版），该教材

以医学语篇为依托，话题丰富，涉及医学领域基本内容

的方方面面。本研究以语义波理论为指导，在悉尼学派

语类教学法的基础上设计出一个适用于该课程的教学模

式，该模式以需求为根本，以学术英语和科研能力为核

心，以语义波构建为手段，具体的教学步骤由话题准备、

语篇解构和语篇重构三个阶段组成。下文以教材第一单

元标题为 Neuron Overload and the Juggling Physician 的 Text 

A 的教学步骤、内容和活动设计为例。

（一）话题准备

系统功能语言学将语篇视为语义潜势的示例 [8]，语

篇的产生受其所处的文化语境的影响，对大多数中国英

语学习者来说，这种文化语境是无法潜移默化习得的，

需要在课堂中进行显性的教学。此外，语篇所处的情景

语境，包括语场、语旨和语式三大要素、以及它的典型

纲要式结构也应是学术英语教学的首要内容。具体的来

说，在示例单元课文教学中包含如下主要教学步骤：

1. 介绍社会文化背景：该课文讲述的主要内容是美

国医生在工作中所面临的巨大压力和挑战，由于美国和

中国的医疗体制和医学生培养体系有着较大的差异，因

此在教学中播放介绍美国实习医生以及住院医生工作状

态的视频，能够唤起学生的共情，促使学生更好的熟悉

文章创作的文化背景。此外，本环节还鼓励学生就其所

了解的我国中医院医生工作状态展开小组交流，培养学

生的审辩式思维能力。

2. 了解文章来源：第一单元文章取材于国际著名医

学杂志《柳叶刀》（Lancet），教师可以通过网站或纸质

期刊向学生介绍该期刊，让学生了解这类期刊除了刊

发传统的科研论文（research article）外，还有诸如通

讯（correspondence）、评论（comment）、病例报告（case 

reports）、以及 Text A 所属的观点（perspectives）等文章，

通过该教学活动学生能够初步了解医学学术语篇的类型

和特点。

3. 分析文章语类：在前述教学活动之后，学生已经

初步了解了课文语篇的所属的栏目类型，从语类的角度

来看，它是典型的记叙文（narrative），与科研论文有着

截然不同的纲要式结构。在该教学活动中，教师可以首

先通过定时阅读的方式让学生了解文章主旨，归纳段落

大意，并进一步进行结构划分，接着教师就文章的情景

语境以及纲要式结构进行分析和讲解，和学生共同识别

各结构的语言特征，最后再次通过快速阅读的方式，以

学习小组的形式让学生汇总出难点词汇、语法以及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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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下一个阶段的波峰消解做好准备。

（二）语篇解构

根据语义波理论中知识累积的观点，课堂教学活动

应以降低语义密度提升语义引力为目的，将一个个的波

峰消解，促进语义波的形成。具体的教学手段可包括界

定、举例、分类等，教学内容可从词汇和语句这两个方

面入手。

就词汇而言，教师首先应该帮助学生辨识和归纳文

章中学术词汇和医学词汇，然后用学生掌握的语言和较

为熟悉的具体示例来阐述这些词汇的意义。由于记叙文

语类的特征，Text A 中包含学术单词（academic word）较

少，医学术语较多，这些词汇往往语义密度高，是文章

的语言难点同时也是重要的知识点。针对这类单词，可

以用分类的方式，通过词根、词缀等构词法的讲解让学

生了解其意义，此外，还可以用同义词或近义词进行释

义，如课文的标题中 neuron 这一单词，可以用学生较为

熟悉的 mental 或 psychological 来解释，并以 stress、burden

等名词搭配为例，将意义迁移到日常语境中。

就 语 法 而 言，Halliday 经 过 大 量 的 语 篇 分 析 研 究

发 现 学 术 语 篇 区 别 于 日 常 语 篇 的 重 要 特 征 之 一 的 是

语法隐喻的大量使用 [9]，尤以属于概念隐喻的名物化

（nominalization）为主，简单的来说，名物化指的是将

原本该用句子表达的语义转化为名词词组来表达，这样

的操作有利用提升学术语篇的客观性以及增强其话语的

语义密度，然而对刚接触到学术语篇的学生而言，因其

语义的高度浓缩而导致晦涩难懂，在教学中解构语法隐

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以文中第一段中该句“… that one 

stray request from a patient - even one that is quite relevant – 

might send the delicately balanced three-ring circus tumbling 

down”为例，该句中“one stray request from a patient”是

一个典型的名物化的现象，教学中可以引导学生用非隐

喻性表达来进行 paraphrase，在教师的启发下，学生可

根据一致性表达程度的不同，将该句改写为“if a patient 

has a stray request” 和“if a patient request accidentally”，

通过此类练习，课堂教学实现了对语法隐喻的解包，学

生能够进一步的掌握学术英语的语言特点。

（三）语篇重构

本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学生将前述步骤中掌握的

知识及其语境再次抽象化，从而使语言的语义密度再次

增强，使波峰重构以产生新的语义波，实现知识的内化。

因此，教学应围绕建立一个与所授课文语类和话题类似

的新语篇而展开，具体的教学活动可以根据课文话题、

学情，应用目的等因素灵活设置，例如采取笔记展示、

小组汇报，话题写作等。下面以小组汇报活动为例，阐

述具体的教学内容和操作方法：

本 单 元 的 的 小 组 汇 报 活 动 主 题 设 定 为“a TCM 

doctor’s typical day”，学生被要求自行组成 4-5 人为一

组的团队，分工合作完成诸如采访附属医院医生、记录

中医老师门诊和查房情况、网络或线下问卷调研、对收

集的信息汇总和处理。在组内讨论的基础上，参照文章

narrative 语类的特征，合作写成报告，制作 PPT，进行小

组汇报。教师在该活动中主要起引导的作用，并通过对

小组汇报的观察和点评，促进每位学生将知识主动的内

化，实现单元所学知识的累积。

四、结语

随着我国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化，以培养学

生学术英语交流能力、审辩式思维能力以及科研能力的

学术英语课程受到前所有为的重视，各高校纷纷结合自

身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开设具有特色的专业内容与语言

相结合的学术英语课程，这对大学英语教育提出了全新

的挑战。本文在语义波理论的指导下，结合悉尼学派语

类教学法，提出了一个适用于医学学术英语课程的教学

模式，并以具体的一个单元的教学为例，阐述了教学内

容和活动设计。本文所提出的模式的局限性在于缺乏教

学实证研究，仅在笔者所授班级展开了教学实践，其有

效性还待于更严谨的后续研究加以进一步的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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