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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迫切需要对现行的高校英语教学

进行改革。高校英语教学改革应该将通用英语和专门用途英语有机地融

合在一起，构建起一个全新的高校英语教学体系。新体系不再仅仅局限
于通用英语教学，而是以通用英语为主体、人文素养选修课为辅、兼具

工具功能和通识教育功能的综合教学体系。 

关键词：通用英语；专门用途英语；英语教学 
 

 

一、引言 
英语教学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通用英语（EGP），是指以语

言教学为主；另一类是专门用途英语（ESP），是为满足学生特
殊英语学习需求而进行的英语教学，教学目标是让学生能够运用
英语来进行专业学习和学术交流。 

从社会功能来讲，EGP 兼具了工具性和人文属性，具有通识
教育功能，而 ESP 则包含了行业英语和学术英语，更偏重工具
性。因此，EGP 是 ESP 的基础，只有通过对 EGP 进行一段时间
的认真学习，学习者掌握了一定的语言知识、具有了一定的语言
基础之后，才能通过对 ESP 的进一步学习来提高学生在专业领
域的英语使用能力。因此，在高校的英语教学过程中，EGP 与
ESP 教学存在着很强的互补性。 

二、通用英语研究的发展 
在改革开放之初，英语教学只注重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而

忽视了学生听、说能力的培养。20 世纪 90 年代后，我国的高校
英语教学虽然仍把培养学生具有较强阅读能力的目标放在英语
教学最重要的位置，但教师和学生开始更加注重英语综合能力的
培养和提高。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整个社会对大学生
英语能力要求越来越高，大学英语教学也随之进行着变革，但实
际上大学英语教学的定位并无实质性的改变，仍然强调大学英语
教学的工具性，认为英语只是人与人之间进行交流的工具，依据
对英语功能的这种定位，EGP 就成了大学英语教学的核心任务，
围绕此任务建立起来的通用英语课程体系较为简单和粗放，并且
导致学生的听、说能力培养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学生的英语能
力不能适应新时期我国社会发展的需要，从而催生了新一轮的大
学英语教学改革。 

进入 21 世纪，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我国的国情
发生了重大变化，对外交往急剧扩大，社会对英语各项技能需求
中，口头表达能力占据了更加突出的地位。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
社会新形势，迫切需要对现行的大学英语教学进行改革。这是一
次影响深远的综合改革，涉及到教学的各个方面，而且把听、说
能力的培养放到了重要的位置，强调了培养自主学习能力和提高
文化素养的重要性，明确指出“大学英语不仅具有工具性，同时
还具有人文性，是认识世界、学习世界先进文化的重要渠道”（文
秋芳，2014）。这表明大学英语第一次出现了重大方向性转变，
大学英语的功能地位向着兼具通识性和人文性的复合功能发展。
大学英语课程体系也进行了改革和完善，课程门类不断增加，教
学内容不断丰富，越来越“强调课堂中学生和教师共同参与的对
话关系，重视将对话参与者的经验考虑在内的知识的对话建构，
并推崇有力、有效的教与学的对话互动”（谭芳，2014）。虽然
EGP 的核心地位得以保留，但是单一的课程体系逐步发展成为更
为丰富、门类更为齐全的大学英语教学体系，比如增设大量英语
选修课程，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或者需求来进行选择。各高
校纷纷开设一些诸如强化英语技能的口语、口译、笔译、托福、
雅思等课程，提高人文素养的西方文学、西方文化类课程，以及
一些应用类课程如职场英语等课程。经过一系列的改革，现有的
大学英语教学体系不再仅仅是通用英语教学，而是以通用英语为
主体、人文素养选修课为辅、兼具工具功能和通识教育功能的综
合教学体系。 

在我国高校教育体系中，不论从教学性质还是从教学内容上
看，很难有一门课程具有像大学英语这样兼具工具性和通识教育

功能。除此之外，大学英语的教学内容和材料大多来自以英语为
母语的国家，而这些国家都是西方发达国家，这就为学生了解世
界、认识世界和走向世界提供了一个国际化视野，这也是其他任
何学科不能比拟的。相反，ESP 由于其工具属性和教学目的的单
一性决定了其使用面窄，而通用英语教育在提高人文素质教育方
面、在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方面有着不可
替代的作用。因此，通用英语教学在高校教育体系中具有不可替
代性。大学通用英语教育之所以广受诟病，并非因为它已经完成
了历史使命，而是因为它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课程设置等方
面出现了一些问题，导致效果欠佳、效率低下。我们要做的不是
取消大学通用英语课程，而是大力推行教学改革，改变教学方法，
比如可以通过“建立高校基础阶段通用英语课堂话语语料库，向
研究者提供通用英语课堂教学和课堂会话等最新实况”（谭芳，
2015），再根据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进行改革。 

通用英语能够拓宽人的国际视野、增加百科知识、培养跨文
化交际能力和人的综合素养；专门用途英语能够增加专业知识、
培养用英语进行专业交流的能力和人的学术素养。由此可见，两
者的教学目标不能完全互相替代，两类不同的课程也不应该互相
排斥。 

三、结语 
中国的高校英语教学体系发展到目前是一个功能不断重新

定位、内涵不断丰富、体系不断完善的过程，不能简单地否定通
用英语教学，取而代之于专门用途英语，完全否定通用英语教学
并不符合我国的国情，也不符合我国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高校
英语教学改革的发展方向是对大学英语教学体系进行重构，使通
用英语和专门用途英语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构建起一个全新的高
校英语教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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