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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大学英语教学已历经数次改革，但是无论哪一种
改革，都不曾改变大学英语作为基础通用英语的这一主要
教学内容。2013 年 2 月 27 日，上海市教委的沪教委高
[2013]2 号文件《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开展大学英语教
学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学术
英语。通知指出：试点高校要以学术英语为核心，围绕“提
高学生用英语直接从事本专业学习、工作的能力，并使其
在专业领域具有较强的国际交往和竞争能力”的教学培养
目标。学术英语教学改革显然不仅是对大学英语教学内容
的根本改革，也是对与之相适应的教材、教学方法、教学模
式、教学考核等系列改革。一言以蔽之，这一改革史无前
例。出于对大学生实际英语水平和需求、学术英语教学改革
的动机和具体内容的关注，笔者对上海市四所高校进行了
相关的调研，希望调研结果能为学术英语教改提出建议。

一、研究设计
（一）研究问题
1.针对学生设计的研究问题。目前大学英语课程提高学

生英语听说读写能力的情况如何？学生在听说读写能力方
面的实际需求如何？学生对学术英语改革的认识如何？对学
术英语改革的课程设置、教材选用、师资力量有什么看法？

2.针对教师设计的研究问题。目前教师如何看待大学
生实际英语听说读写能力？高校教师对于学术英语改革的
认识如何？对学术英语改革的课程设置、教材选用、师资力
量的具体看法和建议。

（二）研究对象
本研究对象来自上海市参与 2013 年学术英语教学改

革试点的上海财经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东华大学和上海
对外经贸大学，包括这四所高校的大学英语教师和学生。
其中，每所高校调研了 15 名教师，2 个专业各 15 名学生，
专业涉及文科、理科和商科；接受调研的教师总数为 58 名

（除两人未交回问卷），学生总数 120 名。
（三）研究工具
本研究使用的工具包括调查问卷和个人访谈。
第一，学生调查问卷主要根据学生身份、学生英语听说

读写能力、学生对学术英语教改的看法三方面设计内容（表
1）。教师调查问卷内容则涉及教师身份、教师对学生听说读
写能力的看法、对学术英语教改的具体看法三方面（表 2）。

第二，个人访谈是采用走访或电话采访高校大学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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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教师调查问卷的设计框架

种类 内容 问卷条目

教师身份 性别、年龄、教龄、教育
程度、专业班级、职业背景 1，2，3，4，5，6

对学生英语
水平看法 实际听说读写能力排序 14

对学术英语
看法

改革的必要性
学术英语概念理解
学术英语课程设置
学术英语教材选用
学术英语师资力量
其他建议

7，8
9，10
11，12，13
15，16，17，18，19，20，21
22，23，24，25
26

表 1 学生调查问卷的设计框架

种类 内容 问卷条目
学生身份 性别、年级、大学类型 1，2，3

实际英语水平
大学英语与听说读写能力
实际听说读写能力排序
听说读写能力具体情况

4，5，6，7
8
9，10，11

对学术英语看法

改革的必要性
学术英语概念理解
学术英语课程设置
学术英语教材选用
学术英语师资力量
其他建议

12，13
14，15
16，17
18
19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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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和学生的方式。教师访谈内容主要包括教师对目前大
学英语教学的感受，对学生英语学习的看法，以及对刚刚
开始的学术英语教改的想法；学生访谈内容主要围绕学生
对大学英语教学的看法、对自身英语水平的评价和对学术
英语的理解和期望展开。

（四）数据的收集与整理
1.通过调查问卷收集的数据。调查问卷都是打印出来、

发放给各校的大学英语教师和学生填写的。根据收集上来
的数据可见：共有 120 名学生填写并上交了学生调查问
卷，其中有 29 名男生（占 24%）和 91 名女生（占 76%）；按
年级来看，有 60 名大一学生（占 50%）、30 名大二学生（占
25%）和 30 名大三学生（占 25%）；按学校种类来看，有 30
名文科学生（占 25%）、30 名理科学生（占 25%）和 60 名商
科学生（占 50%）。由此可见，参加调研的学生基本包含各
类高校、各个年级，所收集的数据有一定代表性。发放的 60
份教师调查问卷共收回 58 份。填写调查问卷的教师中，男
教师 13 名（占 22%）、女教师 45 名（占 78%）。教师的年龄
大都在 30 到 59 岁之间。从教师学位背景来看，有 3 名教
师为本科学位（占 5%）、40 名硕士（占 69%）、14 名博士（占
24%）、1 名博士后（占 2%）。教师的专业包括英语教育、英
语语言学、英语文学、英语翻译和语音测试。从教师的职业
背景来看，57 名教师一直担任高校教师（占 98%），只有 1
人曾在企业工作过（占 2%）。总体看来，参加调研的教师包
含各个年龄段、不同学位背景和专业背景。对于所收集数
据的整理主要采用绘制图表，并加以比较分析的方法。

2.通过个人访谈收集的数据。对于通过个人访谈收集
的数据，主要是在现场笔记的基础上，加以整理分析，以便
进一步补充和解释调研结果。

二、调研结果
（一）大学生英语听说读写能力的现状和需求
在学生和教师的调查问卷中都有这样一题：将大学生

的实际听说读写能力按照由强到弱的顺序排列。这里根据
学生和教师的第一选择绘图（图 1）。

图 1：学生的实际英语听说读写能力

从图 1 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学生将自己的四种英语基

本技能由强到弱的排列为：阅读、听力、口语、写作，而教师

对此的排列为：阅读、口语、听力、写作。显然双方都认为学

生的阅读技能最强，而写作技能最弱。从四种技能本身的特

点来看，阅读、听力都是英语学习中的输入过程，是吸收、汲
取英语知识的过程；写作、口语才是英语学习中的输出过

程，是在理解掌握英语知识的基础上对其进行综合运用的

过程。由此可见，学生的实际英语运用能力还是比较弱。
在学生问卷中，39%的学生认为大学英语课程对提高

英语水平帮助不大或根本是浪费时间，这个比例虽然没有

超过半数，但显然是不容忽视的。学生最希望提高的英语

技能见表 3。

表 3 学生最希望提高的英语能力（多选题）

从表 3 分析可知，虽然学生的写作能力最差，但只有
15%的学生希望提高这一能力，这其实体现了学生对英语
写作重要性的认识不够。82%的学生都渴望提高口语能
力，可见他们已经充分认识到了英语口语在日常工作生活
中的广泛用途，同时也暴露了大学英语在提高学生口语能
力方面还存在的问题。

至于用英语从事自己的专业学习，绝大部分学生感觉
挑战性太大。谈及用英语与人谈论专业内容时，表现较好的
47%的学生也只是基本能够听懂对方的话，英语也基本通
顺。若是阅读专业英语文章，能读懂大部分内容的学生只有
18%，48%的学生只能读懂一点。如果用英语撰写专业论文，
只有 10%的学生基本能写，56%的学生选择比较困难。

(二)对学术英语的认知现状
1.对学术英语的总体认识。54%的学生没有听说过学术

英语。对于学术英语的性质问题，学生和教师的认知情况如
表 4。
表 4 对学术英语性质的认知情况

表 4 中的百分数表明 50%的学生认为学术英语是专
门用途英语，50%的教师认为学术英语其实是介于专业英
语和大学英语之间的。

2.对大学英语教学改革课程设置的认识。60%的教师
认为学生英语的课程设置应该立足本校专业特点。根据蔡
基本、刚的《上海市大学英语教学参考框架（试行）》（以下
简称《参考框架》），改革后的大学英语的教学内容将包含
通用英语、通用学术英语、专门学术英语和通识英语。这四
部分的课程内容孰轻孰重，学生和教师的看法各异，请参
见图 2。
图 2 对于大学英语教学改革课程内容的认知情况

由图 2 可见，绝大部分学生认为通用英语还应该是大

学英语教学的主要内容，其次是专门学术英语、通用学术

英语，最后是通识英语。这反映了学生对基础英语的学习

还有一定的需求，同时又渴望学习专门学术英语和通用学

术英语。教师对此的看法与学生截然不同，经历了无数次

教改后，他们已经认识到在大学生高考英语水平日益提高

的情况下，英语教学不能再过分强调基础英语。他们认为

通用学术英语应该是主要教学内容，其次是通识英语、通
用英语、专门用途英语。

3.对学术英语教材的看法。对于应该使用的学术英语

教材，学生和教师的观点基本一致（如表 5）。他们的第一选

择都是国外教材，第二选择是自编教材，最后选择是国内
已经出版的教材。

听力 口语 阅读 写作
希望提高能力的学生人数 42 98 22 18

百分比 35% 82% 18% 15%

专业英语 专门用途英语
介于专业英语和大
学英语之间

学生选择（%） 20% 50% 18%
教师选择（%） 12% 38% 50%

J i a o Y u L i L u n Y a n J i u
☆ 教 育 理 论 研 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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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应该使用的学术英语教材（多选题）

另外，从教师问卷反映的数据来看，部分教师选择了
外研社、外教社等出版社的学术英语教材，原因主要是比
较权威、质量较高。58 名教师中 36 名（占 62%）愿意编写
教材、21 名（占 36%）不愿意编写、1 名未选择。其中，愿意
编写教材的主要原因是编写的过程也是自我提高的过程；
不愿意编写的主要原因是受自己所学专业的限制。

4.对学术英语师资力量的看法。95%的教师认为学术
英语教学改革需要培训教师，64%的教师感觉培训的原因在
于教师对学术英语缺乏了解。至于教师培训的具体方法，
45%的教师选择去国外高校培训，其次是请名师来校做讲
座、开研修班，集体备课和去国内名校培训。参与学术英语
授课教师的要求请参见表 6。
表 6 学术英语授课教师要求（多选题）

从表 6 可见，学生更倾向于选择有专业背景的教师，
其次是有活力的中青年教师；而教师的首选是有教学、教
改经验的教师、其次才是有专业背景的教师。

三、结论和建议
本调研结果显示：虽然大学英语教学经历了多次改革，

目前有综合英语读写、视听说、自主学习等诸多课程，但是
仍然没有解决学生写作、口语能力较差的现状，学生渴望提
高的依然是他们的口语、听力等基本英语能力。这显然暴露
了大学英语教学亟待解决的问题不仅仅是教学方法、教学
效果、师资力量问题，而且更是多年来基本一成不变的教学
内容、教材选用等问题。而今年刚启动的新一轮大学英语教
学改革试点强调以学术英语为核心，从根本上改变了目前
的大学英语教学内容，有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感，但是在课程
设置、教材选用、师资力量等方面的具体举措还需探讨。

（一）课程设置方面的建议
50%的学生认为学术英语就是专门用途英语，这其实

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反映了学生对专门用途英语的一种潜
在需求，对从事专业英语学习乃至将来用英语从事相关专
业工作的渴望。但是不能把大学英语教学改革中的学术英
语直接理解为专业英语，原因有二：其一，目前各院系专业
已经为学生开设了一些专业英语课程，由专业教师用英语
或双语为学生上课。这些教师精通专业，英语口语也好，在
教授专业英语课程方面独具优势；而大学英语教师大都没
有其他专业背景，教授专业英语课程必然有些勉为其难。
其二，教改中的学术英语其实应侧重于教学生如何用英语
来从事学术研究，即通用学术英语，这从雅思考试的学术
类写作上可见一斑。雅思的学术类考试要求考生根据提供
的图表信息进行分析描述，目的就是评估考生的英语水平
是否达到了大学或研究生学习的要求。所以大学英语教师
应该教会学生掌握诸如分析描述图表等学术写作方法，以
帮助学生达到从事学术研究的目的。中国有句古话，“授人
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综合上述两种原因，大学英语教学改革中的学术英语的
确如《参考框架》中所设想的，一方面教授学生如何用英语进

行学术研究，为他们今后的专业学习和职业发展打下基础，即
属于通用学术英语；另一方面在专业英语方面浅尝辄止，为学
生进一步学习专业英语做好铺垫，即专门学术英语。

至于通用英语、通用学术英语、专门学术英语和通识
英语在新教改中的比重和内容则应该结合各校专业特点、
生源和学生毕业职业需求情况，具体规划设计。

（二）教材选用方面的建议
今年的大学英语教学改革涉及通用英语、通用学术英

语、专门学术英语和通识英语四种教学内容，分四个学期
为大一、大二学生授课，相关教材的选用也是至关重要的。
虽然北京市部分高校开展学术英语改革已经为期一年，但
是放眼国内出版书籍，还没有一套针对这一改革的对应教
材。因此，参与这次教改的高校面临着选用国外教材、国内
已出版教材和编写新教材几种选择。本调研显示，无论是
教师还是学生都认为：国外相关教材是第一选择，自编教
材是第二选择，国内教材是第三选择。

国外教材既可以直接从国外大学引进，也可以通过向
宁波诺丁汉大学这样的经中国教育部批准、引进世界一流
大学优质教学资源的中外合作大学学习以引进。自编教材
具有个性特征，所以应注意：第一，以了解国外教材或国内
出版教材为基础；第二，立足于本校办学特色和学生需求，
突出培养学生较差的写作、听说能力。国内教材的选择可
以根据各高校特点，适当借鉴北京教改试点高校的选择。

（三）师资力量方面的建议
新一轮的大学英语教学改革是一场全新的改革，一个

全新的观念，对师资力量的要求自然也不同以往。本调研
显示：对于学术英语授课教师，学生的第一选择是有一定
专业背景的教师。但是，这一选择基本无法实现，因为大学
英语教师近 100%都是英语专业背景。学生的第二选择是
年轻、有活力的中青年教师。学生的第三选择是有一定教
学和教改经验的教师。任何新事物出现必然引起一系列的
连锁反应，学术英语教改也必然引发大学英语教师对自我
发展的思考。本调研数据表明，95%的教师认为教授学术
英语的教师需要培训，他们的主要理由是对学术英语不太
了解，觉得学术英语的教学方法有别于原先的大学英语。

师资培训的途径可以有以下几种：第一，近半数的教
师选择去国外高校培训，理由是他们在学术英语方面比我
们更精通、更有经验。第二，请国内外的名师来学校，为教
师做讲座或开研修班。笔者于 2012 年参加过由加拿大西
安大略大学毅伟（IVEY）商学院陈时奋教授主讲的案例教
学师资培训班，感觉受益匪浅，这种培训方式值得推行。第
三，既然北京部分高校从去年已经开始学术英语教改试
点，可以考虑让教师去国内的试点学校取经。第四，也是对
于学术英语教学相当重要的一点，就是鼓励教师集体备
课，分工合作，讨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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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出版教材 编写教材 国外教材

学生 21% 51% 67%
教师 31% 50%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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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的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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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的教师

有海外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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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

学生选择（%） 49% 44% 57% 41%
教师选择（%） 47% 59% 52%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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