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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 20 所大学学术英语能力内涵调查及对我国的启示

王春岩

(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商务外语学院，上海 201620)

摘 要: 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背景下，培养学生参加国际学术活动所需的语言能力至关重要。
基于全球 20 所院校学术英语的课程内容，可将学术英语能力概括为 4 个方面: 学术语言能力、一

般学习能力、学术认知能力和跨文化学术交际能力。不同院校中学术英语课程设置体现不同的人

才培养目标。以上学术英语能力内涵研究能为我国高等院校中英语课程设置和能力测评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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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学术英语能力定义

学术英语 (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EAP) 最早在英美国家出现时侧重培养学生专

业学习中的语言能力。从 20 世纪 60 年代起，学术英语经历了从培养语域能力、修辞运用能

力、学习技巧，逐渐扩展到培养学科文化和批判读写能力的过程。早期 EAP 培养使用专门

领域的词汇、句式和文体的语言能力 ( Strevens 1977) ; 语篇分析时期 ( 20 世纪 70 年代) 的重

点转向语法背后的修辞目的和语篇的衔接连贯等交际功能; 80 年代 Ｒobinson ( 1980)、Jordan
( 1989) 等人把 EAP 等同于学习技巧; 由于 EAP 学习技巧在迁移中的效果不明显，同时割裂

了语言与学科内容，无法提供真正的 “教育”( Widdowson 1983) ，90 年代起语言教师开始结

合学科，帮助学生掌握“学科各自不同的实践方式、研究程序、价值判断和论证方式”( Hy-

land 2013: 90)。另外，90 年代后出现批判学术英语学派 ( Street 2004; Pennycook 1997) ，培养对

学术制度的批判意识和多元文化中的交际能力。比如，在学术环境中尊重不同地区的文化，

不可以接触穆斯林学生的身体等 ( Flowerdew 2002)。
到 21 世纪，学术英语教学围绕需求分析设置能力培养目标，发展成为 “全球化背景中

大学人才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 Hyland 2013: 90)。以英国学术英语协会 BALEAP 提出的研

究生学术英语能力框架为例: 该框架中，学术英语能力首先是学术环境中完成课程所需要的

语言和语篇能力 ( 比如: 读懂课程中经常出现的问题，掌握学科常用的术语) ; 学术认知和

元认知能力 ( 比如: 理解读写的目的，批判分析文本) ; 学科研究技能 ( 学科特有的知识建

构方式) 以及学科相关的实践技能 ( 比如: 如何查找和梳理文献) 等 4 个方面。而 《欧洲

语言共同参考框架: 学习、教学、评估》 ( 2008) 所涉及学术环境中的语言能力则体现了更

·56·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Journal of PLA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第 42 卷 第 3 期

2019 年 5 月



加完备的育人目的。不仅提出了学术场景中的社会语言能力要求 ( 如 116 页: 能参与小组

讨论，能识别语体) ，学术语用能力 ( 如 119 页: 能以恰当的语句保持对方的注意，为自己

赢得思考的时间; 能完成评论、论证、说服、评述、解释等交际功能) ，同时还提出外语学

习者应具有相关世界知识、认知能力和精神境界等综合素养。虽然此框架中没有对学术环境

中的外语能力做明确的说明，但是多处 ( 98、101、103、105 页) 鼓励具体语境中细化能力

要求。除了关于综合性学术语言能力的有关论述之外，国外学者也在不同时期研究学术写

作、学术演讲、学术讨论中的能力需求 ( Januin ＆ Stephen 2015; Atai ＆ Nazari 2011; Bruce 2005)。
国内学者对大学生应具有的学术英语能力看法差异较大。卫乃兴 ( 2016) 侧重学术语言

的掌握，把学术英语能力分为篇章组织、态度意义表达和话语策略知识 3 个方面，这 3 个方

面的能力构成国际化背景下学术文化交流的能力。龚嵘 ( 2015) 把学术英语能力看作学术语

言与学术素养的结合，两者中更加重视后者，强调学术行为的矫正和学术规范的养成。夏纪

梅 ( 2014) 认为学术英语应同时培养语言能力、交际能力、学术能力、文化交流能力和国际

社会竞争能力。
国内对学术英语能力描述较为系统的是上海高校学术英语参考框架 ( 蔡基刚 2013，2017)。

框架把学术英语能力分为一般要求和较高要求，提出学术英语教学中不仅应培养跨学科的通

用学术英语能力，而且要培养专门学术英语能力。以学术口语能力为例，一般能力要求 ( A
级) ，包括能就专业相关的话题进行较短的、简单的陈述和报告演示; 能采用恰当的会话技

巧和策略。提高能力 ( B 级) 包括能在专业的国际学术会议上宣读论文。学术英语写作能

力要求掌握与专业相关的语域能力、语类能力、元话语能力和互文引用能力等。此外，21
世纪对人才的基本要求也在学术英语能力培养范围之内，包括思辨能力、自主学习能力、科

学素养、跨文化交流、沟通和合作能力。该框架提出 “掌握学术研究的基本方法”是学术

英语课程应培养的能力。
近年来国内许多大学开展了学术能力培养的教学实践。清华大学把课程重点放在跨学科

的通用学术英语技能 ( 张为民等 2015) 上。中山大学的学术英语课程将重点放在培养 “能够

参与国际事务与国际竞争的人才”，强调跨学科的多元文化交际能力、思辨能力及语言使用

的适切性能力 ( 齐曦 2015)。西交利物浦大学、中山大学和北京理工大学等，专门学术英语

能力即学科读写能力培养进入了课程体系。
我国高校学术英语的改革以高等教育国际化和 “一带一路”倡议为背景，承担为国家

培养具备专业知识和具有国际化交际能力人才的重任。在此背景下全面把握学术英语能力内

涵，在教学中加以有效地实施显得格外重要。而吸取国外学术英语的教学经验，尤其是英语

为外语环境中的国家和地区的经验，会为我国的学术英语课程提供有益参考。本研究将着重

基于国外 20 所大学的课程设置对 EAP 能力构成做一个综述研究，并与我国大学 EAP 实践

进行对比分析，以期对我国高校学术英语课程教学内容设计和评估有所裨益。
2． 研究设计

研究问题: 1) 世界各国高校开设的学术英语课程如何界定学术英语能力培养目标? 2)

当下学术英语能力的内涵和特征是什么? 样本抽取为世界不同国家或地区的 20 所高校，其

中分成两类: 1) 英语为母语 ( L1) 或是第二语言 ( ESL) 国家或地区的学校 8 所，分别位

于美国、英国、新西兰、中国香港和新加坡; 2) 英语为外语 ( EFL) 国家或地区的学校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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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包括日本、中国台湾、瑞士各 2 所，德国、波兰、荷兰、比利时、希腊、瑞典各 1 所。
调查方法: 选取 2016 年世界大学排名前 150 名①且官网上课程介绍比较完整的学校。这些学

校既有综合性院校也有理工科院校。对所有公共英语课程中描述的能力培养目标进行分类整

理，记录在各个学校课程中出现的次数，记录不同学校能力培养目标的侧重点和课程设置的

特色。这些学校有综合性院校 12 所，如德国不莱梅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等; 理工科院校

8 所，如香港科技大学、瑞士联邦理工学院等。20 所大学官网内容最后参阅时间为 2017 年

12 月。
3． 结果分析

根据以上的研究方法，在各个学校的公共英语课程说明中，有关学术语言、语篇、学术

语境中的语言交际能力被提及 114 次，我们把这一类能力归类为学术语言能力。有关收集选

择有价值的文本、鉴别观点的真伪和价值等高阶思维能力，懂得学术研究技能，能创造知识

等能力出现 35 次，合并称为学术认知能力; 关于快速阅读、预测信息、转述和综述信息等

二语学习策略以及能自主学习、具有学术热情等出现 18 次，这些能力被称为学习策略和学

习能力; 此外，全球化中的领导能力、面向未来的视野、多元文化中的价值观了解等跨文化

学术交际能力出现 18 次。也就是说，20 所大学对学术英语能力的描述可以概括为学术语言

能力、学习能力、学术认知能力和跨文化适应等综合能力共 4 个方面，核心内容如下，各个

院校具体内容因篇幅所限略去。
3. 1 学术语言能力

学术语言能力是各大学 EAP 课程中描述最多的能力，包括基本语言能力、语言交际能

力和语篇能力。基本语言能力包括 3 个内容: 语音层面———掌握学术词汇的重音、语调和语

音模式; 词汇层面———除掌握通用英语词汇以外，还要掌握一定的通用学术词汇和专门词

汇; 句法层面———通用英语句法之外，被动句、条件句、分词、名词结构、情态表达、指代

词在学术语言中特征明显，要特别掌握。在 20 所大学中，波兰科技大学强调能在职场中应

用一般的技术词汇和工程类词汇，语音准确，表达清晰; 希腊克里特大学在基础学术英语阶

段教学重点是学科中的术语表达; 新加坡国立大学强调能正确使用时态和语态，会写复杂

句，会使用模糊语; 斯坦福大学强调专业词汇和搭配的重要性。
学术语境中的语言交际能力包括写作和口语两部分。在 20 所院校提及最多的学术语言

交际能力是能够引用原材料写作综述的能力 ( 有 8 所院校) ，其次是写说明文、论述文、研

究性报告或案例分析等学科常用文体的能力 ( 有 7 所院校) 。波兰科技大学提到翻译和转述

专业知识的能力，以及介绍本专业相关产品、元素、生产过程的能力。口语交际能力包括:

能够陈述学科问题 ( 4 所院校) ，解释分析问题，能根据讲话对象调整内容 ( 4 所院校) ，能

说服他人并达成一致意见 ( 德国不莱梅大学) 。
学术语篇能力在阅读、写作、口语和听力 4 个方面都有体现。阅读中能够掌握研究论文

的结构和文体特征; 写作中能够掌握开篇结尾和段落写作; 能够使用正确的文体; 口语中能

够掌握开篇结尾的方式; 表达得体; 懂得听力材料中话语标记词的语篇功能，了解不同体裁

文本结构。
3. 2 学习策略和能力

这部分包括一般学习策略和二语学习策略。一般学习策略指如何使用学术资源提高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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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的能力，如使用网络查找文献、处理数据、掌握考试技巧等 ( 3 次被提及) ; 进行自主

学习和终身学习的能力 ( 5 次被提及) 及学术情怀和学术自信心。元认知策略包括文章的修

改和编辑，也包括组织英语学习、检测错误和评估进步等。除此之外，重要的二语学习策略

有: 阅读策略，指对信息下画线、转述、概述、做思维导图和使用词典等策略; 借助语境推

断意义的策略; 快速阅读策略等。写作中学习策略包括头脑风暴，引用个人经历，引用他人

思想等。听力学习策略包括信息预测、做笔记等。在口语交际中学习策略帮助学习者提出问

题，预测和回答问题; 针对交际中信息交流不畅进行的补偿策略等。
3. 3 学术认知能力

语言的理解有赖于对事实、概念、定义等学科知识的认知，学术英语读写能力离不开学

术认知能力。在我们观察的大学中批判思维能力和创新研究能力的培养贯穿于几乎所有学术

听说读写活动，具体表现为以下 8 点: 1) 选择文本的能力; 2) 综述信息的能力; 3) 鉴别

证据和观点的能力; 4) 多角度思考分析能力; 5) 识别写作目标和对象的能力; 6) 读出隐

含信息的能力; 7) 读懂图表和符号的能力; 8) 用适当的研究方法创造新知识的能力。
3. 4 跨文化适应等综合能力

这里的文化包含种族文化、学院文化和学科文化。学术环境中语言的使用包含对当地文

化、学校和学科规约的了解，对知识创造方式的了解和对学科价值体系的尊重。该能力要素

包括: 1) 对社会、学校和学科价值观的理解和融入能力; 2) 领导能力和团队协商能力;

3) 全球化意识; 4) 面向未来的视野; 5) 多元文化中不同价值观的了解; 6) 学术研究中

道德规范的了解。跨文化适应能力在国际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如新加坡、瑞士的学校尤为重

视。同时在亚洲的日本和欧洲的德国，高等教育把培养地区合作交流的能力放在重要的位

置，课程设置方面明确强调要了解所在区域的不同国家文化，在学术交流中避免文化冲突，

发挥主导作用。
3. 5 学术英语能力各要素之间的关系

从 20 所大学的 EAP 课程来看，学术英语能力的 4 个方面中构成能力框架核心的是学术

语言能力: 掌握基本学术语言 ( 语音 /专业词汇和搭配 /学术语篇常用句法) 、学术场景中语

言交际能力 ( 课堂、会议、学习小组中进行的口头和书面交际活动需求的能力) 、组织学术

语篇的能力 ( 学术活动中书面和口头语篇) 。以这一核心为基础，学习能力和学习技巧要素

( 学术自信心、学术情怀和学习策略) 、学术认知能力要素 ( 批判思维能力和学术研究能力)

和跨文化学术交际能力 ( 遵守学术研究道德规范、了解学科中知识建构的方式、具有全球

化的视野、领导能力和团队合作等) 要素构成了实现学术语言能力所需的学术素养。学术

素养的培养是提高学术语言能力的重要支撑。学术英语课程需要从这 4 个方面共同着手实现

学术英语能力的提高。学术英语能力要素构成见下页图 1。
学术语言能力和学术素养的结合，打破了早期 EAP 教学满足 “近期学术环境中语言交

际需求”( Stevens 1977: 81) 的教学目标，该课程应成为 21 世纪培养具有创造能力、思辨能

力、研究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核心课程。EAP 教学不仅是工具性的语言教育，科学素养

( 学术情怀和学术方法) 和人文关怀 ( 社会责任和全球意识) 的培养也在其中。学术英语课程

不仅包括学习学术语言和语篇，熟悉社会文化特征的学习，而且包括定义问题、做出陈述、
进行辩论、掌握学科中的知识产生方式，促进学生从知识的跟随者向知识的创造者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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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学术英语能力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

4． 境外大学学术英语能力要素评价及对我国学术英语教学的启示

第一，EAP 课程建立在需求分析基础之上，体现了各学校的人才培养目标和实用性原

则。在本文涉及的 20 所大学中，学术英语课程体现出了明显的学校和学科特色。理工类大

学学术英语能力培养的侧重点明显不同于综合类院校。理工类大学在学术英语能力方面重视

学科术语、图表和符号的理解及对产品、元素、生产过程等进行口头和书面的介绍。写作中

侧重于写描述产品设备和流程等的说明性文章。从统计中可以看出香港科技大学、斯坦福大

学等学校重视信息的获取、综述等; 而综合性学校 ( 可能因为社会科学的缘故) ，对思辨能

力要求更高。波兰科技大学还强调了科技翻译的重要性，体现了学术英语教学服务学校人才

培养目标的务实特点。课程设置时首先考虑学校的人才培养目标，基于需求分析提供特色课

程。对于我国的高等院校来说，研究型大学和应用型大学在学术英语能力侧重点上应有明显

的区分。
第二，学术英语能力培养大多依托专业学术英语 ( ESAP ) 课程。语言同专业相结合的

课程设置成为很多院校的通用做法。麻省理工学院的写作课分设科技英语写作和社会科学写

作。香港理工大学面向 10 多个学科开设了 ESAP 课程，包括商务案例分析、商务交际、国

际管理交际、科学英语、技术交流、环境管理和技术、数学英语、化学实验报告写作、物理

实验报告写作、生命科学实验报告写作等。瑞士联邦理工学院同样开设了面向不同专业学生

的听说读写课程，满足从 B1 到 C2 水平的学生需求。学科和语言结合避免了单纯技巧训练

中割裂语言和思维的弊病 ( Mitchell ＆ Evison 2006) ，避免了表层语言特征和学科世界观、认识

论相脱节的弊病 ( Lea ＆ Street 1998)。停留在通用学术英语层面的教学不能适应不同学科对学

术语言的要求。英语教师应积极参与同专业教师的合作教学，设计专门学术英语课程和教

材。2017 年学术英语上海参考框架中着重强调了学习专门学术英语的重要性，指出如果不

深入专门学术英语的学习，不掌握与特定学科专业相关的学术英语研究能力 ( disciplinary
literacy) ，学生还是无法开展有效的专业学习和研究 ( Hyland 2002) ，还是无法进入他们的专业

学术圈子 ( 蔡基刚 2018a)。在教学实践中北京理工大学等院校在教材开发和课程开发上取得了

相当的进展。
第三，学术认知能力培养是 EAP 教学的重要方面。学术认知能力培养是这 20 所院校都

重视的方面: 文本的选择、信息的对比评价和多角度分析问题是大学生必备的思维训练。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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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学习学术知识中通识性的概念和学科经典命题可以既发展语言又训练思维。学术知识中的

程序性知识，即研究方法和创造新知识的能力培养也是部分院校中学术英语课程的培养目

标。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明确提出培养学生掌握学术研究技能和创造知识的能力。
培养学术认知能力，在初级阶段可以通过体裁理论培养学生对语篇行为的认识，培养逻

辑思考和多角度思考问题的能力，在高级阶段语言教师可以同专业教师一起进行研究方法的

教学。目前上海高校中依托项目研究的教学方式，以学生为中心，自选研究题目，教师给予

“支架”的方法可以借鉴 ( 蔡基刚 2017)。但是目前为止，学术研究方法并没有进入我国任何

学校的能力培养目标和课程设置中，仅仅在 2017 年上海参考框架中有提及。笔者认为对研

究型高校来说，把学术认知能力的培养，包括研究方法的教学纳入学术英语能力培养体系，

可以缩短学生从知识的跟随者到知识的创造者身份转化的过程，促进创新能力的提高。
第四，学术英语能力要求具有阶梯性。在我们考察的学校中学术英语能力要求的阶梯性

是明显的特征。比如斯坦福大学的写作分为基础写作、提高写作和报告与展示课程。前者涉

及基本语法和学术常用句法，中间为学术写作的语篇知识，后期为研究论文写作和参加学术

会议的能力培养。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写作课分为一般能力和提高能力两个级别，提高阶段的

课程设置在大学的第三和第四年级。类似地，台湾交通大学课程中前期安排阅读和听说，培

养批判阅读和口头综述能力; 后期为研究性论文写作。我国的大学英语全部集中在大学的前

两年，课程设置上使得学术英语课程缺乏专业知识的支撑，也满足不了短期应用的需求，这

一点急需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
第五，EAP 教学中以学习能力的培养带动学习技巧的掌握。根 据 Waters ＆ Waters

( 1992) 对学习能力与学习技巧关系的阐述，有效的课堂设计应当促进学习能力，即学习需

要的认知和情感能力的提高。表层的学习策略和技巧只有触动深层的情感和意义才能发挥作

用。EAP 教学中可以采用任务教学法，任务设置时可以选择直接学习能力培养任务，促使

学生关注学习能力，比如: 请学生思考调查结果和逻辑推论之间的关系; 或者设计任务针对

表层的学习技巧，比如: 如何提高问卷的效度和信度练习。任务教学法除了增进学生的语言

能力之外，对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学术情感等均有促进作用 ( 王春岩、杨翠萍 2017)。
第六，培养全球化意识和多元文化中学术交际能力是 EAP 教学重要的组成部分。各个

院校非常重视跨文化学术交际的能力，如比利时根特大学 “跨文化环境中有效学术交际课

程”课程的教学目标包括: 能口头或书面表达自己的研究; 能在民主环境和非民主环境中

坚持自己的观点; 能同学生和教授进行自信而高效的交际; 能在跨文化环境中建立长期的合

作关系; 能实现学术追求和社会理想; 能了解欧洲、比利时和根特大学的学术规范，尊重个

性化研究，了解诚信学术规范。同样，日本早稻田大学提出要理解周围国家的态度; 德国不

莱梅大学的全球教育学院培养在不同文化构成的小组中讨论说服和达成一致意见的能力。这

些都是高等教育国际化背景下对学术交流能力的要求。跨文化交际能力在我国高校外语教育

中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是跨文化交际活动的语境大多离不开职业相关场景 ( 蔡基刚 2018b) ，

离不开专业词汇、专业术语和专业知识的表达。在英语作为世界通用语言的背景下，跨文化

交际能力实质上主要是在多元文化中运用学术英语的交际能力。学术英语能力和跨文化交际

能力不是互不相关的两种能力，实践中更多地表现为一种交叉关系。但是在跨文化学术交际

能力的培养上，国内目前依然缺乏有效的课程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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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本文通过考察世界 20 所大学英语课程中的学术能力要素构成，对学术英语能力内涵做

了较为全面的综述。研究表明: 学术英语能力涉及句法、词汇、语篇和语体等层面的语言能

力、技巧和策略的学习能力、包括学术认知能力和跨文化交际在内的多元综合能力。学术英

语能力的内涵突破了早期提出的满足近期学业英语使用的需求，EAP 课程已成为培养具有

创新思维能力、全球化视野、学术交流能力和终身学习能力的现代大学教育核心课程。
本研究的启示是 EAP 课程应当符合学校的人才培养目标，理工科院校和人文学科院校

对 EAP 能力要求应各有侧重。首先，在做需求分析时，不仅要听取学生的语言学习要求，

同时应听取学科的专家和毕业的学生对英语学习的需求。其次，高校的学术英语课程要鼓励

英语教师和专业教师结合，了解不同专业的学术语篇特征和学术认知方式，克服语言和思维

脱节的弊病，实现学术读写能力的快速提高。再次，批判思维能力和学术研究能力的培养应

成为 EAP 课程的重要内容，教学中通过任务教学法，引导学生结合自己的专业特长进行研

究设计和报告写作，实现学术认知能力、学术情怀甚至，在国际化程度高的学校可以实现跨

文化学术交际能力的同步提高。
本文不足有两个方面: 1) 样本量稍显不足，尤其是英语为外语的国家和地区的院校涉

及较少，如下次调查可以把韩国、东南亚和中东地区的高校包括进来; 2) 对特定学科中专

门学术英语能力考察还不够仔细，如医学、工程、法律和财经等特定学科需要什么样独特的

学术英语能力应有具体描写，今后的研究可以从这些方面深入探讨。

注释:

① 参见 世 界 大 学 排 名 Top150 大 学，TIMES，2016 － 09 － 22，网 址 为 http: / /www. igo. cn / liuxue / ranking /

20160922208957. 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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