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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商务英语属于ＥＳＰ范畴，其职业化特点已成为衡量商务英语人才培养的重要指标。建设以职业化为导向的
ＥＳＰ依托式商务英语课程群体系既兼顾了社会对人才的客观需求，又能兼容传统教学和职业型教育改革的优势，为人才
培养提供切合职业发展的学习环境、课程内容、拓展培养渠道，有助于实现职业化为导向的商务英语人才培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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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商务英语专业职业化教改的客观诉求
《高等学校专业英语教学大纲》明确规定：英语专业要“培养具有扎实的英语语言基础和广博的文

化知识并能熟练地运用英语在外事、教育、经贸文化、科技、军事等部门从事翻译、教学、管理、研究等工

作的复合型英语人才”。长期以来，由于没有专门针对高校英语专业下各个方向的具体指导大纲，目前

大部分地方院校的商务英语专业（方向）人才培养方案仍在参照英语专业通用的《高等学校专业英语教

学大纲》的基础上，针对英语专业下面的二级专业或者方向加以不同程度的调整。然而，目前国内大部

分地方高校课程设置仍然坚持以英语加专业或者专业加英语的模式为主。其宽口径的指导党纲未能很

好突出凸显其职业化的典型特征。

传统商务英语专业人才培养知识结构主要包括：通识教育板块、语言技能板块、人文知识板块和专

业技能板块４个部分。商务英语课程设置存在“技能课程过多，内容依托课程过少”，没有明确彰显其
职业导向性。国务院２０１４年２月出炉的６００所地方高校向职业化教育转型的高等教育国家改革的决
议明确指出：“对于职业化教育理念在实用型人才培养中的作用，职业化教育明确了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的任务：大力推动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三对接”。

由此可见，地方高校商务英语专业改革朝着职业化方向改革诉求不仅是一个有待商榷的议题，而是

“即成的事实”。如何建构一个多元、职业化的课程体系？ＥＳＰ课程群依托的商务英语课程体系将很好
地衔接传统英语专业人才培养和职业化导向的英语人才培养优势。因此，推进 ＥＳＰ为依托的商务英语
专业（方向）课程体系建设与改革势在必行，是顺应社会发展与人才需求的必然结果。

２　职业化背景下的商务英语课程群体系建设
根据《高等学校专业英语教学大纲》，商务英语核心课程除了语言基础知识课程外，包含了外贸函

电、外贸单据、市场营销、电子商务、商务谈判等课程，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的对外贸易基本知识与技巧。

商务英语人才培养涵盖的面除了商务服务型人才外，还应包括技术型和业务型人才，以适应特定场景、

交际需要以及专业、技术等不同的任务。而商务英语专业目前开设的这些课程内部结构梯度含糊，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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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技能类和产业类需求关联性较差，因此有必要组建层次分明、衔接性好、职业关联度高的课程群形式。

商英毕业生通常面向某特定行业的岗位，而传统的商务英语课程建设常常忽略地区特色和行业要

求对人才培养的影响。以粤西地区为例，其传统的强势产业以石油加工和承接珠三角产业转移为主体，

尤其偏好对石油加工和农业加工外贸人才。据笔者调研显示：这类企业往往更青睐专业技术基础扎实、

外语能力比较好的非英语专业毕业生，商务英语专业的毕业生反而不是首选。究其原因，在于商务英语

专业培养的学生知识面窄，缺失专业知识、不懂术语而难以胜任岗位要求。因此，课程群根据商务英语

专业知识的结构化要求，整合相关课程资源来实现课程群建设的规模效应，有利于培养适应社会要求和

地区行业特色的职业化导向课程体系。职业化转型背景下的商务英语课程群体系必须满足如下条件：

第一，强化商务英语技巧课程和其他学科或者行业的关联性。以行业特色的套餐式课程群能更好实现

知识结构的系统性、延续性。做到基础语言知识、技能训练、素质拓展和专业知识的有机结合，避免课程

之间的脱节、重复。第二，课程建设必须和职业化课程板块有效整合，紧密结合市场和地区特色行业对

人才的需求，将语言教学依托于某一行业或某个职业的主题内容之上。商务英语课程建设应当积极探

索以ＥＳＰ为依托的职业化课程群建设。这种模式可以提升语言知识教学的效率，提升学生的专业英语
应用能力，减少重复性的语言知识教学，将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紧密结合起来。

按照知识结构板块为基础的课程群体系，商务英语专业课程应归类划分五大类别：通识课程群、外

语技能课程群（听、说、读、写、译）、人文素质拓展类课程群、商务技能类课程群和以行业或学科主题为

依托的ＥＳＰ课程群（见图１）。

图１　多元开放的商务英语课程群体系

３　以ＥＳＰ为依托的商务英语课程群
“依托式教学”模式是指将语言教学基于学科或者某种主题内容教学之上，把语言学习与学科知识

学习结合起来，在提高学生学科知识水平和认知能力的同时，促进其语言能力的发展［１］。这种以学科

主题内容为依托的教学策略能够相对灵活地将专业知识学习和语言知识学习结合起来，为学生提供真

仿真的语言学习环境，又兼顾专业知识能力培养。其优势在于摆脱了传统英语教学仅停留于语言知识

和技能讲解的局限性，终结语言教育与学科知识认为分割的状态；此外，还可以灵活地满足行业和学习

个体对不同专业知识的各种需求，设计同学科和主题的教学内容。

以内容为依托教学法具有很多种模式，包括主题依托式、沉浸教育、ＥＳＰ等等［３］。其中 ＥＳＰ是专门
用途英语的简称（ＥｎｇｌｉｓｈｆｏｒＳｐｅｃｉａｌＰｕｒｐｏｓｅ），是一种“语言学习为目的服务的教学”，具体指根据学生
学习目的和需求将英语与特定学科或者行业知识结合起来，针对具体某一行业或者特殊用途的一种实

用型英语。其最终目的是培养学生在一定的工作环境中运用英语进行交际的能力。它有别于 ＥＧＰ
（Ｅｎｇｌｉｓｈｆｏｒ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ｕｒｐｏｓｅ）这种传统的纯语言知识技能课程。结合以上依托式教学和 ＥＳＰ教学两个
理念，不同的学科内容和主题为依托设置ＥＳＰ课程套餐能够实现商务英语专业职业化教学培养目标。

以ＥＳＰ专业英语为依托的课程包括商务英语专业核心的语言教学和特别设计的专业英语课程，为
缺乏行业知识的商英学习者开设的，提供行业背景知识、专业知识和专业术语的英语教学，其特点是以

英语为媒介、以具体某一学科知识为内容基础。ＥＳＰ依托式和传统的ＥＧＰ英语教学不同之处在于：ＥＧ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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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教师讲解纯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为主，而ＥＳＰ英语主要侧重行业知识，突出专业性知识，能密切联系
市场和岗位对人才的需求，有利于解决市场需求和人才培养脱节的矛盾。以 ＥＳＰ为依托的课程通常以
套餐的选修形式展开，课程群具有开放、灵活而多元等特点，例如，针对粤西地区商英毕业生就业的职业

导向性，导游英语课程群、石油专业英语群、农业及水产专业英语群、物流英语等等颇受学生欢迎。这种

设置根据市场对人才的需求设定ＥＳＰ所涉及的学科和主题，也可以满足学生对专业英语的不同需求，
也适应于现代职业导向型教育的订单式培养要求。

ＥＳＰ专业英语课程群对课程内容和教材要求专业性高、针对性强，在教材内容的选择和编写方面，
必须满足学生的专业知识和行业术语的认知需求、教育目标、社会要求及期望［４］。教材内容要求大纲

服务于学科内容和主题进行组织。语言大纲服务于学科，所选用的语料必须真实而有意义，主题涉及不

同行业知识和行业背景。值得指出的是：这要求英语专业教师和行业专业人才相互合作，或者说需要一

支既懂英语又精通行业术语的双师型师资队伍。

４　启示与意义
依托型教学理念形成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最早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市取得成功，被广泛运用于大学英

语和非英语专业的教学改革之中，在国内外已经产生了许多成功的范例。Ｌｅａｖｅｒ＆Ｓｔｒｙｋｅｒ（１９８９）归纳
了依托式外语教学方法的４个显著特征：１）以学科知识为核心；２）使用真实的语言材料；３）学习新知
识；４）课程设置必须符合不同学生群体的需要［５］。以上四点都切合目前国务院和教育部倡导的职业
化教育改革的要求与理念，对外语专业职业化导向的课程教学改革与人才培养目标的定位具有重要的

启示与意义。第一，ＥＳＰ英语课程群有助于弥补传统宽口径英语毕业生知识结构的专业性缺失。英语
作为一种工具必须依附于某一学科或者领域而产生意义，学习专门学科知识能很好地解决英语专业学

生知识结构局限于纯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的缺陷。ＥＳＰ为途径的依托式课程群很好地契合了行业背景
和专业知识的职业化要求，缩短学生就业同行业差距，实现了语言与专业知识的双赢。第二，ＥＳＰ英语
课程群提供了真实的语言材料。一个自然、真实的语言环境更有利于语言习得的产生。Ｂｒｉｔｏｎ等认为，
只有在向学生呈现有意义、有语境而且已获得信息为主要目标的语言材料时，语言学习才能获得成功。

以具体某一学科内容为依托的教学内容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动机、使学生能够更加有效地理解、掌握并

消化专业知识，也有利于培养学生运用语言进行交际。第三，ＥＳＰ英语课程群能根据市场导向灵活调整
课程设置，更好地适应职业化教育的需求。以选修形式提供给学生的 ＥＳＰ课程套餐可以根据地区的行
业特色开设课程，从而形成灵活、开放和多元的课程体系，使人才培养更好地服务与社会需求。例如，粤

西地区一向以传统的石油加工产业链为龙头，近年来承接了珠三角大批代加工的产业，这就要求地方大

学的英语专业顺应行业需求，开设以石油英语等行业导向的 ＥＳＰ课程群，以适应区域对特色外语类人
才的需求。ＥＳＰ为途径的依托式课程群体系满足了职业化教育要求下不同层次、不同行业对商务英语
专业人才的需求。

５　结论
教育必须服务于社会需求，人才培养应以职业化需求为导向。在这一大环境下，如何解决人才培养

与社会需求之间不对接的矛盾，培养出既具有过硬语言基本功又具备较强专业知识的高素质人才，这是

一个具有时代意义而有待深入探讨的研究课题，以ＥＳＰ为途径的依托式课程群主张将特别用途的英语
嵌入英语专业课程群体系的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有候大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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