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１０卷 第２期
２０１８年３月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１０Ｎｏ．２
Ｍａｒ．２０１８

ｄｏｉ：１０．１３５８２／ｊ．ｃｎｋｉ．１６７４－５８８４．２０１８．０２．０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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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培养的需要出发，考察了研究生学术交流英语能力研究现状并发现相关研究的不足，进而分析比较归纳
总结了１０种主流“学术交流英语”教材的基本内容，以此为基础并参照“语言能力”相关理论构建“研究生学术交流英
语”能力目标层级体系，确立描述各级目标的原则并尝试对不同层级能力目标进行描述，最后指出该研究对于研究生学

术交流英语课程教学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研究生；学术交流英语；能力体系；构建

中图分类号：Ｈ３１９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５８８４（２０１８）０２－０１３１－０６

　　近年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不断提升，国际学
术交流与合作活动日益频繁，以阅读为主、忽视实

用能力培养的传统研究生英语教学越来越不适应

形势，各院校纷纷开设“学术交流英语”这门课程

来培养研究生的国际学术交流英语能力。“学术

交流英语能力”是以一般英语语言能力为基础、

在“国际学术交流”的语境下运用英语进行交流

的能力。鉴于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从内容到形式上

的复杂性，“学术交流英语能力”应是一个涵盖多

种能力的体系。对这一体系的构成加以研究，有

益于“学术交流英语”能力目标的确立，亦有助于

课程教学目的的实现。

１　“学术交流英语能力”认知上的困境
目前，针对“学术交流英语能力”的专门研究

尚属空白。“学术交流英语”相关的研究多围绕

课程体系［１－４］、教学模式［５－７］等展开，张武德

等［８］、隋桂兰等［９］虽有所涉及但其重点在于“学

术交流英语”课程教学。原国家教委１９９２年颁发
的《非英语专业研究生英语（第一外国语）教学大

纲》虽然指出“研究生英语教学的宗旨是为了使

学生掌握英语这门工具，进行本专业的学习、研究

与国际交流”，但根本没提“学术交流英语”或“学

术交流英语能力”的概念［１０］。

在教学实践上，不同的院校基本处于各自为

政的状态，相互之间“学术交流英语”课程差异很

大。笔者在２０１７年全军院校英语教学联席会上
就“研究生学术交流英语教学”做了一个小型问

卷调查，给予回馈的１３所院校在课程设计、教材
选用、课时安排、教学模式、考试测评等方面都不

尽相同。事实上，全国范围看，“学术交流英语”

课程教学没有统一的教学大纲，没有统一的教材，

也没有统一的测评标准。这都说明，在“培养什

么样的‘学术交流英语能力’”这个问题上，大家

的认识尚未一致。

“语言能力是语言教学和语言测试工作的出

发点和立足点，为了做好语言教学和语言测试工

作，人们必须明确地说明语言能力是什么，必须对

语言能力进行描述”［１１］。“学术交流英语”这门

课程如此普遍，“学术交流英语能力”的界定与描

述是不容回避的课题。而“语言能力的界定历来

是理论语言学界和应用语言学界有争议的论

题”［１２］，Ｃｈｏｍｓｋｙ，Ｈｙｍｅｓ，Ｈａｌｌｉｄａｙ，Ｈａｂｅｒｍａｓ，
Ｃａｍｐｅｌｌ和Ｗａｌｅｓ，Ｇｒｅｅｎｅ等出于构建自己理论框
架的需要，根据各自领域的研究目的和研究对象

的不同，在各自的研究范围内对“语言能力”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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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不同角度的阐释，这些阐释彼此间存在着这样

那样的冲突［１２－１３］。这给我们一个启示：要摆脱

“学术交流英语能力”认知上的困境，构建“学术

交流英语能力体系”，不妨以我为主，在“学术交

流英语”教学这一语境下另辟途径。

２　“学术交流英语”教材考察
２．１　十种教材内容的展示

“教材”（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ｍａｔｅｒｉａｌ）是教育活动中根
据一定的教育目的把选择出来的教学内容教给学

习者的材料，而“教科书”（ｔｅｘｔｂｏｏｋ）则是“学科教
学的主要教材”，…… “教师直接地或是以教材为

媒介对学生施以影响，学生在教师的影响下通过

教材习得一定的知识、技能”［１４］。换言之，教材的

内容反映了课程教学的目的，是相关知识技能的

具体反映。既然“学术交流英语”课程的教材服

务于培养学生的“学术英语交流能力”这一目的，

那么，透过教材（教科书）的内容，考察所要培养

的“学术交流英语能力”的概况，推断其组成要

素，逻辑上应该可接受，实践上也易操作。

笔者收集了十种国内高校采用的“学术交流

英语”主流教材，见“表１”，该表是各教材的目录
展示，粗体字是目录的一级标题，常规字体是其二

级标题。这些目录标题很清晰地把每种教材的具

体内容展现出来。

表１　“学术交流英语”相关教材及其目录内容

序号 编者－教材（出版社出版年） 目录内容

１

贾卫国 －国际学术交流英语

（２０１３版）（外语教学与研究

出版社２００８）

（１）国际会议准备：论文征集，会议通知，会议日程安排；（２）国际信件交流：邀请函，接受和

拒绝，电子邮件写作；（３）学术写作：摘要，注释与致谢，参考文献遴选；（４）国际会议：主持

会议，在会议作报告，问答环节；（５）讲话致辞：致欢迎词，致闭幕词，致宴会词；（６）申请、履

历和个人陈述：学术交流申请，学业履历，个人陈述

２
吴斐；周频 －国际学术交流英

语（武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

（１）国际学术会议：会议的筹备与组织，会议通知写作，会议邀请函写作和会议的举办与组

织；（２）学术论文写作：学术论文写作的常识，论文的摘要，引言，正文，结论和参考文献与附

录；（３）国际学术交流：学术演讲，学术研讨和学术交流礼仪

３

刘常华；肖振凤；许迪 －学术

交流英语（听说教程）（天津大

学出版社２０１１）

（１）学术讲座：了解概况，总结细节拟制讲座讲稿，标识类型缩写和数字；（２）做学术报告：

开始报告，推进报告，可视手段和数据呈现，做口头报告；（３）参加学术研讨：研讨的基本知

识和主持技巧，问答环节准备

４

王宏俐，师琳 －国际学术交流

英语（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

（１）国际学术会议：基本知识，会议通知，论文征集，会议日程；（２）会议前后通讯联络：基本

知识，邀请函与回执，询问函及回执，资助申请信，投稿信，论文和摘要呈送信，贺信，感谢

信；（３）学术论文写作：基本知识，标题和作者单位，摘要和关键词，引言，材料和方法，结果，

讨论，结论，致谢，参考文献；（４）学术论文口头报告：基本知识，开始报告，推进报告，结束

报告；（５）会议的一般主持程序：基本知识，会议开幕，介绍发言人，问答环节组织，会议闭

幕；（６）其它有关的学术交流：基本知识，与专家交谈，校园参观指南，实验室参观指南，市区

游览指南

５

常乐；王冰－国际学术交流英

语（建筑工程类）（上海外语教

育出版社２０１３）

（１）学术会议：会议通知，会议日程，论文征集，邀请函，回执，论文录用与退稿，欢迎词，演讲

者介绍，口头报告；（２）科技论文写作：摘要，引言，研究方法，结果，结论，图标，参考文献，致

谢；（３）研究意向书与研究报告：意向书前页，意向书正文，进度报告，研究报告，实验报告；

（４）求职求学函件 学业履历，个人陈述，申请信

６
陈美华－学术交流英语（外语

教学与研究出版社２０１３）

（１）学术报告：明确关键要素，制定报告计划，制定报告提纲，确定报告结构，用好可视辅助

设施，非言语交际手段，应变计划，论文答辩；（２）小组讨论课：定义，研讨准备，参与研讨，主

持人沟通策略，指导和咨询；（３）国际会议：会议信息获取渠道，会议信息和组织信息，会议

正文和通知，会议申请

７

从丛，王文宇 －学术交流英

语教程（第２版）（南京大学出

版社 ２０１４）

（１）学术交流通讯：传统信件，电子邮件，不同学术目的的通讯；（２）国际会议：会议资讯来

源，提交会议的论文、摘要和论文海报，与会资助，会议组织者和会议环节，参加会议及文化

因素，主持词、开幕词和闭幕词，高效的论文报告，问答环节；（３）期刊论文发表：期刊论文投

稿，期刊论文评审，录用和论文版权，学术道德和论文撤回；（４）学术写作：自然科学和工程

领域的写作，人文社科领域的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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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序号 编者－教材（出版社出版年） 目录内容

８

张锦涛，吴苓 －国际学术交流

英语教程（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４）

（１）国际会议基本知识：会议资讯来源，会议基础知识，参会准备；（２）国际会议通讯：信件

写作介绍，学术会议相关的信件类型，学术信息交流的其它渠道；（３）学术写作：研究论文介

绍，研究论文的结构，题目拟制和摘要写作，注解和参考文献；（４）学术会议进程：主持会议，

在会上作报告，可视辅助手段，问答环节

９

郭月琴，武学锋，郑琳 －国际

学术交流英语教程（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７）

（１）学术写作：论文题目，摘要，引言，方法，结果和讨论，结论，参考文献；（２）国际会议：会

议通知，会议邀请函和答复函，会议议程，致欢迎词，介绍演讲人，口头报告，问答环节，致闭

幕词；（３）留学指南：ＴＯＥＦＬ等重要的英语水平测试，留学申请，签证申请；（４）附录：论文征

集，中国人的核心理念，青岛旅游指南

１０

李清平，邱香玲 －国际学术交

流英语（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７）

（１）国际会议：会议准备（做好准备／论文、摘要和海报征集），主持会议与参加会议；（２）研

究论文：论文写作（标题／摘要／引言／文献综述／避免剽窃／材料方法／结果／讨论），英文期刊

论文发表（在线投稿／联系编辑和审稿人）；（３）海外留学：简历和个人介绍写作，研究计划

写作

　　从“表１”可以发现，各个教材的编写体例和
内容层级顺序不尽相同，不同教材之间有些内容

大体一致或相近，有些内容只在某种教材出现。

其中：９种教材涵盖了“国际会议”“论文写作”和
“学术通信”；９种教材包含“学术报告／讲座／演
讲”的内容，８种教材涉及“学术研讨”，３种教材
专门列入了“学术资讯”，２种教材覆盖“研究意
向书”或“研究报告”和“求职求学函件”或“海外

留学”，一种教材涉及“学术交流礼仪”，１种教材
涉及“期刊论文发表”，１种教材关注到了“留学
指南”的内容。进一步研读教材的具体内容可发

现，“研究意向书”“研究报告”从内容到形式实

质上是学术写作，而“求职求学函件”“海外留

学”实际上主要涉及相关函件交流，如申请信、

投稿信、咨询信等，所以也可以归结为“学术通

信”。“期刊论文发表”有一部分内容与“投稿信

件交流”相关，可归类为“学术通信”，另有一部

分内容涉及期刊投稿相关知识，可归类为“学术

资讯”。

应该指出，不论从某项内容可能发生的场合

还是从其本身的性质看，这里的归类很多情况下

都不是绝对的。比如，“报告／演讲／讲座”“学术
研讨”可能在学术会议的场合上出现，也可能出

现在学校的教学场合，很多情况下它们还需要靠

“学术写作”实现。又如，“学术讨论”，可以是学

校里的教学活动，也可以是国际会议的环节，还可

以是投稿者与编辑、审稿人之间的当面交流或函

件交流。不同教材的体例安排或内容取舍带有一

定主观任意性，原因或许在此。

２．２　 “学术交流英语”课程应涉及的基本内容
探讨

从“表１”不难发现，“学术交流英语”课程覆
盖的内容相当广泛。但是，作为一门以学术交流

能力培养为目标的技能培训课程，课时有限（一

般在３０个课时到６０个课时之间），学分也不多
（一般只有１～２个学分），显然不可能包罗万象，
这就需要依据一定的原则确定其基本内容。

分析“表１”各个教材的各项内容，尽管名目
不同，但基本都围绕“学术交流”的需要展开。有

的是学术交流本身，如“学术会议”，有的是学术

交流的根本，如“学术写作”，有的是学术交流的

条件，如“学术咨询”，有的功能兼备，如“学术通

信”，它们都是学术交流的基本需要，几乎所有教

材都包含，可以确定它们为课程教学的基本内容。

“学术资讯”虽然只有３种教材涉及，但在信息时
代，如果资讯缺乏，参与学术交流几乎是不可能

的，所以也应在基本内容范围之内。而出现频率

较低的内容，如“留学指南”“主持人沟通策略”

“可视辅助手段”，等等，对学术交流的成效有着

不同程度的影响，但不是“学术交流”的必需技

能，没有他们学术交流也可以进行，大多数教材没

有将它们包括在内。可见，在课时有限的情况下，

尽可能照顾学术交流的基本需要，“学术交流英

语”课程首先要从学术交流活动本身特点出发，

包含国际学术交流活动流程中最基本的交流活

动；其次，要从教学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出发，包

含学生在未来学术交流活动中有可能参与最多的

活动内容。这就是“学术交流英语”课程内容取

舍的根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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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学术交流英语能力”目标确立
３．１　“学术交流英语”能力目标体系框架

建立在“交际语言能力框架”基础上的《欧洲

语言共同参考框架》（以下简称《欧框》）提出“以

行动为导向（ａｃｔｉｏｎ－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ａｐｐｒｏａｃｈ）”的教学
理念，“行动”就是“完成任务”，而任务“是为了实

现特定的目的，在解决问题、履行义务或达到目标

的语言环境中必须采取的目标明确的行动”［１５］。

这为我们认识“学术交流英语能力”及其体系提

供了思路。

按照《欧框》的思路，“表１”中各个教材的各
项内容，实质是“学术交流”领域的一个个任务，

“学术交流英语能力”就是完成这些任务的能力。

如，１号教材“目录内容”栏的“论文征集”可以理
解为“用英语完成学术会议征集稿件的能力”，而

“国际会议准备”可以对应“国际会议准备能力”。

这样，我们参照３．１的内容归类和３．２所作的取
舍原则，构建起“学术交流英语”能力体系框架，

见“表２”。“表２”的能力体系中，一级目标是“学
术交流英语能力”，下有四个二级能力，分别是：

学术论文写作能力、学术会议能力、学术通信能力

和学术资讯能力。其中，“学术写作能力”和“学

术资讯能力”分别细化为数量不等的三级能力；

“学术会议能力”和“学术通信能力”各分出两个

三级能力，每个三级能力各自具体为若干项四级

能力。

表２　“学术交流英语”能力体系框架

学
术
交
流
英
语
能
力

学术论文

写作能力

文献选取阅读理解能力

论文结构写作能力（标题和作者单位、摘要和关键词、引言、材料和方法、结果、讨论、结论、致谢、参考文献等

论文组成部分的写作能力）

函件写作能力

发言稿件写作能力

研究意向书、研究进展报告、研究总结报告、读书报告等写作能力

学术会议

能力

会议信息

能力

论文征集启示写作发布能力

会议通知写作发布能力

会议日程安排写作发布能力

会议信息获取阅读理解能力

会议参与

能力

会议主持能力

会议发言能力

会议听讲理解能力

会议研讨能力

学术通信

能力

主动函件

写发能力

邀请函写发能力

申请函写发能力

投稿信写发能力

咨询函写发能力

被动函件

写发能力

接收函写发能力

拒绝函写发能力

感谢信写发能力

备注：由于现在函件多

以电子邮件形式发送，

这里的各项能力都有赖

于“电子邮件能力”

学术资讯

能力

利用期刊杂志等传统媒介获取资源、讯息能力

利用互联网获等技术手段获取资源、讯息能力

　　尽管在学术会议外的教学场所、工作场所有
着“学术报告（讲座或演讲、研讨）”的实际需要，

但这些内容与“学术会议”重叠，培养“学术会议

能力”的同时也就在培养这些能力，所以“表２”的
体系框架没有明确覆盖“学术报告（讲座或演讲、

研讨）能力”。同时，从“表２”可看出：写作能力
是最为广泛使用的学术交流能力，“学术会议”

“学术通信”的成功都有赖于写作能力；“学术会

议能力”既包括“会议信息能力”又包括“会议参

与能力”，是学术交流语境下综合能力的体现。

“学术通信能力”和“学术资讯能力”是学术交流

的保障性能力，离开他们，学术交流就会存在障碍

甚至难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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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学术交流英语能力”目标表述
《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采用“能做某事”

（“ｃａｎｄｏ”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ｏｒ）描述语言能力［１１］［１５］，这已为

大家所接受。借用这一描述语，结合所要完成的

任务，对学术交流英语能力目标进行描述，应该是

有效的。限于篇幅，兹仅举例如下：

一级能力目标“学术交流英语能力”的基本

内涵可用二级目标任务表述为：通过“学术交流

英语”课程学习，学生能够以英语为工具写作学

术论文、参与学术会议、进行学术通信、获取学术

资讯”。二级目标“学术通信能力”可以借用其下

级目标内容表述为：通过“学术交流英语”课程学

习，学生能够以英语为工具完成包括邀请函、申请

函、接收函、拒绝函、投稿信、感谢信、咨询函和电

子邮件在内的各种函件的写作和收发。末级目标

则根据本能力目标指向的具体的“学术交流”任

务表述，比如，“邀请函写作能力”可以表述为：通

过本内容的学习，学生能够用英语完成格式规范

的学术会议邀请函的写作。

这样，居于能力体系框架内的不同层级的所

有目标都可得到明确的文字描述，这就把“学术

交流英语能力”从模糊的口头概念变成了实实在

在的文本，为认识理解把握“学术交流英语能力”

提供了方便。

３．３　“学术交流英语”能力目标体系构建的教学
启示

我们构建“学术交流英语”能力目标体系并

对各级能力目标进行具体表述，目的是推动“学

术交流英语”这门课程的建设，使该课程的教学

得到进一步完善，其意义是多方面的，主要反映为

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有了这样一个体系框架，有利于提高课

程的针对性，确定不同层次的“学术交流英语”课

程的能力目标。目前，“学术交流英语”这门课程

在硕士生、博士生甚至本科生层次都有开设，参考

“表１”的能力体系框架可以对不同层次的目标能
力进行区分。比如，博士生在国际会议上作学术

报告的机会一般要多于硕士生，所以博士层次的

“学术交流英语能力”要求其 “在国际会议或相

关场合具备做专业性学术报告的能力”，而硕士

生的要求可以是“在国际会议或相关场合具备听

懂专业性学术报告的能力”，本科生则可“了解在

国际会议或相关场合专业性学术报告的基本知

识”。如此以来，避免了不同层次课程的同质化，

使教学更有针对性。

其次，有了“表１”的目标体系，有利于提高课
程教学的规范和实效。依据“表２”的能力体系框
架，可以编写不同层次的相对统一的课程教学大

纲，避免该课程在不同学校各自为政状态下的任

意性。统一的教学大纲也利于集全国之力编写统

一的“学术交流英语”教材。同时，参考“表１”确
定的能力目标体系框架，可以很方便地确定教学

重点，事实上，不少院校的“学术交流英语”课程

是以“学术论文写作”或“学术会议”的面目出现

的。当然，还可以参照这里的目标体系和能力表

述确定测试内容和测试方法等，限于篇幅不再

赘述。

４　结语
鉴于“语言能力”的复杂性，“学术交流英语”

能力目标体系的构建和各个能力目标的表述是困

难的，但这项工作又是“学术交流英语”课程建设

和实施极为需要的。本文以现有的高校“学术交

流英语”主要教材的内容为基础，通过分析、比

较、归纳、概括，确立“学术交流英语”能力目标体

系框架并对其进行具体描述。这一研究方法是否

科学有待验证，但至少提供了一种思路，期待更多

同仁进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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