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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高学术英语阅读、写作和国际学术交流能力是当今研究生亟需提高的技能。基于北京林业大学研究生需
求分析，将ＣＢＩ教学理论和ＥＡＰ理论相结合，为研究生开设农林学术英语课程，从教材和教学目标、课堂活动、教学效果
三方面对教学实践进行详细展示和分析，希望能为研究生公共英语教学改革带来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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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全球化和国际交流的深入，学生在研究生阶段

对英语的需求发生了很大转变。以培养学生英语基础知

识和语言知识积累为主的传统研究生英语教学模式和课

程设置很难满足研究生对英语的需求［１］。而以学科内容

为背景，着力培养学生学术英语能力和应用能力的英语

课程越来越受到高等院校的关注和研究［２］。

传统研究生公共英语教学面临这样的尴尬：一方面

学生出勤率低，学习兴趣下降，上课参与性差，另一方面，

专业学习和科研又对学生英语水平提出更高的要求。针

对这一现状，我们以 ＣＢＩ（内容教学法，全称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ｂａｓｅｄ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的教学理念为指导，尝试在研究生公共

英语教学中开设学术用途英语（ＥＡＰ）课程。学术英语的

特定教学目标是为学生学习专业课程提供语言支撑，满

足学生专业学习的需求［３］。北京林业大学研究生公共英

语教研室立足于本校研究生的实际需求，发挥农林院校

的专业特色，以ＣＢＩ教学理念为指导，编写了能够综合学

术英语听说、学术文章阅读及学术写作等各项技能的农

林英语教材。经过一学年的教学实践，取得了良好的教

学效果。

１　学术英语课程需求分析
为使研究生公共英语与学生专业课程相适应，切实

了解学生英语学术技能的现状、使用英语进行学术学习

中的困难以及当前亟需提高的学术技能。我们在北京林

业大学刚入学的１１００名研究生中开展了需求调查，共收

回有效问卷９８０份，调查结果如下表１～３。

调查结果表明如下两点：（１）在当今的学术环境下，

阅读专业相关文献、英语学术交流及英文摘要乃至英文

论文撰写等英语技能已成为研究生必须熟练掌握的常规

技能。学生能意识到上述能力对专业学习的重要性，但

绝大多数未曾接受过相关的学术技能训练。（２）目前学

生的学术英语能力比较欠缺。虽大多数学生都有阅读英

文文献的需求，但普遍没有养成阅读学术文献的习惯，并

且阅读中存在词汇和内容理解上的障碍，阅读效率差，对

学术论文的词汇和表达积累不够。

表１　学术英语技能现状调查

调查内容 是／％ 否／％

迄今为止你是否发表过中文专业论文 ３５ ６５

迄今为止你是否发表过英文专业论文 ８ ９２

你是否了解英文学术论文的结构及语言特点 ２３ ７７

你是否具备阅读英文专业文献的能力并有阅

读文献的习惯
３７ ６３

能否就某一与专业相关的话题用英语流利表

达自己观点或与他人讨论
２７ ７３

你在本科阶段时是否接受过学术英语课程 ６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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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学术英语重要性调查

调查内容 完全不同意／％ 不同意／％ 不一定／％ 同意／％ 完全同意／％

研究生专业学习要求必须有较高的英语写作水平 １ ３ １１ ３８ ４７

研究生专业学习要求能读懂专业英文文献资料 ５ ７ １４ ４９ ２５

研究生专业学习要求能发表英文学术论文 １２ １４ ２８ ２９ １７

研究生专业学习要求能发表英文摘要的论文 ２ ３ ５ ４７ ４３

研究生专业学习要求能用英语在国际会议中宣读学术

论文并能用英语表达观点
４ ６ １３ ４３ ３４

表３　用英语进行专业学习的困难调查

调查内容 完全不同意／％ 不同意／％ 不一定／％ 同意／％ 完全同意／％

对英文学术论文常用词汇句式积累不够且不能自如

运用
８ ７ １３ ３９ ３３

在英文学术论文阅读中有较大的词汇障碍 ４ １２ １１ ４６ ２７

不能完全理解英文学术文献的内容且阅读效率低。 ２ ３ １９ ４４ ３２

英文学术讲座中不能完全听懂讲座内容 ９ １８ １９ ３６ １８

２　基于ＣＢＩ教学理念的学术英语（ＥＡＰ）教学
ＣＢＩ教学理念旨在将特定的内容与语言教学目标结

合起来，要求以学科知识为轴心，课程内容根据学科知识

进行组织［４］，主要强调语言能力和策略能力及语言的使

用，它在培养听说读写技能的同时，关注语言在真实语境

中的功能使用，这方面与 ＥＡＰ的需求分析非常一致。下

面具体探讨在ＣＢＩ理论指导下的农林学术英语ＥＡＰ教学

模式和教学实践。

２．１　教材和教学目标

Ｈｙｌａｎｄ（２００２）在讨论学术英语的内容专业程度时，

提出材料的真实性和任务的真实性标准。我们编写的农

林英语教材正是以真实材料和真实任务为标准，着重训

练学生阅读和撰写学术文章以及进行学术汇报和交流的

能力。阅读方面：选取的阅读文章均来自国外学术期刊

的真实语料，“原汁原味”，同时考虑到学生专业上的差

异，必须是跨学科的学生也能理解的科普话题，不能过于

专业。听说方面：每个章节的主题即是学生听说训练的

话题。比如，农林英语教材包括“城市农业”“林业经济”

“生物多样性”“农业高科技”“城市规划”“园林建筑与植

物”等１０个主题，对于林学院、园林学院、生物学院、自然

保护区学院、水保学院的学生来说，这些话题的学习和讨

论与其专业知识相关，有利于激发学生兴趣，培养自主学

习的能力。另外，每个章节都包括与话题相关的听力练

习，选取的听力材料大多是学术讲座、学术访谈、学术演

讲等内容。写作方面：每个章节设有专门的学术写作专

题。包括英文摘要、英文标题、段落写作、释义和改写技

巧等１０项内容；在写作练习中为学生附带了大量真实的

语料，以充分的语言输入确保语言输出的质量。

２．２　课堂活动

课堂是教学活动开展的主阵地，要为学生创设多种

练习和展示机会，并将学习活动由课堂延伸至课外。课

堂活动有四个主要方面。

一是项目研究方面：自由选题，合理分组，自主探究。

学期初，要求学生根据专业知识背景和兴趣，从教材中选

择一个章节的话题作为本学期研究课题，同话题的学生

组成一个小组，每个组员都需要从选定话题中确定具体

的研究方向，搜索相关资料，撰写文献综述，在课堂上就

研究内容做５分钟的英文汇报展示，并回答同学提问；根

据同学和老师给出的反馈意见，就相关研究完成一篇英

语小论文（１２００字左右）；论文经组内同学互评、修改后

上交，由教师统一批改，并作为平时成绩的一部分。通过

项目研究，学生可以充分利用专业知识体验自主探究的

意义，有效提高学术交流和学术写作能力。

二是学术写作方面：基于大量真实语料输入，总结归

纳，逐步积累。以高水平的国外期刊论文作为学生的学

习材料。学生要熟悉论文的结构框架、句式表达、语言特

色，就必须大量阅读优秀的论文资料，并在语料中归纳、

总结和体会。比如在讲解英文标题时，为学生精选了５０

条与专业相近或相关的英文题目，学生需要自己阅读和

理解这些题目，然后在教师指导下，总结出英文标题的结

构特点、介词用法、中英文表达习惯差异、英文不同的语

序特点等内容。如没有这些真实语料的支撑，单纯给学

生灌输英文标题的要求、撰写规范和特点，学生无法真正

掌握所学内容。为切实满足学生需求，还可让学生推荐

文章，老师根据需要从推荐的文章中精选部分内容作为

讲课素材。

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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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听说方面：明确任务，充分讨论。除了教材中的

听力材料，还为学生准备了相关话题的视频材料（包括

ＴＥＤ演讲片段，名校公开课，ＣＮＮ新闻等）。在播放听力

或视频材料之前，会为学生设置有针对性的任务，训练学

术听说、记录笔记以及总结释义等方面的能力。比如，听

完第一遍后要求学生尽可能多地记录材料中的要点，听

完第二遍后要求学生记录材料中的相关表达和句式，第

三遍后要求学生复述或撰写所听内容概要。这些任务明

确且循序渐进，不仅能提高学生的听力水平、英文笔记能

力，还能使学生在输入的基础上有效输出，提高学术交际

能力。课堂讨论也分为两种，一种需要课下准备，教师提

前布置任务，学生课前在图书馆或网上查阅资料，准备好

发言内容；另一种是即兴讨论，主要是就当堂所讲内容或

听力内容展开讨论。通过参与讨论，学生可提高反应能

力、语言表达能力和交际能力，为今后参加学术交流打下

基础。

四是阅读方面：精读泛读结合，读写结合。阅读包括

精读和泛读两个方面。教师在课上带领学生精读教材中

的文章，主要针对文章大意概括、词汇句式积累以及对长

难句的释义改写、科技文章翻译等方面进行训练。当然，

培养学生学术文章阅读习惯和提高学生阅读效率，离不

开大量的泛读训练。因此，每讲一个话题，都为学生推荐

网站和文章作为课下延伸阅读，并定期检查和指导学生

的阅读效果。另外，读写结合是提高学生写作能力的有

效途径，要求学生写阅读报告或文章评价，锻炼学生写作

水平的同时启发学生批判性思维。

２．３　教学效果评价

实践证明，以内容为依托的农林学术英语教学取得

了良好的教学效果。教师普遍认为，农林学术英语课程

大大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参与性、思辨性、主动性；学

生上交的作业、课堂展示、撰写的论文等都能体现出很大

的进步。为了解学生对教学效果的评价，我们在学期结

束时对研究生一年级的１１００名学生再次进行了“农林学

术英语教学成效和教材评价调查问卷”和专门访谈，结果

表明学生对课程的满意率和基本满意率达到９３％，普遍

认为：通过阅读真实语料，对学术论文的结构和语言特点

有了清晰的认识，并在阅读中积累了相关句式和专业词

汇；在研究话题的准备、展示以及讨论过程中锻炼了搜索

能力、学术交流能力，还提高了论文写作能力；听说能力

得到加强，概括能力和思辨能力得到很好训练。

３　结　语
全面提高高校研究生学术英语能力和英语应用能力

是研究生教育的必然要求。我校研究生农林英语课程的

开设和实践证明了：基于学生需求，以内容为依托，将英

语和学生专业结合的教材和教学模式是值得提倡的。但

学生英语水平参差不齐，不同学科在学术研究上的差异

等都是研究生公共英语教学改革的制约因素，随着高校

教育国际化和教学改革的深入，以内容为依托（ＣＢＩ）的学

术英语（ＥＡＰ）教学会得到进一步完善，更好地满足研究

生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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