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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以市场为导向的涉外法律人
才培养——以法律英语教学为
突破口

张法连  中国政法大学 / 同济大学  朱  洁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提要：随着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和“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市场急需“精英明法”

的涉外法律人才。而传统的“法律+英语”的教学模式忽视法律英语课程的独立性，无法承

担培养任务，亟须改革。法律英语教学应纳入涉外人才培养的大背景下，对市场需求进行深

入分析，在建立完善课程体系的基础上，鼓励不同高校根据校本特色和学生水平灵活进行课

程设置；并引入法律英语证书全国统一考试，作为对涉外法律人才从业资格的专业评估；在

教学过程中需贯彻法律职业素养教育，树立学生良好的道德素质和职业修养。

关键词：法律英语教学、涉外法律人才、市场需求

一、引言

在国际关系发展中，文明的进程是从武力到外交，从外交到法律的过渡。在全球化的大

背景下，世界各国政治、经济、文化不可避免地相互交融，摩擦、冲突也始终伴随着互利合

作，中国对外开放过程中遇到的无论是政治层面、经济层面还是公民个人层面的问题，最终

都需要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全球化使“法律”的内涵被无限放大，许多问题归根结底都是法

律问题，全球化的过程促使“法律全球化”，而“法律全球化”也必然要求“法律从业者全

球化”。反观我国目前的法律人才培养现状，能够服务涉外法律业务的复合型人才少之又少，

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对外开放和“一带一路”建设顺利实施。市场的迫切需求和国家宏

观政策导向，都对高校复合型人才培养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和要求，培养“精英明法”的涉外

法律人才是时代赋予我国高等教育的历史使命。

二、我国涉外法律人才现状分析

随着我国积极参与国际分工，涉外法律业务激增，市场急需涉外法律人才为对外开放

保驾护航，而我国各高校教学模式过于粗放，难以培养合格的涉外法律人才。因此，我国政

府从宏观政策方面积极引导和鼓励各高校整合教育资源，改革教学模式，培养高素质的应用

型、复合型涉外法律职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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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以市场为导向的涉外法律人才培养——以法律英语教学为突破口

1.	市场对涉外法律人才的需求

目前，随着我国积极对外开放，中国企业广泛参与国际竞争，带动中国公民纷纷走出国

门，产生越来越多的涉外民商事法律业务；与此同时，从事涉外法律服务的本土专业人才却严

重不足，这凸显出高等院校在人才培养目标、资源配置及教学手段等方面存在着严重不足。

（1）我国涉外法律业务激增

在世界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我国外贸出口依然增长迅速，这刺激了各国贸易保护主

义势力抬头，贸易摩擦不可避免，因此积极应诉，是摆在中国政府及广大外贸企业面前的唯一

选择；除外贸出口外，2016年中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净额达1701亿美元，比2015年增

长44.1%，中国已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资本输出国 1。然而海外投资市场的复杂性，我

国涉外投资法的滞后性，海外直接投资法律保护机制不健全，以及投资者对投资国相关法律法

规的不了解，甚至是对投资国文化风俗的忽视，都会给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带来巨大风险；

中国对外开放和鼓励企业“走出去”的同时也带动了大量中国公民迈出国门：2015年中国内

地居民出境人次突破1.2亿，在外留学人员达170.88万人 2。出境人数迅速增长的同时，海外

中国公民人身安全以及相关权益保障问题也日益严峻。除人身安全问题外，中国公民也因留

学、投资、移民，甚至触犯出境国法律等多种因素产生涉外法律服务诉求。

总之，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并被世界各国广泛接受，我国加快对外开放步伐和

产业结构升级，中外各国人民的跨境交往频繁，我国的涉外法律业务也从传统的为外商来华

投资提供法律服务，扩展到了包括涉外民商事诉讼、进出口贸易、国际投融资、国际知识产

权保护、国际仲裁、法律咨询等各个方面。

（2）本土涉外法律人才严重短缺

与市场对涉外法律人才井喷式需求严重不符的是：截至2013年，我国专门从事涉外法

律业务的律师约3000人，其中能够独立办理涉外仲裁、跨境诉讼的律师不足200人，能够

办理“两反两保”案件的律师不足50人，能够在WTO参与争端解决案件处理的律师不足20

人（冷帅等 2017）。对我国大型律师事务所的调研数据显示，即使在规模相对较大的律师事

务所中，从事涉外法律服务业务的律师人数也并不多（见图1）：

图1 律师事务所涉外律师人数占比情况（冷帅等 2017）

1. 2016 年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简明统计〔EB/OL〕，2017，http://hzs.mofcom.gov.cn/article/
date/201701/20170102504421.html（2017年7月21日读取）。

2. 中国领事保护与服务：盘点 2015，期冀 2016 〔EB/OL〕，2016，http://cs.mfa.gov.cn/gyls/szzc/xgxw/
t1337903.html（2017年7月21日读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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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法连  朱  洁

为此，我国企业和个人不得不高薪聘请国外律师处理涉外法务：“即使在涉外法律服务

市场较发达的上海，国际排名前十位的境外律师事务所均在上海设立了代表处，上海市法律

服务业也被这些外国律师事务所占据，而本土律师成了法律服务市场的‘弱势群体’”（唐波

等 2015：54）。然而事实上，即便花费高额费用，外国律师提供的法律服务也并不能完全满

足中国企业的需要，企业真正需要的是能提供高水平涉外法律服务的本土律师。以一部分有

涉外法律服务需求的企业为调研对象的调研数据显示（见图2），与外国律师相比，中国律师

在提供涉外法律服务方面有诸多优势：

图2 中国企业所认为相比外国律师中国律师的优势（冷帅等 2017）

（3）	传统“法律+外语”教学模式的滞后性

我国对于复合型法律人才的培养最早甚至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但就目前市场供

求情况看，传统的“法律+外语”人才培养模式并不能培养出满足市场需求的高素质涉外法

律人才，亟待改革。以往“法律+外语”的授课方式主要有两大类：一是纳入专门用途英语

（ESP）的范畴，作为通用英语教学的后续补充，主要授课内容为英美法律制度泛读，即所谓

的“用专业学外语”。课文语言采用英文，一般有15到20章，每章简要介绍英国及美国的法

律制度（涉及法律制度概述，宪法、刑法、合同法、侵权法、商法等）。对于一门只有36至

72学时的课程，面面俱到的结果使得该门功课流于形式，学生疲于应对，达不到应有的教学

效果。二是开展法学双语教学，直接采用国外原版教材，使用英语来教授法律专业课程，即

“用外语学专业”。但是，英美法律语言具有独特的词汇、句式和篇章特征，不是仅凭查阅专

业术语就能无障碍理解的。即便是母语为英语者，未经专业训练，在晦涩的法律条文面前仍

无计可施，更何况作为二语习得者的中国学生。在语言载体都无法驾驭的情况下，通过文本

学习国外法学知识就更加困难。

由此可见，传统的“用专业学外语”和“用外语学专业”的“一石二鸟”教学目标好高骛

远，教学过程流于形式，“一刀切”的培养模式导致教育资源浪费，难以担当培养涉外法律

人才的重任，改革势在必行。总之，高校涉外法律人才的培养方案、专业设置、学科建设都

不可“闭门造车”，应审时度势，密切联系实际，敏感应对市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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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以市场为导向的涉外法律人才培养——以法律英语教学为突破口

2.	国家政策导向

为敦促全国各高校积极开展涉外法律人才培养，明确人才培养目标，我国政府相继出

台一系列指导和鼓励政策，这从侧面反映出市场对从事涉外法律服务的复合型人才的迫切需

求。2012年5月，教育部、中央政法委联合发布《关于实施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若

干意见》（简称《卓越法律人才计划》）（教高 [2011]10号），文件提出：“把培养涉外法律人

才作为培养应用型、复合型法律职业人才的突破口。适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

和国家对外开放的需要，培养一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法律事务和

维护国家利益的涉外法律人才。”1该计划明确了中国践行对外开放所需要的人才类型，将涉

外法律人才作为培养目标，对其内涵进行专门界定，将场需求细化，鼓励培养多层次、有特

色的涉外法律人才。

2017年5月，发展涉外法律服务业联席会议第一次会议在司法部召开。联席会议积极

鼓励、敦促各高校落实涉外法律人才培养，其工作部署进一步说明了涉外法律人才的市场缺

口之大，关系到的相关职能部门之多，输送此类人才之紧迫性。总之，涉外法律人才培养已

上升至国家战略高度，关乎国家命运，培养高素质涉外法律人才是时代赋予我国高等教育的

历史使命，也是高校外语和法学专业教学改革的重要契机。因此，我国各高校可根据校本特

色，把握市场需求，改革传统涉外法律人才培养模式，探索新型交叉学科体系，完善专业课

程设置，培养满足市场多方位需求的卓越法律人才。

三、作为涉外法律人才培养突破口的法律英语教学

鉴于市场的急切需求、国家宏观政策引导，以英语为载体、美国法律为主要学习内容

的法律英语（Legal English）学科应运而生，一改滞后的“法律+外语”人才培养模式，有助

于法学和外语这两个学科的有机融合、协调发展，优化高校教育资源，充分利用高校优势专

业，培养高素质、多层次、可以满足市场细化需求的涉外法律人才。

1.	以“精英明法”为涉外法律人才培养目标

虽然《卓越法律人才计划》和《关于发展涉外法律服务业的意见》中都没有明确指出“涉

外”所涉及的语种，但是基于英语作为世界通用语言和普通法尤其是美国法在国际事务中的主

导地位，现阶段涉外法律人才培养目标主要是“精英明法”——即“精通英语，明晰法律（美

国法）”——的复合型人才。如果说“培养涉外法律人才作为培养应用型、复合型法律职业人

才的突破口”，那么法律英语就是涉外法律人才培养的“突破口”，美国法则是“前进道路”。

（1）英语在涉外法律业务中的重要性

全球化背景下，“地球村”的概念深入人心，调整社会关系的职责更多地从主权国家让

渡于国际组织，国际条约逐渐成为一个国家法律渊源的重要组成部分：“迄今，中国已参加

了100多个政府间国际组织，签署了近300个多边国际条约”（魏明杰 2009），其中第一官

方语言都是英语。法律全球化也是法律语言的全球化过程，英语无疑是世界通行的法律语

1. 中国教育部、中央政法委员会，关于实施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若干意见 [S]，教高 [2011]1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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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我国涉外律师提供法律服务的国家和地区涉及（见图3）：

图3 中国律师所提供法律服务涉及的国家和地区（冷帅等 2017）

在这21个国家或地区中，有10个国家或地区的官方语言是英语，且业务量大都在10%

以上。而对从事涉外业务律师的工作语言调查显示（见图4），英语占有绝对主导地位。

图4 涉外律师工作语言情况（冷帅等 2017）

在中国229家境外律所中，“仅仅美国和英国两个国家在中国的分支机构就达到了142

家，占所有在中国的外国律师事务所分支机构的62%”（洪建政 2017）。加之图3数据显示，

我国律师与英美两国的业务量明显多于其他国家，未来中国企业主要的经贸伙伴依然来自英

美等国，英语无疑是主流的法律语言。在我国的涉外法律人才培养还未深入到可以囊括有业

务往来的所有国家和地区的语言之前，集中教学资源、培养“精通英语”的法律人才是当务

之急。

（2）美国法在涉外法律业务中的重要性

对于涉外法律从业者而言，“精英明法”中的“明晰法律”除了明晰本国法之外，也需

精通外国法律，而外国法律的外延过大，缺乏指导意义。对于从事法律实务的应用型人才来

说，不可能全部涉猎，而应选取在世界上影响力最大、适用范围最广泛、制度最完善的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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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进行深入学习，美国法无疑是最佳选择。

首先，美国法律是世界上最成熟完善的法律体系，在国际上有极高影响力，从法学研究

角度也有很强的学习价值。众所周知，美国法是英美法系的典型代表，其法律体系完整、内

容丰富，既有传统的普通法，又有新兴的成文法；既有统一的联邦法，又有各州的法律。同

时，美国法在世界范围内影响深远，学习研究美国法意义重大，这不仅表现为许多国家都在

研究美国的法律规则，借鉴其成熟做法，还表现为许多国际公约也参照美国法的理念、原

则、规则制定（张法连 2014：9）。

其次，自中国加入WTO以来，中美两国已结成经济共同体：中国是美国第一大贸易伙

伴、第三大货物出口市场以及第一大进口来源地；美国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和最大进口

国。经济互惠互利的同时，也刺激两国间诉讼和非诉讼法律业务的激增。图3显示，我国律

师受理的涉外法务中，美国业务高达61%，远超其他国家和地区。因此，涉外法律业务中最

多的是涉美业务，学习美国法律成为当务之急。

最后，美国依靠法律输出控制全球经济。美国具备强大的法律制度顶层设计，从“世界

警察”到“全球裁判”，美国以经济实力打底，然后凭借优良的法律制度输出，通过合规管

理，控制全球几乎80%以上的跨国企业，这才是美国真正的竞争力（健君 2016）。依靠《出

口管制条例》《反贪污受贿条例》和《萨班斯法案》，美国以正义、清廉、公平之名，合理合

法地控制甚至与美国没有任何关系的跨国企业，覆盖面涉及全球。换言之，中国企业与任何

国家企业成立的跨国公司都有可能遭到美国管控，只要中国依然坚持对外开放，就无法规避

美国的“长臂管辖”，只能在全面掌握美国法律体系基础上，依据大量案例分析研究对策。

2.	满足市场需要的法律英语课程设计

在涉外法律人才紧缺的现阶段，各高校急于培养“精英明法”的复合型人才满足市场需

要。作为高校英语教学改革的重要成果，法律英语课程得到广泛重视和发展，该课程名称早

已有之，但新的时代背景和市场需求赋予其新的内涵和使命。法律英语虽是交叉学科，却不

简单等同于“法律+英语”，而是有着作为一门系统学科的必要属性。在市场迫切需要本土

涉外法律人才和境外律所纷纷涌入我国的背景下，各高校应明确各自的教学目标，规范课程

体系，培养优质师资、以市场为导向设计符合本校特色的法律英语课程体系。

（1）法律英语课程的语言学属性

《牛津法律大辞典》对于法律语言的定义则为：“法律语言部分地由具有特定法律意义

的词语所组成，部分地由日常用语组成。法律与制度是一种纯粹的语言形式。”面对高度专

业化的语言形式，即便母语为英语的人来说，“学习法律的第一要务是学习法律的语言，以

及与之相符的、使得该语言知识能够在法律实践中得到应用的语言技能”（Goodrich 1996：

297）。换言之，无论从学习美国法律制度还是习得英语的层面，都要从普通法系的法律语

言入手：法律英语教学应当以提高英语语言的实际应用能力为目标，学习如何用英语处理立

法、司法、诉讼和非诉讼法律事务以及从事法律研究工作。

目前在广大高校中，法律英语课程长期与大学公共英语及双语课等多种课程模式共存，

难免混淆该课程的归属和定性。根据法律英语的学科特点，该课程作为专门用途英语（ESP）

的重要分支，应归属英语课程体系，是在大学公共英语课程基础之上的提高课程，也是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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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的“预备级”。由于法律英语课程归根到底仍是英语课程，切勿在外语基本功尚不扎实

的情况下，好高骛远地“用英语教法学”。法律英语教学过程中需加大对听、说、写、译等

产出技能的训练强度和考核比重，为学生真正具备较强的法律英语实践能力打下坚实基础。

当然，英语学习在整个法律英语课程体系中的比重不是恒定的，而是根据学生的英语水平和

不同教学阶段进行动态调整（见图5）：

图5 不同阶段下英语和法学在法律英语课程体系中的比重

（2）分层次的法律英语课程设计

我国对法律人才的需求是多方位、多层次的，如果不能统筹兼顾，就会导致各高校盲目

开课、重复建设、千院一面，甚至贻误国家发展、浪费教育资源、误导学生。我国600余所

法学院校都有各自的地域及校本特色，教学资源、学科基础、生源素质参差不齐，“一刀切”

的课程设置模式无法满足不同教学单位的需要，因此根据实际情况，可将法律英语教学主体

分为两类（见图6）：

图6 我国各高校法律英语教学主体划分建议

A类院校要达到法律英语教学的提高阶段目标要求；B类院校要达到法律英语教学的基

础阶段目标要求，大学法律英语对学生的最低要求是达到基础阶段目标要求。对于同一高校

不同基础、层次的学生，在教学目标上也需要进行详细划分（见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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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我国各高校法律英语教学目标划分建议

其中六个美国基础部门法包括：宪法、合同法、财产法、侵权法、证据法、刑法/刑事

诉讼法，它们是支撑美国法律制度的主要部门法，也是法英学生必须掌握的基础法学知识；

“6+X”是指：除了六个基本的部门法学习外，再加一到两门与所学专业和研究方向密切相关

的部门法，例如：知识产权法、公司法、国际法等。其中“X”可以结合市场需要和校本特

色，培养既掌握扎实法学知识，又对涉外法务有专长的复合型人才。

（3）涉外法律人才从业资格评估

由于涉外法律人才的专业性和复合性，常规司法考试和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都不能准确

评定从业者是否具有开展涉外法律业务的资质。市场缺乏统一标准，极易导致涉外法律服务

市场混乱，给当事人造成损失，也不利于和国外律所竞争。因此，在大力推动法律英语教学

的同时，市场急需有权威的涉外法律人才从业资格认证——法律英语证书（LEC）全国统一

考试可以承担这项重任。

LEC全国统一考试指导委员会依托中国政法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大学具体组织考试工作，

是全国唯一衡量法律从业人员专业英语掌握程度的专业考试。考试题目题型、考察内容与美

国的律师资格考试相近，同时又突出了法律英语语言运用的特色，结合中国实际增加了法律

英语翻译测试，已得到美国部分法学院的认可。该证书可为用人单位和需要涉外法律业务的

企业、个人提供参考，规范涉外法律服务市场。在目前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尚未对法律英语学

科做出具体规范，但法律英语课程已在全国各高校蓬勃开展的大背景下，在法律英语教学必

须紧密联系市场的情况下，LEC全国统一考试就是法律英语教学目标、模式及内容的“指挥

棒”，该考试的通过率更是评估高校法律英语教学是否有效开展的重要指标。

（4）法律职业素养教育

虽然法律从业者的日常工作是解读枯燥乏味的法律条文、处理技术性法律事务，可最

为关键的是需要超越技术层面的智慧：以精准的判断力从复杂事务中发现真相，提供审慎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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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解决棘手问题，并且关注社会公益，服务民众。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法律工作者具备广阔

的视野，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深厚的人文修养，而从事涉外法律事务的工作者更是如此。因此

在法律英语教学过程中，不能只注重法律和英语技术层面的学习，法律职业素养教育需贯彻

到各个教学环节，在潜移默化中陶冶学生，树立正确价值导向。

对于法律英语教师而言，要在教学环节中渗透法律哲学、逻辑思维、法律文化等知识，

培养学生严谨的法律思维，并能以理性、客观视角分析国内外局势，增强社会责任感，树

立学生良好的道德素质和职业修养，否则法学学生极易沦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利用法律技

巧谋取私利，危害社会。总之，“法律人似乎对制度有着近乎偏执的爱好，但是现实残酷地

告诉我们，即使是良好的制度，没有深厚的人文精神和基本良知做背景，也可能成为一纸空

文，想要其有效地运行不亚于天方夜谭”（谌洪果 2011：3）。这就对法律英语教师提出了

高要求，除了具备深厚的理论功底和娴熟的实务技巧外，自身具备崇高的道德修养和广阔视

野，才能引导学生成为德才兼备的卓越法律人才。

四、结语

法律英语是法律科学与英语语言学有机融合而形成的实践性很强的交叉学科，随着“一

带一路”建设的开展，需要我们进一步加深对法律英语的学科定位研究，以市场需求作为推

动该学科不断发展的原动力。因此，要将法律英语教学纳入我国对外开放的大背景下，对市

场需求进行深入分析，在建立完善课程体系的基础上，鼓励不同高校根据校本特色和学生水

平灵活进行课程设置，保证实现《卓越法律人才计划》要求的“高素质涉外法律人才”培养目

标，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维护国家、企业和个人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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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英语学科建设理据的多维
度考量

马彦峰  甘肃政法学院  徐文彬  中国石油大学

提要：“一带一路”建设对涉外法律人才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提出了较高要求，涉外法律人

才必须谙熟法律英语，熟悉国际法律规则，维护国家利益。本文采用文献研究法，从法律英

语的历史贡献、国家政策要求、法律英语语言等层面进行文献整理与分析，在此基础上论述

法律英语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进行研究与教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本研究结果有望推动法律

英语学科建设和涉外法律人才培养工作开创新的局面。

关键词：法律英语、学科建设、法律语言、人才培养

一、引言

法律英语是法律科学与英语语言学有机结合形成的一门实践性很强的新型交叉学科（张

法连 2014：1），但并非法律和英语的简单相加。依此定义，就产生了从法学和语言学两个

不同视角审视法律英语而出现大相径庭的两种认识取向。语言学家认为，法律英语的本质属

性是语言，具体说，是英语语言学的研究范畴；法学家认为，法律英语是英语语言对法律知

识的表达，属于法学研究范畴。陈庆柏（1994：711）认为，“法律英语主要是指普通法国家

的律师、法官、法学工作者所用的习惯用语和专业语言，它包括某些词汇、短语或特定的一

些表达方式”（转引自马庆林 2003）。可见，学界对法律英语的界定由于视角的不同而存在

一定的争论。

从社会发展视角看，法律英语的诞生无疑是法律科学与英语语言学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

结果。具体来说，社会需要既懂法律，又精通外语的复合型涉外法律人才。人才培养作为强

大的内驱力推动法律科学和英语语言学结合形成法律英语，进而为培养涉外法律英语人才提

供了学科平台。作为新生事物，法律英语并非一开始便获得学科上的“合法身份”，而是作

为专门用途英语（ESP）或者一门课程来对待。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和其他方针政策的提

出和实施，国家政策层面加强涉外法律服务业发展，科研院所、学会、高校等机构通过举办

各种学术会议来探讨涉外法律服务、涉外法律人才培养、法律翻译、法律英语语言与教学等

重要议题，相关学术研究成果也频繁见诸核心刊物，一系列国外有重要影响的外文法律语言

研究专著被翻译成汉语引进国内，如彼得的《彼得论法律语言》、梅林科夫的《法律的语言》

等。同时，国内许多高校法律英语专业建设与招生蓬勃发展。更令人欣喜的是，法律英语教

材建设方面呈现由单本教材向系列教材发展的趋势，如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推出了张法

连主编的《法律英语精读教程》等系列教材，作为国内法律英语专业的教材。2010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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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律英语教学与测试研究会的成立，标志着法律英语具备了自己的学术研究机构。中国

法律英语证书（LEC）考试的推出，对法律从业人员专业英语的掌握程度有了科学的衡量标

准。

时至今日，法律英语在理论研究、专业建设、人才培养、教材建设、师资队伍建设、学

术协会的成立等各个方面的迅速发展与取得的成就，为考量法律英语学科地位提供了充分和

必要的事实依据。本文拟从法律英语的历史贡献、国家发展需求、法律英语语言体系以及人

才评价体系等视角进行深入分析，寻求奠定法律英语学科地位的理据。

二、法律英语学科建设的理据分析

1.	法律英语翻译的贡献——历史视角

法律英语对中国法治建设和维护国家主权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尤其是法律翻译的贡献无

可估量。比如《万国公法》的翻译和引介，是中国近代史上法律英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杰出

贡献。

何勤华（2003：1）在《万国公法》的点校者前言里写道：“《万国公法》是中国历史上

翻译、引进的第一本西方法学著作，在中国近代国际法的诞生、发展乃至中国近代法制史和

法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的确，1864年，丁韪良汉译美国学者慧顿撰写的《万国公法》

（International Law）一书出版，让中国人开始全面了解国际法的内容和思想，给中国人带

来了一个全新的关于国际法的体系，诸如“论其自护、自主之权”“论制定律法之权”“论诸

国平行之权”“论诸国平时往来之权”“论交战条规”等。同时，也让中国人了解西方近代国

际法的基本原则，诸如“尊重各国主权原则”“国与国之间平等往来原则”“遵守国际公约和

双边条约原则”等。另外，《万国公法》也为中国移植了许多法律术语，诸如“主权、权利、

领事、责任、法院、人民、国体、赔偿、自治、章程、政治、选举、司法、争端、利益、

管辖”等（同上：6-52）。《万国公法》的历史价值已经是学界公认的事实，影响和推动了

中国近现代法治建设与改革，这充分肯定了法律英语翻译在国际事务和国家法治文明建设

中的重要地位。

《万国公法》的翻译不仅带来了中国法制史上的变革，更重要的是，《万国公法》对中

国政界、外交界以及知识界的巨大影响不可忽视。“从实践角度看，当时中国外交官员曾运

用《万国公法》中阐述的国际法原理，成功地处理了一件纠纷，即‘普丹大沽口船舶事件’”

（同上：37）。清政府援引西方国际法成功维护中国权益的另一个典型案例是“中秘条约事

件”，即中国政府要求秘鲁改善华侨的待遇，签订了《中秘会议专约》，同时要求采取双方

互利平等的最惠国待遇，签订了《中秘通商条约》（杨泽伟 1999：125)。这一借用《万国公

法》中的国际法律条例成功维护国家利益的案例，鼓舞了法律翻译人员对西方法律著作的陆

续翻译和引进，加快了创建中国国际法的步伐，为后来的“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以及反

帝反封建运动奠定了政治法律基础。

法律翻译在历史上为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引进与学习国际法规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

作用，而正是因为学习和掌握了法律英语，法律人才方可不辱使命，为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做

出积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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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法律英语对涉外法律人才培养的需要——政策视角

随着中国国际化进程的加快、“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中国政府在准确把握国内外客

观形势的基础上，认识到发展涉外法律服务业的重要性以及涉外法律人才培养的紧迫性，审

时度势地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引导教育部门高度重视涉外法律人才的培养，从而使法律

英语学科建设工作得到政策上的支持，赢得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2011年12月教育部和中央政法委联合制定《中央政法委员会关于实施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

养计划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1，提出“为适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和

国家对外开放的需要，培养一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法律事务和维护

国家利益的涉外法律人才”。培养“参与国际法律事务和维护国家利益的涉外法律人才”离不开

法律英语的学习，因为“‘国际规则’是国家间的法律，是深受英美等西方国家影响甚至操控的

条约与惯例。英语是联合国工作语言之一，广泛应用于国际交往，已经成为一种国际语言。对

国际规则的研习、运用与制定不能离开英语能力。赢得国际竞争，发展合作与交流，应该首先

从培养法律与英语的复合型人才入手，从‘法律英语’入手”（张法连 2015：135）。

为落实《意见》提出的培养目标，2012年11月，教育部和中央政法委联合发出《教育

部办公厅中央政法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公布首批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基地名单的通知》2，确

立22所高校作为涉外法律人才教育培养基地，法律英语作为培养涉外法律人才必修课程纳

入各个基地的人才培养计划当中。2014年10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

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3再次提出“建设通晓国际法律

规则、善于处理涉外法律事务的涉外法治人才队伍”。与《意见》提出的培养目标有所不同

的是，“通晓国际规则”变为“通晓国际法律规则”，“参与国际事务”变为“善于处理涉外

法律事务”，“涉外法律人才”变为“涉外法治人才”，这些表述的变化意味着国家意识到国

际法律规则在国际化进程中的重要意义。通晓国际法律规则，首先要精通法律英语，因为英

语是国际法规文本表述的通用语言之一。

教育是培养涉外法律人才的主要途径，因此，2016年7月教育部印发《推进共建“一

带一路”教育行动》（简称《教育行动》）4，提出“教育互联合作”“开展人才培养培训合

作”“共建丝路合作机制”等三方面教育行动纲要，并要求有序推进构建教育互联互通、人

才培养培训及丝路合作机制建设。《教育行动》为涉外法律人才培养提供了良好的国际平台，

有助于国家实现“建立涉外法律服务人才境外培养机制”的战略规划，推动法律英语与涉外

法律人才培养同步发展。

涉外法律人才质量关系到涉外法律服务工作的成败。2017年1月司法部等印发《关于发

展涉外法律服务业的意见》（简称《意见》）5，提出“加强涉外法律服务队伍建设，推进涉外

1.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教 育 部，2011，http://old.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s3875/ 
201204/134451.html 

2.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教 育 部，2011，http://old.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s3875/ 
201212/145759.html

3. 新华社，2014，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10/28/c_1113015330.htm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16，http://www.moe.edu.cn/srcsite/A20/s7068/201608/t20160811 _274679.html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2017，http://www.moj.gov.cn/index/content/2017-05/25/content _ 7181009.

htm?node=86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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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服务业发展”，“建立一支通晓国际规则，具有世界眼光和国际视野的高素质涉外法律服

务队伍”，“建设一批规模大、实力强、服务水平高的涉外法律服务机构”，从而“提高提升

我国在国际法律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意见》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国家最

高司法机构第一次明确针对涉外法律服务和涉外法律人才队伍建设工作做出的安排和部署，

从政策上大力加强涉外法律服务业建设，为涉外法律人才培养工作指明了方向。涉外法律服

务工作离不开涉外法律人才，涉外法律人才离不开法律英语的学习，因此，《意见》间接确

立了法律英语学科的社会地位，法律英语成为涉外法律服务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3.	法律英语自身完备的体系——语言视角

法律英语不同于日常会话英语，与普通语言差异极大。法律英语在其发展演变的历史长

河中，形成特有的语言体系与规范。然而法律英语并非如今天律师们所使用的统一语言，而

是受到凯尔特语、盎格鲁－撒克逊语、拉丁语和诺曼法语等语言的渗透，时至今日，这些语

言的烙印依然清晰可见。比如，律师常常会使用冗长复杂的句子、重叠的短语、无人称结

构，以及像 the document aforesaid（上述文件）、witnesseth（证明）、to wit（即）之类的

艰涩难解语言。另外，从语言视角看，法律英语的词汇、句式、语篇等层面都已经相当完

备，成熟稳定，呈现出鲜明的专业特征，与其他专业英语如财经英语、科技英语等有本质的

区别。从实践应用角度看，法律英语文书自成体例，无论撰写还是翻译，都追求精准、规

范，无论条约、合同还是法条法规，无不遵守约定俗成的文书体例。

3.1	 法律英语词汇专业化程度高

1）	法律英语词汇演变历史悠久，成分复杂

法律英语的历史起源于古代英国，随着盎格鲁－撒克逊人、斯堪的纳维亚人和诺曼法国

人一波又一波联系不断地入侵而发展，对法律英语留下了明显的印记（蒂尔斯马 2015：7）。

盎格鲁－撒克逊人发展了一种法律语言，存留至今，如：bequeath（动产遗赠）、goods（物

品）、guilt（罪行）、land（土地）、manslaughter（非预谋杀人罪）、murder（谋杀）、right

（权利）、sheriff（郡治安官）、steal（偷窃）、swear（宣誓）、theft（盗窃罪）、thief（窃贼）、

ward（行政区），等等（同上：11）。以oath为例，它是法律英语中一个常见的单词，比如

swear an oath（宣誓）表示“承诺说实话”，lying under oath（伪誓）现在的意思是“作伪

证（罪）应受到处罚”。然而，“在古英语时期，oath（宣誓）是由一方当事人作出的，发誓

其事实陈述是真实的，案件的判决取决于成功的宣誓”（同上：13）。law这个词就是盎格鲁－

撒克逊人从斯堪的纳维亚人那里借用而来的，表示“lay”这个词的意思，即“制定下来的事

情”，进而在此基础上形成“lawyer（由 law-er变形而来）”。除此之外，斯堪的纳维亚人留给

法律英语的术语还有：gift（赠予）、loan（借贷）、sale（销售）、trust（信托），等等。

盎格鲁－撒克逊人对法律英语的另外一个影响是“头韵（alliteration）”，即要求相连单

词的开头使用同样的字母或语音，比如，含有头韵的短语mid mete and mid manne和sake 

and sokne普遍出现在当时的土地转让契约中。这种头韵的做法在今天的法庭语言中被保留

下来，在向陪审团做结案陈词时，律师仍然把头韵作为方便记忆的策略加以使用。

基督教和拉丁语对法律英语语言也有一定的影响。到601年，基督教遍布英格兰，罗马

教会使拉丁语在英格兰广泛使用，许多法律文件都用拉丁语书写。拉丁语在法律英语中的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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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被固定下来使用，如admit（供认）、actus reus（犯罪行为）、amicus curiae（法庭之友）、

client（委托人）、conviction（定罪）、corpus delicti（犯罪事实）、culpa（过失）、mediate

（调解）、mens rea（犯罪心态；犯罪意图）、non liquet（不清楚；不明确）、stare decisis（遵

循先例）、vis major（不可抗力），等等。拉丁语作为法律英语使用，增加了法律英语词汇的

文化内涵，如clerk最早在拉丁语里表示受过宗教训练的“神职人员”，具备写作能力，是和

“抄写人员”大致相同的词。现今的clerk意指记录和保管案卷文档（包括法院正式文件）之

人（同上：18）。

法律英语的词汇发展历史源远流长，受到多种语言的影响，集古英语、盎格鲁－撒克

逊语、拉丁语为一体，糅合了多民族文化，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时至今日的法律英语可

谓是“杂交语言”，是“语言中的语言”（张勇先 2014）。除此之外，美国法律英语和英国

法律英语的用词上也不尽相同，甚至部分法律专有词汇未被词典收录，凡此种种，为法律

英语词汇的理解和学习带来了许多困难，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如果法律英语不作为一门独

立的学科教授和学习，人们就很难在涉外法律服务工作中驾驭司法文件、立法规章、法律

合同等文本材料。

2）	法律英语具有词汇重叠特征

词汇重叠使用是法律英语语言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区别于普通英语的重要指标。两个平

行的单词一般由连词and或or连接起来，在语言学上称为“二项式表达”，在法律语言研究

中也有学者称为“连体短语”或“单词堆砌”（梅林科夫 2014：121）。有研究表明，在法律

写作中这种反复使用相同的有限表达方式的频率是其他文体的五倍（Marita 1984，转引自

蒂尔斯马 2015）。另据Gustafsson（1984）研究，“在法律英语中二项式的使用比其他叙述

性语篇要高出4至5倍，在法律英语中这绝对是一种文体的标志。”比如：meet and confer

（共同协商规则），break and enter（强行侵入他人住宅），claim and delivery（追回被非法

扣押财物的诉讼），mind and memory（意识与记忆），to have and to hold（取得并持有），

by and with（依据），aid and comfort（支持援助），last will and testament（临终遗嘱；最

终遗嘱），full faith and credit（信誉），fit and proper（合适的；恰当的），等等，举不胜举。

在短语 fit and proper中，看似简单的两个词被and连接起来，但是它们合在一起是有确定的

意义的，这些意义都包含在单独的 fit和proper当中。同样，force and effect（强制力与效力）

中看似 force一词也同样可以表达“二项式”表达的意义，但显然律师们没有足够的自信单

独使用 force一个词，而是选择了 force and effect来服务于难以说明的技术目的，或者说是

为了追求意义的准确性。可能在give，devise and bequeath（赠予；遗赠）这一法律术语里

找到重叠二项式表达的真谛：总有一个词是能够正确表达或者起作用。但在今天的法律话语

中，必须把它们严肃地对待，法律语言表达和解释中，不仅仅停留在字面意义，而是要刨根

问底，理解其文化渊源。

法律英语中的二项式或者叫双重叠意词将日耳曼语、拉丁语和诺曼法语的原始词合并在

一起，形成了一种形式上固定的意义整体，富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大部分重叠词都有几个世

纪的发展历史，“有些可以追溯到这样一个时代：在那个时候最好使用各种不同来源的词语，

其目的是或是为了让来自不用语言背景的人们更好理解，或者更有可能为了将先前来自于早

期英语和诺曼法语的法律用法或法律文献包含在内”（吉本斯 2007：2）。叠词的使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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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不是律师或者法官为了追求艰涩难懂的语言风格，必然是法律语言适应人类社会生活的结

果。这些叠词现象的存留，使法律英语语言区别于普通英语，具有一种仪式感。

3）	法律英语具有大量专门术语

法律英语中存在大量规范性专门术语，这些术语经过长期使用后已经固定下来，不可

被替代或者修改。如：best evidence rule（最佳证据规则），bench warrant（法院拘押令），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排除合理怀疑标准），bill of adventure（货主承担风险托运单），

bona fide purchaser（善意购买人），canons of ethics（道德守则/准则），chattel mortgage

（动产抵押），chief judge（审判长），circuit court（巡回法庭），circumstantial evidence（间

接证据），child support formula（儿童抚养费计算原则），civil infraction formal hearing（民

事违规行为正式听证），等等。这些规范术语中的某一个词不能被删减，也不能被替代，无

论是法律英语写作或者翻译，都要求达到准确与对等。“术语具有专门性（或专业性）、相

对单义性（或相对精确性）、系统性（术语并非孤立存在，术语之间是彼此联系的）等特

征”，“法律术语翻译应讲求专业性，避免解释性翻译”。如“无期徒刑”的英译，国内有

imprisonment for life，life sentence，life imprisonment，penal servitude for life，penalty 

for life，等等。屈文生（2012）认为翻译为“imprisonment with work for an indefinite 

term”更为妥当，解决了中英法律文化差异上的问题。再如“associate justice”，常被误译

作“副法官”，其根据自然是从“associate professor”译为“副教授”类推出来的。还有

人把它译成“助理大法官”或“陪审大法官”。这些其实都是误译。“associate justice”与

“justice”同义，就是大法官，它是和“chief justice”（首席大法官）相对应的，是不担任院

长或审判长的大法官（张法连 2009）。

“译者应遵守以术语译术语、约定俗成、相对的单名单译和系统性翻译原则”（屈文生

2012：6）。所以，需要通过法律英语学习和教学来掌握众多术语准确无误的用法，实现法

律英汉互译的准确性与规范化。

3.2	 法律英语句式结构为法律语言所特有

法律英语源远流长而又复杂的词汇发展历史造就了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同时，由于它追

求表达精准的法律思维和精神，其句式结构、语篇建构、语篇模式、法律语体等均呈现出独

具一格的鲜明特征和内在的规定性。法律英语的句型十分独特，在日常生活英语或普通英语

中是非常少见的。

从常见的otherwise句型来看，otherwise常与unless引导的从句连用或者放在连词or之

后， 比 如：In this Ordinance, unless the context otherwise requires, “state” means ... 

“unless the context otherwise requires”的使用十分常见，常常被译为“除……另有……

外”之意。除此之外，还有变式应用，如：Unless in any enactment it is otherwise 

provided（除成文法另有规定外），the period of imprisonment, which may be imposed 

by ..., in respect of the non-payment ..., or in respect of the injury ..., or in respect of the 

default ....1。otherwise与or连用，也是一种固定的用法，如：Any person who by threats, 

persuasion or otherwise induces a witness or a party not to give evidence in any hearing 

1. 见Court Interpreters’ Journal, Issue No. 11, 1st Jan. 1995, pp.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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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fore the Board commits an offence（李克兴 2005：107）。另外，otherwise还与 than连用，

相当于unless，译为“除非”“除……以外”。

此外，subject to构成的句子频率也很高，它可译为“以……为条件”“根据……规

定”“在符合……情况下”“除……另有规定外”以及“在不抵触……下”等，如：subject 

to subsection（4）（在第4款的规限下），subject to the provision of subsections (2) and 

(3)（在不抵触第2和3款的条文下）。短语without prejudice to可译为“在不损……的原则

下”“在不影响……的情况下”等，如without prejudice to section 24, the following should 

be treated as properly executed ...（同上：115）。 

where也是法律英语中很特殊的一个引导词，它引导的状语从句在法律英语中与普通英

语中截然不同。在法律英语中，where引导的是解释说明法律条款的条件状语从句，而不再

是地点状语从句，相当于 in the case where，意为“凡……”或者“如……”，如：where a 

restraining order has been revoked or varied ...（凡限制令已被撤销或更改……）。

再如any person who does ... shall be guilty of .../commit an offence，这一结构用来

界定何种行为属于违法以及受到什么样的处罚。此类结构还有：for the purposes of ...（为

了……的目的）、provided that ...（如果、倘若……）。

法律英语中广泛使用shall的句型举不胜举，构成了法律英语文本独特的语言风格。

shall与第三人称一起表示命令、义务、责任、权利和许诺等，根据法律文本语境的不同，可

以有多种翻译，如：“将”“要”“须”“应”“可”等。它所代表的语气和强制性程度是有一

定差异的，对它的语义理解关系到对法律英语文本的正确理解与否。

实际上，法律英语中句式结构和构成句子的特殊短语远远不止以上列举出来的这些，只

有扎实掌握高频率和特殊的句式规范，才可以正确解读和准确翻译法律英语文本材料。

3.3	 法律文书写作与翻译的严格规范

法律文书的体例十分规范，术语和格式的要求及其严格。法律文书主要有：公诉书

（bill of indictment）、起诉书（civil complaint）、判决书（judgment）、传票（summons/writ 

of summons）、诉讼中间裁决书（the interlocutory judgment）、索赔陈述书（statement of 

claim）、 搜查证（search warranty）、证人出庭通知书（subpoena）等，结构比较稳定，语

言准确、精炼、庄重、严肃。比如传票，一般不会说：You are summoned to appear in the 

Court within 20 days from the service of this summons，而会说：You are summoned to 

appear and answer this action in the Court named above by filing an Answer along with 

the required answer fee within 20 consecutive days from the service of this summons。

法律英语文书中的术语、句式、格式和结构经过长期的演变，形成了一种文体上

的惯例，律师、法官都会约定俗成地去遵守一种体例来书写相关法律文书。比如传票

（summons），它应包括原告（plaintiff）、被告（defendant）、内容（contents）、起诉书

（complaint）等部分，语言表达简练而清晰，内容一目了然。现以美国一则传票为例来说明

法律英语文书的体例之规范（同上：401）。

PLAINTIFF

(Name/Address/Telephone) CASE NO. 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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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ENDANT

(Name/Address/Telephone)

SUMMONS

STATE OF ARIZONA TO THE ABOVE-NAMED DEFENDANT:

You are summoned to appear and answer this action in the Court named above by fil-

ing an Answer along with the required answer fee within twenty (20) consecutive days from 

the service of this summons, not accounting the day of service. If the twentieth day is 

a Saturday, Sunday or legal holiday, the time runs until the end of the next day 

which is NOT a Saturday, Sunday or legal holiday. (Refer to the Arizona Revised Stat-

utes for time variations related to out-of-state service.)

IF YOU FAIL TO FILE AN ANSWER, JUDGMENT MAY BE ENTERED AGAINST 

YOU AS REQUIRED IN THE PLAINTIFF’S COMPLAINT.

Requests for reasonable accommodation for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must be made 

to the court by parties at least three (3) working days in advance of a scheduled court  

proceeding.

DATED: 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Justice of the Peace

COMPLAINT

Plaintiff alleges that this Court has jurisdiction over this matter.

I AM SUING THE DEFENDANT BECAUSE:

THEREFORE, Plaintiff prays for Judgment against Defendant in the sum of  

$ __________, with interest (at the legal rate from date of Judgment) until paid, plus all 

costs of this suit.

DATED: 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LAINTIFF/ATTORNEY FOR PLAINTIFF

以上是美国英语传票（summons）的格式与结构的基本模板，法院名称、固定条款、

诉状简要内容等都要出现，且语言表达精炼、准确，比如数字用 twenty（20），否定词NOT

用大写形式强调和提醒被传唤者对一些事项的注意，以及时间词Saturday、Sunday的重复

使用，以避免误解和歧义。

不仅法律英语文书的写作要求遵守体例规范，对其翻译也要达到“一致性”“准确

性”“对等性”等标准。比如：中国某学会和俄罗斯某学会之间签订一份合同，其中有一

句“四份文本对应表述的不同用语所含意义相同，四份文本具有同等效力”的翻译，有法律

工作者译为“the different phraseology in the four texts corresponds to the same meaning 

and the four texts shall be deemed equally authentic.”国内有学者译为“the four signed 

agreements in different phraseology have the same validity.”还有学者认为 four (4) tex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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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4份合同”，而不表示“一式四份”，建议使用“four identical copies each having the 

same effect”来表示“四份合同具有同等效力”。然而，起草合同的律师坚持认为不可以使

用“copies”这个词，因为，它会让人理解为“正副本”。可见，合同英译的准确性上还存在

一定不足，究其原因，首先，中文合同语言表达模糊，比如“不同用语”到底包括哪些用语；

其次，对应的英文表达因此显得模糊，比如“different”“deem”这两个词的意义难以精确表

达“不同”和“认为”的程度。

法律英语文书写作的规范性和翻译的准确性，关乎涉外法律服务工作的质量，是检验涉

外法律服务人才水平的重要指标。

4.	科学的评价与测试工具

作为一门学科，必须形成一套完善的评价体系，制定科学有效的评价工具。法律英语证

书（LEC）考试在信度和效度两个指标上完全符合测试与评价工具的基本要求，能够有效测

评学习者的法律英语水平。

从信度上看，LEC考试的题目量适度，覆盖面合理，难易度适中，主客观题型分布合

理，评阅教师专业，评分标准客观、一致和稳定。试卷有客观题（单项选择题）和主观题

（案例阅读、翻译和法务写作）两大部分，100项客观题和3项主观题，覆盖美国法基本知识

（90%—95%）和逻辑推理（5%—10%）。从难易程度比例来看，低难度题目占50%，中等

难度试题占30%，高难度试题占20%。对2009年和2010年LEC考试的考生分数数据分析发

现，LEC受试者在分数段上，2009年多集中于110分—119分，比2010年的略高，但总体

呈现正态分布，符合考试设计的要求，具有很高的信度，见下图1：

总分

图1 2009年和2010年LEC考试成绩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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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效度上看，LEC考试内容在语言、话题、题材等方面都具有真实性、多样性、实效性

和交际性，紧密联系法律实践，能够展示出各种法律英语实用情景。

LEC考试作为国内最具权威和效力的考核形式，已经在北京、上海、广州、南京、重庆

等地设立了考点，国内影响力迅速扩大。另外，根据法律英语证书（LEC）全国统一考试官

方网站公布的消息 1，国外对LEC考试的认可也在逐步提升。美国缅因大学法学院LLM项目

中心主任Emily Morris教授提出，申请缅因大学法学院的LLM项目，申请人可以用中国的

LEC考试成绩代替托福或雅思成绩。她认为LEC考试所考查的各项内容与美国律师资格考试

相近，考试效度和信度强，能很好地反映学生的法律英语水平。另外，包括美国印第安纳大

学法学院在内的多所美国法学院都在考虑接受中国的LEC考试成绩。

三、结语

学科建设是高等学校建设的核心，是提高学校教学与科研及社会服务能力和水平的重要

基础（谢桂华 2002）。法律英语学科建设是顺应“一带一路”建设对涉外法律人才的需求，

着眼涉外法律服务工作大局的一项重大举措。国家需要具有国际视野、知晓国际规则并能参

与国际交流的国际化涉外法律服务人才，法律英语学科建设迫在眉睫。法律英语在长期发展

过程中形成了专业特征明显的常用词汇、专业术语、句子结构、文书体例，专业化程度非常

高，这为法律英语学科的独立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LEC考试的科学有效性，为法律

英语学科建设提供了教学和人才培养的质量保证。推动法律英语学科建设，必将为提高中国

在国际上的法治话语权做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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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本科专业英语教学困境实
证研究——以江西某高校为例 *

朱文龙  赣南师范大学

提要：作者通过对江西某高校已参与或正在参与专业英语教学的法学本科生发放调查问卷和

访谈发现，学生缺少学习动力和学习兴趣是导致法学专业英语教学困境的重要原因，其背后

受到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为尝试突破困境，可以考虑根据实用性重新修订教学内容，根据

学生英语水平分层分班教学，借鉴微课模式将课堂自主权交给学生，并对考核方式进行相应

改革。导致法学专业英语教学困境的因素复杂多样，从其他角度的切入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关键词：地方高校、法学本科、专业英语、教学改革

一、引言

我国大部分高校的法学专业在本科阶段都开设了专业英语课程，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了我国对既懂法律又懂英语的现代化复合型国际化法律人才的迫切需要（张法连、张建科 

2013）。不过，从各方反馈来看，专业英语教学存在一些普遍性的问题，如教学效果差、学

生参与度低、被边缘化等，自身发展面临困境（常蓉 2015）。虽然问题的表现可能相同，但

在不同层次和类型的高校中导致问题的原因却可能各异，解决问题的方法因此也难以一概而

论。本文将尝试通过对江西某高校法学本科专业英语教学实践的调研，略窥导致地方高校法

学本科专业英语教学困境的原因，并探索可能的解决路径。

本文选取的调查对象是江西省一所省属二本院校。据2016年12月29日艾瑞深中国校友

会网发布的《2017中国大学评价研究报告》，该校总体排名处于江西省本科院校的中等水平，

根据2016年2月5日江西省教育厅发布的江西省普通高校法学本科专业综合评价结果，该校的

法学本科在参评高校中同样处于中等水平。从法学专业的录取情况来看，江西省内生源在学生

构成中占据绝大多数，比例约为70%，法学专业的平均录取分数高于该校在江西省内的最低录

取分数线15分左右（2012、2013、2014年该校在江西省内的最低录取分数线分别为523分、

484分和479分，法学专业相应的平均录取分数分别为539分、499分和496分），男女比例约

为1 : 2。法学专业2012、2013、2014级的本科生共270人，均已参与或正在参与法学专业英

语的教学活动。本文采用的调查方式包括发放调查问卷和访谈（包括个别访谈和小组访谈），

其中发放调查问卷270份，收回有效答卷200份，问卷包含十道问题，如文后所附。调查发

现，学生缺乏学习动力和学习兴趣是导致法学专业英语教学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

* 本文为赣南师范大学2016年校级教学改革研究课题一般招标项目“地方高校法学本科专业英语教学改革研
究”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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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学本科专业英语教学困境的成因

1.	学生缺乏学习专业英语的动力

调查问卷的结果显示，大多数受访者认为专业英语是重要的（147人，占73.5%），但

在访谈中笔者发现，不少认为“专业英语重要”的受访者在被追问为什么觉得专业英语重

要时，只是笼统表示“很有用，所以很重要”，至于“如何有用”却往往语焉不详，笔者推

测，这些受访者在回答该问题时并没有能够完全区分“专业英语”和“英语”，由于多年的

学习和生活经验使他们形成了“英语很重要”的思维定势，因而在答卷时顺其自然地选择回

答“专业英语重要”，这在一定程度上或许也回答了为什么只有24%的人（48人）有学习专

业英语的兴趣。相比之下，认为“专业英语不重要”的受访者的理由显得更有说服力。“考

试不考”是访谈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回答，调查问卷同样显示，参加考试是受访者学习英语最

主要的动力（123人，占61.5%）。

当然，这里的“考试”指的并不是期末考试。在现行的教育体制下，原本作为一种评价

机制的期末考试正逐渐失去其应有的意义。从教师的角度看，学生不能通过考试对自己并没

有任何实质意义上的“好处”，反而可能带来不少麻烦，比如学生的怨言、额外批改试卷所

耗费的时间和精力，甚至不及格人数过多招致领导的批评等，因而除非受到高度责任感的驱

使，否则教师并没有足够的意愿让学生挂科。这种心态很容易助长学生懈怠学习的心理，并

使学生将通过考试的希望寄托于考前划重点以及临时抱佛脚的突击复习上，而教师为避免大

规模不及格现象的出现，不得不给定考试范围，这恐怕已经成为师生间的一种“默契”。既

然无需为通过考试担心，在面对本就不感兴趣的课程时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自然更为降低。

实际上，学生在意的考试主要是司法考试和考研。很多高校将法学专业英语课开设在

第三学年第二学期，本研究所调查的这所高校亦如此。该学期正好是学生全心备战司法考试

的时期。不管是否打算未来从事法律职业，参加司法考试似乎已经成为法科学生在大学阶段

必做的事情之一。考虑到司法考试的难度、未来就业的不易以及对自身专业水平的担忧，很

多学生在将精力投入到复习司法考试的同时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对其他课程的学习。笔者对该

校在大三第二学期教授专业课的老师进行了采访，普遍表示学生出勤率低，而且即使勉强出

现，也很少会认真听课，而是复习司法考试资料。虽然理论上有所谓“缺课三次以上不予参

加期末考试”的规定，但由于前文所述的原因，在缺课人数较多的情况下这种规定很难得到

落实。既然在司法考试有可能涉及的专业课的课堂上都会出现这种情况，遑论司法考试根本

不会涉及的专业英语了。

虽然研究生入学考试会考查英语水平，但一方面考研要到十二月底，大三下学期时很多

学生还没有开始准备，另一方面学生在访谈中也表示，觉得专业英语的学习对考研英语并没

有太大的帮助。这在调查问卷中同样也有所反映。在回答“你最希望在专业英语课上提升哪

种英语能力”时，大多数受访者（116人，占58%）选择了“读”，其次是“写”（35人，占

17.5%），因为考研英语不考听说，学生也不认为通过一个学期就能提高自己的听说水平，而

读写却是考研英语中的重头戏。此外，笔者对2012级若干考研成功并在复试中加试了法律

英语的学生进行了采访，他们表示除若干术语较为陌生以及部分句式更为复杂外，并没有感

觉法律英语和普通英语有太大差别，平时英语学习的积累已足以应对，因而也不觉得有专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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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专业英语的必要性。

除了“考试不考”外，觉得学习专业英语没用也是导致学生缺乏学习动力的重要原因。

这种“没用”，不仅指的是对参加司法考试和考研没有帮助，还指的是对未来的职业发展没

有帮助。在回答“你是否想要从事涉外法律业务”这一问题时，只有18%的受访者（36人）

表示有意愿，绝大多数选择了“不想”或“没考虑过”。这或许和学生自身的能力水平、思维

观念以及学校层次有关。在访谈中有学生表示，感觉涉外法律业务与自己太过遥远，所以没

必要提前花时间和精力去准备，即使将来涉及这样的业务，到时候再学或许也来得及，反正

现在学了到时候可能也已经忘记了。

最后，专业英语难度较大也影响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法学专业英语中包含了大量的

现在日常生活中已经很少使用的古代英语和中世纪英语词汇，以及拉丁语和法语词汇。日常

生活中一些常用词汇在法律语境中也可能具有完全不同的含义，加上法律英语的句式往往又

十分复杂和冗长，这对于未经训练的英语国家的人来说都像是一门外语，可想而知对于母语

为非英语的人了。调查问卷显示，大多数受访者（108人，占54%）只通过了英语四级考试，

很多受访者在访谈中也表示，专业英语学起来很难、很累，学好专业英语需要付出更多的时

间和精力，但显然不符合成本收益法则，不愿意学也就合乎情理了。 

2.	学生缺乏学习专业英语的兴趣

调查问卷显示，绝大多数学生（152人，占76%）缺少学习专业英语的兴趣。通过访谈笔

者发现，这一方面是受到上文分析的实用主义心态的影响，另一方面，学生也表示，专业英语

课很无趣，所以不想学。由于授课的对象是法科学生，所以法学专业英语本质上应该是一门用

英语来讲授法律知识的课程（程强 2016），这在各类法律英语的教材中也有所体现。历年来出

版的法学专业英语教材多达百余种，但绝大多数教材都是对外国法律，尤其是美国法律制度的

介绍，包括宪法、合同法、侵权法、刑法、证据法等。由于课时限制（笔者调研的这所学校只

有48课时），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只能做浅尝辄止的讲解，学生即使认真学习能收获的知识也十

分有限。更重要的是，中国和美国分属不同法系，分别拥有自己的一套法律语言，有些美国的

法律概念在中国并不存在，难以用中文准确表达其含义，学生无法在已有知识的基础上进行参

照和对比学习，这无形中加大了学习难度。这些都会影响学生的学习兴趣。

不仅如此，教学方式对学生的学习兴趣也会产生影响。虽然饱受诟病，但翻译式教学仍

然是实践中最主要的教学方法，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教材内容决定的（苗青 2014）。市面上

大多数教材都是纯英文的，少数只有一小段中文在每章开头简单介绍该章的内容，这对学生

阅读理解能力提出了较高要求，可大部分学生英语水平有限，如果没有教师的引导和帮助，

很难正确理解教材的内容，这使教师在授课时不得不以翻译为主，而且法律英语表达复杂、

逻辑严密，思维习惯与中文大相径庭，翻译常常要逐字逐句进行，否则学生的思路很难跟

上。这种教学方式的效率低下，翻译占据了大量的时间，原本作为教学重心的法律知识反而

无暇讲解，课堂气氛十分沉闷，学生参与度低，容易产生单调无聊的感觉。

虽然有观点认为要重视案例在法学专业英语教学中的作用（谯莉 2012），但调查问卷显

示，高达69.5%的受访者（139人）并不愿意接受这种教学方式。在访谈中有学生表示，案

例又长又难，准备起来要花费很多时间，能取得的收获却不多。笔者认为，这一方面与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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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的能力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案例有关。现有法律英语教材中提供的案例主要是法院的判

决，学生在阅读判决的过程中既了解了案件事实，也了解了法官的意见和最终的结果，如此

留给学生讨论的空间自然很小了。虽然判决中也会记载原被告双方代理人的意见，但学生顶

多只能判断出谁更“合理”而不是谁更“合法”，因为他们根本无从知道相关的法律到底是什

么样子的。即使教师事先对判决进行加工、提炼出案件事实供学生讨论也是如此，学生难以

收集和掌握相关的法律，而脱离了法律的案例讨论则完全丧失了其应有的意义，换句话说，

这样的案例教学不过就是另一种形式的阅读理解而已。

相比之下，调查问卷显示，更多学生希望教师在课堂上“播放视频资料”（101人，占

50.5%），通过进一步了解，他们所指的视频资料主要是影视作品，但这种做法受到多种因素

的制约。首先，影视作品播放时间一般较长，例如观看一部电影，一次课（2课时）可能看

不完，更没有时间进行课堂讨论，若将问题留到下堂课，很难保证讨论效果；其次，影视作

品中与法律无关的内容较多，容易分散学生的注意力，而对其进行剪辑则又存在一定的技术

难度；再次，播放影视作品只能让学生简单了解到外国法律制度的某个方面，不仅不能形成

完整的知识体系，对提高学生的英语水平也没有太大帮助，而且影视作品多经过艺术加工，

并不能等同于现实生活中的法律实践活动，甚至可能会对学生产生误导；最后，这种教学方

式不一定得到学校认可。当然，除影视作品外，还有一种视频资料是网络上传播的教学视

频。例如在网络教育平台Coursera上，有多所国际知名大学提供的法学课程，如美国宾夕法

尼亚大学的美国法概论、英国伦敦大学的英国普通法、荷兰莱顿大学的欧盟法导论等，这些

网络课程制作精良，品质优异，而且每段视频长度在十分钟左右，很适合在课堂上播放，可

是一项很大的困难在于这些课程都是英文授课且只有英文字幕，直接播放给学生观看会让他

们难以理解，但让教师为视频添加上中文字幕则又存在语言和技术能力的制约。从学生反馈

来看，短期内学生对这种方式有较高的学习兴趣，但在感受到学习难度后会很快放弃。

三、法学本科专业英语教学困境的解决路径

就以上分析来看，该校法学专业英语的教学面临比较大的挑战，考虑到现实因素的制

约，无论是彻底取消这门课程还是将其调整为面向全校的公选课，可实施性都比较低，因而

只能在现有框架下进行调整。笔者在调研和思考的基础上，尝试提出以下建议。

1.	将实用性作为确定教学内容的重要标准

实用主义是学生中常见的一种心理，这种心态虽有应当批判之处，但也并非完全不可

取，教师在教学中可以适当引导，使教学内容与学生需求之间产生共鸣。地方高校的法学专

业应服务于当地的法治建设，地方高校的法学毕业生除一部分继续读研深造外，相当一部分

成为基层法律工作者，因此，作为人才培养中的一个环节，地方高校法学专业英语的教学应

当考虑到学生将来从事实践工作的需要。

随着全球化的加深，在华外国人数量越来越多，地方高校所在的三四线城市也出现了不

少外国人，他们都是潜在的法律服务对象，显然，他们需要的法律服务并不是英国法、美国

法甚至国际法，而是中国的合同法、侵权法、婚姻法等。从理想化的角度来说，本科阶段学

习了法学专业英语的法科毕业生，至少应当能够为外国人简单介绍中国法律并协助其解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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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纠纷（如了解和分析案情、为其起草或翻译委托协议、介绍案件的进展情况等）。当然实

践中遇到的情况可能多种多样，不可能在专业英语的课堂上全部涉及，但教师可以尝试带领

学生学习一些基础知识，如常用的英文法律术语、英文版的中国法律法规、英文版的法律文

书写作以及外国人在华常见的法律纠纷等。更重要的是，教师应当向学生演示和传授学习工

具和方法，使学生在将来的工作实践中即使遇到新问题也能创造性地尝试解决。

调查问卷显示，38%的受访者（76人）希望在专业英语课上学习中国的法律知识，但也

有24.5%的受访者（49人）表示想要了解外国的法律制度。考虑到不少学生将继续攻读研究

生学位，甚至有出国留学的可能，因此也应当照顾到他们的需求，适当地在教学内容中加入

一些有关外国法律制度概述的部分。不过本文认为，没有必要像现有的教材一样，面面俱到

单独介绍美国的法律制度，而应让学生了解到几个主要国家的法律常识即可，否则可能给学

生造成较大的学习负担而影响学习效果。

因此，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当鼓励任课教师根据自己对教学活动的理解，组织材

料、编写教材，以更好地提升教学效果。

2.	根据学生的英语水平区分不同的教学难度

如前所述，在学习专业英语时学生英语水平各有差别，不加区分地进行教学并不能做到

有的放矢。既然在大一、大二时可以根据学生的英语水平进行公共英语的分班教学，那么专

业英语的学习未尝不能借鉴这种做法。

例如，考虑到很多学校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认为本科毕业生应当具备大学英语四

级水平，并将通过四级考试作为取得学士学位证的要求之一，可以根据是否通过四级考试将

学生分为两个班，分别设定不同的教学目标，一个侧重对法律知识的学习，另一个更注重对

语言能力的培养。通过这种区分，可以在教学过程中有的放矢，更好地抓住学生学习的兴趣

点，从而提升教学效率。

此外，这种做法还可以更合理地分配师资力量。必须承认，教师自身素质的高低也是导

致法学专业英语教学困境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大多数地方高校负责讲授这门课程的教师取

得了法学学位，极少数拥有语言学学位，虽然教师本身可能拥有不错的语言素质，但由于并

非语言学专业出身，顶多也只能和学生分享学习英语的经验，却不能为他们学习英语提供直

接的帮助，例如教师虽然可以将教材的内容翻译过来让学生理解，却未必知道该如何分析句

子结构来提高学生“读”的能力。分班教学既可以根据班级情况安排相应教师授课，又可以

让教师根据所带班级的英语水平决定教学内容，理论上来说应该会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

分班教学还可以控制班级规模，有利于多种教学方式的采用。现有的合班制教学使班级

规模往往过大，例如笔者调研的2012、2013、2014级学生分别为92、100、78人，即使是

五成的出勤率，学生人数也不算少，但如果根据英语水平进行分班，根据调研所得的四六级

通过率（19%通过六级，54%通过四级未通过六级，27%未通过四级）进行预测，未来各班

人数可以控制在相对合理的范围内，这将更有利于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发现问题，及时根据学

生的反馈对教学方式和教学内容进行调整，从而更好地吸引学生参与到教学活动中来。

3.	借鉴“微课”思路将更多的课堂时间交给学生

在以往的法学专业英语教学中，由于教师采用的是翻译式的教学方式，常常自己从头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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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尾，底下听课的学生忙于记录笔记，没有足够的时间对教学内容进行思考和理解，为了使

学生能够尽快消化和掌握学习内容、提高课堂的教学效率，笔者认为或许可以借鉴“微课”

的方式。所谓“微课”（Micro Learning Resource），目前还没有一个官方的、权威的定义，

大致是指运用信息技术按照认知规律，呈现碎片化学习内容、过程及扩展素材的结构化数字

资源，在实践中，教师将一个或数个教学重点浓缩在一个十分钟左右的视频中并上传到网络

上，供学生在课外学习，以往作为教学活动主要发生地的课堂则成为师生交流讨论的场所，

前文提到的Coursera上的各种课程也可以视为微课的一种表现形式。当然，在地方高校完全

采取这种方式讲授法学专业英语并不现实，但可稍加改动，例如在一次课中，用半节课的时

间由教师集中讲授知识点，然后将时间交给学生自主学习，鼓励学生积极思考、提出问题，

并通过查询网络资料、相互讨论来解决，最后教师再利用半节课时间对学生问题进行汇总、

分析、解答，争取当堂消化知识。从理论上来说，这是一种从“教师为中心”到“学生为中

心”的转变，有利于发挥学生自身的主动性，从现实情况来看，很多学生认为教师对其学习

英语的帮助并不大（在回答“你认为教师对你学习英语的帮助”这一问题时，53.5%的受访

者选择了“有帮助，但帮助不大”，只有30%的受访者认为教师对自己帮助很大），为学生创

造自学的条件，教师从主导者向辅助者的角色转变说不定会取得更佳的学习效果。

4.	调整考核方式以及成绩构成比例

目前法学专业英语的考核以期末考试的笔试为主，总成绩中平时成绩和期末成绩一般各

占30%和70%。实践中，由于前述原因，期末成绩并不能反映学生的真实水平，平时成绩

（包括出勤、作业和课堂表现）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甚至成为提高学生分数、避免不及格

的手段。为使上文设计的教学改革措施取得更好的实践效果，笔者认为有必要对考核方式同步

进行调整。例如将平时成绩和期末成绩所占比重倒置，更加重视学生的平时表现。由于采用微

课的教学模式，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如果出勤率不高、课堂气氛不活跃、自主性差，教学活

动将更难展开，提高平时成绩比重可以形成刺激学生参与的一种压力。而期末考试作为一个学

期学习成果的总结和检验，不再由教师设计一套完整的试卷，而是采用更加灵活和开放的方

式，由学生用英语或口头或书面对一个学期的学习成果进行总结。笔者对调研学校《司法口才

学》这门课的教学过程进行了观摩，该课授课对象是大三上学期的学生，授课方式以学生讨论

为主，课程成绩包括学生平时课堂讨论的表现以及期末演讲的表现。就笔者观察而言，可以看

到，不少学生体现出较强的参与精神和表现欲望。从乐观的角度考虑，笔者相信这种精神和

欲望也能在专业英语课堂上得到体现。

以上四个方面只是针对法学专业英语课程本身提出的建议，但仅仅着眼于此很显然还远

远不够，例如，要想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必须要引起学生的重视，如果能在大一入学的时候

就给学生灌输这样的理念和想法，将远胜于到大三下学期时临时抱佛脚式的宣讲。目前该校

仅为大一学生开设了《法学概论》课程，内容局限于对“法学”本身的介绍，笔者认为，有必

要将该课程调整为专业导论课程，不仅让学生了解有关法学的知识，还要了解法学专业以及

相关的课程体系，提前让学生了解专业英语的用途和重要性，如此多管齐下，才能使法学专

业英语的教学改革更加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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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法学本科专业英语教学改革的前景

以上从四个方面提出了地方高校法学本科专业英语教学改革的建议，笔者认为，这些

具体的技术措施能否得以应用离不开所在学校的认可和支持，而这需要对改革措施做更加深

入和科学的分析与论证。本研究还存在诸多有待完善的地方。例如，虽然本文想要对地方高

校法学专业英语教学困境的成因进行研究，但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仅对一所学校进行了调

研，样本的代表性和覆盖范围都存在较大缺陷，所得结论的有效性和普适性还需要进一步检

验；又如，造成地方高校法学专业英语教学困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学生的因素以外，教

师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变量，但由于本文的调研局限于一所学校，无法进行横向的对比，因

而未能从这一角度进行深入的分析并提出有价值的建议；再如，虽然本文提出教师应当根据

学生兴趣，结合实际情况，自行编写实用材料用于教学，但如何编写、如何使用又是个十分

复杂的问题，在本文的篇幅内难以讨论清楚。种种缺陷，不一而足，笔者希望能够在与同行

交流的基础上，在后续研究中不断予以完善。

在我国高校已经出现分层发展的客观情形下，地方高校人才培养面临着较大压力，已呈

饱和态势的法学专业更是如此。作为现阶段法学本科不可或缺的一门课程，法学专业英语的

教学应当切实起到培养法律人才、提高学生素质的作用（杜金榜 2006）。虽然它在目前遇到

了一些问题，但笔者相信，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终会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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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调查问卷

（请在你选择的答案前打钩）

1. 你对专业英语重要性的认识？

 ○重要

 ○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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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你对学习专业英语的态度？

 ○有兴趣

 ○没兴趣

3. 你更希望在专业英语课上学到哪些法律知识？

 ○外国的法律制度和常识

 ○常用的中国涉外法律制度

 ○不知道

4. 你更希望在专业英语课上提升哪种英语能力？

 ○听

 ○说

 ○读

 ○写

5. 你希望教师采用哪种方式进行教学？

 ○翻译

 ○播放视频材料

 ○其他

6. 你对案例教学的态度？

 ○愿意

 ○不愿意

 ○无所谓

7. 你认为教师对你学习英语的帮助？

 ○帮助很大

 ○有帮助，但帮助不大

 ○没有帮助

8. 你在大三时的英语水平？

 ○已通过英语六级

 ○已通过英语四级，未通过英语六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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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通过英语四级

9. 你学习英语最主要的动力？

 ○参与考试

 ○个人兴趣

 ○其他

10. 你是否想要从事涉外法律业务？

 ○想

 ○不想

 ○没考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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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法律文本中复合句句式解
析——基于美国法院判决书的
实证研究 *

贾小兰  甘肃政法学院

提要：英语法律文本书面表达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多用复合句，由此，复合句的解析在整个

英语法律文本的理解中显得尤为重要。本研究以从WESTLAW NEXT法律数据库选取的三份

自2000年以来具有代表性的美国法院判决书为研究语料，运用Wordsmith语料软件对其进

行语料分析，并统计得出每个判决书的句子总数量以及语料中的平均句长、语料文本中的复

合句数量以及复合句数量在句子总数量中所占的平均比例，同时，分析所统计复合句出现的

频率。最后，从语料中选取各类复合句的代表性例句并以分层法解析其句式结构。本研究以

证实复合句在法律英语中的重要性而映射出法律英语的中心词应为“英语”。

关键词：法律英语、长句、复合句、句式解析

一、引言

美国著名法律语言学家大卫 · 梅林考夫（David Mellinkoff）教授在《法律的语言》（The 

Language of the Law）一书中提到“法律是一种职业用语”（Mellinkoff 1963）；由此，法律

语言是具有法律职业技能特征、专业技术性很强的行业语言，具有独特的语体特征。语体是

指同一语言品种（标准语、方言、社会方言等）的使用者在不同的场合中所使用的典型语言

品种的变体；语体是约定俗成的，语体成分的选择不取决于个人，而为同一语言社团所共

同遵守（李德凤、胡牧、李丽 2007）。就法律英语的概念而言，有多种表述。梅林考夫认

为，法律英语是指在以英语为官方语言的国家里，律师在一般的司法活动中通常使用的语言

（Mellinkoff 1963）。事实上，除律师外，在以英语为官方语言的国家，检察官、法官、执法

者以及法律研究者等法律界专业人士所使用的语言都属于法律英语。国内有学者认为法律英

语是普通法国家以普通英语为基础，在立法与司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具有普通规约力的民族

语言的社团分支（王建 2004）。也有学者认为法律英语（Legal English）在英语国家被称为

legal language或 the language for law，即法律语言，在英语中指表述法律科学概念以及诉

讼或非诉讼法律事务时所用的语种或某一语种的部分用语（张乐平 2008）。因此，简言之，

法律英语是指在以英语为官方语言的国家、以英美国家的法律为基础和核心发展起来的英美

* 本研究为2016年度甘肃省高等学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6A-053）。中国政法大
学沙丽金教授为本研究提供了建设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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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体系所使用的语言总称。

法律英语是一种专门用途英语，虽具有英语语言的共性特征，但却有别于普通英语

的工具性语言，属于应用语言学的范畴（李克兴、张新红 2006）。在英语的多种功能问题

中，甚至是整个英语语体中，法律文本可谓是正式程度最高的语体（谭卫国、蔡龙权、卢

敏 2008）；作为一种正式的规范语体，法律英语具有庄重性、准确性、复杂性等独特的语域

文体特征，其在词汇、句式方面均有自己的特点，尤其是为了可以促进严密而严谨的法律逻

辑推理而大量使用复合句的句式特点。因此，对于以汉语为母语的中国英语学习者来说，在

法律英语教学中，句式方面的特点应被给予更多的重视：英语属于形合语言，句式结构错落

有致，成就了英语特殊的“树状形”句式结构；而汉语则属于典型的意合语言，句子间并

不频繁使用显性的逻辑连接词，而是构成推进式排列，形成“竹节形”句式结构（梁丽红 

2012）。因此，在英语法律文本理解过程中，首先需要对其中的句子进行详细的句型结构解

析，理出“藤蔓”，方可保证对整个文本理解的精准性，而精准地理解英语法律文本是做好

法律英语教与学的基础。

二、研究概念界定

法律英语在书面表达上最显著的一个特点是多用长句，也就是法律语言学界所说的“一

句话”（Šarc ˇevic ́  1997）结构；这除了因为英语属于典型的形合语言外，更缘于法律人试图

将某一问题的相关信息全部安置于一个完整的句子之内，避免几个分散的句子可能引起的歧

义；长句结构在法律语言中的应用之所以如此盛行和备受肯定，是因为诸多学者认为逻辑

层次严密的复合句不容易产生误解，读者也不必自己去分析、核实各个独立句子之间的关系

（Driedger 1976）。尽管随着时代的变迁，法律英语呈现出一些简化趋势，且20世纪70年代

在英美国家兴起的“简明英语运动”（Plain English Movement）对法律英语也有所影响，但

与其他文体相比，法律文本中依然存在大量结构复杂、逻辑关系错落有致的句子。

根据《英语文体学引论》中对“长句”的界定，普通英语句子平均长度为17个单词（王

佐良、丁望道 1987），含有超出17个单词的句子都可认定为长句。英语学习者都知道英语

中长句和复合句并不是一一对等的，有些长句不一定是复合句，而有些非长句却是复合句。

从语言学的角度出发，复合句指的是由多个独立的子句运用相应连词以清晰构建各个子句之

间逻辑关系所得到的句子；根据附件组合方式的不同，可以将其分为由单句直接组合而成的

并列复合句和由虚词作为引导词而构成的主从复合句（张道真 2002）。

三、研究数据分析

考虑到语言随社会历史发展而产生演变的特性，为了避开特定历史时期对语言的影响，

本文所选语料均为2000年以来具有代表性的美国法院判决书（从WESTLAW NEXT法律数据

库中选取），分别是2000年的小布什诉戈尔案（Bush v. Gore）、2010年的格兰姆县水土保

持区（委员会）诉美国暨威尔逊案（Graham County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Dist. v. U.S. 

ex rel. Wilson）和2015年的金诉伯韦尔案（King v. Burwell）。笔者运用Wordsmith语料软

件中的Wordlist功能就所选三个案例的判决书进行语料分析并统计得出每个判决书中句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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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数量以及所选语料的平均句长，基于此来判断所选美国法院判决书的句式特点，尤其是其

复合句所占比例。其次，人工标注出所选语料中的从句（在从句引导词后标注<clause>），

并运用Wordsmith语料软件的Concord功能统计出语料中的复合句数量以及复合句数量在句

子总数量中所占的平均比例，以验证笔者的经验判断：在英语判决书中，复合句在整个文本

中所占比例之大足以说明对复合句的理解在整个判决书的理解中至关重要；同时，进一步分

析得出所统计复合句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四类引导词，并精选所选语料中由该类别引导词所引

导的复合句进行句式解析。

表1	 美国法院判决书中的句式相关数据统计及比例

案例名称

语料中句

子总数

（单位：

个）

语料中句

子的平均

长度（单

位：词）

语料中

复合句

总数

（单位：

个）

语料中复

合句所占

比例（单

位：％）

复合句中出

现频率高的

引导词（前

四类，按出

现频率排

列）

语料中

that引导

的复合句

总数（单

位：个）

语料中

that引导

的复合句

在复合句

总数中所

占比例（单

位：％）

Bush v. Gore 

(2000)
574 27.81 356 62.02%

that; which, 

who (whom, 

whose); if; 

but, and

233 65.44%

Graham 

County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Dist. v. U.S. 

ex rel. Wilson 

(2010)

325 27.40 190 58.46%

that; which, 

who (whom, 

whose); if; 

but, and

114 60.00%

King v. 

Burwell 

(2015)

658 25.93 391 59.42%

that; which, 

who (whom, 

whose); if; 

but, and

259 66.24%

平均值 27.05 59.97% 63.89%

表1中数据分析如下：

1. 所选语料中的句子总数及平均句长。运用Wordsmith语料软件中的Wordlist功能就

所选三个案例的判决书进行语料分析并统计得出每个判决书的句子总数量（三个判决书中的

句子总数量分别为574、325、658个）以及语料中的平均句长（三个判决书中的平均句长分

别为27.81、27.40和25.93词），且计算得出所有所选语料中的平均句长为27.05词；根据

《英语文体学引论》中的界定，普通英语句子平均长度为17个单词，含有超出17个单词的句

子都可认定为长句，由这三个判决书中的平均句长，可判断出英语法律文本中多用长句的语

体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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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所选语料中复合句总数及其所占比例。人工标注出所选语料中的从句（在从句引导

词后标注<clause>），并运用Wordsmith语料软件的Concord功能统计出语篇中的复合句数

量（三个判决书中的复合句总数分别为356、190和391个）以及复合句数量在句子总数量

中所占的平均比例（分别为62.02%、58.46%和59.42%）且计算得出所有语料中所含复合

句的平均比例为59.97%；虽然表1中的数据显示，三封判决书中的平均句长并不和其所含

复合句的比例完全成正比对应，但总体上构成比较均衡的比例：平均句长越长，语料中所含

复合句的比例越高。在所选的三个判决书中，第一个判决书的平均句长为27.81，复合句在

整个文本中所占比例为62.02%，该文本的平均句长为三个文本中最长，而复合句所占比例

也为三个判决书中最高；第二个判决书平均句长稍低于第一个判决书，但其复合句所含比例

却是三个判决书中最低的；第三个判决书平均句长为25.93，是三个文本中平均句长最短的，

而其复合句在整个文本中所占比例为59.42%，稍高于第二个判决书中复合句所含比例。

笔者在CNKI数据库中以“法律英语句子/句式特点”为关键词搜阅已发表论文，发现相

关研究均以“长句”或“复合长句”为其研究对象。该研究现象结合本文的研究数据，可以支

持这样的结论：在英语法律文本里，多用、善用长句代表多用、善用复合句。

由以上对英语法律文本中复合句的使用情况分析，可知复合句在整个英语法律文本中

占有很大比例，因此，对复合句的理解和把握在整个文本的理解和把握中至关重要。该重要

性体现在法律英语教与学的方方面面中，如法律英语阅读、法律英语汉译等。外语学习的特

点决定了对原文本的精准理解是整个语言学习的第一步，也是基础性和决定性步骤，正所谓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只有确保语言输入的精准，才有可能产出精准的语言输出；而英语

法律文本中，结构复杂、逻辑关系错落有致的复合句比例之大可以说明，在英语法律文书的

理解中，精准地对其中复合句的句式结构进行解析是对整个文本精准理解的核心。

3. 所选语料的复合句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前四类引导词。根据语料分析软件Wordsmith

中Concord功能的分析得出：所选三个判决书中复合句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四类引导词，分

别为引导各类主从复合句的引导词 that、引导定语从句的引导词which与who（whom, 

whose）、引导状语从句的引导词 if以及引导并列复合句的并列关系引导词but及and；同时

统计出，语料中由引导词 that引导的复合句数量（三个判决书中所含 that引导的复合句分别

为233、114和259个），由引导词 that所引导的复合句在所选语料的复合句总数中所占比例

（分别为65.44%、60.00%和66.24%），并且计算得出所有语料中由引导词 that引导的复合

句在其所含复合句中的平均比例为63.89%，由以上数据分析可知，由引导词 that引导的各

类主从复合句在所选语料中具有显性优势。而且，在对语料所含复合句的统计中，呈现出一

种趋势：在一个复合句中多类或同类的多个引导词同时出现。

在本研究所选语料中，主语从句、宾语从句、同位语从句等名词性从句以及定语从句的

使用使得对同一个概念或观点的修饰、限定成分可按一定逻辑层次安排在一个句子里，从而

避免了使用多个句子可能产生的语义模糊和语义歧义；条件状语从句的使用使得法律推理层

层推进、繁而不乱；并列复合句，很多时候和条件状语从句、定语从句等其他复合句联合使

用，表述并列或平行存在的情况。下文将从所选研究语料中精选出若干个上述三类复合句的

代表性例句进行句式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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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法律英语复合句句式解析

法律英语中大量使用复合句是由法律语言的特殊性所决定的。法律语言注重事实及逻辑

推理，相互之间的逻辑推理必须严谨准确，该特点尤以英语法律文书中的判决书为代表（谭

卫国、蔡龙权、卢敏 2008）。以“遵循先例”为原则的英美法，其精华集中体现在案件的推

理中，案例的判决书相对能集中地体现案件的逻辑推理过程。很多情况下，严密而严谨的逻

辑推理过程需要运用逻辑层次严密的复合句来得以实现，从而自然地将某一问题的相关信息

全部安置于一个完整的句子之内，避免几个分散的句子可能引起的歧义。

1.	由that引导的各类主从复合句

本研究的数据统计显示，引导词 that引导的各类主从复合句在所选语料中出现的频率可

高达60%以上，具有显性优势特征，该特征由引导词 that本身的多功能特点所决定：引导词

that可引导主语从句、宾语从句、定语从句、同位语从句等多类主从复合句。因此，在英语

法律文本中，引导词 that引导的各类主从复合句被频繁使用，以达到严密、严谨而又巧妙地

安排句子各部分内在的逻辑关系。下文将从研究语料中选取若干由引导词 that引导的各类主

从复合句加以解析。

例句1 The conclusion that Section 36B is ambiguous is further supported 

by several provisions that assume tax credits will be available on both State and 

Federal Exchange.（King v. Burwell）

例句1是由典型的运用引导词 that引导的同位语从句而构成清晰逻辑关系的复合句。

整个复合句的主句部分为The conclusion is further supported by several provisions ...，

conclusion由一个 that引导的同位语从句对其做补充，从而说明其内容为Section 36B is 

ambiguous，而在第一层的同位语从句中又含有一个由 that引导的定语从句修饰限定该定语

从句的先行词provision，指出该provision的特点是“assume tax credits will be available 

on both State and Federal Exchange”。整个复合句含有两层结构，运用由 that引导的复合

句清晰地将多方面的内容纳入其中。

例句2 It is especially unlikely that Congress would have delegated this 

decision to the IRS, which has no expertise in crafting health insurance policy of 

this sort.（King v. Burwell）

例句2也是一个含有两层结构的主从复合句：第一层结构为引导词 that引导的主语从

句，其中 it为形式主语，主句真正的主语为Congress would have delegated this decision to 

the IRS；第二层结构为由which引导的非限定性定语从句，作 IRS的定语，对其加以修饰限

定。该句式通过运用由 that引导的主语从句，巧妙地将先行词 IRS与修饰该先行词的which

引导的定语从句置于一起，使得整个复合句逻辑清晰、层次分明，充分体现了英语法律文本

中使用复合句的必要性和有效性。

2.	由which,	who（whom,	whose）引导的定语从句

在英语中，定语从句一般会跟在所修饰的名词，即先行词后面，它是英语复合句式中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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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重要的一种从句形式。定语从句包括非限制性定语从句和限制性定语从句。在本文所研究

的语料中，限定性定语从句使用较多，形式有长有短，结构有简单也有复杂，并且修饰语的

语气也有强有弱；而非限制性定语从句所起作用为补充、说明和解释，使用相对较少。在中

文中，前置定语的数量是有限的，但在英语中，定语从句的数量没有限制（李为山、李康熙 

2017）。英语的这个特点尤为充分地体现于英语法律文本中：逻辑层次严密的定语从句可被

多次、多层使用，对所表述的概念进行定义和修饰、限定，从而进行层层深入的逻辑推理，

避免数个分散、独立的句子可能会引起的逻辑歧义。

英语法律文本对定语从句的大量运用在本文所选语料中得以证实，在所选作为研究语料

的三个美国法院判决书中，除去引导词 that引导的各类主从复合句外，出现频率最高的复合

句均为以“which和who（whom, whose）”引导的定语从句。以下将从所选研究语料里精选

该类复合句的代表性例句进行句式解析。

例句3 Six years later we decided Bouie v. City of Columbia, 378 U. S. 347 

(1964), in which the state court had held, contrary to precedent, that the state 

trespass law applied to black sit-in demonstrators who had consent to enter 

private property but were then asked to leave.（Bush v. Gore）

例句3中含有一个由which引导的定语从句、一个由 that引导的宾语从句和一个由who

引导的定语从句，可谓句式错综跌宕，几种使用频率高的复合句集中出现在这一句中。在这

三个层次的复合句中，which从句是整个句子逻辑贯穿的关键，其所指代的先行成分的辨析

对这个句子的理解至关重要，以下将对该复合句进行分层解析，以便于对其精准地理解：该

复合句共有三层结构，第一层的主句we decided Bouie v. City of Columbia, 378 U. S. 347

（1964）是整个复合句的主句，由which引导的非限定性定语从句修饰限定案例Bouie v. City 

of Columbia，即which指代该案例；在which从句中，含有一个由 that引导的宾语从句，作

谓语动词had held的宾语，以此表明州法院所持有的观点，此为该复合句的第二层结构；而

在 that从句中，又含有一个由who引导的限定性定语从句，对先行词demonstrators加以限

定修饰，来说明此处demonstrators的特点，此为该复合句的第三层结构。例句3中对多类

复合句的同时使用进一步体现出法律英语中大量运用复合句的原因：比单句叠加更能清晰、

有效地描述文本中事物之间的逻辑关系。

例句4 A separate statutory provision defines an “original source” as an 

individual who has direct and independent knowledge of the information on 

which the allegations are based and has voluntarily provided the information to 

the Government before an action is filed under this section which is based on 

the information.（Graham County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Dist. v. U.S. ex rel. 

Wilson）

例句4使用了三个限定性定语从句，一个是由who引导的，另外两个由which引导。整

个复合句的主句核心部分为a separate statutory provision defines an “original source” as 

an individual，用动词短语define A as B对“original source”进行定义。该复合句的第二层

结构为who引导的定语从句，其修饰的核心词为 individual；who由两个并列谓语has和h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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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ided，在who引导的定语从句里含有该复合句的第三层结构，即用来修饰限定第一个并

列谓语has的宾语核心词knowledge的定语从句（由which的变体on which引导），同时，与

on which引导的定语从句并列处于该复合句第三层结构的是由before引导的时间状语从句；

该复合句的第四层结构为which引导的定语从句，用来修饰限定before从句中的主语核心词

action。

3.	由if引导的条件状语从句

不同的状语从句用不同的连接词进行引导和组合，状语从句在整个复合句中充当状语，

与简单句中副词的功能一致，因此也被称为副词性从句；一般来说，状语从句具有表示时

间、原因、结果、让步和比较等功能。在英语法律文本中，条件状语从句、目的状语从句、

方式状语从句和时间状语从句是比较常见的；在本文所选语料中，由 if引导的条件状语从句

使用频率颇高。在通用英语当中，条件状语从句的位置十分灵活，可置于句子的开端、中间

或末尾，但在英语法律文本中，条件状语从句被更多地置于句首，有时也置于句末，用来限

定说明主句中所阐述的结果，以确保法律语言的有理有据、严谨精确。

例句5 Section 5 provides that the State’s selection of electors “shall be 

conclusive, and shall govern in the counting of the electoral votes” if the electors 

are chosen under laws enacted prior to election day, and if the selection process is 

completed six days prior to the meeting of the electoral college.（Bush v. Gore）

例句5是由 if引导的条件状语从句，其基本结构为“if A and B, so C”，这在英语法律文

本里非常典型。该例句比较长，全句有51个单词，虽然由于使用了 if状语从句，整个句式

显得清晰明了，便于把握，但同时也因为 if状语从句的使用而很容易让读者对其修饰限定的

部分产生误解。首先需要明晰的是该复合句是一个由 that引导的宾语从句，而 that宾语从

句又含有 if引导的条件状语从句。整个复合句的主句为Section 5 provides that ...，由 that

引导的名词性从句作谓语动词provides的宾语从句，来说明Section 5所规定的内容，此为

该复合句的第一层结构。that所引导的宾语从句由两个并列的 if条件状语从句对其进行条件

限定，说明只有在 the electors are chosen under laws enacted prior to election day和 the 

selection process is completed six days prior to the meeting of the electoral college的条件下，

the State’s selection of electors “shall be conclusive, and shall govern in the counting of the 

electoral votes”这样的情况方可实现。该句式结构在英语法律文本中经常出现，用来阐述条

件与结果之间的对应关系。

例句 6 If the Court of Appeals was correct to claim that the term 

“administrative” encompasses state and local sources in Category 1, see 528 

F.3d, at 303, it becomes even harder to see why the term would not do the same 

in Category 2.（Graham County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Dist. v. U.S. ex rel. 

Wilson）

例句6是由 if引导的条件状语从句，整个复合句的主句为 it becomes even harder 

to see why the term would not do the same in Category 2，来说明如果上诉法院就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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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nistrative”所做的诠释是正确的，那么要明白为什么该术语在Category 2中无法具有

相同的诠释会更加困难，此为该复合句第一层结构。在 if引导的条件状语从句中，不定式短

语 to claim ...作表语补足语，而 that引导的从句作claim的宾语从句来补充说明claim的内

容；在主句中，it为形式主语，真正的主语为不定式短语 to see why ...，why引导的从句作

不定式短语 to see中动词see的宾语从句。that从句和why从句为该复合句的第二层结构，

进一步细化整个句子中各个部分的逻辑关系，从而使 if引导的状语从句更加全面地标明该复

合句所表达的条件与结果间的推理过程。

4.	由but和and引导的并列复合句

作为一种典型的形合语言，英语在其书面语篇中大量使用可表明显性逻辑关系的逻辑连

接词；而在法律英语中，这个特点更充分地得以体现，尤其是表达并列的逻辑关系词使用频

率非常高。下面就本文所分析的语料中由but和and引导的并列复合句做出解释。

例句7 We found such a violation when individual votes within the same 

State were weighted unequally, see, e. g., Reynolds v. Sims, 377 U. S. 533. 568 

(1964), but we have never before called into question the substantive standard by 

which a State determines that a vote has been legally cast.（Bush v. Gore）

例句7是一个由but引导的并列复合句，表达两个分句之间的转折关系。该句句式整齐、

结构层次简洁，以but为分界线，整个并列复合句可分为前后两部分，此为该复合句的第一

层结构。在but转折前的分句中含有一个由when引导条件状语从句，说明we found such 

a violation的条件；but转折后的分句中含有一个由which引导的定语从句来修饰限定 the 

substantive standard，但which从句与其前面的by连用表达“通过……方式”，实则充当整

个从句的方式状语，此为该复合句的第二层结构。该复合句的第三层结构为which从句中含

有的 that从句，作which从句中谓语动词determines的宾语从句。该句式结构合理运用but

转折，将前后分句所表达的核心内容作对比，同时运用多层从句结构，将各个分句应含信息

纳入其中，丰富而简洁，适合英语法律文本的特点。

例 句8 The Commonwealth required individuals to buy insurance or pay a 

penalty, and it gave tax credits to certain individuals to ensure that they could 

afford the insurance they were required to buy.（King v. Burwell）

例句8为and引导的并列复合句，and前后分句表递进关系，此为该复合句第一层结构。

and前的分句为简单句，是典型的主语+谓语+双宾语结构，主语为 the Commonwealth，谓

语动词为 required，直接宾语为 individuals，间接宾语为不定式短语 to buy insurance or 

pay a penalty。and后的分句为复合句，其主句部分与and前的分句一致，属于典型的主语+

谓语+双宾语结构，但该分句运用了一个不定式短语 to ensure ...来作整个分句的目的状语，

that引导的从句作ensure的宾语从句，此为该复合句的第二层结构。该复合句的第三层结构

为 that从句中含有的省略了引导词的非限定性定语从句（that/which）they were required to 

buy，该定语从句用来修饰限定先行词 insu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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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作为法律语言的一种，法律英语逻辑严密、庄重精确，具有高度的专业性，本研究中的

数据统计证实了英语法律文本中复合句高频度的使用，尤其是定语从句、条件状语从句和并

列复合句等的频繁使用；同时，通过对所选语料中代表性例句的分层解析，清晰地反映出这

些复合句大多由多层结构构成，逻辑关系错综繁杂，每个复合句所含信息量之大、逻辑之严

密和严谨，是简单句抑或简单句的罗列叠加所无法实现的。英语法律文本中多用、善用复合

句的特点以及复合句在英语法律文本中为其严密、严谨逻辑推理所起到的积极、有效作用均

说明：在法律英语的教与学中，复合句应被给予充分重视，对其精准的理解可促进法律英语

教与学的各个环节；作为ESP分支之一，法律英语的中心词应为“英语”，学习者只有夯实

自身英语语言功底，方可使用英语在法律这一特定领域内大显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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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英语教师转型的得力抓手 
——《大学法律英语教程》评介 *

胡朝丽  聊城大学

提要：本文评述了由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张法连主编的《大学法律英语教程》一书。该

书编写目标明确，结构合理，内容难易得当，是高校普通英语教师向法律英语教师转型

的得力抓手。本文首先指明该书出版的背景，然后对全书的主要内容进行介绍，并采用

Cunningsworth的教材评价方法作简要评价，希望通过对该书的评介，让高校转型中的法律

英语教师能对此教材有更多的了解，从而促进法律英语教材建设及法律英语教学的发展。

关键词：教师转型、抓手、法律英语、教材评介   

一、引言

随着我国涉外法律事务的逐年增多，国家急需既懂法律又精通英语的“精英明法”人

才，法律英语教学的重要性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高校的认同。法律英语教学面临着法律英语

教材的选择，而普通英语教师向法律英语教师转型的过程中，也面临着对法律英语教材的

开发和利用。教材建设在学科建设中占有重要地位，教材编写和建设的水平体现学科发展

水平。法律英语作为一门新兴的专业英语学科，教材编撰的宗旨是要通过对法律知识的学

习和语言技能的掌握，实现在司法环境下包括听、说、读、写、译在内的多种方式的语言

交际目的（郭剑晶 2013）。目前，我国的法律英语教材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原版类、选

编类和双语类。原版类，即直接引进国外特别是英美法系国家的原版英文法律教材。选

编类，即中国编写者按照部门法门类摘选原版法律著作的章节，按照英文教材的编写体

例，对其进行生词注音、名词解释、重点句型分析并编写相应的练习。双语类，包括正式

出版的中外法律图书互译和对英美法系一些重要法律的介绍、评论和研究类著作等（张纯

辉 2012）。依据此分类标准，《大学法律英语教程》属于选编类法律英语教材。关于英语

教材的评价纷繁复杂，国内外并无统一的方法和标准。作为一名普通英语教师，结合自己

的使用体验，作者拟采用Cunningsworth（1995）提出的整体印象评价（impressionistic 

overview）和深入评价（in-depth evaluation）方法对本教材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进行

简要评价。 

* 本文为山东省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案例教学在专业学位研究生技能型人才培养中的应用”的阶段性成
果（项目编号SDYY1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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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内容概览

全书共有21章，分为四个部分，采用循序渐进、从引导性到开放式的编写体例。第一

部分共有5章，是法律英语基础知识。编者首先对法律英语的概念进行界定，然后介绍了法

律英语的历史发展、词汇术语特点、学习法律英语的重要性等，这是法律英语入门所需的基

础知识。

第二部分（第6－11章），简要介绍英美法律文化知识。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学习法律

英语离不开法律文化背景知识，这也是学好法律英语的前提和基础。这一部分主要对民法和

普通法两大法系进行比较、对美国法律体系中重要的司法部门（法院）、普通法系中的法官

文化、陪审团制度、美国的法律教育和法律职业与道德进行介绍。

第三部分（第12－17章）分别对美国六个主干部门法（美国宪法、刑诉法、合同法、

侵权法、财产法和证据法）作出概括介绍。在一本教材中，想要全面介绍美国法律是不可能

的，也是没有必要的。六个主干部门法，已经涉及美国的主要法律领域，加上一些实际案例

和与职业有关的法令，使用者完全可以熟悉法律文法和法律词汇。 

第四部分（第18－21章）讨论法律英语写作的规范。法律英语写作功底的强弱直接影

响到法务工作质量，而法律英语写作需要经过严格的训练（张法连 2014：259）。电子邮件

和律师信函是法务工作者常用的交流方式，而撰写案例摘要则是从事法律职业最重要的基本

功。编者对法律英语写作的目的、读者对象、用词、语法规则等都作了简要介绍，让初学者

对法律英语写作文体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三、简要评价

1.	目标定位准确

法律英语是专门用途英语（ESP）的重要分支。而ESP的真正目的不是语言本身的教学，

而是利用语言实现一个确定的目标（Pauline 1980）。法律英语应当以提高英语语言的实际应

用能力为目标，也就是要学习如何使用英语处理立法、司法、诉讼和非诉讼法律事务以及从

事法律研究的工作。

大学法律英语的教学目标就是要帮助学生打下较扎实的法律语言基础，掌握良好的语

言学习方法，熟悉英美法律基础知识，了解中西法律文化差异，增强自主学习能力，提高综

合文化素养，使学生具有较强的法律英语语言综合运用能力，即法律英语的听说读写译能力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英语教学与测试研究中心课题组，2014：2）。

法律英语是基于法律内容的语言教学（Content-Based Instruction，简称CBI），CBI要

求教学应围绕内容而不是语言本身来进行（Richards et al. 2001：204）。法律与英语的结合

要求在编写教材时要以实务为导向，以提高英语的实际应用能力为目标，指导学生正确应用

英语处理各种法律事务。在培养学生的听说读写译五项综合技能基础上，以学生为中心，以

循环、往复、交叉、叠加的训练方式从词汇、句式、功能意念、语段、篇章和思维方式等多

层面出发，提升学生的语用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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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符合学习者需求

大学法律英语的教学对象主要是高等院校非英语专业本科生及各类高等职业院校相关专

业的学生（中国政法大学法律英语教学与测试研究中心课题组 2014：1）。尽管书中节选了

大量的美国案例，语言地道纯正，但编者在内容上作了简化和调整。文本的难度既考虑到了

非法律英语专业的学生适应度，又涵盖了教材的主要功能。学生对世界上两大法系、英美法

律文化和美国六个主干部门法作基本了解，为以后进一步深入学习和探究打下基础。另一方

面，使用本教材的教师主要是普通英语教师和法学专业教师，他们可能缺乏相应的法律专业

知识，或者英语语言专业知识不够。教材的编写既要考虑法律内容的适度，又要兼顾语言表

述的可理解性，还要激活教师有关法律文化背景知识的图式。可以说，本教材对这些方面都

作了考虑和安排。

3.	设计和组织合理

全书四个部分的设计既互相独立，又浑然一体。除第一部分，基础知识的学习应循序渐

进外，其余部分都可以打乱顺序，教师可以根据自己的教学实际、学生的需求、课时的多少

进行有选择地使用。编者在每一部分的开头都设计了导读内容，并从第二部分开始，每一章

前面都附带汉语的“本章概览”，这对于刚刚接触法律英语的学生和普通英语教师而言，是

阅读文本必不可少的背景知识，有效降低了学习难度，充分考虑了非英语专业学习者的语言

水平。

教材的组织非常合理。首先，鉴于法律英语教材的法律属性，内容中有大量法律专门术

语，文字表述中有很多富有法律语言特色的句法结构。因此，教材的第一部分在简单介绍法

律英语的历史演变之后，从第三章开始先介绍法律英语的特点，然后对法律英语术语（第四

章）进行详细解释和阐述，让学生在了解法律语言特点和掌握相关法律术语之后再进入法律

篇章的学习。其次，编者把英美法律文化（第二部分）放在美国部门法（第三部分）的学习

之前介绍，使部门法的学习成为有源之水、有本之木。 教材第三部分，以美国主要部门法为

单位，通过阅读文本对部门法的主要内容进行介绍。为避免此类文章语言枯燥难懂，编者采

用大量真实、具体的案例，增加了可读性和趣味性。英美法系国家是判例法国家，判例在其

司法实践中居于重要地位，教材通过选择一些典型案件的判例内容，并在文章中补充案件的

事实背景，涉及的法律概念、原则和法律条文，教学中安排相关的案例分析、原被告的控辩

理由等内容，帮助学生通过实际案例学习法律英语。同时，编者还将涉及的法律知识内容甚

至法律条文作为补充阅读材料置于教材的后面，便于使用者需要时查阅。最后，编者对常用

的法律信函和案例摘要的撰写作了简要介绍。由于法律文书在写作体例和语言方面有特殊的

规范和较高的要求，本书从法律文书的用词、规范、语法知识和篇章结构等多个层面进行了

深入浅出地解释和说明，使学生切实掌握相关知识，能较为规范地撰写法律文书。但鉴于大

纲对初学者的法律文书撰写能力不做过高要求，所以编者对此并没有展开作深入探讨。教师

也可根据自己的教学实践选择使用。

4.	语言内容难易得当

相比法律英语专业教材（法律英语精读教程），本书的语言内容难易得当，更为通俗易

懂。词汇是语言的基石，法律英语和普通英语最根本的区别在于词汇特有的意义。法律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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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词汇意义和使用语域与普通英语词汇截然不同，成为初级学习者理解法律文本的最大障

碍。本书脚注中关于词汇的注释，起着工具书的作用，使用者可以方便、快捷地扫除词汇障

碍，利于法律文本的阅读。本书还对法律术语和案例中出现的、可能引起理解困难的单词都

给出了汉语释义，省去了动辄查词典的麻烦。这对于刚接触法律英语的高校教师来说，既快

捷又方便，可以迅速上手。 

四、不足之处

1.	缺乏视听多媒体材料

CBI课程的突出特点就是要大量使用教学媒体（视频/音频）来丰富那些组成核心话题

的真实的阅读材料所提供的情景（Brinton et al. 1989：31）。既然法律英语教材以语言交际

教学为目的，那么听说读写译都应成为教学内容，这也是教学大纲的要求。而本教材以读写

为主，翻译也只出现在课后练习中，对于听说基本没有涉及。在多媒体材料成为英语教学材

料主流的背景下，该教材略显滞后。如果学生从来没有见过英美国家的庭审现场，没有听过

法律英语材料的录音，不懂得如何运用法律词汇和句型去表达意义，也听不懂法律英语常用

的对话，这样的法律英语学习，和其他传统英语学习一样，难免落入哑巴英语的境地。

2.	词汇歧义解释不够深入

虽然大多数法律词汇都在脚注里给出了汉语释义，但对于一些同义词，如“法案”，是

用bill, act, code，还是statute，教材并未作出具体辨析。作者认为，词汇释义，首先应有英

语解释，其次可以适当附带一定相关的法律文化知识，这样既能培养教材使用者对目的语的

感知能力，又能清晰地理解术语的确切含义，以便于教师对英美法系和中国的法律体系进行

对比，对有志于从事法律对比研究和法律翻译的教师也可起到点拨作用，便于转型期的教师

发现两种法律体系的不同和研究视角。另外，第四章中的法律术语，缺乏对应的汉语名称，

导致使用者必须借助工具书才能了解其确切含义。 

3.	学习任务缺乏多样性

大学法律英语的学习对象属于高级英语学习者，为满足个体的不同需求，应增加学习

任务的多样性。比如可以设置一些读前问题，以便引起学生阅读时的有效注意。特别是第二

部分的练习，内容多为事实性信息，形式多为单选和填空。不妨设置一些信息差或评判性阅

读任务，让学生既可以带着问题阅读，以掌握要点、重点，又可以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例

如，合同法中关于形成合同的要件以及什么是无效合同等关键内容。另外，第三部分的课后

练习虽然增加了完形和翻译，但题目类型缺乏变化，略显单调。学习任务的设置完全可以富

有层次感和多样性。

五、结语

《大学法律英语教程》的应时出版，为法律英语教学注入了新鲜“血液”。本教材的编

写，总体契合教学大纲的要求，体现了结构、功能与文化的有机结合。所用语言及选编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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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难易得当，每章的概览和注释方便查阅，在各章节的组织教学上，教师可自行决定教学

进程和顺序安排。拥有一本好的教材是教师步入一个新领域的关键所在，该教材为高校英

语教师向法律英语教师转型提供了得力抓手，在众多教材中脱颖而出，可作为初级使用者

的首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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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概要写作中的转述策略研究 *

李莉文  北京外国语大学  刘友道  中国矿业大学  朱振华  浙江传媒学院

提要：该文章主要研究2015级本科生在入学测试的英语概要写作中的转述策略。按照Keck

对转述策略的分类，该研究发现学生使用最多的转述策略是少量转述，其次是近似摘抄，再

次是大量转述，最后为完全转述。该研究对四种转述策略特点进行了分析，对比不同生源地

学生的概要写作水平，探讨语言能力对转述能力的制约，提出提升学生写作转述能力的紧迫

性。

关键词：英语写作、英语概要写作、转述策略、语言能力、写作能力

一、引言

转述（Paraphrasing）是一种重要的文本借鉴策略。好的转述策略能帮助学生在英语概

要写作或学术论文写作时避免发生剽窃现象。然而，当前国内的英语教学没有对概要写作及

其转述策略予以足够重视，相关研究也不足。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内外学界对于转述的标

准依然缺乏统一的认识。

与其他写作体裁相比，概要写作考查学生对原文意思准确再现的能力，写作过程中无需

加入自身观点，因此，概要写作更适于转述策略的研究。本研究主要回答的问题是：在入学

英语测试的概要写作中，学生使用了哪些转述策略？各有什么特点？高考英语有概要写作题

型的生源地学生，他们的入学英语概要写作成绩排名是不是更高？此外，本文就研究结果展

开讨论。

在转述的分类方式和标准上，本文借鉴了C. Keck（2006；2014）研究概要写作中所使

用的方法。该研究方法对不同转述策略进行分类并相应编码，从而使研究者能够进行准确分

析，实现对概要写作的转述策略进行量化研究。他的研究对象是英语作为母语和第二语言的

大学生在概要写作中的差异，其研究结果对本研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文献综述

国内的英语概要写作研究起步较晚，主要使用的是质性研究方法，且研究成果很少涉及转

述策略。曾炳辉（1989）较早关注英语概要写作，他认为英语概要写作通过训练阅读理解能

力、表达能力、分析判断能力、抽象概括能力和记忆能力，最终能够提高智力，他呼吁国内英

语教学重视概要写作的训练。此后20年，英语概要写作的研究成果寥寥无几。盛海燕（2010）

* 基金项目：本文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编号：NCET-13-0677）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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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了某重点大学英语专业低年级学生在概要写作中“换说法”的实际使用情况，该研究仅

包括30个样本，可信度受到影响。此外，该研究并没有对具体策略进行深入分析。陈蕊娜

（2012）以我国西南地区高校一名英语专业大四学生为研究对象，对英语概要写作进行了质性

研究，探讨了中国高水平英语学习者在概要写作中遇到的不能概括主题、过多摘抄原文等问题

及其所使用的应对策略。该研究具有很强的针对性，能够深入分析学生的英语概要写作过程，

但其研究发现是否具有普遍意义值得商榷。李久亮（2014）研究了文章体裁对学生概要写作水

平所产生的影响，他发现学生在说明文概要写作中的表现好于在记叙文写作中的表现。

国外学者较早开始关注英语概要写作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是关于转述

策略的研究成果同样不多。国外学者的研究涉及多个层面。Friend（2001）从语篇处理理

论研究了教学策略对大学生概要写作的影响。语料库语言学家Biber（2003）的多维分析理

论（Multi-Dimensional Analysis）最初用于分析较大型的语料库，Friginal和Weigle（2001）

使用多维分析理论对207篇作文组成的微型语料库进行研究，两位研究者使用Biber标注法

（Biber Tagger）对语料进行详细标注，将其归入四大功能维度并进行详细解读，为后来的研

究者提供了较新的理论和方法视角。Delaney（2008）认为英语概要写作根据语言水平侧重

点的差异可以从三个角度展开研究：阅读理解层面、写作层面和建构法。他要求139名被试

就同一篇原文完成两个写作任务：概要和评述，并收集他们的人口学数据，分析影响概要写

作的因素：语言水平和教育程度。他的研究发现，语言水平和教育程度与概要写作水平呈现

正相关。Hood（2008）按照系统功能语言学提供的研究视角，对概要写作过程中的意义转

换进行研究。她研究了原文、阅读笔记和概要写作三个步骤中的意义转换过程，发现语言教

学过度注重原文关键要点辨识，而忽视了原文关键要点在摘要写作中的再现；学生虽然了解

原文架构，但对语言内容如何在该框架中展开缺乏充分认识。Keck（2006；2014）发现英

语为母语的大学生与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大学生在摘要写作过程中会选择不同的转述策略，

前者在转述中很少摘抄原文，后者在转述中会更多地摘抄原文。

三、研究设计

本研究的参与学生是某所外语类重点大学的2015级新生，新生总数为1332人，本研究

以其入学英语水平测试中的概要写作为研究对象。由于少量学生没有参加该次测试，还有个

别学生没有提交任何写作内容，因此，本研究共计收集1296篇有效概要写作文本。本研究

抽取得分大于等于12分（总分为15分）的文本作为研究样本，共计173篇，占有效篇数的

13.35%。选取样本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因为这个分数段的学生较完整地完成了概要写作

任务，适于开展概要写作的转述策略研究，并从中发现规律，找出运用转述策略中所存在问

题的对策；二是通过集中考察高分数段学生的摘要写作策略，有助于分析阅卷老师对概要写

作的认识，凸显形成统一的概要写作评分标准的必要性。

本研究的重点是尝试性转述。根据Keck（2006：265）的定义，尝试性转述是指在英语

概要写作中，在词汇层面上至少发生了一个以上（包括一个）单词的变化。词汇层面的变化

是指对单词进行了替代（如同义词的替代）或是改变了单词的词性（如名词转化成形容词）。

而标点、名词单复数和主谓一致的变化或只是对原文的词汇、短语等进行重新排列和组合的

情况不属于尝试性转述范畴。对尝试性转述的统计均以句子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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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写作原文的话题是“字母与写作给希腊所带来的变化”。文章包含6个自然段，29

个句子，共计544个单词，平均每句的单词容量为18.76个。该文在阅读难易度评价量

表Flesch-Kincaid Grade Level的测评结果为12.07，另一个阅读难易度评价量表Flesch 

Reading Ease Level的测评结果为41.92。两个阅读难易度评价量表的测评结果表明，这篇原

文的阅读难度适于大学生的阅读水平。根据写作要求，学生需要在20分钟内用自己的话完

成一段100词左右的英语概要写作。

1.	尝试性转述的分类

尝试性转述的分类是以独特词组占其所在句子的单词量比例为依据。根据这个比例的多

少，尝试性转述分为四类：近似摘抄（Near Copy），少量转述（Minimal Revision），大量转

述（Moderate Revision），以及完全转述（Substantial Revision）。尝试性转述的分类和标准

参见表1。表1中涉及的原句为：Sometime around the middle of the eighth century B.C., 

Greek merchants brought the alphabet to Greece.

表1	 尝试性转述的分类及标准

转述类型 标准 例句

近似摘抄（Near Copy）
概要写作中包含50%以上的独

特词组（unique link）

Around the eighth century B.C., 

alphabet was brought to Greece.

少量转述（Minimal 

Revision）

概要写作中包含20%以上至

50%以下的独特词组

The alphabet was adopted by Greeks 

f rom Phoenic ians around the 

eighth century B.C.

大量转述（Moderate 

Revision）

概 要 写 作 中 包 含1%以 上 至

20%以下的独特词组

Back to 8th B.C., Greek merchants 

learned alphabet from Phoenicians 

during their trade.

完全转述（Substantial 

Revision）
概要写作中不包含独特词组

The passage illustrates the adoption 

of alphabet.

注： 本文中普通词组用虚线下划线表示；独特词组用黑体表示；报道性短语用斜体表示，不计入句子总词数。
 图表是根据本研究中的实例制作。

2.	普通词组和独特词组的划分

普通词组是指概要写作与原文相同的单词（名词、动词、形容词和副词）或数个单

词（对词性没有限定）组成的单词串，且它们在原文中不止出现1次。在例1中，“the 

alphabet”不仅在此句中出现，而且在原文的其他地方出现7次，因而被视为普通词组。和

普通词组一样，独特词组也是指概要写作中与原文相同的单词或数个单词组成的单词串，

与其不同的是，它们在原文中只出现1次。在例2中，“Greeks”和“around the eighth 

century B.C.”都仅在原文中出现，因而属于独特词组。因为尝试性转述的分类与普通词组

无关，因此本文的研究重点是独特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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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 原句

Sometime around the middle of the eighth century B.C., Greek merchants 

brought the alphabet to Greece. 

尝试性转述

Around the middle of the eighth century B.C., Greek merchants brought the 

alphabet to Greece. 

例2 原句同例1

尝试性转述

The alphabet was adopted by Greeks from Phoenicians around the eighth 

century B.C. 

3.	尝试性转述的识别和编码

在Keck（2006）的研究中，对于普通词组和独特词组的识别通过自编的一款软件实现，

而本研究则采用了软件识别和人工识别相结合的方法。使用的软件是Microsoft Office 2007

中的Word，版本号为12.0.4518.1014。具体步骤如下：首先，使用Word软件的“比较”功

能显示概要写作与参考原文中一致的单词、单词串或句子。接着，使用Word软件中的“查

找与替换”功能，确认该单词、单词串或句子在原文中出现的次数。如果只出现一次，即确

认为独特词组，如果出现多次，则确认为普通词组。下一步，把确认的独特词组（一个或多

个）中的单词数除以概要写作中该独特词组所在句子的单词总数，得出独特词组占其所在句

子单词数的比例，并以此为依据判断该句子所属尝试性转述的类型。如该比例大于或等于

50%，属于近似摘抄；比例大于或等于20%而小于50%，属于少量转述；比例大于或等于

1%而小于20%，则属于大量转述；如该句子没有独特词组，则属于完全转述。在软件识别

后，再以人工识别辅助识别。

在本研究初期，两名具有多年英语教学经验的编码者对8篇概要写作中的尝试性转述进

行识别，共识别出37个尝试性转述。两位独立编码者对尝试性转述的判断与识别基本一致

（Cohen’s Kappa=0.95）。接下来，他们继续单独完成剩余的识别和编码工作。

四、研究发现及讨论

1.	尝试转述策略

在概要写作中，学生采用的转述策略见图1。其中后四项为尝试性转述。在915例尝试

性转述中，近似摘抄为278例，占样本总数的30.38%；少量转述为383例，占41.86%；大

量转述为169例，占18.47%；完全转述为85例，占9.29%。此外，图1显示完全抄袭为46

例，涉及25人，占样本总数不到15%。统计结果说明，在概要写作中，学生使用最多的策

略是少量转述，其次是近似摘抄，再次是大量转述，最后为完全转述。近似摘抄的比例较

高，与Pecorari（2003）和Shi（2004）的研究发现相吻合，前者发现近似摘抄甚至还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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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数国际留学生的博士论文中，而后者的研究也表明，中国大学生比英语作为母语的大

学生更多地使用近似摘抄的单词串。

图1 完全抄袭和尝试转述四种类别的数量

不同类型的尝试转述中关于独特词组的比例和词数有什么特点？表2显示，在近似摘抄

的句子中，独特词组的词数占其所在句子单词数的平均比例为64.04%，独特词组的平均词

数为10.57个。例3清楚表明近似摘抄中存在较长单词串的特点。

表2	 尝试转述不同类型的特点

尝试转述的类型 独特词组占全句的比例 　 独特词组的词数

　 M SD 　 M SD

近似摘抄 (n=278) 64.04 9.69 　 10.57 3.4

少量转述 (n=383) 32.56 7.6 5.85 2.14

大量转述 (n=169) 12.44 4.29 2.25 1.12

完全转述 (n=85) — — 　 — —

例3 原句

But soon writers were not just recording oral poetry, they were composing 

original poetry to be read and recited.

近似摘抄

Writers were not just recording oral poetry but also composing original 

poetry. 

在少量转述的句子中，独特词组的单词数占其所在句子单词数的平均比例为32.56%，

独特词组的平均词数为5.85个。如例4所示，与近似摘抄相比，少量转述中更多包含了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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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原文的阐释，而不仅仅是对原文单词和单词组的简单堆砌和重组，因此使独特词组占其所

在句子的词数比例下降到50%以下。

例4 原句同例3

少量转述

Poetry was the first form of their culture which included oral poetry and 

original poetry. 

大量转述中至少包含一个独特词组，但独特词组占其所在句子单词数的比例不超过

20%。表2显示，在大量转述中，独特词组占其所在句子单词数的平均比例为12.44%，独特

词组的平均词数为2.25个。与前两类尝试性转述相比，在大量转述中，独特词组的数量和平

均词数均显著减少。在例5中，独特词组所含单词数都仅为1个，这在大量转述中是普遍存

在的现象。

例5 原句同例3

大量转述

Writers developed poetry from recording to creating, all because of the 

appearance of the alphabet. 

完全转述不包含任何的独特词组，因此在表2中也没有对应的统计数据。在完全转述

中，如例6所示，除了可能出现的普通词组之外，其余单词均与原文不同，体现了学生较高

水平的转述能力。

例6 原句同例3

完全转述

However, among all of those positive effects brought by the alphabet, the 

beginning of the creation of literature is most critical.

研究结果显示，尝试性转述是参与学生在英语概要写作中的主要策略。平均每篇概要写

作中有5.29个尝试性转述，这与Keck（2006；2014）的发现基本相同。此外，从表3可以

看出，尝试性转述占所在句子总词数的平均比率约为35%，也就是说在一个由15个单词构

成的句子中，有大约5个单词属于尝试性转述。

表3	 尝试性转述占所在句子总词数的平均比率

数字
最小值

（M）

最大值

（X）

平均值

（E）
标准偏差 方差

尝试性转述占所在句

子总词数的平均比率 173 .00 78.00 35.3815 17.03328 290.133

有效 N（成列）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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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Currie 1998；Howard 1996；Shi 2004）在研究中指出，语言能力影响学生

对原文的转述能力。一方面，转述能力受到词汇运用能力的影响。从属于近似摘抄的例7来

看，学生对原句大部分词汇和短语只进行简单抄袭。而从例8少量转述开始，词汇的丰富性

和难度都逐渐有所增加。在例9中，“records of transports and accounts”显然对原文中的

“kept track of shipments, payments, loans, and debts”进行了较大程度的转述，词汇的丰

富性和难度都比例7和例8有所提高。例10的完全转述使用了一个高度概括的句子传达原句

的信息，其中civilians, diversity和prosperity等词汇的准确使用，体现出作者较强的词汇运

用能力。另一方面，转述能力也受到句法能力的影响。例9使用了分词短语，例10使用了非

限制性定语从句，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句子的信息量或概括能力。因此，概要写作课

程也需要注重学生词汇和句法使用能力的提升。

原句

Merchants kept track of shipments, payments, loans, and debts, thereby 

helping the economies of Greek communities to thrive and become more complex.

例7 近似摘抄

Third, the alphabet helped the economies of Greek communities to thrive 

and become more complex.

例8 少量转述

And the development on business not also played its role in developing of 

Greek communities.

例9 大量转述

Also, records of transports and accounts were also kept in written words, 

thus helping the Greek economy thrive.

例10 完全转述

Additionally, the passage points out the profound influences of the adoption 

of the alphabet, including equality among its civilians, diversity and prosperity of 

its local economy, and development of literature.

2.	高考英语概要写作题型与入学概要写作成绩的相关性

本研究的对象是参加了2015年高考的大学一年级新生。在2015年之前，高考英语试卷

中采用了概要写作题型的省份有广东省和江苏省。假设来自这两个省份的考生接受过概要写

作训练，因此在这次测试中会体现出更强的概要写作能力。我们用来自某一省份在该题获得

12分以上的学生人数除以来自该省的所有学生人数，得到概要写作高分比，通过概要写作高

分比来观察学生概要写作之间的差异。通过表4可知，来自广东的学生概要写作高分比高于

除上海之外的其他省份的学生。此外，尽管江苏的学生概要写作高分比并没有明显体现，但

仍然位于总体（共计33个省份和地区）排名的前列。广东省高考英语试卷的写作部分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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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三年采用了概要写作的形式，这必然引起高中英语教师对概要写作的重视，并在平时的

英语教学活动中注重培养学生的概要写作能力。江苏省英语高考试卷于2014年才开始使用

概要写作形式。对于2015年参加高考的江苏学生，概要写作只是一种偶尔出现的题型，高

中英语教师可能尚未分配太多的时间和精力来训练学生的概要写作能力，从而未能实质性影

响来自江苏省学生的得分情况。可以推断，即使当前国内依然缺乏对概要写作的统一标准，

但前期接受概要写作的训练依然对学生的概要写作水平产生明显影响。 

表4	 各生源地学生的概要写作高分比一览表

序号 省份 学生总数 12分以上的学生数 高分比

1 上海 19 7 36.8%

2 广东 74 17 23.0%

3 天津 34 7 20.6%

4 福建 40 8 20.0%

5 安徽 43 8 18.6%

6 山东 94 17 18.1%

7 河北 53 9 17.0%

8 河南 70 11 15.7%

9 江苏 70 11 15.7%

10 重庆 27 4 14.8%

11 四川 55 8 14.5%

12 浙江 70 10 14.3%

13 甘肃 24 3 12.5%

14 湖南 51 6 11.8%

15 黑龙江 26 3 11.5%

16 辽宁 27 3 11.1%

17 北京 167 17 10.2%

18 湖北 50 5 10%

19 陕西 54 5 9.3%

20 贵州 24 2 8.3

21 云南 28 2 7.1%

22 吉林 43 3 7.0%

23 西藏 16 1 6.3%

24 江西 33 2 6.1%

25 内蒙古 17 1 5.9%

26 山西 20 1 5%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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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省份 学生总数 12分以上的学生数 高分比

27 广西 29 1 3.4%

28 新疆 40 1 2.5%

29 海南 7 0 0%

30 宁夏 11 0 0%

31 青海 11 0 0%

32 台湾 1 0 0%

33 香港 4 0 0%

总计 1332 173 13.0%

此外，本研究的对象多来自国内顶尖水平的外语学校，外语能力较为扎实，但其在概要

写作中大量使用近似摘抄和少量转述，这一现象从侧面说明，当前我国的高中教育对英语概

要写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缺乏对概要写作的训练。虽然个别省份（如广东省）在高考英语

科目中已加入概要写作部分，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学生在概要写作中缺乏整体性科学转述的

现状。

五、结论

本文主要研究某外语院校2015级本科生入学测试中在英语概要写作中所使用的转述策

略。按照Keck对转述策略的分类，本研究发现学生使用最多的转述策略是少量转述，其次

是近似摘抄，再次是大量转述，最后为完全转述。在少量转述的句子中，独特词组的单词数

占其所在句子单词数的平均比例为32.56%，独特词组的平均词数为5.85个；在近似摘抄的

句子中，独特词组的词数占其所在句子单词数的平均比例为64.04%，独特词组的平均词数

为10.57个；在大量转述中，独特词组占其所在句子单词数的平均比例为12.44%，独特词组

的平均词数为2.25个；完全转述不包含任何的独特词组。显然，学生的语言能力对其转述能

力有影响。本研究还对比了不同生源地学生的概要写作水平，发现高考英语题型里有概要写

作的生源地学生的入学概要写作测试成绩的排名更高。

研究还表明，学生虽然有一定的转述意识，但是对于如何在概要写作中更好地进行转

述显然存在严重的认知不足，转述中包含大量对于概要原文单词或单词串的直接摘抄，在

当前对剽窃依然缺乏一个统一的可操作性定义的情况下，也很有可能被认定为剽窃（Currie 

1998；Keck 2006）。此外，虽然当前对于转述的优劣依然缺乏统一的评判标准，但是大量

转述和完全转述毫无疑问是更加值得肯定的转述方式，有助于更好地规避剽窃的风险，值得

所有大学生，尤其是需要出国交流或深造的学生在概要写作和学术写作中引起重视。同时需

要强调的是，国外大学注重使用查重系统（如Turnitin）来审查学生的学术写作，长此以往，

学生就会有意识地在写作中注重使用大量转述和完全转述的策略。由此，加强对转述策略及

其重要性的认识和对学生转述能力的培养应从现在抓起。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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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也有其局限性。比如，在判断独特词组时，无论识别出来的与原文重复的单词

或单词串是比较重要的词（如名词、主谓搭配词等），还是相对不重要的词（如形容词和虚

词等），只要其词数一样，就不会影响对尝试性转述的分类。因此，是否应该对单词串的构

成词性加以区分并作为判断尝试性转述的分类依据之一，以及普通词组是否也应该和独特

词组一样作为区分尝试性转述的标准等，这些问题都值得在后续研究中进一步明确和探讨。

此外，后续研究可以采用访谈、跟踪调查等多种方法，更加深入地挖掘影响学生转述策略

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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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英语推介的多模态案例研
究——以美国洛杉矶硅谷博士
商演项目推介为例 *

杨  梅  宿州学院

提要：本文基于多模态话语与互动分析理论，以2017年美国硅谷某高层商业项目推介会中

两名美籍华人博士商务英语推介为例，对比讨论其各自推介的优势与不足，深入分析推介效

果差异的多层次原因。在国际商务环境中，商务英语学习者或工作者应从了解商务文化，把

握商务语境，合理处理语言及非语言模态关系及熟练运用现代媒体等层面，不断提高自身从

事国际商务活动的实战能力。只有掌握国际商务英语推介的营销策略与技巧，才能实现更大

范围的商务沟通与合作。

关键词：商务英语推介、多模态案例、多模态话语分析

一、引言

商务英语推介属于商务英语演讲，其典型的例子是在国际语言环境中集中宣传或推

介某一产品、提案或商业项目。目前，国内商务英语推介的研究尚不多见，而当主题词扩

大为“商务英语演讲”时，则有少部分相关研究，比如对外经贸大学王立非教授基于国外

商务演讲英语的语料库研究并分析了2004—2014年的国外商务英语演讲研究现状。他指

出，国外商务英语演讲，因语言环境就是英语，无需过多通过教学强化语言，更多是经济

或者管理学科的研究，而国内商务英语演讲的研究则集中在教学、语言学等领域（王立非 

2016）。国外关于商务英语推介的研究相对丰富，涉及商务服务（business service）、国

际会议（international conference）、数学教育（mathematics education）等商务或学术

领域。Evans（2013）认为服务行业中的推介英语应着力突破四方面：有效吸引目标客户、

迅速权威解说问题、自如运用推介口语以及灵活穿插PPT幻灯片。西班牙学者Morell尝试

研究了国际会议口头推介英语的多模态语篇，发现多模态运用意识越强，展示者通常表现

会越好，视觉模态的使用强度能有效弥补口头表达差异。另外，优秀的商务展示者常常交

替使用多种模态进行表达（Morell 2015）。Peichang et al.（2016）研究了跨文化交际中

的数学教学语篇中的语言及非语言符号转换模式及策略。经梳理中英文献，作者发现国内

* 本文为安徽省教育厅国内访学研修重点项目“多模态话语分析视域下的商务英语翻译教学研究”阶段性成
果（项目编号：gxfxzd2016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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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结合多模态理论进行商务英语推介的研究尚不多见，这正是本研究的新意所在。本文以

两名美籍华人博士商务英语推介为例，对比讨论各自推介的优势与不足，深入分析产生差异

的多层次原因，并由此得出更好地进行国际商务英语学习或工作的启示，以期对学术研究及

商务实战能力培养有所裨益。

二、商务英语推介案例的多模态研究设计

商务英语推介中，参与者实际上不仅仅使用语言，还涉及其他多种模态，如口头语言、

空间、手势、目光、姿势、运动、声音、语调、音乐、三维物体、书面、图像、表格、图

表、图片等独立表达意义符号系统（Sigrid 2004）。本论文拟结合多模态理论，对比讨论两

位美籍华人博士的商务英语推介活动的优势与不足，并深入分析产生效果差异的多层次原

因。根据推介者的现场活动视频、PPT及商演思路，我们大致可将推介活动分段化处理如下：

1. 团队介绍 4. 竞争优势 

2. 项目导入 5. 研究阶段 

3. 市场需求 6. 对接需求

案例研究涉及8种具体模态：

1. 着装 5. 现场移动

2. 口头语言 6. PPT文字

3. 身体姿势语 7. PPT图片

4. 面部表情 8. PPT视频

这样可以方便观摩评委按阶段和按模态打分。

本研究采用的多模态理论是目前比较流行的多模态话语分析与多模态互动分析理论。

近十年来，国外相关研究非常充分。其中多模态话语分析大部分集中于外国语言文学研

究，但也结合计算机、自动化技术、新闻传媒、医药、企业经济、互联网等商务专业领

域进行研究，如网络自学英语与互动学习英语的多模态语篇研究（Li 2009）、关于提高

竞争性网站的黑色旅游网站的多模态话语分析等（Jayne 2016）。国外多模态互动分析

理论研究的代表人物为新西兰著名学者Sigrid N.。早在2004年她便初步构建了多模态

互动分析的基本理论框架。她提出多模态互动分析的概念“frozen actions”，即内嵌于

物体本身或环境的凝固活动。当社会行为者参与制造或者使用这些实有物体时，他们的

言行就会固化在物体本身之中。人坐在咖啡厅喝咖啡，咖啡杯子以及桌面上摆放的其他

物品都会指示社会活动者所进行的具体活动（Sigrid 2004）。近年来，Sigrid又以多模

态互动分析为框架研究新西兰受试家庭组视频聊天活动中家人身份建构问题。她把活动

分为高层活动、低层活动和凝固活动三种，认为模态结构配置主要包括模态的组成、排

序和模态之间的关系等特征，其中，最主要的是模态在活动中重要程度的排序（Sigr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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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国内有辛志英（2008）、张佐成、陈瑜敏（2011）、张德禄、郭恩华（2013）等

学者进行了多模态理论或话语研究。其中，张德禄教授多年来对多模态理论展开了系列

研究，探索地提出多模态话语分析与多模态互动分析等理论框架，并结合多类型案例进

行深入讨论分析，有效地弥补了国内相关研究理论与实践不足的现状（张德禄 2009a，

2009b，2010；张德禄、郭恩华 2013）。国内外多模态理论的深度研究使本研究获得深

厚的理论基础支持。

1.	研究问题

本案例拟研究如下3个问题：

1）两位美国博士商务英语推介效果的优势与不足各是什么？

2）影响他们多模态商务英语推介效果的可能因素有哪些？

3）两名博士的商务英语推介给我们何种启示？

2.	研究对象

本文研究对象涉及商业技术，是经过被研究者同意对其拍摄视频进行的研究。研究

对象是2名在美国工作10年以上并创业的美籍博士。他们均是在中国科技大学取得学士

学位，随后又赴美进行了硕博学位的深造，学历背景较相似，但两人性格年龄差异明显，

一位博士年龄55岁，在美生活30余年，性格开朗健谈；另一位博士年龄33岁，文静寡

言，非常绅士。本人进行研究之前，曾参加有两位博士共同参与的美国华人专家国内商

旅考察团为期两周的活动，对他们的语言、性格、专业程度有较为客观的把握，同时也

反复观摩了2人共同参加的美国洛杉矶某商务英语推介活动，从而确立两人有可供研究

对比的价值。

3.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案例分析及定量研究结合的方式，旨在揭示多模态的调用与商务沟通效果的

关系。本文作者对2名美籍博士商务英语推介视频（长度均在15分钟左右）进行分阶段、分

模态的描述记录及对比分析，然后邀请5位与作者在同一所大学任教的英语专业老师进行评

分。他们平均年龄在42岁，均有超过10年的英语专业教龄，硕士或博士学历，2位男士，3

位女士，均经常作为评委出席各类英语演讲比赛，有较好评委评分经验，从而保证了实验评

分的专业性。关于此次评分，作者事先提供了两位博士英语推介视频让诸位老师同时观摩，

并拟定多模态使用效果评分细表，让评委老师明确如何分阶段、分模态进行打分，单项分数

满分10分，评分去掉评委组最高分与最低分，取平均值，最终取得了较为可信的商务英语

推介效果评价分值。

4.	研究结果与讨论

以下为研究信息：

中国esp研究2017第2期 正文.indd   59 18-1-12   下午3:16



60

商务英语推介的多模态案例研究——以美国洛杉矶硅谷博士商演项目推介为例

表1	 两名博士商演模态使用分段记录表

推介者
商务推介
阶段

多模态使用
种类

服装
身势
语言

面部
表情

舞台
移动

PPT
文字

PPT
图片

PPT
视频

英语
口语

博
士
1

团队
介绍
1’10”

西服
正装

进入讲台
前给观众
鞠躬。

注视主座
席区，随
后眼神环
顾观众，
自信保持
微笑。

在讲台区
域小范围
活动。

配一张幻灯
片：幻灯片1
项目名称和
研发团队主
要负责人名
字与项目题
目介绍。

幻灯片1无
图

无视频 声音洪
亮有力，
语速中
速偏快，
标准美
式发音。

项目
导入
2’3”

走近PPT
附近，详
细讲解，
多次使用
手势。

专业，自
信，与观
众全程眼
神交流。

靠近观众
近景区与
观众问题
互动，或
回到PPT
近景处讲
解。

幻灯片2、3
关于眼睛、
近视眼发病
机理的介绍
文字，只有
标题及新闻
图片配字说
明。

幻灯片2配
彩色眼睛
结构剖面
图，对比
正常眼睛
与近视眼
睛的不同，
生动直观
地介绍眼
病是什么。

有局部
动态
扩大疾
患部动
图。

语速稍
微加快，
沉稳有
力。

市场
分析
2’40”

走进观众
区，双手
不断使用
手势。

对眼病高
发病率表
示担忧。

或靠近观
众，或靠
近PPT，
多次来回
移动。

幻灯片4左
侧中国近视
眼2009年的
患者信息描
述，右侧截
取的新闻图
表明亚洲50
年来近视眼
发病率的陡
然增加。

幻灯片4
右侧配彩
色图：一
个近视眼
发病率趋
势图，彩
色线条清
楚地表示
1930年至
2010年近
视率不断
攀升。

竞争
优势
5’10”

双手在邻
近PPT展
区不断演
示近视眼
药的研制
原理及研
发思路。

张弛有
度，基本
处于节
奏紧密阶
段，表情
比较沉着
冷静。

讲解技术
难点时离
开讲台，
在观众近
景区，利
用感应笔
在屏幕做
加强、阐
释动作。

搭配文字，
列举传统治
疗方案弊端。

再次突出
显示近视
眼剖面图，
以解释本
技术的关
键点。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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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介者
商务推介
阶段

多模态使用
种类

服装
身势
语言

面部
表情

舞台
移动

PPT
文字

PPT
图片

PPT
视频

英语
口语

研究
阶段
3’6”

在配图区
用手指点
解释目前
的动物实
验是什么。

专业、
自信

从PPT近
景区前移
到观众前
排前。

PPT主要展
示前后动物
眼病注射药
物后的变化，
文字较少。

配四张彩
色实验前
后的兔子
眼睛图片，
用于对比
试验效果。

无 语速适
中，声
音洪亮。

对接
需求
1’10”

利润高时
握拳重点
强调。

自信、
谦虚、
感激

转向领导
座席区，
目光交流。

只有文字表
述投资回报
率，用具体
数字表示。

无图 语速适
当放缓
慢，着
重强调。

博
士
2

团队
介绍
1’30”

西服
正装

45度倾斜
对着屏幕
与观众，
手势基本
是来回指
屏幕。

开始稍显
紧张，逐
渐放松。

在讲台左
侧小范围
活动，或
转身面对
观众，或
看PPT。

项目名称大字
加粗显示，演
讲者简单文字
介绍：某某洛
杉矶公司执行
总裁。

并列摆放
三张所在
地区及公
司的彩图。

无 语速较
慢，语
音语调
标准流
利。

项目
导入
1’30”

手不断指
示屏幕出
现的新幻
灯片。

稍放松，
进入状
态。

同上 彩色加橘色
底纹英语标题
非常醒目，引
导观众认识项
目以及公司的
知名度。

PPT展示中
图片占据
三分之二
空间，选
图时尚新
颖。

无 语速适
中，语
音语调
标准，
声量一
般。

市场
分析
3’20”

伴随背景
切换使用
手势，手
势重复率
较高。

自信 离讲台更
远，进入
PPT前景
区进行讲
解。

标题表述十
分时尚，用
夸张、比喻
方式陈述，
更吸引眼球，
数字列举让
人十分惊讶。

图片成为
谈话的切
换点，看
图递进话
题，幻灯
片较多（5
张）。

无 语速较
快，时
而穿插
口语停
顿词语。

竞争
优势
4’40”

手势切换
幻灯片。

同上 站在PPT
近景区右
侧开始深
入讲解。

所有文字都
是采用彩色
底纹显示，
突出效果明
显。

图片为辅，
PPT基本被
文字控制，
项目优势的
展示部分又
大量截取实
际交流的社
交聊天记录
图。

同上

（待续）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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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介者
商务推介
阶段

多模态使用
种类

服装
身势
语言

面部
表情

舞台
移动

PPT
文字

PPT
图片

PPT
视频

英语
口语

研究
阶段
2’10”

同上 同上 站在主席
台前方，
后来向右
移动到屏
幕右侧。

同上 充分调用
各种商业
流程图、
柱状图、
趋势图、
饼状图等，
颜色设计
多元。

航拍制
作宣传
视频，
时尚动
感。

非常流
畅。

对接
需求
1’50”

同上 同上 回到讲台。 同上 同上 无 语速放
慢。

表2	 两名博士商务英语推介综合评价评分表

个人评价
模态评价
模态类型

口语
模态

（满分
10分）

身体
姿势

（满分
10分）

着装
（满分
10分）

舞台
移动

（满分
10分）

手势
语言

（满分
10分）

PPT文字、
图片、视频

（满分10分）

博士1
从商多年，商业
文化背景深厚；
语言能力强；计
算机运用一般；
性格外向；
善表达，沉稳成
熟。

始终主
导，但
仍需借
助PPT

逐渐强化，能
随机根据内容
变化，感觉非
常自然，重点
部分突出效果
很好。

平时比较休
闲，着装注
重舒适，宽
松；正式场
合着装符合
规范。

移动非常
自然，迅
速完成，
给观众的
冲击力比
较强。

非常频繁使
用，比如
靠近PPT讲
解原理，对
某一环节握
拳表示强调
等。

PPT总共12页，
主要就是提纲性
文字，配图，动
画有，但很少，
只有一张局部扩
大动态图。

模态使用效果
均分

9.8分 9.8分 9.6分 9.9分 9.8分 8.6分 共57.5分

博士2
公司创业成立不
久，有较强的商
务背景知识；计
算机专业水平；
性格内向；不健
谈，但能逐步适
应环境。

其主导
地位依
赖PPT
展示

没有明显的重
点部分和非重
点阶段区分，
偏向均衡使用。

平时着装，
比较绅士，
多西服正
装，鞋子休
闲。

移动步伐
比较小，
有些刻意
挪动，速
度较慢。

手势的重复
率很高，或
左右切换
PPT，或双
手自然表达
动作，速率
较缓。

PPT总共18页
色彩搭配靓丽，
生动，配图丰富，
PPT制作图文并
茂。

模态使用效果
均分

9.0分 9.3分 9.7分 9.0分 9.5分 9.9分 共56.4分

从表1可以看出，两位博士均能较好地处理商务推介活动的重点与非重点。从时间分配

上可看出，两位博士的团队介绍、项目导入与对接需求部分用时都较短，约占5分钟，而市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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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分析、竞争优势与研究阶段部分阐述细致充分，占用约10分钟的时间。博士1的突出优势

是英语表达功底好，语言模态与面部表情、肢体语言、舞台移动、PPT文字、PPT图片的调

用都非常自然协调，能够非常轻松地向读者传递重点信息，商务沟通效果较好。不足之处是

PPT设计有些简单粗糙，色彩变化少，没有采用声音或者视频模态等辅助手段。博士2则将

PPT做得细致精美，色彩变化多；团队亲自拍摄的软件宣传广告视频，时尚活泼；推介者所

要表达信息90%都在PPT上，PPT信息密集。他英语推介的劣势是英语语言表达能力稍弱，

声音较小，语速起伏变化不明显，多匀速进行，大部分时间对着PPT进行宣讲；身体姿势与

移动有些紧张，过于依赖PPT，未能就PPT以外的知识做较为深入的讲解；演讲推介时，舞

台移动有些生硬。表2显示：在模态调用方面博士1在与PPT有关的模态使用上不够充分，

均值较低，只有8.6分，但其他模态的使用均占明显优势。博士2的PPT有关模态的调用均

值得分很高，为9.9分，但是与推介者自身直接相关的语言、身体姿势或移动模态的使用却

得分较低。

限于篇幅，下面仅就两位博士推介活动的第一部分“团队介绍”，结合表1、表2具体对

比分析他们各自商务推介的优势与不足。

从口语、面部表情、身势语模态看，笔者发现博士1性格活泼健谈，非常容易开场抓住

观众的眼球，比如诚恳的鞠躬，面部的微笑；诚恳认真的目光交流，手在介绍阶段时基本

自然垂放在裤管两侧。博士1基本不依赖PPT进行团队介绍，因其英语语言表达能力很强，

PPT里只有白板背景与简单的团队负责人名字。博士2相对于博士1而言，上台之初稍显紧

张局促；声量偏小，英语语言表达的语流、语速偏慢，口语中有部分母语方言口音迁移现

象；依赖PPT的时间过久。在口语模态搭配面部表情、身势语模态的使用上，博士1占明显

优势。

从PPT文字、图片、音频模态看，表1显示博士2虽仅用一张PPT，但其颜色变化多，

主题配图贴切生动，突出了主讲人及公司信息。这样的多模态运用，有效地弥补了演讲者不

善表达的弱点。博士2的PPT制作多模态搭配合理充分，非常符合其时尚主题——鼓励人们

线下交往的社交软件。可以看出，一种模态得到凸显，其他模态必然弱化：推介者英语表达

能力强，PPT等外在视觉模态作用就会弱化，反之当推介者自身语言表达不充分时，观众就

会自动关注到其他模态，如加强对PPT展示的关注。

从舞台移动模态看，博士1舞台移动控制得体自然，上台后没有立刻走动。介绍部分时

间较短。为了集中表达语言信息，他选择站在讲台后侧，诚恳有效地介绍有关信息，除了转

身换PPT，大部分时间都在讲台正中区，简明扼要地介绍自己及团队。这时的移动、声音、

文字、图片等模态作用显然都被弱化，甚至为零存在。但是博士2却大不相同，登台问候过

观众后就开始了移动，但只是移动到讲台左侧做小范围内活动，有时也会回到正中间，或者

转身，用手指点图片进行解说，他的移动似乎是为了让自己看上去不太紧张，活动偏频繁。

实际上，在开始的介绍阶段，过多的移动会让观众感觉有所不妥。因其语言表达能力不强，

所以只有靠移动身体到展区前，指着PPT内容讲解，这样大家焦点可能会集中到PPT上，而

不是说话者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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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美国博士商务英语推介效果差异的原因及启示

综合看来，本案例中博士1的商务英语推介效果略优于博士2，较好地展示与推介了自

己团队的项目与技术。

研究发现，博士们商务英语推介效果会受到多层面内外因素共同影响与作用。

从商务文化层面看，有个性发挥的弹性空间。传统正式商务规范场合在很大程度上制

约着参与者的服装及言行举止，但是随着多国文化的融合和多模态表达手段的并行，个性

逐渐受到参与个体的推崇。以着装为例，二者虽然都是正装，但正装的颜色及款式的选择有

时会受个人性格的影响。如表1视觉模态着装，博士1的西服偏宽松，蓝色条纹领带搭配浅

蓝色衬衫，给人感觉很稳重；而博士2则选择比较醒目年轻化的红色条纹领带，白衬衫与修

身西服款式，给人感觉清新时尚。大部分男士正装西服颜色以灰、黑、蓝等冷色调为主，但

女士可选的颜色及款式较多，既可以是冷色调，也可以是较明快靓丽的颜色。良好的商务着

装素质彰显了个人的品位与地位，也代表了公司或团队形象，是一种无声的视觉模态。这两

位博士着装非常符合商务文化规范的要求。实际上，这两位博士着装差异并不明显。如果在

正式场合，一位着正装，另一位穿休闲装参加会议，后者就会明显感觉到尴尬。视觉着装模

态告诉我们，无论如何彰显个性，品味都要符合基本的商务文化礼仪要求。同样，在团队介

绍阶段，如果推介者拖延很长时间滔滔不绝夸赞自己公司或个人成就，就会被视为不专业的

表现。这要求商务英语学习者或工作者既要掌握商务背景知识，又要注意把握个性发挥的尺

度，这样，在正式商务交流中给对方留下深刻的印象。

从商务语境看，商务话语既要符合语境要求，又受到个人语言素质的制约。模态与语

境会构成积极模态或者消极模态的关系。语境是由话语的基调，话语的范围及说话方式所构

成。表1中的6个阶段实际就是6个子语境，从属于商务推介总语境。演讲者处于美国洛杉

矶某高层人才交流论坛现场，他们的多模态话语要求是专业研究型的，不必通俗易懂。这样

的话语对于参会者而言是参与了积极模态的构建，比如PPT中出现了大量的眼科或者社交软

件术语：LASIK（激光原位角膜切削术），LASEK（激光上皮下角膜磨镶术）等。这些术语对

非专业人员来说，理解十分困难，但是专业人员却十分熟悉。从表1也可看出，博士1进行

竞争优势的介绍时，基本依赖于自己的深入讲解，部分依赖PPT；而博士2语境把握就明显

受到话语基调及说话方式的影响，表达效果较弱，所以只有通过PPT媒体来弥补。把握商务

语境的重要性要求我们要努力提高自身语言素质，特别是语境语言素质，在合适的场合，用

得体的方式，表达合适的意思。

从商务语言与非语言的关系来看，推介者侧重点不同，商务推介效果也不尽相同。语言

与非语言层面都属于多模态话语的内容表达层面。社会符号学认为非语言的符号和语言一样

都存在语言的三大元功能：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及语篇功能。比如PPT中使用的图片、明快

的色彩、录像的声音都无一不在传递与主体模态契合的商业信息。如何合理地调用语言与非

语言模态决定着商务推介活动的最终效果。如表1，博士1在讲解眼病的时候，配有眼球剖

面图，如果博士1仅仅说大家请看图，这就是以非语言模态为主，语言为辅；如果他非常细

致地结合图进行有效讲解或引申举例时，效果则相反。博士2在进行社交媒体推介时，借助

了生动直观的过程流程图，各式各样的商业图表，加之数字，信息非常密集，所以他不需再

过多补充其他信息。在商务英语推介活动中，口头语言表达就是主模态，其他模态只起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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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作用。博士2的PPT做得较好，但表达效果不够好，原因就是语言主模态的主导地位受

到了影响，互补强化的模态占据了支配地位。这样的结果使其商务推介表现得有些呆板，主

要是对着PPT宣讲。这一点在商务英语推介中应力求避免，因为PPT只是起到提示的作用。

商务推介中要正确处理好语言与非语言的关系，两者都属于多模态表达的内容层面。正因为

它们都可以传递信息，运用的时候要有所侧重，明确主次，既要学好用好商务英语语言本

身，也要重视非语言素质的提升，让自己的举止言行统一、自然、协调，才能达到商务推介

的效果。 

从媒介媒体的层面看，商务推介者媒体媒介运用专业程度不同及偏好不同也会产生展

示效果差异。语言学家研究发现，媒体如声音、图像、感觉也有自己形体特征与语法规则，

虽然不像语言的词汇与语法系统那样复杂完备，但是这种形体特征也具有任意性与多产性。 

表1、表2显示博士1在PPT媒体制作方面不够娴熟专业；图觉、声觉媒介利用不充分，所以

传达效果不如博士2的媒体效果明显；博士2的团队是计算机软件设计的精英组合，在制作

PPT方面，代表着国际专业水平。博士2给出的风景图、明星照、航拍广告摄影均被得体运

用，在商务英语推介者语言表达不强的前提下，依然能传递充足信息，这和媒体媒介的充分

发挥有着直接关联。媒体与媒介的作用就是多模态表达的形式问题，内容再好，也要有合适

的形式承载。大数据时代，商务英语学习者及从业者更应突破专业界限，学好媒体软件，才

能使商务营销功能优质化运行。

两位博士商务英语推介的最终效果有所不同，但他们都是优秀美籍华人代表，语言和专

业都已具备了较高的水平。尽管如此，在进行商务英语推介时，旅居国外多年的专家仍会遇

到诸多问题，所以商务英语学习及工作者更要审慎处之。

四、结语

通过对上述两名美籍华人博士商务英语推介过程视频的反复观摩与描述记录，在对比分

析他们商务推介效果基础上我们发现：博士1因商务英语推介所需的主导模态——英语语言

模态与其他模态搭配使用较好，使得其最终表达效果略优于博士2，但在PPT文字、音频及

图像模态方面，博士2更专业、更灵活。 造成二者商务推介差异的原因可能是复杂的、多层

次的。通过上述案例分析研究，我们认为，在进行国际商务英语推介中多模态运用是可行且

必要的。在具体进行商务推介过程中我们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商务文化允许个性空间发挥。这意味着展示者从着装到PPT制作，在遵从商务文

化的基本原则下，仍有一定的弹性发挥空间，这给他们的差异化展示带来了可能性。商务文

化潜势要求商务英语学习者或工作者进行此类活动时，一定要有全局文化概念。不过，适当

得体的个性发挥也应提倡，但不能主次不分。

其次，在国际商务推介语境中，人们的商务话语既要符合语境要求，又受个人语言综合

水平的制约。即，语境的把握不能随心所欲。如果推介者语言能力强，把握就会很好；语言

能力弱，只有尽可能提高语言技能或者通过加强非语言模态强化作用来转移观众注意力。

最后，商务英语推介者处理英语语言与非语言的侧重有所不同。若推介者认为口语应该

是主导模态，那结果一定是非语言模态对主模态起到互补强化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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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众所周知，商务英语推介以口语模态为主。所以，多进行类似的商务模拟训练或

实战观摩，将有助于语言运用能力的增强。商务英语推介效果与推介者运用现代媒体的熟练

度也有关联。如PPT制作，好的PPT制作对口头主模态的使用，一定会发挥出相得益彰的作

用，而各种媒介如图觉、声觉、视觉媒介的运用能力与偏好也直接关系到最终效果。当然除

这些因素之外，商务英语推介效果还可能受到商务英语推介者的性格、年龄、身体状况等生

理因素的影响或制约。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国际商务英语推介活动效果会受到诸多内外因素影响与制约。这

无疑给商务英语学习者或工作者提出更高的要求。不管是学习者还是参加此类活动的商业从

业者，都务必从多个层次进行准备：不仅要努力强化语言技能，还要增强对商务文化背景知

识的了解，合理表现个性以加深观众对自己进行商务推介活动的印象；不断增强自身的商务

英语语言综合能力，以适应此类商务活动的挑战性要求；用英语进行商务推介须符合语境；

不断加强非语言能力的提升；商务英语、国际商务知识、计算机技术及商务推介中多模态运

用技巧等是商务推介人员的必备素质。只有不断提高商务实战的综合能力和商务英语推介综

合素质，才能在国际商务交际中有效沟通以达到既定的营销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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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案例演讲有关信息

1. 商务推介活动名称及地点：美国硅谷2017年浙江海外高层次人才项目对接活动

American Silicon Santa Clara conference room 10, California Hotel Convention Center, 

Highway 101 and Montague Expressway in Santa Clara, California, Silicon Valley, US, 

February 28/2017.

2. 参加者：浙江省举办的海外高层次人才项目对接活动，与会的有美中高层企业家、

专业技术人才、浙江省政府侨务及招商部门负责人，共54人参会，其中有10位美方企业家

及专业技术人员进行商务英语项目推介发言。

3. 博士1 商务英语推介PPT

Developing New Medicines for 
Curing Myopia
Kaiming Zhang, Yueqin Yao Teamfor

Team Members Introduction

1. Jiye We, Phd. Director, SERI-IMCB

Programme in Retinal Angiogenic Diseases (SIPRAD), 

Singapore Eye

2. Research Institute

Ximeng Wang, phd, professor, American 

Chinese Expets' Association, chairman

3. MEA, Sino-US Phamarcy Association

chairman of Chiese Region, US, WBR CFO

4. Yimin Lu, US, WBR CEO

5. Kaiming Zhang, US, Allergan, Famous scientist.

About Eyes and Short-sighted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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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博士2 商务英语推介PPT

Financing Demand and Explanation

Total Investment Demand: $90 million financing

The first year financing Demand: 20 million

to construct complete Team

to start preclinical safety and tolerability experiment

to start first clinical phase

Second year financing Demand: 20 million

to fulfill first clinical phase

to start the second clinical phase

Third year of financing: 50 million

to fulfill second clinical phase

to withdrawal of investment

Keypoints

• Eyeball can be lengthened to develop myopia, with each 

variable length 1mm corresponding 300 degrees diopter 

increased.

• Till now, all the myopia treatment schemes have all 

focused on the front part of the eye-cornea.

• This project is to develop myopia drug basing on molecule 

to

• restore the axial length of myopia eyes.

Investment Risk and Return

• Investment Return:

If you occupy 1/3 market share, the annual sales quota 

of $1 billion us dollars can be estimated.

After fulfilling the second clinical phase, you probably 

may get high investment increased by 5 to 10 times

 Investment risk:

If the preclinical animal experiments show that more 

experimental data are needed, investment withdrawal 

may be delayed, or be modified

 Low failure posibility in Phase one clinical experiment

 Low failure chance if Phase two experi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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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英语专业中商科类课程
教学问题研究

王关富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提要：商科类课程是商务英语本科专业课程中最体现特色的部分，在整个课程体系中占据

十分重要的地位。本文旨在探讨与这类课程教学有关的若干重要问题。笔者拟从教学模式、

授课用语、教学内容和授课师资四个方面进行分析与研究。虽然商务英语专业中商科类课程

一直颇受各院校的重视，但对这些课程的教学问题却未得到足够的重视。笔者认为这个问题

与商务英语人才培养的质量紧密相关，应引起商务英语学科相关学者和教师的高度重视。

关键词：商务英语专业、商科类课程、教学模式、教学内容、授课用语

一、引言

一直以来，商务英语界的同仁在教学实践方面投入了大量时间进行深入细致的探索与研

究，对该学科的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研究主要聚焦于语言知识和技能类课程，有

关商务英语专业中商科类课程 1的教学研究则颇为少见。鉴于商科类课程在商务英语专业中

所处的重要地位，笔者深感需要加强这方面的讨论与研究，以进一步明确这类课程的教学目

的，改进并提高其教学质量，为商务英语学科的健康持久发展保驾护航。

二、现状与挑战

据统计，全国有800余所与商务英语有关的高等院校开设了商科类课程，其中包括已有

商务英语本科专业的323所高校。但对于这类课程的教学，各校做法差异很大，并无现成的

教学标准与规范可循。这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这类课程的整体教学效果和质量。

笔者认为涉及这类课程教学的主要问题可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1. 教学模式：是采用现

代“以学生为中心”的，还是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或采用兼而有之的综合

教学模式？ 2. 授课用语：是采用全英、双语还是纯母语进行课堂教学？ 3. 教学内容：是向

专业商科类院系看齐，讲授全面、系统而深入的商科知识和内容，还是根据本专业的特点、

教学对象以及市场的实际需要讲授经精选的商科类知识和内容？ 4. 授课教师：这类课程的

教学需要构建的师资队伍，是具有正规教育背景的还是自学成才的？是复合型的还是单一专

业的？是有商务实践的还是只能纸上谈兵的？

1. 指商务英语专业中经济、管理、贸易、金融、财务和法律等专业课程。因种类繁多很难准确归类，商务英
语界就将它们统称为商科类课程。文中其他类似的表述也相同，如商科类知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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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问题对于确保这类课程的高质高效至关重要，尽快着手研究并解决它们已迫在眉

睫、刻不容缓。因为商科类课程的教学质量是通过课堂教学得以实现的，没有好的课堂教

学，教学质量就无从谈起。而上乘的商科类课程教学质量又是培养优秀复合型商务英语人

才的重要保障，是商务英语学科发展的前提条件。当然，如何进行这类课程的教学，仁者见

仁、智者见智，高校同行中也一直存在不同观点与意见。我们需要通过认真而深入的探讨，

逐步形成共识以规范教学行为，并进而提高教学的效果与质量。

三、思考与探索

商务英语专业中商科类课程的教学好坏不仅决定着这类课程教学的成败，而且直接关系

到商务英语学科的未来发展和竞争力。笔者在长期的教学实践和对国内相关高校的跟踪观察

与研究中逐渐形成了一些观点与想法，在此提出讨论，以期抛砖引玉。

1.	教学模式

在现代教育中，教学模式具有从单一性向多样化发展，以“教”为主向重“学”为主发

展的明显趋势。教师采用何种教学模式反映高校及教师的教学理念和指导思想，当然与教师

的教学能力、资质以及实践经历紧密相关。实际上，国内高校商务英语教师在商科类课程上

采用的教学模式因校因人差异很大，在许多情况下其教学效果也明显不同。一直以来，国内

相关高校就这类课程所采取的教学模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1	 传授—接纳型

该模式经常被称为“填鸭式”模式。使用这种模式，如果教师具有良好的专业素质和严

谨的逻辑思维，他们也可以把课程的知识体系准确地传授给学生。但按现代教育的标准来衡

量，这显然不符合其要求，更难以适应商务英语学科注重知识运用性和实践性的学科特色。同

时，也“束缚了学生学习潜能的发挥，使课堂气氛十分单调、枯燥……”（刘润清 2003）。

1.2	 自主学习型

该教学模式把重点放在了学生“如何学”上，而不再在教师“如何教”上。Holec

（1981）将此称为是学习者“能够对自己学习负责的一种能力”，而Littlewood（1999）则称

其为“学习者不依靠教师所使用知识的能力”。也就是说，这种教学模式的主体是学生，他

们独立确定自己的学习目标，制订符合自身情况的学习计划，并且自主掌握学习进度、内容

和强度，进行自我学习监控和检测学习结果。这在很大程度上能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

观能动性，在具有自我约束和自控能力的成熟型学生身上会收到很好的学习效果。但它也受

到不少因素的制约，如学生的学习自觉性、自我效能感、学习态度、学习策略和方法以及外

部诱惑和干扰等。在通常情况下，商务英语专业的学生学习商科类课程的动力和积极性都很

高，期望值也很高，但他们当中真正具有学习自觉性、学习策略以及自我管理能力的可能为

数不多。因此，这一教学模式要在他们当中取得普遍的成功与良效恐属不易，其不确定性与

风险绝对不能忽视。

1.3	 综合型

教师可以根据不同教学内容，在不同的教学阶段，为达到不同的教学目的而采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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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学方法，即在教学中兼收包容、扬长避短，充分发挥各种教学模式的长处和优势。这既

融合上述两种教学模式，也包含探究式、任务型、合作性和案例式等教学方法。这种综合型

教学模式的优势就在于可以吸收各种教学法的长处，为我所用，既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学生的

学习热情和兴趣，又让教师充分实施教学计划，使教与学达到近乎完美的结合，收到极佳的

教学效果，圆满完成教学目标。当然，这对教师的要求甚高，不仅要具备深厚的语言功底和

沟通能力，又要精通商科类理论和知识，更要善于使用和驾驭各种不同的教学方法。虽然要

真正实行这种教学模式并非易事，但这却是我们应该竭力提倡的。据笔者观察，国内高校中

有一批教授商科类课程的教师一直在践行这一教学理念与模式，而且也收到了令人满意的效

果。实践证明，融合性的教学模式优于单一的教学模式，融合绝对比不融合效果好。

2.	授课用语

在国内高校中，商科类课程的授课语言不尽相同，原因也很不一样。差别主要源于学校

师资队伍的构成和素质，也与学校的类别、层次和培养目标有较大关联。

2.1	 母语教学

有一部分高校仍采用母语讲授这类课程，而且授课的往往是纯商科专业教师，直接从商

学院或经贸学院等专业学院聘请而来。他们虽然在商科知识上无可挑剔，但是在课堂上直接

使用英语授课和进行交流沟通的能力普遍很弱，甚至根本不具备这种能力。因此，这样的教

学从根本上讲是不符合商务英语学科的培养目标和指导思想的。商务英语专业培养的是复合

型人才，他们既需要掌握工作所需的商科类知识，更需要具备扎实的英语语言基本功和运用

自如的语言沟通能力。假如教师不能以英文授课，而是使用母语，则跟商科专业的教学毫无

区别，学生就失去了以英语思考、分析和阐述问题的训练机会，就难以用英语在教室模拟的

商务环境中把所学的商科类知识展示出来，也就达不到商务英语专业所设置的培养目标，很

难培养出高质量的复合型商务英语人才。客观地说，国内还有不少高校在商务英语师资上确

实仍达不到相应要求，师资队伍建设还任重道远，只能采取这种办法，但这只能是权宜之

计，绝非长久之策。

2.2	 双语教学

有不少高校商务英语专业商科类课程采用双语教学。这种教学法近些年在国内十分流

行，因为这是国家教育部长期推广的。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虽然多数高校教师外语运

用与沟通能力不足，但国家仍“积极推动使用英语等外语进行教学”（教育部 2001），以更

好地实现国家宏观教育政策目标。有一点需要澄清的是，教育部的这种政策是面向全国高校

的，主要针对理工科、商科、法学和农林等非外语专业。商务英语专业作为外语专业之一，

英语在课堂教学中使用的比例与程度要求当然不同，要有更高的标准。全部采用英语授课是

理所当然的。外语教师的本行就是外语，他们的优势也在于此。再则，国内所谓双语教学

还存在不少问题，如定义含糊、效果欠佳等。在教学中，究竟如何评定双语教学，是使用

外语原版教材、术语中英互译、偶然夹杂点外语，还是课堂上至少50%使用外语？在实际

评定中，许多高校为了双语教学达标更是绞尽脑汁，想尽办法，但双语教学实际效果并不

令人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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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全英教学

李文忠（2005）认为全英教学“……指所有的教学环节全部使用英语进行教学，……

但对于教学过程中出现的疑难问题，重点术语，重要理论概念等可以辅之以汉语翻译或解

释”。全英教学以英语为媒介教授商务理论与知识，英语的习得作为副产品而获得。其目标

是学习国际商务理论与知识、培养学生跨文化商务交际能力和提高学生语言沟通能力（郭桂

杭 2008）。

在开设商务英语专业的高校中有一部分院校已采用全英教学，如对外经贸大和广外等。

全英教学对教师和学生的要求都很高。从学生方面来说，不仅要求他们英语功底和听说能力

强，还要有很强的、敏捷的反应能力和严谨的逻辑思维能力。这样，他们在课堂上就不会有

语言障碍，也不会有参与课堂活动的困难。因此，在学习相关的商科类知识后，他们就可以

运用这些知识进行语言技能的训练，模拟并熟悉商务环境下语言沟通的情景，从而真正提高

在商务环境下的语言运用和沟通能力，增强今后在就业和职业发展上的竞争力。这正是商务

英语专业所要达到的目标，正是商务英语人才所需要培养的能力。从师资方面来说，全英教

学要求他们必须是复合型的，因为这样的教师既具备娴熟的英语语言运用与沟通能力，又掌

握系统的商科理论和知识，在课堂上往往能应付自如、游刃有余。采用全英教学应是他们的

最佳选择。

从商务英语专业性质看，它是外语类专业，用英语进行教学活动天经地义。当然商务英

语专业商科类课程与纯外语专业课程还是有些区别的，因为商科知识的学习毕竟是这些课程

的重要内容。但既然这些课程是商务英语专业的组成部分，其课堂教学就应采用英文授课。

至于因商科类专业理论和知识的学习而产生的一些困难与挑战（如刚开始时学生所具有的这

类知识可能很薄弱甚至空白），可采取其他措施进行弥补，以期达到更佳教学效果。笔者认

为，在实施全英教学的同时可以采用以下措施来应对上述问题。

1）强调课前预习。预习时除要求学生注重商科类内容外，部分教学资料可以是中英对

照的或纯母语的，要求学生课前完成这些教学资料的阅读。

2）在课堂教学当中，涉及重要的专业术语和重点或难点知识点可用母语作为辅助，即

再用母语作简要的解析或翻译，以确保学生掌握这些重要的知识点和专业术语。

3）课后，教师还可有选择性地给学生提供一些中英对照的资料，以帮助学生更牢固地

掌握课程中的主要知识、理论和专业术语，搭起中英双语的桥梁，有助于学生今后更好地从

事可能的双语翻译工作。

3.	教学内容

关于商务英语专业商科类课程的教学内容，商务英语界确实存在不同的观点，有时甚至

可能是针锋相对、南辕北辙的。这些观点代表着不同的教学理念、出自不同的视角，追求的

是不同的教学目标。

3.1	 完整的商科类知识

有一种观点认为，既然教的是商科类课程，那就应该按照商科专业的标准，把相关课程

内容全面、系统而又深入地传授给学生。这绝非上策。首先，我们要考虑到商务英语专业师

生都是复合型的。这意味着他们跟商科专业的师生完全不同，能够花在这些课程上的时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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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力是有限的。对他们来说，商科类课程只是商务英语专业课程体系中的一部分，他们还有

其他更多的课程（如语言类和跨文化类等）需要学习，而且需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就教师来说，讲授的课程可能包括商务英语课程体系中不同类别的课程，即有商科类

的、语言技能类的或跨文化类的，不可能将全部或大部分时间投入到商科类课程上。有的教

师可能会专门教授商科类某一门或几门课程，相对来说会有比较充裕的时间投入。但即便如

此，跟商科类院系那些教授同类课程的教师也有本质区别。其一，在商务英语专业的商科类

课程教学中，除了传授商科类知识外，教师还必须在课堂上花费大量时间使商科类知识与语

言技能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让学生把所学到的商科类知识通过各种语言活动（问答、讨论、

辩论、情景模拟、案例分析、演示和扩展听力阅读与写作等）展现出来、巩固下来。其二，

这些教师还面临沉重的科研和职称升迁压力。到目前为止，绝大多数高校仍要求这些商务英

语教师的科研成果必须与语言挂钩，否则就得不到认可。尽管已有少数高校就此采取了一些

针对性举措，但多数高校仍不承认这些复合型教师涉及外语以外的科研成果，这使他们处于

十分被动和尴尬的境地。希望教育主管部门和更多高校能更灵活务实地处理此问题，使教师

摆脱窘境，以最佳状态投入到商务英语教育事业中。

就学生来说，商科类课程同样也只是他们需要学习的所有课程中的一部分，他们能投入

的时间相当有限，因为其他类别的课程（如语言类和跨文化类等）所占的比例更高，所需时

间更多。根据各高校现有的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语言类课程一般占60%左右，商科类课程

占20%–30%，跨文化类等课程占10%–20%。这实际上也基本反映了学生在学习上的时间配

置。为顺利完成本科阶段的学业，他们在商科类课程上的时间投入不可能超过其他类别的课

程。事实上，由于商务英语专业归根结底属于语言文学类的专业，语言技能与沟通能力对学

生来说还是第一位的，是其立身之本、成功之源。当然，在商务英语专业的学生当中，对商

科类课程格外感兴趣的为数不少，而且不少学生考入商务英语专业就是瞄准商科类课程而来

的。这种情况在不少高校都存在。对此，我们需要进行理性、客观的分析。

假如学生一心只想学商科类知识而忽视语言类课程，那他们完全是误解了商务英语专

业本身。如前所述，从商务英语学科的属性看，它归属于应用语言学，其构成的主体显然是

语言知识与技能。虽然在具体做法上会有些差异，但各高校都将语言类课程置于最突出的位

置。商科类知识虽是体现商务英语专业有别于其他语言专业的重要特征，但它不是商务英语

专业的全部或主体部分。因此，如果有学生是冲着商科类课程来报考商务英语专业的，那他

们投错了门，应该直接报考商科类院校。而如果有学生对商科类知识有浓厚的兴趣，则应加

以鼓励。在不影响其他课程学习的前提下，他们可以在从课堂上所学到商科类知识的基础上

再通过自学或相关教师的额外辅导进一步深入下去，获取更为全面系统的商科类知识。他们

将来甚至可以往商科类专业发展，考取商科院校研究生或到国外院校攻读商科类硕博学位。

这也是商务英语专业毕业生的发展方向之一，更是高端复合型人才培养的有效途径。

3.2	 框架式商务知识

笔者认为，商务英语专业商科类课程的教学内容不应包罗万象，而应该是有选择的。具

体而言，这些课程所提供的教学内容应是：1）轮廓框架式的：在这类课程的教学中，教师

首先要把这些课程的知识体系粗线条地展示给学生，使他们在学完这些课程后能形成清晰而

相对完整的知识体系框架。尽管相关教师可能接受过商科类专业的正规教育，全面深入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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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课程的知识体系，但这并不是说他们应该在课堂上全面深入地讲授这些知识，这实际上

也是不可能的。他们虽然是商科类课程的行家，但应根据商务英语专业学生的特殊情况来确

定授课内容，并清楚应包括什么、省略什么，哪些重点讲、哪些扼要讲。这其实跟下列情况

同理：当一位教授分别给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讲授同一门课时，他所讲授的内容、层

次、难度和要求显然是不一样的。2）简明扼要的：教师在讲授过程中要力求简明、扼要、

清晰，避免复杂化、琐碎化。只有这样的教学内容才适合商务英语专业的学生，与商务英语

学科的性质相吻合。如果教师试图非常全面详尽地讲授商科类课程，那既不可能在有限教

学课时内完成，也违背商务英语专业的培养目标，更可能吃力不讨好。3）难度适中：教师

的授课内容不宜太深太难，要把握好难易度。即便教师是这一领域的行家，具有很高的学

术造诣，也不能忽视自己的教学对象，更不能有意无意地去炫耀自己的专业特长和知识底

蕴。就像看菜吃饭、量体裁衣一样，因材施教在教学中也十分重要。4）注重联系实践：有

别于其他外语类专业，商务英语专业中商科类课程的教学必须充分联系商务实践和真实的商

务世界。也就是说，课堂教学要有实例或案例作为支撑，不能泛泛而谈。但实际上“……教

师们对学习者商务英语实践能力培养的重视不足……”（王淑花 2009），而学生们在这方面

的期望却非常高，这必须引起我们的充分重视。5）与语言技能训练和沟通能力培养紧密结

合：在商科类课程的教学中，有些教师只注重商务类知识的传授，而不重视以这些知识为依

托的语言技能训练和沟通能力的培养。他们认为商务是商务，语言是语言，甚至不屑于在

这些课程的课堂中涉及语言问题或技能训练。这显然不对。因为商务英语专业中商科类课

程与商科类院校所教的课程在教学目标上是完全不同的。对商务英语专业来说，在商科类

课程中强调语言技能训练和沟通能力培养是义不容辞的，也是其目标所在。这些课程必须 

“……将专业内容和语言技能发展有机结合，其核心理念是通过主题内容的学习获得和发展

语言能力”（袁平华、俞理明 2008）。

3.3	 授课教师

如上所述，商务英语专业中商科类课程有其独特性。它们既不同于其他外语类课程，

也有别于其他商科类院校的课程。因此，对讲授这些课程的教师有特殊的标准和要求，他

们“不仅需要懂得利用语言理论指导语言教学，同时还需要娴熟地讲授相关的商务专业知

识和内容”（王关富、张海森 2011）。Toney Dudley-Evans等（1998）也说，“对商务英

语教师的专业要求可能要远比对其他领域教师的要高。”笔者认为，这些更高的要求主要体

现在以下诸方面。

3.3.1	取得商科类专业的学位或正规的教育

作为最基本的资质，商务英语专业商科类课程教师必须获得相关学科或专业的学位，或

至少在商科类院校的相关专业接受过一年以上的进修培训。这是商务英语专业师资队伍建设

的重要一环，是确保这些课程高质高效教学的基本条件。如果从事这些课程教学的教师不具

备上述资质，这些课程的教学质量则难以保证。

3.3.2	具有复合型的教育背景

除了学位和正规教育外，商务英语专业商科类课程教师还需要有复合型的教育背景，这

对于确保这些课程达到商务英语专业所设定的培养目标尤为重要。笔者认为，最理想的模式

是英—商复合型：本科为英语语言专业，研究生阶段转入商科类专业攻读硕士或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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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毕业于英语语言专业，能确保教师具有扎实的语言功底和娴熟的沟通技能，以及阅读和搜

索国外相关学科教学资源的能力。在研究生阶段学习了商科类专业，则能使教师获取相关专业

系统而完整的知识体系，并对该学科或专业有一个全面、准确而不是肤浅、零碎的认识。

3.3.3	具有一定的商务背景或实践经历

对商务英语专业商科类课程教师来说，具有实际的商务背景和实践经历是非常珍贵的

优势，因为这最能体现商务英语学科的特点，最接近学生对教师的期待，因而也最受学生

欢迎。这样的教师在课堂教学上能真正做到理论联系实际，接地气，并能创造更好的课堂氛

围。但事实上，我们多数商务英语专业商科类课程教师恐怕不具备这种背景或经历，因此教

学效果和质量受到一定的影响和制约，教学满意度也不尽人意。这一点在商务英语界所进行

的众多调研中得到证实。所以，除教师自己努力外，各高校也要尽力给他们提供或创造这样

的机会。另外，各高校也可有意识引进一些具有实践经验的教师，充实到现有的师资队伍中

去。相关高校还可以建立一种聘请公司相关人士为兼职教授或校外导师的制度，充分利用社

会资源弥补自己师资队伍的不足，以促进教学效果和质量的提高。

四、结语

本文探讨了与商务英语专业商科类课程教学相关的一些重要问题，目的在于引起大家对

此的重视和关注，同时希望能在加强这类课程教学的监管、改善其教学效果和质量、优化师

资队伍等方面起到一定作用。本文主要观点归纳为：最理想的教学模式为综合教学模式；采

用全英文教学；教学内容宜为框架式的、粗线条的；教学要以实践为导向，注重商务类知识

与语言技能及沟通能力的融合；授课教师要具备商科类相关专业的资质，具有复合型知识背

景，有一定的实践经验。

上述观点仅为笔者的一孔之见，难免有偏颇之处。竭诚希望有更多学者参与进来、切磋

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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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语料库的法律英语翻译能
力培养模式研究

王晓慧  高菊霞  西安工程大学

提要：本文旨在探讨平行语料库和平行文本模式在汉英国际服装外贸跟单翻译中的具体应

用，主要从订单的文本信息、词语表达、句法结构及谋篇布局等层面探究其翻译规律，并从

术语翻译效率、术语翻译决策、工具资源使用、术语翻译认知四个维度对两组被试进行具体

考察。实验表明，学生在翻译法律搭配方面存在严重问题，缺乏语言知识和语用意识，而将

法律合同翻译的语料库研究引入跨文化翻译教学有利于全面激发学生的思考与参与，培养学

生的翻译思维和跨文化交际意识。本文根据最新实证翻译研究的成果，分析法律平行语料库

和专门术语库的建构对翻译初学者法律翻译能力提高和技能习得方面的作用，总结出一些适

用于合同类文本汉英翻译的原则及策略。

关键词：跨文化交际能力、法律英语、外贸跟单合同翻译、平行语料库

一、引言

法律英语不仅是一门内容丰富、包含了商务英语和金融英语等在内的课程，而且是“法

律科学与英语语言学有机结合形成的一门实践性很强的交叉学科”（张法连 2014：1），但现实

是，许多具有一定英文功底的学生毕业后却无法胜任商务合同的翻译工作，其原因就是对商务

知识的欠缺以及对中英两种合同习惯表达方式、文体风格以及法律概念等方面不够了解。

法律翻译是跨语言和法律的交际活动。法律文件的英文句构具有周密严谨、句式较长等

特点，合同条款等法律文件英译时，除用词准确，句子结构严密外，要使译文臻于完善，还

需注意名词的单复数、冠词、时态，要防止漏译、欠译。在合同翻译时，应正确地理解涉及

企业核心利益的词汇，把握好这些词汇确切的含义，丝毫不能模棱两可，否则会引起合同另

一方的曲解，甚至可能会导致双方的纠纷。在合同翻译中要求流畅、规范。规范是要求译文

符合国际惯例。外贸跟单合同翻译的方针和原则，宏观上抓住原文术语的目的和作者想用文

本实现的意图，传达相似的法律意图，从而实现法律效应的对等。

二、平行文本

平行文本将目标语中已经存在的具有相同功能的文本作为翻译的参照系，这意味着译

文在体裁规范、语言风格、文化惯例上要尽可能贴近目标语中已存在的具有相同功能的文

本。外贸跟单也具有法律合同的契约性，涵盖的内容一般包括：服装公司的名称和地址、标

的、数量、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期限、地点和方式；违约责任和解决方法。这些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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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了外贸跟单合同适合于写出于平行文本相似的译文来。运用“平行文本”比较模式指导

翻译，首先需要确定原文所产生的交际情境或功能。在没有语境或其他背景信息的情况下，

在“平行文本”模式指导下的英译，应该不拘泥于原文的字句，采用“交际翻译”策略，即

“译文对译语读者产生的效果应与原文对原文读者产生的效果一致”。以平行文本为参照，对

原文进行增删，译文符合目标语读者的文化语言习惯，实现文本的感染功能。平行文本特别

适用于译员培训的初级阶段。

三、汉英平行法律文本语料库

语料库的建立为法律文本的状语研究提供了客观依据和数据支持，同时为具体的翻译

实践操作做好了准备。学生可以通过语料观察，关注语言发展前沿的问题，以微观视角将不

同法系中的概念对接，积极参与到法律翻译过程中。从语料库中选取典型合同翻译范本，分

析总结其翻译过程中条件句表层语言形式和深层结构的调整，譬如条件词标记词、句型和语

序的调整。依托语料库，从归化异化理论的角度出发，探索商务合同中状语的汉译技巧、策

略，以此为商务合同中状语的汉译提供理论和实践上的指导，从而提高商务合同的翻译质

量。集语料库建设与共享、语料库检索与挖掘、语料库科研支持与服务于一身的大数据语

料库平台——语料云（Corpus Cloud），采用先进的Smart Query检索引擎和Unicode编码

设计，基于文本标注TAT（Text Annotation Tool）和索引行的标识KAT（KWL Annotation 

Tool）两种标注工具，支持词汇、语码、句法结构相结合的检索方式。它的检索语言简单

易懂、功能强大，术语不断更新，可轻松实现对法律文本在内的复杂语言结构的描述，帮

助学生彻底摆脱正则表达式的困扰，减少法律翻译人员在处理条件句翻译过程中的任意性

和主观性。

四、实验研究   

本实验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对西安某高校学生译者进行调查，研究受试对象为西安某高

校大学三年级服装工程专业学生，核心研究开展时间为2016年12月，实验组33名学生参加

作为课程的服务型学习，控制组33名学生参加课程计划内的专业实践课程，该课程具有自

主性学习性质，以常规方式在校内进行教学。

1.	 实验文本

外贸服装跟单合同，该文本是一家纺织品进出口贸易公司的出口合同，中文部分的材料

大约为800字。该文本是学生第一次独立完成的字数较多、内容专业性较强的翻译实践。

2.	 实验工具

本研究采用了问卷和半结构访谈等工具对实验对象进行了定量与定性研究，使用了两份

调查问卷——“服装英语翻译态度调查问卷”和“专业翻译接受度调查问卷”。本研究所应

用于数据收集的工具有译文质量评价标准、文本采点、问卷、翻译过程记录、访谈等，保证

数据的丰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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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方法

为验证语料库在翻译实践中应用的效果，对分别使用传统平行文本的翻译方法和语料云

的平行语料库翻译方法的两组译员的翻译作品质量进行比较分析。其次，服装翻译的平行语

料库可以作为教师评价学生译作的平台，使用分层抽样与系统抽样相结合的方法，对所有学

生的译作文本进行细致的标注和错误标识（error-tagging）。评估分析结果可以帮助教师提供

建设性的反馈意见。

4.	 实验过程

给所有学生两天时间完成一篇英译汉（一家服装公司的外贸跟单合同翻译）作业，并

告诉他们本次成绩将占期末总评成绩的20%，从而保证他们全力以赴对待本次任务。具体做

法是：1）在两个班级内部分成6-8人一组；2）所有同学拿出英译汉初稿，组内交换批阅讨

论，这一阶段可以消灭拼写和语法错误；3）各自对初稿进行修改，内部的可信度，标准是

准确并达意，分数作为前测的成绩；对照组的学生翻译环节包括：1）根据平行文本的内容

进行小组讨论，内部合作，任务分配之后，成员开始同伴评价，逐段讨论译文；并对译文的

内容和形式进行反馈；2）试验组的学生培训包括平行语料库翻译的操作使用方法，语料技

术使用的关键环境和需要教师具体指导的内容；3）把各自的译文草稿上传到特定的平行语

料库；4）教师整理经过语料标注和数据处理后的译文，并在课堂上就句法复杂度等方面进

行译文内容与形式分析，集体宣讲并讨论学生译文中错误的共性，指出学生在理解上的误区

和表达不到位之处；考虑翻译作业讨论之后的小组互动，增加同伴反馈和交流的机会。

5.	 平行文本的翻译模式

对照组的学生在翻译实践中对平行文本的使用应当贯穿整个翻译过程，在讨论合同翻译

时，教师必须引导学生考虑到：词语的字面意义；词语的法律意义；词语的法律含义对于履

行合同而言意味着什么，以及词语的法律含义对于解决合同争议而言意味着什么。以实验文

本为例，项目中一篇合同的标题是《纺织品进出口贸易公司合同》，因此需要寻找英文版的

《纺织品进出口贸易公司合同》。通过阅读平行文本，研究者根据对英美商务人士起草的外贸

跟单合同标准，进行英译汉文本及学生的翻译文本的对比分析，发现两种文本在词汇及句法

的使用方面存在着很大差异。

例1：This contract is made in two originals that should be held by each 

party.

学生译文：本合同一式二份，双方各拿一本。

平行文本：本合同由双方各执一份。

例2：This contract is executed in two counterparts each in Chinese and 

English, each of which shall be deemed equally authentic. This contract is in 2 

copies effective since being signed / sealed by both parties.

学生译文：合同为中英文两种文本，两种文本应该是同等的。从双方签名和盖个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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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两本具有相同的作用和效果。

平行文本：本合同为中英文两种文本，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本合同一式两份。自双

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例3：Should the Force Majeure event last for more than one hundred and 

twenty consecutive days, both parties shall, through consultations, decide whether 

to terminate the contract or to exempt the part of obligations for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ntract according to the effects of events on the performance of the 

contract.

学生译文：如不可抗力事故延续到120天以上，双方将经过协商，根据事故对履约的影

响程度，确定是否终止合同或免除履行合同的部分责任。

平行文本：如不可抗力事件延续到120天以上，双方应当通过协商方式，根据事件对履

约的影响程度，确定是否终止合同或者部分地免除合同的履行义务。

6.	 平行语料库的合同翻译模式

法律专门用途语料库（comparable corpora）的建立，既可以提供某领域的专门知识

和术语，也可以帮助译者学习专用文体特有的语言表达方式。在法律翻译中，学生容易

忽视术语的本质含义而将源语与目的语直接关联。例如，对于术语negligence的翻译，在

使用Corpus Cloud语料库检索后，可以得到32条语料，其中重复的有6条，其余26条中

negligence与“过失”基本一一对应，但有5条语料分别显示negligence用于翻译与“过

失”字面含义完全不同的4处译文。语料云的检索，输入关键词arbitration有1,025,703标

记（1.463秒），包括a federal arbitration, under pretence of arbitration。以单词contract为

例，通过语料云可得到60条语料，其中1,025,703标记（1.460秒），排名前27位的搭配词

包括：the, to, of, a, and, in, was, with, for, is, ’s, that, her, his, from, on, or, an, by, under, 

had, terms, signed, out, government, marriage, social。使用Tango（http://www.ntpu.edu.

tw/~lc/Links/）这个由台北大学语言中心构建的，免费对公众开放的平行语料库搜索的搭

配词检索工具，搜寻到可以和contract搭配的动词有77个，总笔数是77。Tango的平行语料

库包括“结合上下文语境的搭配查阅结果”和“包含查阅结果的连接性例句”两个重要组成

部分。

7.	 对照班与实验班的合同翻译问题

本实验收集到两类数据：完成译文的数据和后续问卷调查。在收集完学生的翻译文本

之后，笔者又进行了认真的转写和归类，形成文字稿。我们从Toury（1980）翻译可接受性

的视角审视实验之后学生的翻译作业，所谓的“可接受的翻译文本”从语义、句法、词汇和

文本层面的词汇衔接和规则等方面有要求。第一，对照组相当一部分学生因为对中文合同

中的专业术语望而生畏，放弃了人工翻译的过程，几乎完全依赖电子词典和在线翻译工具

进行通篇翻译，语病百出。翻译中具体的错误举例：签约日期翻译为“signing date”而不

是“signed date”。没有使用L/C（letter of credit）的专业术语，而是 received no shipment 

transshipment and partial shipment。付款条款“terms of payment”中使用的是must be 

中国esp研究2017第2期 正文.indd   81 18-1-12   下午3:16



82

基于语料库的法律英语翻译能力培养模式研究

proved valid in China。装运时间“time of shipment”使用的是not allowing transshipment 

and partial shipment。第二，不少学生违背了法律合同翻译应遵循准确、简明和庄重三项

原则。在译文中使用修饰语和并列成分多，语言结构层次多，介词误用，被动语态的使用，

定冠词缺省，无法体现简洁干练的原文风格。in favor of the seller这样的表达缺失，合同

document翻译为note，一般动词来表达法律英语的概念。纵观对照班学生不合格的译文，

错误大都如下：搭配不当、术语译名不够规范、术语使用上下文不统一、语法错误、标点使

用错误等。学生呈交的作业中所折射出的法律翻译的问题还集中体现在以下主要方面：

（1）合同责任条款的翻译问题

众所周知，合同中要明确规定双方的责任。为准确翻译出双方责任的权限与范围，常常

使用连词和介词的固定结构and/or（和/或），常用and/or来翻译合同中“甲和乙+甲或乙”

的内容，这样就可避免漏译其中的一部分。比如买卖双方 the seller and the buyer，保险合

同或保险证书 transferable insurance policy or insurance certificate。常用by and between

强调合同是由“双方”签订的，因此双方必须严格履行合同所赋予的责任，学生的译文经常

忽视了这个问题。

例：如果上述货物对船舶和（或）船上其他货物造成任何损害，托运人应负

全责。

The shipper shall be liable for all damage caused by such goods to the ship 

and/or cargo on board.

（2）合同时间条款的翻译

在翻译与时间有关的文字时，都应非常严格慎重地处理，因为合同对时间的要求是准确

无误。所以翻译起止时间时，常用以下结构来限定准确的时间。

<1> 双介词on and after

用双介词来翻译含当天日期在内的起止时间。

例：自8月10日起，甲方已无权接受任何订单或收据。

Party A shall be unauthorized to accept any orders or to collect any account 

on and after 10th August.

<2> not (no) later than

用“not (no) later than+日期”翻译“不迟于某月某日”。

例：本合同签字之日一个月内，即不迟于10月1日，你方须将货物装船。

Party B shall ship the goods within one month of the date of signing this 

contract, i.e. not later than October 1.

<3> include的相应形式

常用 include的相应形式：inclusive、including和 included，来限定含当日在内的时间。

例：所有的风险必须包含在合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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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risks insured should be included within this contract. 

<4> abide by与comply with

abide by与comply with都有“遵守”的意思。但是当主语是“人”时，英译“遵守”

须用abide by。当主语是非人称时，则用comply with英译“遵守”。但是，不少不区分人称

都使用了abide by。

例：Both parties shall abide by the contractual stipulations.

双方都应遵守合同规定。

All the activities of both parties shall comply with the contractual stipulations.

双方的一切活动都应遵守合同规定。

通过平行语料库的统计，我们发现学生还容易忽略一些重要的细节，包括：大写文字重

复金额。英译金额须在小写之后，在括号内用大写文字重复该金额，即使原文合同中没有大

写，英译时也有必要加上大写。在大写文字前加上SAY，意为“大写”；在最后加上ONLY，

意思为“整”。必须注意：小写与大写的金额数量要一致。

例：总金额为500元人民币整。

The total amount is RMB 500 (SAY FIVE HUNDRED CHINESE YUAN ONLY).

<5> by与before

当翻译终止时间时，比如“在某月某日之前”，如果包括所指定日期时，就用介词by；

如果不包括所指定日期，即到所写日期的前一天为止，就要用介词before。

例：卖方须在6月15日前将货交给买方。

The vendor shall deliver the goods to the vendee by June 15.（或者 before June 16，

说明含6月15日在内。如果不含6月15日，就直接译为by June 14或者before June 

15。）

五、法律翻译教学模式的构建

1.	 建立外贸跟单合同的翻译术语表的作用和方法

为了满足译文一致性的翻译原则，提高合同的专业性及权威性，满足客户的要求，必须

建立翻译术语表。在翻译实践中通过建立术语表主要可以起到以下两个作用：第一，确保译

文的一致性。在简短的合同中，出现的专业术语有限，译员仅靠短时记忆无法记住所有的术

语，可以将全文的专业术语以准确一致的目标语言翻译出来。第二，建立自己的语料库，为

今后作同类翻译提供方便。

图1 术语翻译的正确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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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是为了表达一个概念而设定，在术语翻译过程中，不能忽视对概念的理解。学生容

易忽视术语的本质含义，而将源语和目标语直接关联。利用工具书以及成文法有关条文的查

询，无疑对术语的理解大有裨益。区分术语所处的不同语境，或是以不同语篇为前提理解术

语、句式、篇章的含义，在法律英语翻译教学中应该受到重视。术语翻译概念关系的确立也

是探索外贸跟单合同中能被大多数英语学习者所接受的可行的翻译教学方法。

2.	 法律翻译课程的评价标准

学生需要掌握国际贸易知识和法律知识：跟单员要懂相关的国际贸易知识和法律知识。

例如商务合同的签订、货物的结算、外贸单证的处理、物流知识等，以确保在国际商务中不

受欺骗，能够维护企业自身的正当权益。就法律翻译课程设置而言，高校可根据实际情况设

计宏观、微观和综合三个层次的评价标准。

表1	 法律翻译课程三个层次评价标准

目标层次 评价内容

宏观层次 教学目标 选材（语言点和技能

的选择）

文本材料的类型 实践技能的训练

微观层次 教材语言描述的类型

是否能激发学习动机

真实语境材料的多寡 内容的组织方式 内容的排序

综合层次 教材内容的充分性，即教材的内容是否能够满足大纲的要求和学习者的需求。

开设大学法律翻译教学的目的在于夯实学生的英语基础，提高学生的实用性翻译能力。

微观层次的要求是通过语料和教材的科学选择，关注两种语言不同的搭配和习语方面，激发

学生的学习动机；综合层次的目标在于保证跨文化交际的成功，确保译作的社会价值得以实

现。此外，合同译文质量评估也涵盖译文拼写和标点正确、语法正确、全文术语翻译准确、

信息表达完整，不存在漏译或不译的现象、文体翻译准确以及译文表达符合中文规范，译文

准确传达原文功能以及译文具有可读性和可理解性等方面。

六、讨论

第一，用词严谨、表述准确的法律合同翻译有利于促进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培养。在法律

翻译中，如果学生一味地接受平行语料库中的标准译文，只会造成他们在语篇对比缺失的情

境下，对术语不加辨别地死记硬背，不利于思辨能力的培养。合同翻译也能培养学生的创造

性，学生在实践中不断地修改适应，也是技能应用和内化的重要方式。

第二，涵盖合同专用词汇、句式的平行语料库的应用能引导学生在外语专业方面的有益

探索，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激发他们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提供个性化学习的机会，并进一

步推动翻译教学改革，帮助学生储备法律基础知识，培养学生基本的法律思维和跨法律文化

交际能力。提升学生在专业翻译、术语管理、语料复用和软件应用等四个方面的计算机辅助

翻译工具运用的专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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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外贸跟单合同的翻译不仅提升学生在词组搭配方面的技巧和意识，而且有助于中

文学习。平行文本虽然能帮助学生提高翻译效率，但在动词—名词搭配准确性的提高方面，

在译文二稿到三稿中更具有数据的显著性，在帮助学生进行动词—名词搭配错误和自我编辑

方面更有效。

七、结论

基于语料库的外贸跟单合同翻译研究是一个以语言为本体的、多元的、动态发展的开放

体系。通过研究大量的合同类文本（合同、法律文书、公司章程及公司注册证书等的翻译），

进行语料的收集与整理，语料的加工，语料库的分析，使合同翻译更加规范化，也帮助译员

提高翻译效率。然而，语料库在翻译教学中的应用也存在一些局限性。一方面，实验结果表

明，学生的译文常常受到具体语料库中反复出现的应用模式影响，翻译的创造性会打折扣；

另一方面，语料库主要“反映过去的语言使用模式，不能代表未来语言发展的趋势”。因此，

在翻译教学实践中应该尊重“翻译本质上是创造性活动”的事实，保留平行文本在传统翻译

教学中的重要辅助性工具作用，以批判的态度，有选择地使用平行语料库提供的例证，让学

生知道如何进行创造性翻译。为学生提供更多的法律翻译实践机会，积累未来职业需要的相

关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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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式环境下学术英语项目写
作教学：学习者课程感知调查 *

孙秀娟  龚  嵘  华东理工大学

提要：本研究对项目式学术英语写作教学实践进行了探索，通过学生对课程的反馈采取定

性研究方式，呈现并提炼了学习者对学习环境中趣味度、困难度、适应度、价值度和人际支

持度的感知以及学习行为感知维度，旨在发现学生对混合式学习环境下的学习体验及其产生

原因。研究发现，课程环境各维度之间呈交互关系，并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学生的学习行为感

知；分析还指出教学内容难度大、趣味度低、小组合作自主性差和学术需求存在差异是导致

学生产生消极认知的重要原因。最后，文章指出，在下一步研究中，研究者将综合考虑以上

因素实施项目式教学计划，以期得出更具普适性的结论。

关键词：项目式学术英语写作、学生反馈、混合式学习环境体验、学习行为感知

一、引言

项目式学习（project-based learning）以问题解决为驱动，以提高学习者学习技能为目

标，以有形产出为结果，遵循以学生为主、教师为辅的实施原则，在教学理念向“以学习者

为中心”转变的过程中引发了广泛的研究关注。就大学英语教学而言，已经有学者指出应该

重点发展“根据学习者的特定目的和特定需要而开设”（Hutchinson & Waters 1987，转引

自张晓庆、马蓉 2015）的专门用途英语，尤其是“以需求为根本，以内容为依托，以能力

为核心，以项目为驱动，以学生为中心和以使用为目的”（蔡基刚 2012）的学术英语，而项

目式学习恰好迎合了这一教学理念。本研究基于当前PBL在语言教学领域的研究，从学习环

境感知视角出发，通过在大学学术英语课程中嵌入项目式学习模式，探索影响学生对基于网

络技术的项目式学习行为体验所呈现的因素及其因果关系，为项目式学习在高等教育中更加

成熟地开展提供理论和实践参考。

二、研究背景

1.	 项目式学习在语言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随着近年来专门用途英语和学术英语的发展，大学生英语学习需求不再仅限于通用语

* 基金项目：本文由2013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研究型高校本科生学术英语素养发展模型研
究（13BYY080）”与华东理工大学本科教改项目“理工综合类学术英语四年一贯制教育体系建构
（YS0125302）”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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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能力的获得，而是不断向用英语进行合作、交流和从事专业学习能力的需求转变（蔡基刚 

2014），加之对“以学习者为中心”教学理念不断强调，使得语言教学研究者将注意力逐渐

转移到集“以建构主义为理论基础，以学生为导向，同时具有跨学科性质”等优势于一体的

项目式教学模式上来。项目式教学多以小组协作的形式展开，一些研究指出小组合作多产生

积极效果，其中包括增强学生学习语言的兴趣和动机、提高语言技能、促进人际交往能力、

问题解决能力等（王勃然 2012；杨莉萍、韩光 2012），Lin & Tsai（2016）研究了基于网

络的项目式学习环境下小组意识（GA）与个人学习自我管理水平的关系，结果表明，小组

意识在短期内有利于促进低水平自我管理者的合作学习行为，而这种促进作用对高水平自我

管理者的持续时间更长。一些学者对合作学习的评价方式进行了探索，有研究证明学生自评

手段的效度不足以信赖（Lejik & Wyvill 2001；Sadler & Good 2006），Williams（2017）针

对这一问题采用了自评和教师评价差额占分比的方式，并通过在线工具、小组反思作为调节

手段，提供了一个较为合理的评价手段；此外，张文娟（2015）还提出“建立一套有效的、

可操作性强的评价体系，以及重视评价标准的反拨作用”是保证合作学习质量的重要因素。

另有学者从学习者观念视角出发，探索了学生对项目学习模式的学习成就满意度（王勃然 

2012），研究从语言技能、21世纪技能（如合作能力、创新能力等）和学科知识能力三方面

报告了学生的积极反应，并指出这一结果源于项目式学习能够推动学生之间的互动交流、促

进语言产出及其跨学科式的应用。

2.	 混合式学习环境下的学习体验研究

网络技术的发展突破了传统课堂学习环境中时间、地点的不灵活性以及学习资源的有限

性，将在线学习环境与传统课堂环境结合，探索学习者对这一特定学习环境的理解和体验无

疑会为改进教学实践提供启示意义。Oliver & Trigwell（2005）指出，在混合式学习环境中，

除了对技术使用和教学过程的关注，还应着重考虑学生的不同学习体验和学习过程。Chang 

et al.（2015）综述了在技术支持下的学习环境（TSLEs）中如何测量学习者环境感知，并提

出一个包括技术、内容、认知、元认知、社会和情感六个维度的框架，以探测学习者感知所

体现的因素。不少研究也报告了学生对混合式学习环境的体验以及影响其学习体验的重要因

素。Hyo & Brush（2008）的研究表明，课程结构、情感支持、交流媒介会使学生对混合式

环境下的学习合作、社会存在、满意度产生不同程度的认识；他们还提出要提高学生的满意

度，教师应设计一些基于真实问题探究的合作项目，为学生提供线上线下的合作交流机会，

以帮助学生认识到这种学习方式的相关性和意义所在。Osgerby（2013）对一项小规模嵌入

混合式学习环境进行了调查，发现学生对这一方式的引入整体持积极态度，这种态度与学习

资源以及教学环境的支持密切相关；在执行合作任务过程中，学生参与度、动机与其交流合

作的社交媒体有较大关系。现有研究表明，项目式教学在混合式学习环境中有较大的应用潜

力，本研究将立足于传统课堂学习与便捷的社交媒体相结合的学习环境，利用基于反馈的学

习者学习体验感知，探究在依托项目式开展的混合式学习环境中，学生对课程环境感知的形

成过程呈现出哪些因素以及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并结合质性数据对其原因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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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设计

1.	 混合式学习下的项目课程介绍

本研究基于学术英语综合素养课程，遵循项目真实性原则和以内容为核心原则，并依

托传统课堂和网络双重平台开展了将英语教学与学生专业背景相结合的项目式写作，该课程

历时一学期，其中课上所教学术写作方法主要以Writing Scientific Research Articles（Cargill 

and Patrick O’Connor）为参照教材。研究过程从实施到结束分为四个阶段：1）1—4周为选

题阶段。教师在准备阶段发挥引导作用，通过搭建显性任务支架（Hadwin & Winne 2001），

就任务程序和执行策略提供建议并以PPT形式发在QQ群共享；此外，项目式学习在英语教

学中的运用主要缘于以内容为依托的教学法的引入（蔡基刚 2014），因此教师鼓励各小组进

行线上或线下讨论，并借助网络资源查找选择与其专业相关的主题，以保证将英语学习与所

学专业内容结合。最后，小组长需将各组选题结果以电子文档形式分别提交给三位助教，选

题内容应包括小组信息、学科背景、研究意义以及合作过程反思，以上信息将作为助教和教

师的作业评分参考依据；2）5—10周各小组准备、提交开题报告，并以PPT形式在课堂陈述

展示开题成果。此阶段要求学生将选题视角具体化，确定选题后需查阅至少10篇相关文献，

小组成员需做好文献笔记，包括文献来源、作者以及总结与研究主题相关文献要点。各组

组长需做好小组记录反思探究过程，并提交电子版给助教，其中教师鼓励记录形式个性化、

多样化，为学生创造了一种发挥创造力的宽松环境；最后教师就课堂PPT展示的情况依据

研究问题的明晰性、方法的合理性、文献参考的规范性、小组合作记录的具体性进行评定； 

3）11—16周为论文撰写阶段。经过前期的选题、开题，各组已经明确了研究问题，也经历

了文献查找、阅读的过程，有一定的能力在此基础上进行论文撰写，小组成员分工协作，汇

总文献查找阅读成果，小组长记录写作中遇到的困难及解决对策，最终各小组交出合作产出

的论文，在线下写作过程中学生主要通过e-mail和QQ群与教师、助教沟通。4）学生对项目

论文学习体验进行反馈。教师与3位助教组织学生在课堂上就一学期以来的项目式课程进行

匿名反馈。已有研究（Kim and Kim 2017；Van Popta 2017）指出，反馈作为影响学习最

重要的变量之一，在教学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因此，在听取总结学生反馈的基础上，研究者

得以了解学生对这一混合式学习环境的态度和体验。

2.	 参与者

本研究实验对象为某211高校318名大二学生，共六个实验班，分别来自工、工商管

理、计算机、机械等九个专业。各班内学生按专业相同原则每4至6人为一组，避免了小组

在选题时由于兴趣或擅长领域分歧过大导致合作失败，有利于调查研究任务的顺利开展。参

与课程开展和组织的还包括一名教师和三名研究生助教，三位研究生全程协助教师，各自负

责管理两个班，参与作业批改、评分标准制定，在与教师协商的情况下，对学生的选题、开

题给予一定指导和反馈，与教师共同整理反馈数据、提炼主题。

3.	 课程评估方式

研究主要采取形成性评估方式，分四次进行，为了提高评价结果的可信度，减少教师个

人主观因素影响，其中选题和开题阶段由教师和助教协商制定评价标准，就选题而言，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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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信息、学科背景、研究主题、研究意义、反思记录、提交时间等六个方面酌情评分；开

题部分则参照文献阅读量、阅读总结记录、摘录格式、反思（问题与对策）、课堂PPT展示

情况等因素打分。此外，小组内按照统一标准打分可能无法真实反映成员参与度，使教师不

能了解组内合作情况（Williams 2017），因此项目实施者要求小组反思记录中须标明成员贡

献度，并以此作为其中一条评分细则。

4.	 数据收集和分析

研究采用学生反馈定性数据，即学生对依托项目式形式开展的课程进行评价，为保证学

生能够真实反映自己的看法，反馈以匿名形式在课堂上填写。研究首先对反馈数据进行初步

编码，教师与助教通过分类整理，提炼出八个概括性主题，经阅读分析各主题下的内容，又

进一步提炼出若干子话题，不同主题下的话题数量和类别有所差异，但都围绕课程及项目式

学习的过程，具有内在共生关系，反映出学习者对不同因素的态度感知程度，其中包括学生

对项目课程的积极或消极价值认知、多元化学习需求、对小组合作表现反思、任务执行困难

等。最后，研究者根据子话题呈现出的共通性，将话题提升至维度层次，将其分为趣味度、

困难感知度、价值度、适应度、人际支持度和学习行为感知六个方面，发现、解释了其间的

交叉影响关系，并对这种感知出现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四、发现与讨论

1.	 学生对课程感知主题呈现

从学生反馈数据中涌现了八个主题，分别为课程总体评价、课堂参与、小组合作、文献

查询与阅读、课外英语学习、作业及评价方式、完整项目论文写作困难及变更建议。 

1.1	 教学内容与方式反思

通过主题呈现，可以发现反馈主要针对以项目式学习为形式开展的课上教学和课下执

行完成任务过程两大方面。一些学生认识到课程设置从长远来看有利于学术能力的发展，

但从内容来看，仍不乏一些消极认知，学术性太强导致学生参与热情不高、学习自信心不

强。可理解性输入是语言习得的一个重要条件，文秋芳教授也指出任务的设计要符合语言

学习的规律，任务的完成需建立在一定语言积淀的基础上（张文娟 2015），可见学生现阶

段的语言能力和学习水平普遍与学习内容不协调是产生“听课吃力、参与度低”等消极认

知的主要原因。

另一方面对教师设置的作业及评价方式，反馈多集中在“评价方式片面、作业形式新

颖但难度大”等方面，不同于以往的作业形式，项目式学习中的任务需要小组成员配合，并

需要借助于网络工具才能完成，学生的负面反馈反映出学生无法完全适应这种任务形式，另

外，评价方式的不足间接导致了学生课下任务执行可能出现的缺乏动力、合作成果质量不尽

人意等情况。尽管评价标准由教师和助教共同制定，但评价标准是否具备可操作性还需要进

一步验证；而评价方式的单一性主要表现在只参考教师评价，忽略小组互评、学生自评的多

样化评价手段（高志军、陶玉凤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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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学习行为反思

学生反思的自身学习情况包括小组合作、课堂参与、课外英语学习。原始语料显示小组

合作缺乏动机，由于不能协调好各组员课下合作讨论时间，无法保证参与者按时完成各自负

责的部分，以致组内部任务完成的贡献度不等。从数量上看，对动机与执行力的反馈也远远

少于对合作方式的反思，这说明学生对项目式学习的实质没有真正理解，忽略其学术价值。

课堂参与度总体呈消极反应，由于课程内容难度大，又不能满足当前对四六级的学习需求，

学生心有余而力不足，从而削减了其参与互动的信心和热情，间接影响到对项目学习的参与

态度。学生课下的英语学习多为自主性学习（Brookes & Grundy 1988），大部分表示以单词

打卡背诵、看美剧、TED视频、刷四六级题为学习活动，少数同学提到通过QQ群讨论相关

文献，这表明学生的学习活动大部分依赖于技术环境的支持，但缺乏有针对性的沟通意识，

没有积极地通过与所处的社会环境互动来进行知识的获取和建构（高志军、陶玉凤 2009；

王勃然 2012）。 

1.3	 文献查询与写作困难反思

项目式学习的最终任务是小组合作完成一篇论文，论文写作的前提是做好文献查询和

阅读工作，在这专业性极强的两方面，学生反馈喷涌式出现，就文献检索能力而言，只有少

数同学会求助于学校数据库，但由于经常找不到与研究主题相关的文献，部分同学选择百度

百科、文库等非专业查询渠道；就查询到的文献而言，阅读障碍如专业性词汇、看不懂研究

数据处理方法等困难挫伤了学生的研究兴趣。而完整论文写作困难无外乎受学生写作水平限

制，文献阅读困难也相应导致学生无法进行深入研究。另外，缺乏系统的研究方法的训练，

写作时间又很紧迫，使得学生信心不足。因此，在学生提出的论文写作变更建议里，大家一

致要求降低写作难度，即减少字数、削减论文篇幅等，学生的呼吁也反映了论文撰写需符合

现实水平，具有可操作性，保证学生有参与动力。

经分析梳理，以上主题之间呈交互影响关系。学习内容与学习需求及水平脱轨、评价方

式不足导致学生产生较高困难感知度，影响小组合作的质与效，又反过来影响了学生对依托

项目式开展的课程价值度的认知，小组内薄弱的学习共同体意识也直接影响到课下个体学习

的状态和质量。

2.	 课程环境感知与学习行为感知

2.1	 课程环境感知：从情感到社会维度

根据反馈情况，笔者将对课程环境的总体感知提炼为趣味度、困难感知度、价值度、课

程适应度和人际支持度。趣味度主要指学生对课程内容和课程开展方式的感知态度。原始语

料显示，在教学内容、小组合作参与度和文献查询阅读等话题中，学生反映课程无趣、枯

燥、缺乏参与积极性等。探究导致这种消极认知的原因，笔者发现它们通常伴随着与困难相

关的表达，比如：

“部分组员听课感到吃力，课程略枯燥，上课实质内容难以捉摸。”

“生词太多，读完一篇累到死，读文章没兴趣，为完成任务而读。”

可见学生的学习兴趣直接受到了课程难度感知的影响。困难感知度包括课程内容、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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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文献查询及阅读、论文写作等困难。学术性强、任务难度大，既影响了学生参与项目式

学习的热情，也因其教学模式与传统教学方式差异较大，学生一时难以适应。适应度指学生

能够在多大程度上适应这一教学方式，对课程的认可或排斥、在学习过程中的自我效能和能

力表现都能够体现出这一感知维度，如：

“参与度不高，一方面没有学习积极性，二是因为学习内容差异跳跃大，感觉

不能提高听力、阅读能力。”

“作业形式与以往不同，较为灵活，难度较大，需要时间适应。”

这种适应度显然与课程难度或课程模式调整密切相关，执行任务过程中在不同程度上涉

及网络资源或工具的运用，而学生的不适应恰好体现了其缺乏有效利用网络平台协助学习的

能力；同时学生也考虑到这种学习方式不能满足当前的学习需求，因而无法在心理上充分认

可，积极主动地融入这种学习环境。

从价值度来看，学生能够认识到基于项目的学术写作课程的价值，如“教材比较有用，

对写论文步骤讲得比较详细；教材上可供我们参考的论文也较有参考学习意义”，但这种积

极认知并没有带来积极的学习成果，这说明课程难度大和开展形式没有有效激发学生学习兴

趣。人际支持度指学习中师生、生生互动情况。在各阶段任务执行中，教师负责发布作业要

求、对任务操作给予指导，而助教作为沟通师生之间的桥梁，就学生每阶段的学习成果指出

问题，并提出建议；此外同伴的支持、资源分享为小组创造了愉悦的合作环境，在社会环境

互动之中促进对知识的理解与建构，因此学生在社会维度上表现出较高的满意度。

2.2	 课程环境感知与学习行为感知的交互作用

学习行为感知在一定程度上是学生元认知水平和自我管理水平的体现，学生对学习资

源、制订的学习计划、采取的学习策略及相应的学习表现进行评估，有助于提高其反思能

力、批判性思考和判断能力（Chang et al. 2015），反馈中的学习行为主要包括对学习参与

度和课下小组合作参与情况的反思，如：

“参与力不够（自身），与六级无直接联系，无足够吸引力。”

“整体组员很棒，有合作意识，但由于上课效率不高导致合作效率一般。任务

主要是安排什么做什么，缺少主观性。”

学生能够认识到自身消极参与及其原因：一是所学内容与当前学习需求联系不大；二是

课程本身的趣味性不足。此外，对合作学习的评价体现了小组合作过程较为顺利，但合作质

量有待考察，这种情况既表明学生的学习自主性和小组管理水平距离理想的学习效果仍有差

距，也说明了学习行为受到学习环境的影响。具体来看，课程趣味度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学习

者动机的一项因素。Dörnyei（2005：50）指出，二语习得的动机与学习者积极看待其所在

环境的学习群体或学习价值有密切联系，因此学生对教学环境和小组合作的探究性学习方式

的趣味性的认知，会对其学习欲望、态度和为此付出的努力产生较大影响。学生的适应度能

够反映这种交互性学习环境对语言学习起支持还是阻碍作用，这种作用进而直接影响到学习

者学习行为的积极或消极表现。另外，项目学习下的师生交互和同伴交互，体现了学生在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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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协作、共同解决问题的环境里体验到人际支持对促进个人学习的积极作用，有利于积极学

习行为的产生；反之，如果合作学习环境中存在不和谐、不平等或组织松散等情况，这种社

会情景则极有可能引发消极学习行为，影响学习效果。通过反思学习行为和成果，不同水平

的学生也会由于学习成果低于或高于预期值在价值度感知上存在差异。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发现，课程环境感知各维度之间及其与学习行为感知之间呈现出不同

程度的交互关系，以下是关系图：

图1 课程反馈各维度交互关系

五、结论

通过了解学生的学习体验反馈，研究者发现，学生在参与混合式环境下的项目式学习过

程中，对教学内容、课堂参与、小组合作、评价方式、文献查询与阅读、课外英语学习、完

整项目论文写作困难方面的认识较为集中和深刻，这些主题环环相扣、互相影响，体现了学

生对自身语言能力不足的反思。对教学难度大、教学内容不能满足当前学习需求、小组合作

质量有待提高等问题的意见，这种匿名“吐槽”式的反馈形式为学生提供了一个表达诉求、

回顾反思的渠道，真实反映了学生对课程的看法，有利于发展学生的元认知能力。此外，笔

者又从以上反馈主题中提炼出了趣味度、困难度、适应度、价值度和人际支持度的感知以及

学习行为感知等学习环境感知维度，分析指出学生对学习环境的适应度（如学习资源、学习

形式和网络技术、社交媒体的使用等）、趣味度和人际支持度对学习行为有明显影响，对人

际支持的认可促使学生肯定了合作学习的正面价值以及积极的学习行为感知，但学生对这种

依托网络交际环境的学习成果质量暂持观望态度，消极的学习行为感知会导致学生对价值度

感知停留在认识层面，阻碍其对课程本质和自身学术需求的深入了解。学生对依托项目的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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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式环境的感知体验因素是教学实践者调整教学计划及内容、改进教学策略的重要依据，在

本研究中，因实验对象的学术英语水平、学术需求存在较大差异，学术需求较低或没有的学

生很有可能对这一课程实施形式产生消极认知，从而影响真实教学效果，在下一步研究中，

研究者应考虑这一变量，将授课对象定位为有较高学术英语需求的学生，在此基础上考查学

生对依托网络技术的项目式课程的感知和教学效果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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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题材电影进行ESP教学：
以航海电影为例 *

毛  智  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提要：利用电影进行通用英语（GE）教学的探讨较多，但是利用题材电影进行专门用途英

语（ESP）教学的探讨较少。本文以航海电影为例，从如何选择恰当的题材电影、如何挖掘

题材电影的专业内涵、如何恰当的选取电影片段、如何处理电影字幕、如何实现系统教学等

多个方面进行研究，尝试探讨出一套用题材电影进行专门用途英语（ESP）教学的方法。

关键词：题材电影、ESP教学、航海英语、航海电影

一、引言

随着教育技术的发展，多媒体技术教学在全世界得到推广，特别是在语言教学领域运

用最为广泛。利用英语电影进行教学，可以融合真实情境的英语视听说，语言学家Susan 

Stempleski和Barry Tomalin认为，视听结合的教学手段比任何一种教学媒体都能更全面而

真实地展示语言信息（Barry & Susan 1994）。目前，利用电影进行英语教学已经被广大教

师公认为是一种重要的英语教学手段。

通过对现有文献的研究发现，利用英文电影进行GE（General English）听说读写教学

的研究较多，而如何运用到ESP教学上的研究较少，目前国内有两篇论文属于类似研究。孙

文娟（2015）探讨了航空题材英文电影应用于优化飞行英语听说教学的优势、实施策略和需

要注意的问题。尚晓艳、赵奎友（2013）探讨了原声电影中服饰多元化对ESP教学的促进

作用，以及如何使用authorware等软件对电影进行剪辑形成教学课件。对于如何在众多题

材电影中选择最恰当的专业题材电影，如何利用题材电影进行ESP教学，如何解决教学过程

中的一些细节问题值得更加深入的探讨。本文以航海题材电影为例，把航海题材电影引入海

事英语（ME, Maritime English）教学中，其执行思路和教学方法可以为其他非航海专业的

ESP英语电影教学提供参考。

* 本文系2016至2017年清华大学外文系访学期间研究成果，2016至2017年度四川应用外语研究会项目“航
海英语视听说教学与课程设计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SW2016-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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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选择恰当的题材电影

1.	对专业课程以及专业知识的把握

专业英语与专业课程紧密联系，专业英语是为专业课程和实际工作服务的。要选择恰

当的题材电影，首先教师应该对该专业领域的课程纲领、知识点以及该专业领域的工作类

型和性质有清楚的认识。以海事英语为例，ME是ESP英语的一个分支，至少包含了五个领

域：航海基础英语（包含船艺、货运、船舶操纵、气象学、船舶结构与设备、船舶管理、消

防、急救、航海学等学科课程）、海事通信英语、海商法英语、海上贸易英语、造船英语、

轮机英语等（Bocanegra-Valle 2013）。学生毕业后主要在货轮上驾驶船舶，有的学生在海

上工作后又回到岸上从事海商法、贸易、货代、船代、造船、修船等与之相关的工作。ME

不仅涵盖船员彼此之间的语言交流与应用，还涉及与岸上人员、码头工人、救助、打捞、交

通服务、船代、货代、轮船公司等多个部门和人员之间的语言交流。在19世纪70年代以

前，大多数海员来自母语是英语的国家，所以在各种情况下的交流是顺畅的，然而根据最新

统计，现在80%的海员来自不同国家且有着不同文化背景，语言的交流成为一个很大的问

题，甚至成为海上事故的最重要原因（Ziarati et al. 2008）。为解决这一问题，1973年国际

海事安全组织把英语定为海上交流的官方语言，并制定了全世界通用的海事标准用语SMCP

（Standard Marine Communication Phrases），以此来规范海上交流和通信用语，让不同语

言和文化背景的海员交流更加准确，从而保证海上安全。英语语言教师首先应尽量多了解专

业知识，这样在选择题材电影时才会更有针对性。

2.	航海题材电影的选择技巧

每个专业对应的题材电影不计其数，但真正能够作为课堂教学的题材电影不多，毕竟

大多数的电影不是为专业而生，一部好的专业题材电影是否能与课堂ESP教学相结合，主要

取决于电影的语言、年代、场景、事件等是否与专业课程相契合。题材电影应用于ESP教

学，应该尽量满足以下条件：1）绝对的英语原声电影，因为只有原声电影才能提供原汁原

味的英语，进行标准音的输入。2）电影发行时间不宜太久远，否则电影情节容易与现代脱

节，也难以引起学生的兴趣，一般选择2000年以后的专业题材电影比较适中（Champoux 

1999；King 2002）。3）电影与真实世界相结合有利于专业语言应用于实践（Williams & 

Lutes 2006）。题材电影应尽量包含现实的工作场景、工作所需要的器物、工作语言、技术

语言，这样便于学生置身于电影中习得英语词汇、术语。4）题材线索一直贯穿于整部电影

的题材电影是最佳的选择对象。如果不能满足该条件，至少电影场景应尽量包含多个典型的

相关专业场景片段。5）尽可能选择专业场景中对话丰富、人物丰富的题材电影，而且对话

中包含大量的专业术语和专业词汇。在选择时可以对英文字幕进行定量统计分析，选择专业

术语和专业词汇所占比例较高的电影。6）有的电影整体来看与需要寻找的题材电影毫不相

关，但其中的某个片段却是极佳的相关题材电影片段，这种情况下可以截取其中的片段进行

教学。7）排除表面形式上的题材电影，这部分电影虽然名称或故事背景看似好像是相关题

材，但实际上完全缺乏实质的专业内涵。如《海上钢琴师》这部电影故事情节都发生在海

上，但并不包含航海专业所需要的专业语言，如果用来进行ME的教学将不能达到预期效果。

8）学生容易从音像店或网络获得该电影以便进一步观看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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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原则进行航海题材电影的选择。通过网络搜索引擎关键词“航海电影”进

行搜索，综合新浪、搜狐等门户网站共评选出到目前为止的20部经典航海电影：Master 

and Commander: The Far Side of the World（2003）、Captain Ron（1992）、The Perfect 

Storm（2000）、Dead Calm（1989）、The Hunt for Red October（1990）、Wind（1992）、

All Is Lost（2013）、The African Queen（1951）、Midway （1976）、Jaws （1975）、

180°South （2010）、en solitaire（2013）、Kon-Tiki（2012）、Solo（2008）、Morning Light

（2008）、《恋恋海湾》（2013）、 Dji Death Sails（2015）、Tabarly（2008）、o Mundo Em 

Duas Voltas（2007）。根据以上筛选原则进行初选Master and Commander: The Far Side of 

the World（MC）和The Perfect Storm（PS）相对最符合要求。MC主要讲述了19世纪初，

海权争霸，英国海军“惊奇号”战舰在新任舰长杰克的带领下出海远征，为了荣誉在海上与

法国和西班牙海军展开殊死搏斗的故事，虽然年代比较久远，但剧中出现大量船上工作语言

和工作场景，很多语言要素在现代船舶上还在继续使用。PS改编自同名纪实小说，讲述一艘

捕鱼船在大西洋上遭遇百年罕见的风暴，船员们在船长比利的带领下与风暴搏斗的故事，展

现了近现代船舶工作的真实场景，电影中直升机对船员进行救助时的场景完全可以作为船舶

通信英语的教学范例。

三、两部航海电影中语言的定量分析

对初选的多部题材电影进行语言的定量分析，可以确定哪一部电影语言更为丰富、词汇

种类更具有多样性、包含的专业词汇和相关专业用语更多，从而帮助我们选择最适合的题材

电影，并根据电影的不同特点进行片段的选取和教学。语言的定量分析还可以让教师预先把

握整部电影中专业语言和专业词汇的分布情况，在教学中可以做到有的放矢。

1.	使用Wordsmith	Tools对电影字幕的分析

虽然两部电影经过初选可以作为ME教学电影，但这两部电影有着各自的特点，为了更

加准确地进行教学，下载两部电影字幕并用计算机程序提取两部电影中的英文字幕形成Text

文本文件，并将文本与电影中的字幕进行对比，确保字幕提取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之后对字

幕文本使用Wordsmith Tools（Version 6）进行分析，确定每部电影的语言特点，最后根据

两部电影不同的特点选择不同的课堂ME教学方式。表1比较了两部电影的时长（length of 

film）、句符数（number of sentences）、形符数（tokens）、类符数（types）、类符/形符比

（TTR）。通过比较可以看出，相对于PS，MC包含的语言更为丰富，词汇种类更多。

表1	 电影字幕的定量分析	

Master and Commander (MC) The Perfect Storm (PS)

Length of film: 132 minutes Length of film: 126 minutes

Number of sentences: 1574 Number of sentences: 1307

Tokens in text: 8684 Tokens in text: 7073

Types in text: 1845 Types in text: 1347

Type/Token ratio (TTR): 0.21 Type/Token ratio (TTR): 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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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ME相关句子数量的统计分析				

通过对两部电影中每句英文字幕进行分析，找出所有与ME相关的句子，这里相关句是

指所有涉及或包含ME中的场景、专业词汇的句子。通过比较发现，MC中含有ME的句子比

例达到16.1%，大大超过PS中ME的句子数量，这说明MC中包含更多的航海场景，有更多

关于ME的对话。

表2	 电影中与ME相关句子数量分析

名称 句子总数量 含ME句子数量 百分比

MC 1574 92 5.8%

PS 1307 211 16.1%

3.	对专业词汇的分类统计分析

对两部电影中的ME专业词汇进行统计时，有些词汇虽然属于GE词汇，但是在航海背景

之下被认定为ME词汇，如：check line，把专业词汇按航海专业课程进行分类统计（见表3）。

表3	 电影中ME专业词汇数量分类统计分析

MC PS 行合计 百分比

航海学 22 15 37 11.3%

船舶操纵 12 5 17 5.2%

航海气象 11 16 27 8.3%

船舶货运 3 3 6 1.8%

航海仪器 7 8 15 4.6%

航海通信 0 11 11 3.4%

船舶管理 34 10 44 13.5%

船舶结构与设备 110 26 137 41.7%

航海地理 2 2 4 1.2%

其他 21 8 29 8.9%

总计 222 104 326 100%

百分比 68% 32% 100%

船舶结构与设备学科中的ME词汇占了41.7%，这说明两部电影中的主要专业词汇集

中在这一学科之中，这门学科包含了船舶结构、船舶设备、船舶上的各种索具等。在两部

电影中共出现14处关于船舶类型的词汇，有些船舶类型是常见的，有些船舶是特定场景

下的特殊用途船，这些船舶类型或名称在专业教材中都很少见，如swordboat (PS): You’r a 

goddamn swordboat captain. 还有一些词是通过场景引申出来的船舶类型如privateer（海盗

中国esp研究2017第2期 正文.indd   99 18-1-12   下午3:16



100

选择题材电影进行ESP教学：以航海电影为例

船），whaler（捕鲸船）。另外在PS中都出现了cutter一词，该词是指一种快速移动的小巡

逻艇，如果在MC电影的历史背景下，是指一种前后都装有帆的小帆船。两部电影中还出现

了不常见的与军事相关的船舶：frigates，ship of the line。教师应该以此为契机进行讲解，

拓展学生词汇量。关于船舶结构的名词共出现28次，具有代表性的名词如：weather deck/

gangway/rudder/hold/wheelhouse/hull/plank and frame等词汇，主要描绘船舶的各个功

能位置。船舶上的索具名词两部电影共出现24次，主要用来描述抛锚、起锚、吊货、带缆，

靠泊等工作场景，如：weigh anchor/heave anchor/stern line/lifeline/mallet/drop ladder

等词汇和短语。由于两部电影的时代背景不同，在PS中的船舶属于机动船，而MC这部电

影中的船舶是帆船（sail），在MC中出现了大量操作帆船的专业用语，在现代船舶中几乎不

再使用，但值得注意的是PS中唯一出现了一次sail，但只是使用了sail的引申意义：Let me 

reduce sails, Sandy, or even go back home.

在航海学知识模块中，两部电影中出现了表示船舶方位的专业词，这些方位词都形成

一一对应关系，为教学提供了良好的对比教学素材，如用on board表示在船上，用ashore

表示在岸上。用port/starboard表示船舶的左舷和右舷，值得注意的是，在MC中出现了

larboard一词表示左舷，这是19世纪时的用法，这种表达方法在传统专业教材中很少见。另

外在两部电影中出现了bow/stern/aft表示船舶前后方位，但缺失了 fore这个以专业词与之

组成bow-stern，fore-aft的传统用法，教师应该补充类似的知识点，使其更为完整地呈现。

在MC中有两个长度单位词 fathom和mile，它们是航海学里面的一个重要知识点，fathom表

示6英尺或1.8米，mile在航海上一般指nautical mile（海里），1海里约等于1852米。

船舶管理学科中包含船上人员结构知识和船员职责知识，在这两部电影中出现了master

和captain，都表示船长，在PS中出现了skipper一词：You going out again this season, 

skipper? 这里的skipper也表示船长的意思，而该词在现代英语中很少见。两部电影没有完

全呈现船上所有职务的名称，只出现了boatswain/quartermaster/midshipman/carpenter’s 

mate 等词，这需要教师借机补充完善该知识点。在船舶职责部分，在MC中呈现了officer of 

the watch与教材中的OOW（officer on watch）相对应。

在船舶操纵知识模块中，电影主要以舵令和车钟令呈现在PS中：Back full! Back full on!

与标准车钟令Full astern对应；在MC中出现了大量的船舶操纵用语：Hard to starboard/

Midships it is, sir/Take the wheel!/Back her down slow/Yeah, I’m steaming full bore.

在助航仪器知识模块中，由于MC讲述的故事年代久远，电影中没有现代化航海仪器

的词汇，只有sextant/ship’s log等词出现。PS呈现了现代船舶中的航海仪器，如nautical 

charts/lighthouse/compass/buoys/weather fax，两部电影呈现的单词明显具有时代性。

船舶通信包含船对船、船对岸以及船内部之间的通信，这部分内容主要出现在PS中，

其对话内容包含了大量SMCP的内容，主要是遇险用语、地理位置的描述、码语。其典型的

句子为：Mayday! Mayday! Mayday! We’re a 32-foot sailing vessel, Mistral; Whiskey-Yankee-

Charlie 6681, over!; Position: 39.49 north ... 这部分用语完全符合SMCP的标准格式，可以

让学生重复观看此片段，挖掘其中所包含的知识点。

在航海气象知识模块中，两部电影主要涉及风速 （PS: Winds 40–50 knots，seas 30-

40 feet.）、风向（MC: The wind’s backing, sir!）、风级（PS: Hurricanes ... squalls, hu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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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s ...）、气压（PS: Two, this low south of Sable Island, ready to explode.）、浪涌（PS: Holy 

shit! Rogue wave! Hang on, there’s a swell! ）、潮（MC: If wind and tide had been against us, 

I should have said yes）、雾（PS: The fog’s just lifting; MC: Sighting in heavy fog）、云（PS: 

What do you think? Blue skies, scattered showers, same old, same old?）等气象要素。

船舶货运和航海地理这两大知识模块中，两部电影涉及的知识点较少，船舶货运模块

以船上货物或以装货场景呈现（PS: Minus $35,000 for bait, tackle, fuel；What’s our tally? 

MC：Let’s have hands to stow these tortoises; All hands, get these provisions stowed.）。航

海地理以港口、地名的方式呈现。

四、教学过程中的技巧探讨

一部专业题材电影通常同时包含ESP和GE，这是对学生英语综合能力的考验。教师针

对学生现有英语水平和实际情况进行电影（电影片段）选择时，不太可能同时兼顾各种因

素，这难免造成学生在题材电影教学中遇到语言障碍并产生心理负担和认知负担，教师在整

个过程中应该采取相应的策略，最大限度地减轻这种负担。

1.	教学前的准备

对电影故事情节预先进行大体上的讲解，能让学生对电影产生一定的兴趣，否则学生会

在教学过程中产生疑惑并形成挫败感（Silvia 2008），而直接影响题材电影教学的效果。教

学前准备方式和内容多种多样，如：教师可以讲述部分故事情节，让学生继续带着兴趣观看

其余部分；教师还可以预先讲解可能会造成学生理解障碍的词汇、表达、语法、文化等，消

除其理解障碍。

2.	电影字幕的选择和使用

对于是否使用电影字幕，使用中文还是英文字幕，研究者有着不同的看法，概括如下：

英语整体水平较高的学生不使用字幕更能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Bueno 2006）。使用中文字

幕的缺点是让学生依赖字幕理解故事情节，而不是通过听电影中的英语对话来理解（King 

2002），从而丢失了电影本身的外国文化情景要素（Kaiser 2011），达不到语言输入的目的。

但是中文字幕的使用有助于学生学习英语词汇并整体理解故事情节（同上），理解不常用的

英语词汇和充满文化色彩的词汇，实现词汇的自然习得（King 2002）。字幕还为学生提供了

轻松的教学场景，减轻学生的紧张程度（Lin 2002）。中文字幕可以降低教学过程中的心理

负荷，能帮助学生有效快速地把英语词汇和相应的中文含义联系起来，对英语水平较低的学

生的帮助远远大于只有英文字幕的情形。英文字幕可以帮助学生辨识词汇的语音，并提供了

额外的书面输入，使得学生的英语阅读能力也参与到观看过程中来，通过阅读屏幕上的英文

字幕可以帮助学生猜测词义和理解内容。如果选取的题材电影语言的难度略高于学生英语水

平时，可以不使用任何中英文字幕，这样更有利于实现 i+1的语言输入（汪徽 2005）。从以

上观点看来，是否使用字幕主要取决于教学目的、侧重点以及学生自身的英语能力。

3.	电影片段长度的选择

由于课堂教学时间的限制，教师在应用题材电影进行ESP英语教学时，常常犹豫到底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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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长片段电影还是短片断电影来进行教学。通常来讲，短片断电影更加聚焦于某单一的课

堂教学目标，如专业词汇和语法的教学（Seferoglu 2008；Swaffar & Vlatten 1997），主要

目的在于完成单个语言点的教学，它更适合于对英语整体水平处于中等或中低等的学生。长

片段电影更适合于英语整体水平处于中上学生的教学（King 2002）。一部完整的电影或长

片段电影包含了错综复杂的人物和丰富的语言，英语水平较低的学生由于不能充分理解语言

进而造成对电影情节的不理解，会产生心理上的负担，从而达不到电影教学的目的，直接影

响课堂电影教学的效果。所以，电影片段长度的选择在考虑到课堂教学目标和教学任务的同

时，还要照顾到学生的英语水平；有些题材电影只有部分片段与教学内容和目标相关，在选

择时可截取其中部分片段用于教学。

五、结语

本文通过对两部航海电影的字幕语言进行分析，认为两部电影都涵盖了航海专业各个学

科的内容和知识点，但是两部电影又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

MC这部电影中所含专业词汇占了两部电影专业词汇总数的68%，航海相关主题场景贯

穿于整部电影，由于讲述的故事历史久远，船上缺少现代化船舶的一些设备，这是这部电影

的最大缺失。另外，该电影中许多专业词汇和现代航海中的词汇具有一定的差别，可能会对

学生的理解形成一定的障碍。但从整体看，该电影航海场景较多、专业词汇丰富，适合用来

作为课堂教学ESP的题材电影。教学完毕后，教师可以让学生复述整部电影或者选取某一个

片段进行复述。还可以根据电影提出相关专业问题，如根据MC这部电影让学生讲述现代船

舶和以前帆船的不同之处以及船上人员职责的不同之处。

PS这部电影的故事情节更接近现代，从剧情来看非常适合ME中通信英语的教学。通信

英语是ME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学科。从分析来看，PS这部电影中共有11处出现此类知识点，

主要是用在极端恶劣天气情况下遇险救助和协调，使用的都是SMCP标准用语，特别适合用

来作为ME中通信英语的教学。电影前30分钟对话和场景几乎与ME不相关，所有的相关场

景都集中到后半部分，这说明PS这部电影适合用来截取其中船舶救援片段进行教学；另外

在PS电影中，从00:58:40–01:05:42的7分钟里出现了14次关于气象的对话语句，可以截取

该片段进行航海气象的教学。教学完毕后，教师可以让学生扮演电影中的遇险、救助、通信

的角色，让学生进行语言输出。针对片断电影，教师应要求学生在课余时间看完整部电影，

起到复习理解的作用。

由于课堂时间有限，两部电影不可能全部用来进行课堂教学，通过分析可以发现，MC

适合整部电影来进行课堂教学，而PS更适合选取其中的片段进行教学。学习词汇有两种方

式，一种是刻意的学习，一种是无意之间的习得。通过题材电影进行专业词汇学习时短片

电影和长片电影对专业词汇的习得影响也不一样，短片电影是倾向于词汇的集中刻意的学

习，而长片电影倾向于把词汇置于故事情节中，为学生提供大量的词汇输入进行无意识习得

（Ellis & Shintani 2014）。为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教师应该同时采用长片与短片电影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教学，以达到教学目的。

选择题材电影进行ESP英语教学能够把真实世界与专业相结合，是一种值得探讨和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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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研究的教学方法。选择任何一部专业题材电影作为ESP教学，教师都应该预先对电影进行

一定的量化分析，选择最能紧密结合专业学科、激发学生兴趣、有助于专业词汇和短语学习

的电影。专业题材电影可以运用到各个专业的ESP教学，本文以ME教学为实例进行了探讨，

以求广大学者在该领域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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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视角下专门用途语言与公
共用途语言的交际能力研究

黎  亮  王学成  成都医学院

提要：在分析、比较三个影响力较强的语言交际能力理论与专门用途语言交际能力的关系

基础上，本文选择以Lye F. Bachman于1990年提出的语言交际能力（CLA）模式为理论基

础，研究专门用途语言交际能力与公共用途语言交际能力的关系。通过对“评价策略能力”

和“语域敏感度”这两项语言交际能力的组成因素对两种语言交际能力的影响进行研究发

现：个体的专门用途语言交际能力源于公共用途语言交际能力；专门用途语言交际能力在个

体的知识图式和语言能力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从公共用途语言能力中产生；专门用途语言

交际能力产生的知识条件是个体对社会文化及客观世界更加深入的认知，语言能力条件是具

备对专门用途领域语篇和公共用途领域语篇中语言使用差异的敏感度。

关键词：专门用途语言交际能力、公共用途语言交际能力、策略能力、语域敏感度

一、引言：专门用途语言交际能力

专门用途英语（ESP）研究兴于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研究者主要关注科技领域中

英语使用的特点，后来，ESP被视为一种针对语言习得过程的研究（Hutchinson & Waters 

2002：9-21）。20世纪80年代，高等院校以开设专业英语课程的形式将ESP引进国内，ESP

开始引起许多学者的兴趣。秦秀白（2003）从教学的角度探讨了ESP的性质、范畴和原则；

文秋芳（2014）综合我国素质教育要求，ESP的发展和《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阐述了

ESP在我国大学英语教育中的地位；蔡基刚则致力于提高ESP在大学英语教育中的地位（蔡

基刚 2004），重点研究公共用途英语（EGP）与学术用途英语（EAP）之间的差异及相关性

（蔡基刚 2015）。

顾名思义，ESP的语言载体是英语，随着研究不断向语言本质的深入，许多国际学者逐

渐将ESP的理念和方法融入其他语种，从而将ESP拓展至专门用途语言（LSP）研究。LSP

和公共用途语言（LGP）关联密切，关于它们各自研究的范畴定位一直存在争议，这其中

包括二者所涉及的语言能力的界定问题。许多语言测试学家也对此提出疑惑（Cumming 

2001；Davies 2001；Elder 2001；Wu & Stanfield 2001）。2000年，Douglas在Bachman

和Palmer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了“专门用途语言能力框架”（Douglas 2000：35），在LSP

界具有较大影响力。从语言能力测试的视角，他总结了相关实证研究，指出“专门目的

语言能力来自专门用途背景知识（background knowledge）和语言能力之间的互动”（同

上：40）。唐雄英（2004）也从测试学角度论述了这种能力，并称之为“专门用途英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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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P能力）”。

由于LSP和LGP都是语言习得途径（Hutchinson & Waters 2002：21），所以语言能

力是二者共同的核心内容。相较而言，LSP之所以被冠以“专门用途”，就是因为除了语言

本身，它还具有与LGP相对的“专门性”。这种“专门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

LSP范畴内，语言专注于反映人对客观世界某个专门领域的认知；二是人在专门用途语境

（context）中表现出来的特点。那么针对相关能力的研究就不仅仅是对“语言”本身的驾驭，

还应当考虑“人”在专门用途语境下交际的特点，以及他与“客观世界某个专门领域”互动

的因素，所以“专门用途英语交际能力（specific language communicative ability）”是一个

更能体现语境和认知因素的名称。

二、两种能力观与专门用途语言交际能力

1.	“语言能力”观与专门用途语言交际能力

1965年，Chomsky在《句法理论若干问题》中首次提出语言能力的概念，将其定义为

说本族语的人所具有的相关语言知识，是一种内化了的规则系统或语法（Chomsky 1965：

4），并把构成语言能力的因素描述为：区分语法句和非语法句的能力；排列词和词素的能

力；区分结构歧义的能力；区分同义句的能力；区分句中语法关系的能力；产生和理解无限

可能句子的能力（张绍杰、杨忠 1989）。Chomsky所谓的语言能力是一种从各种特殊情境

中脱离出来的纯净认知和思辨能力，是适用于一切语种、交际场景的“普遍语法”（袁晓红、

戴卫平 2009）。以这样的语言能力观来研究专门用途语言交际能力非常困难。首先，语言使

用的主题（subject）、场景（situation）和目的的专门性都是研究专门用途语言交际能力无

法回避的要素，难以对其语境丰富的变化进行归纳并抽象化。其次，Chomsky寻找的是解释

一切语言现象的规律，所以他的发现应当是LSP和LGP的共性，不直接体现两种能力之间的

关系。

2.	“交际能力”观与专门用途语言交际能力

继Chomsky之后，社会语言学家Hymes发起了另一场关于语言能力理论的革命，他于

1972年提出交际能力概念，认为语言能力必须要在语言文化的大背景下来定义，因为社会

环境会对交际者的内在语言能力造成影响；他从语法性、可行性、得体性和现实性四个方面

进行了分析（Hymes 1972）。功能语言学派创始人Halliday也为交际能力理论基础的建立做

出了贡献。他认为语言具有概念、人际和语篇三大元功能：反映说话人对外部世界和内心世

界的经验；反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语言与语境发生联系（Halliday 1973）。

Hymes和Halliday都强调环境因素对语言能力的作用，交际能力的得体性和现实性实

际上源于语言使用者语言知识以外的社会文化知识、交际时双方的心理接受度和对语言表达

与当时语言使用环境关系的判断，语言的三大元功能更是无法脱离语境而实现。交际能力观

促使对语言能力的研究摆脱了结构主义和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制约（张子宏 2009），它对社会

文化知识和语言使用环境的强调，正符合LSP依赖语境而实现专门用途的基本逻辑。社会功

能语言学派在研究交际场景与语言能力的关系时，主要把前者设定为“公共”的社会文化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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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大多数人都能频繁体验或感知的场景。在这种设定下，研究可以更加专注于语言能力

本身的变化，更加清楚地分析不同“公共”语境对语言能力造成的影响，能解释更多数的语

言使用现象。

从这个角度来看，社会功能学派的语言交际能力的研究对象仿佛主要集中在公共用途

语言交际能力上。然而从理论上讲，与专门用途语言交际能力相关的研究，不能简单地把社

会功能学派的交际能力等同于公共用途语言交际能力，因为即使是社会文化领域，也有“公

共”和“专门”之别，当语篇的主题或内容涉及社会文化现象的“专门”领域，交际参与者

的能力也可指专门用途语言交际能力。不过实际情况是，现有交际能力理论研究结果大多建

立在普通语境的设定之下，一方面使语言研究更多围绕社会文化领域展开，另一方面对科学

技术领域里的语言交际现象分析不够全面。

三、CLA视角下专门用途语言与公共用途语言交际能力

随着交际语言能力理论的发展，学者们对其构成要素的分析和描述日益科学、全面。

Canale和Swain提出交际能力由语法能力、社会语言能力、策略能力和话语能力组成。在

20世纪80年代初，这种交际理论模式由于对交际能力构成要素的描述相对全面，曾被广泛

研究和应用，但该模式的缺陷在于没有明确描述四种要素之间的关系，以及它将策略能力

局限为一种语言补偿能力（韩宝成 1995）。测试语言学家Bachman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

上，提出语言交际能力就是把语言能力和语言使用的场景特征结合起来，创造并解释意义的

能力，由语言能力（language competence）、策略能力（strategic competence）和生理心理

机制（psychophysiological mechanisms）组成。虽然在他1990年提出的CLA模式中，并未

将知识图式直接作为交际语言能力的一项组成内容进行专门描述，但Bachman认为策略能

力是整个语言交际能力的枢纽，社会文化知识和世界知识正是通过策略能力与语言能力相互

作用（Bachman 1990：84）。虽然CLA模式并未直接说明语言交际能力的“专门用途”，但

它对语境和知识的重视、对语言交际能力构成因素详细的分类、对各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的强

调，为研究专门用途语言交际能力提供了线索。

1.	从策略能力看专门用途与公共用途语言交际能力的关系

策略能力是联系语言交际能力各组成部分的枢纽，由评价策略、制定目标策略和执行

计划策略三组元认知策略组成。在实际交际过程中的三组元认知策略之间，各元认知策略与

知识图式、语言能力、情感图式、语言使用场景和心理生理机制都产生相互作用，从而影响

整个语言交际能力（Bachman 1990：100-103）。在Bachman对三组元认知策略功能的描

述中，知识图式和语言能力都直接或间接地被视为元策略功能得以实现的条件。专门用途语

言和公共用途语言交际能力分别对应专门知识（specific knowledge）和公共知识（general 

knowledge），所以两种知识之间的关系也反映两种能力之间的关系。从宏观层面来看，某一

领域专门知识来自于人们对社会文化和客观世界普遍现象的高度归纳或对个别现象的深入分

析，公共知识是专门知识的基础，专门知识是公共知识的升华，二者之间是一种“生源”关

系，这种“生源”特征通过策略能力与语言交际能力的各个因素相互作用，进而也在专门用

途语言交际能力与公共用途语言交际能力的关系中得以体现。当知识、语言能力或二者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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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互动”达到能满足完成专门用途交际任务的需要时，专门用途语言交际能力就诞生了。

下面以“评价策略能力”为例，来分析这种公用能力和专用能力的生源关系和转化过程。

评价策略旨在明确特定语境中完成某一交际目标所需要的信息——包括语言变体或方

言；明确自身拥有的可用语言能力（母语或外语），能最有效地使这些信息对完成交际目标

起作用；确定自己与交际对象共有的能力和知识；根据交际发展进程评价目标的实现程度。

由此可见，交际者对语言使用场景的分析、自身所具备的知识水平将影响他对交际目标可行

性和实现程度的评价，也就是交际者的评价策略能力受场景分析能力和自身知识储备影响。

公共语言交际所指的交际场景是人们在一般的社会文化生活中频繁经历的场景，人们对它的

分析理解大同小异，这时交际者自身的知识水平——语言知识和专门领域知识——对判断交

际目标是否可行、评价目标的实现程度起决定作用，即对交际者评价策略能力起决定作用。

为更直观地讨论，对上述知识水平设定一个“阈值”，若交际者具有高于阈值的知识水平，

就能判断交际目标（或更多交际目标）可行，给交际目标实现程度设定更高的心理接受度；

若交际者具有低于阈值的知识水平，则判断交际目标不可行或可行性更低的交际目标，更低

的目标实现接受度。当知识水平是否满足此“阈值”的原因来自于对某个专门领域认知水平

的高低时，高于“阈值”的知识就是交际者专门用途语言交际能力的体现。比如在解释某个

复杂的学术概念时，一般学生和专业学者对这个概念的不同知识积累，将会影响他们对解释

概念所需信息的选择、用母语还是其他语言进行解释、对解释过程是否清楚的判断等问题做

出不同的评价，从而表现出不同的语言交际能力。这种始于对专门领域的高水平知识，直接

影响交际者评价策略能力，与另外三种元认知策略能力、语言知识、情感图式、语言使用场

景和心理生理机制相互作用，进而影响交际者的语言交际能力。简言之，专门知识作用于评

价策略能力，通过语言交际能力组成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个体的公共用途语言交际能力能

够转化为专门用途语言交际能力。

2.	从“语言能力”看专门用途与公共用途语言能力的关系

在CAL模式中，语言交际能力另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语言能力，其中包括组织能

力和语用能力。语用能力又进一步细分为施为能力和社会语言能力。社会语言能力涉及

对方言或变体引发差异的敏感度，对语域引发差异的敏感度（sensitivity to differences in 

register），对语言地道程度的敏感度和理解文化指代和比喻的能力。语域指语言使用场景的

三个方面：语篇领域（field of discourse）、语篇模式（mode of discourse）和语篇风格（style 

of discourse）。语篇领域可能指语篇的主题（subject matter），也可能是语用场景（language 

use context）（Bachman 1990：95-97）。分析公共用途和专门用途语言交际能力所涉及

的语篇主题和语用场景，便可从语域的角度获知专门用途语言交际能力与公共用途语言交

际能力的生源关系。一方面，人的认知能力发展规律使然，人的知识经历是从“简单”到

“复杂”、从“表面”到“本质”，这种规律决定人的语言交际活动——从语篇主题的角度来

说——也是一个由“公共”发展到“专门”的过程；另一方面，语言学习者首先要了解语言在

公共语用场景的用法，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习得相同语言符号在专门领域的用法，从而具备在

两者之间自如切换的能力。

母语语境下，分析对语域引发差异的敏感度变化，需要考虑人的认知经历。认知发展

过程首先涉及一般社会文化及客观世界知识，语言能力同步发展。随着对社会文化生活或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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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视角下专门用途语言与公共用途语言的交际能力研究

观世界认知的深入，语言能力得到相应发展，已有的语言图式与新信息相关联，从而构成产

生语域差异敏感度的基础。比如“扩散”一词，在普通意义上讲指“东西从集中的地方向宽

阔的地方移动”，但客观世界千差万别，涉及具体场合，该词便与更精确的具体概念相关联，

从而衍生出专门含义——“物质从高浓度区域向低浓度区域移动”，语言交际能力就从“公

共”转向了“专门”。如若进一步缩小范围，在肿瘤学范畴，“扩散”又衍生出“在新的地方

生长”的概念。因此，无论是对语言能力还是认知水平，均表现出从公共到专门的发展轨迹，

从而诱发对语域语言差异的敏感。当敏感度足以分辨公共语篇领域和专门语篇领域语言使用

差异时，便促生了专门用途语言交际能力。

另外，在二语习得过程中，存在一些语言习得看似与普遍认知规律相悖的情况。学习者

某些语言的习得源于专门主题语篇，之后才注意到这些语言符号在公共主题语篇的用法差异，

语言能力的获得在表面上是一个从“专门”到“公共”的过程。其实即便在这种情况下，把

学习者既有的知识结构纳入考虑，专用语言交际能力还是源于公用语言交际能力。首先，虽然

语言习得产生于专门主题语篇，学习者对所习得语言的理解却仍然是建立在公共知识的基础之

上，当他后期习得相同语言符号在公用语境下的使用时——语域引发差异敏感产生，他的认

知经历还是会将其对专用语言的理解置于公用之上。比如一名中国医学生先从学术文献中习

得“culture”一词，将这个语言的使用跟“培养细胞、菌落等”语篇主题相关联，这些语篇

主题所反映的知识回馈到其知识结构中仍然是专门领域知识，而不是公共知识。当他后来习得

“culture”也可用于表示“文化”的概念时，他对“文化”的知识也回馈到其知识结构中“公

共”的部分（假设医学生对文化领域并无深层的研究），此时他对作为第二语言的英语语域引

发差异的敏感度就产生了，这个敏感度产生的原因不是二语习得过程中偶发的先“专门”后

“公共”，而是由于认知规律带给医学生认知经历的先“公共”后“专门”而产生的，所以从二

者语言交际能力关系而言，专门用途语言交际能力仍然是来自公共用途语言交际能力。

正如Bachman在描述CAL模式之前做出的说明：正是语言交际能力各组成部分之间的

互动和语用情景定义了语言使用的特征（Bachman 1990：86），个体语言交际能力某个组

成部分的改变也将影响个体整个语言交际能力的特征。当语域敏感度达到能分辨语言在专门

用途语篇和公共用途语篇中使用差异的程度，它与社会语言能力其他组成部分发生作用，进

而影响语用能力，通过策略能力使个体的整个语言交际能力发生改变，这个改变也就促进公

共用途语言能力向专门用途语言能力的转化。

四、结束语

借语言交际能力理论理清专门用途语言交际能力和公共用途语言交际能力关系，有助于

完善专门用途语言研究的理论基础，进一步明确专门用途语言与公共用途语言研究的特性，

也能促进专门用途语言教学更加有的放矢。从CLA理论视角来看专门用途语言交际能力和

公共用途语言交际能力的关系，可以发现：专门用途语言交际能力源于公共用途语言交际能

力，后者为基础，前者则是后者的延伸和提高。要实现公共用途语言能力向专门用途语言交

际能力的转化，学习者的知识图式和语言能力必须满足必要条件，即学习者对社会文化及客

观世界认知水平以及对专门用途主题语篇和公共用途主题语篇中语言使用差异的敏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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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学术英语理念的建筑工程
类国际学术交流英语课程设置
研究 *

常  乐  渤海大学  吴明海  徐培文  沈阳建筑大学

提要：本文首先概述学术英语的概念，简述目前国内高校开设的国际学术交流英语课程及

其存在的普遍问题。结合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大背景，指出面向建筑工程类学生开设建筑工程

类国际学术交流英语课程的必要性，进而在总结学术英语（EAP）教学理念的基础之上，探

讨开设建筑工程类国际学术交流英语课程的理念与目标、内容设计、教学方法以及教学团队

组成等方面的问题；最后，从大型开放式网络课程、语料库辅助教学等方面展望本课程在未

来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学术英语、国际学术交流、建筑工程、课程设置

一、引言

随着我国向“国际型国家”转型进程的逐步深入，中国学者融入国际学术圈成为一种必

然的趋势。《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对高等教育提出了明确要求——“高校

应培养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

利用英语进行国际学术交流是英语应用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高层次人才了解最新科技

动态、把握相关学科前沿、从事国际学术交流合作、开展科技与理论创新所必不可少的学术

能力，因此学术英语教学日益受到重视。

《硕士博士学位研究生英语教学大纲》将研究生英语教学的基本特点明确归纳为：更加

注重英语的学术性和专业性；按照知识型模块和应用型模块划分课程；研究生的国际学术交

流能力和综合文化素养并重；形成性与终结性相结合的评价模式。即将颁布的《大学英语教

学指南》也明确指出，在提高通用英语综合化能力的基础上，要注重跨文化交际英语、学术

英语或职业英语的教学，使学生获得在专业学习、学术交流、社会交往和工作中能够有效地

使用英语的能力，进而满足国家、社会和个人发展的需求。蔡基刚（2015）着力强调，大

力建设国际化课程，落实教育部“提高大学生的专业英语水平和直接使用英语从事科研的能

力”的要求，培养国际化人才和世界一流人才，高校大学英语教学必须选择学术英语作为主

流课程，而不是单纯进行语言学习的通用英语。

* 第七批“中国外语教育基金”子项目及辽宁省“十二五”高校外语教改项目，获得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
心资助，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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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术英语（EAP）的定义及其教学理念

学术英语（EAP，即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是专门用途英语（ESP）的一个

重要分支。按照Hutchinson与Waters（1987）的定义与分类，ESP是指与某种特定职业或

学科相关的英语，是根据学习者特定的目的和需求而开设的英语课程。ESP可分为EAP（学

术英语）和EOP（行业英语）。纵观国外大学，ESP教学主要是EAP——特定学术语境下的

英语教学，即“结合学生的具体专业，为他们开设培养专业方面交际技能的课程，比如：讨

论策略、口头陈述、论文撰写、报告写作等”（Agnes 2005）。这些能力不仅可以满足学生学

习期间的学术需求，为日后专业英语课程的学习打下扎实的语言基础，更能够为准备参加国

际学术会议、继续留学深造以及毕业后在国际交流环境中从事本专业研究和职业深造提供必

要的帮助。对学术英语教学的研究在国内方兴未艾，如火如荼。杨惠中（2010）就曾指出，

“多次大规模的社会调查需求分析的结果都确认：我国大学生学习英语的主要目的是把英语

作为交际工具，通过英语获取专业所学要的信息、表达自己的专业思想。”

纵观国内高校，大部分开设的国际学术交流英语课程还只是停留在泛泛讲授国际会议

筹备、程序、发言等基础层面上。尽管国际交流语用学专家胡庚申（2007）早就建议其课

程应该“在教学内容上，从一般日常交际层次向专业学术交流层次转变”，除南方几所医学

类院校开设了医学类国际学术交流英语课程（如：邢晓辉等 2009；孙晓云等 2010；孙晓云 

2012），大部分高校在该课程与专业结合方面还处于论证和尝试阶段，鲜有从微观层面具体

探讨基于EAP的某一学科方向的课程教学研究。建筑工程类国际学术交流具有其独特的专业

和语体特点，面向建筑类高校学生开设建筑工程类国际学术交流英语课程（以下简称为“本

课程”）的价值因而是普通意义上的国际学术交流英语课程所无法替代和比拟的；但据笔者

了解，在国内高校中开设本课程尚无先例。

秦秀白（2003）提出EAP教学应该遵循的三个原则：真实性、需求分析和以学生为中

心。其中的以学生为中心就是要在教学中关注学生的语言学习，要选择能够使学生理解和

产出规范语言的教学方法，帮助其形成有利的学习策略。这就要求教师承担多个角色——

除了教学设计者，还应该是教材的设计者、学生的学习合作伙伴、教学研究者和评估者

（Dudley & John 1998）。姚兰（2000）认为，EAP教学中还应该强化讨论（甚至辩论）活动，

以提高学生的思辨能力，这对于培养学生在跨文化环境下形成文化学术意识十分必要。

张玲（2007）基于上述观点指出EAP的教学策略应表现为：1. 围绕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

理念，采用主动参与策略——鼓励学生积极主动地将自身置于教学活动中，提倡学生自主判

断、选择、承担学习责任，提高自主学习能力；2. 基于交际教学和内容教学的理念，采用语

言—专业兼顾策略——强调不同学科有自己语言表达的独特之处，集教学内容、教学领域与语

言教学于一体，在各类学术语境中进行真实的、富有挑战性的英语语料交流；3.根据建构主义

教学理念，采用支架教学策略——把学习看作一个不断积极建构知识的过程，教师在教学过程

中通过启发、引导、提示等发挥支架作用，帮助学生逐步完成对所学知识的意义建构，为进行

系统的专业学习建构牢固的英语技能基础支架。夏纪梅（2014）总结性地提出学术英语课程

的构建原则，从教育理念、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团队等方面来实现课程目

标。下文将结合这几个要素来阐述建筑工程类国际学术交流英语课程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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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课程的理念与目标

任何课程的开设都应该服务于授课对象的学习和工作，国际学术交流英语课程的理念

正是要培养学生在未来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中运用英语进行交流的能力。有些高校将“国际

学术交流”的概念局限在国际学术会议之上（如：高晓莹等 2011），而忽略大量诸如实验报

告、研究意向书等国际学术交流活动的其他方面。有的高校只面向博士生开设国际学术交流

英语课程（如：孙瑜等 2012），却忽略了为数更多的立志出国留学（或工作）的硕士研究

生以及高年级本科生；对于他们来说，用英文撰写结合本专业的求学、求职信函的能力恰恰

是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为此，笔者认为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可以划分为

四大任务——学术会议、学术论文、研究报告以及求学求职函件。在语言技能的培养目标方

面，本课程（全校语言类选修课程）教学对象为建筑工程类（具体为建筑学、土木工程、建

筑机械、建筑电气等专业）的低年级研究生和高年级本科生，这些学生虽已具备大学英语四

级（甚至是六级）的综合语言水平，但是对于诸如会议论文征集函、专业论文摘要、研究报

告等规范文体依然缺乏必要的读写能力；虽然他们已经掌握一定的词汇量，但是对基本的本

专业英文术语却依然匮乏。可见，本课程要解决的问题，正是在帮助学生提高本专业规范应

用文体读写能力的同时，扩大专业基本术语的词汇量，并逐步完成从一般日常交际层次向专

业学术交流层次的转变。

本课程应该以上述四项任务为驱动，建立以提高学生英语实际运用能力为目的、以应用

实践为手段的教学模式；突出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育理念，鼓励学生开展个性化、自主化的

学习，使他们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培养符合自身特点的学习模式。本课程的教

学目标因而应该定位于：在知识与技能方面，帮助学生掌握建筑工程类国际会议、论文、报

告、求学等各种学术交流活动的基本知识，并培养相关的英语语言应用能力——以阅读和写

作为中心，带动听、说、译等能力的发展；关于过程和方法，通过向学生提出学习目标、明

确学习任务，在积极开展体验式和讨论式课堂教学的同时，指导学生在课外进行研究性和自

主性的学习，体现任务型教学和应用实践自学相结合的教学指导思想。

四、本课程的内容设计

参考《建筑工程类国际学术交流英语》教程（常乐等 2013），本课程按照任务分为四大

板块（如表1所示），即学术会议、学术论文、研究报告以及求学求职函件；在各板块内部又

可以按相关知识和技能分解为若干模块，比如：在“学术会议”板块中，还可以分解为“会

议日程与通知、论文征集、邀请函、演讲者介绍”等多个模块；再如：“学术论文”板块可以

分为“摘要、引言、研究方法、结论、图表、参考文献、致谢”等多个模块。蔡基刚（2004）

建议EAP教材内容不宜过于专业，语言要尽量体现学术英语写作的代表性，聚焦于常用的专

业词汇、学术写作的句法结构和表达方式，练习题也应尽量考虑英汉翻译、写作（摘要、引

言、结论）等语言实际运用的层面。为此，以上各个模块内部按照“模板—范例1—词汇与

表达1—练习1—范例2—词汇与表达2—练习2”的顺序设计，循序渐进，体现从抽象到具

体、从感知到实践的过程。本课程的具体内容、训练技能及参考学时分配详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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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建筑工程类国际学术交流英语课程的内容结构

板块 模块 训练技能 参考学时

学术会议 

Academic Conference 

会议日程与通知（Conference Notice, Schedule / 

Program）
阅读 4

论文征集（Call for Papers） 阅读 2

会议邀请函（Conference Invitation） 阅读 2

演讲者介绍（Speaker Introduction） 口语 2

口头报告（Oral Presentation） 口语 2

科技论文

Scientific Paper 

摘要（Abstract） 写作 4

引言（Introduction） 写作 3

研究方法（Methodology） 写作 4

结果（Results） 写作 4

结论（Conclusion） 写作 3

图表（Graphics） 写作 4

参考文献（References） 写作 4

致谢（Acknowledgements） 写作 2

研究意向书与研究报告 

Research Proposal and 

Report

研究意向书前页（Front Matter of a Research 

Proposal）
写作 2

研究意向书正文（Body of a Research Proposal） 写作 4

进度报告（Progress Report） 写作 2

研究报告（Research Report） 写作 2

实验报告（Laboratory Report） 写作 2

求职求学函件 

Education and 

Employment 

Correspondence

简历（Curriculum Vitae） 写作 4

个人陈述（Personal Statement） 写作 4

申请信（Letter of Application） 写作 4

总学时                            64

具体而言，由于学术交流英语文体较为规范、正式，所以每个模块以介绍简易模板开

始，这样易于学生掌握学术交流英语的基本学术规范和形式，从而在阅读中能更多地获取信

息，在写作中也能更有效地突出要点。范例是模板具体化和专业化的体现，在本课程中的全

部范例均选自国内外权威建筑工程类学术会议、学术期刊的篇章或段落以及笔者课题组编制

的“建筑英语语料库”和近年的建筑工程类教材（常乐等 2008；常乐 2011），内容涵盖建

筑、设计、土木、设备、规划、市政、机械、电气等与建筑工程相关的多门学科；同一模块

内的两个范例，由易至难，既可帮助学生强化印象，又便于仿写。两个范例后分别安排“基

本词汇、句型及应用”和“拓展词汇、句型及应用”，由浅入深，既可帮助学生循序渐进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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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本专业的词汇、句型与表达方式，又可供不同英语基础的学生有取舍地学习。本课程

设计了两个层次的练习题——范例1后的练习侧重于与专业相结合的学术交流英语阅读和基

本词汇操练，旨在帮助学生巩固基本词汇和写作规范；范例2后的练习侧重于翻译、语篇结

构、仿写和口语练习，在帮助学生完成任务的过程中使其不知不觉地提高语言实际运用能

力，力争做到“学用一体、知行合一”。

以上“模板”和“范例”部分构成了建筑工程类国际学术交流的基本语用知识框架； 

“词汇与表达”部分中呈现的基本词汇、拓展词汇、句型及应用则构成了框架中的语料，框

架与语料共同组成了本课程的语言“输入”部分，体现了课程的知识性；两个层次的“练

习”帮助学生将学到的语言知识用于语言“输出”，进而帮助学生“在把静态的书本知识变

为动态的实践知识的过程中，提高国际学术交流语用技能”（孙晓云等 2010）。

五、本课程的教学方法

为顺利帮助学生完成从“语言知识输入”向“语言应用输出”的转化，本课程采用以

任务为基础的（task-based）教学方法，在课堂活动中确立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方式，实现

以现代语言教学理论——任务型教学为核心的教学模式。任务型教学法是一种把语言学习和

交际活动结合起来的方法，在学生完成某项具体的目标而进行交际活动的时候，他们的语言

能力和交际能力同时得到锻炼与提高（Ellis 2003）。具体而言，本课程在“学术会议、学术

论文、研究报告以及求学求职函件”等四大任务的框架下，训练学生以课上体验式学习为核

心，同时将课前的研究性学习和课后的自主性学习方法贯穿于整个学习过程。

课前，引导学生进行研究性学习。教师提供授课计划、任务要求、参考书目和网址，要

求学生将模块主题作为研究主题，在课前通过阅读教材、搜集相关资料等活动主动进行有关

语言知识的学习，将教材内容和学术交流活动连为一体，建立“研究—学习共同体”。正如

胡庚申（2007）所建议的那样，围绕每个模块（或交流形式）的教学内容形成一个集约式

“教学包”，里面包括进行学术交流所需要的知识、技能及语用能力（如：建筑工程类常用英

文术语、学术会议程序等一般性知识、学术论文和报告的常见模块与范文等）。这样，学生

在课前进行充分的研究性自学之后，教师课上只需以要点讲授和答疑为主即可。

课上要积极开展体验式与合作式的学习。教师简要介绍模板、展示范例、讲解词汇句型

要点，将更多时间应用于组织学生进行语言实践，结合本课程各个板块（及其内在模块）的

具体内容性质设计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具体如下：

1. 国际学术会议板块——利用计算机多媒体教学系统创造情景氛围，采用音频、视频资

料在课堂上营造国际学术会议现场情景；将学生按照建筑工程大类专业中的学科方向分成小

组，每组主持人负责一个学术会议主题，写出并发放会议邀请函，动员同学撰写论文摘要；

学生通过查阅相关资料，确定选题，写出发言提纲；主持人致大会开幕词并组织各小组的专

题研讨，结合小组研讨结果推荐两组做全班大会展示（Presentation），安排问答环节，主持

人作会议纪要及大会闭幕词；教师最后点评与总结。

2. 学术论文板块——小组主持人从建筑工程类SCI、EI等权威检索机构收录的论文期刊

中确定本学科的几本学术期刊，成员每人负责一本，课堂上以研讨会（Seminar）的形式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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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期刊特点及投稿要求并约稿；学生确定选题、阅读专业材料并写出概要；组内研讨、交流

阅读收获；写出论文的指定部分，发至期刊负责人；期刊负责人推荐三篇优秀作品至全班展

示；教师点评、总结。

3. 研究报告板块——学生结合自己写好的研究报告在课堂上介绍自己的研究或进展，汇

报后安排问答环节，在平等交流、思想交锋与学术讨论的氛围中，训练如何阐述证明自己的

观点、如何对待不同观点、如何提出并应对学术质疑。在此过程中，每位学生都有充分思考

和发言的机会，这样有助于创造培养学生批判思维的氛围、提升学生团队协作的能力。

4. 求学求职板块——主持人确定与本组专业对口的海外高校或科研机构、国际建筑公司

或企业，由每名成员负责一所海外高校或工作单位，通过课前查阅相关资料在课上介绍学校

学科特色或用人单位特色与招聘需求等，鼓励学生申报或应聘；学生确立申请意向，查阅相

关信息，下载并填写相应申请表格、撰写简历与个人陈述、邀请同学扮演导师撰写推荐信，

发送求学或求职申请；课上模拟求学、求职面试，学生投票确定录取或录用结果；最后由教

师做出点评和总结。

课后鼓励学生自主性学习。虽然教师在课上通过完成任务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与兴趣，

但由于整体教学时数有限，必须鼓励学生积极利用课下时间完成课外自学。首先，要积极为

学生搭建“课下情景体验教室”，通过场景布置和声像创设软件模拟交际实景，学生学习用

资料及案例也都要符合建筑工程类国际学术交流场景所需，使之成为语言学习的催化剂。让

学生在模仿操练和实际运用中把知识自然地融入生动的情境中，激活思维、激发表达思想

的欲望，最终形成交际能力。这种将国际学术交流能力的培养与专业知识密切结合的做法，

可以“最大限度地拉近语言教学和实际运用的距离，是任务型教学法的巧妙使用”（罗承丽 

2001）。此外，还要充分利用现代信息通信技术，以电子邮件、QQ群、Blog、微信讨论群

组等形式组建课下讨论学习平台，实现课上与课下师生都能无障碍沟通，让知识传播更加便

捷，思想碰撞更加频繁，进而拓宽学习空间，“形成从课上到课下的立体式学习环境”（沈传

海 2010）。通过突出学习者在语言学习中的个性化和自主化，最终形成本课程以课上任务型

教学和体验式学习为主、课下学生研究性和自主性学习为辅的教学模式。

六、本课程教学团队

在课程设置中，教师的团队组成与发展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夏纪梅（2014）强调，要

培养学生的学术能力，教师首先要自身具备必要的学术水平，而教师可以从学术英语的教

学过程中获得专业成长。可见，讲授学术英语课程对于高校外语教师的职业发展具有深远

意义。

教师的专业素质是本课程能否成功实施的关键。正如孙晓云等（2010）指出的那样，此

类课程的难点在于“公共英语和专业英语的关系处理以及任课教师的专业素质之上”。如果

教师不具备与本课程相关的科普知识和专业知识，无论是备课、制作课件，还是授课、答疑

等教学环节都将无法有效执行。可见，教师如何在授课中体现专业英语内容，以满足专业学

生的需求是本课程教学队伍面临的巨大挑战。

为了解决这个严峻的问题，首先要开发跨学科的教师合作机制，建立跨学科的教学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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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并制订细致可行的任务计划，让英语教师和专业人员各司其职，提高学术英语的教学

质量与效率。本课程采用由英语教师和建筑工程类的各个专业教师共同组成的教学团队完

成授课任务。由英语教师担任主讲教师，由具有海外学习、进修经历的专业学术骨干教师、

客座外籍专业教授、来自企业的专兼职国际型专家或本专业优秀高年级研究生与留学生共

同组成特邀嘉宾。受邀嘉宾既可以配合主讲教师完成教学中的专业重点部分，也可与学生

分享自己参加学术会议、撰写学术论文或报告、开展合作研究以及申请留学深造或访学等

各种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中的经历。这样一支跨学科的教学团队在弥补英语教师的专业不足、

增强本课程专业性的同时，还可通过不同学术背景专业精英的“现身说法”提升本课程的

趣味性。同时，还应通过组织英语教师参加专业文献阅读与讨论、旁听专业课程、参与

EAP教材编写、积极鼓励其参加EAP课程的培训与研讨会等活动，帮助他们逐步向专业英

语教师的转型。

此外，还必须帮助英语教师树立终身学习的意识。在互联网时代，随着科技手段的不

断发展以及移动终端的逐步普及，数据库资源与平台使得教师自身知识结构的日益更新成

为可能；同时，电子教案、教师博客、作业提交平台等现代化通讯与教育手段也使得教师

边界变得模糊。教师只有不断关注相关学科领域的最新进展，才能保证自己站在学科的前

沿，以便为学生提供最新的知识来源，并通过网络平台等现代化手段完成对教学实践活动

的行动研究。

七、发展趋势

随着学术英语课程的发展，本课程教学模式的未来发展也必然会呈现出新的方向。具体

可以归纳为如下两点：

1. MOOC（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即大型开放式网络课程）时代的到来将会

极大影响到本课程的教学模式。2012年开始，美国的顶尖大学陆续设立网络学习平台，将

MOOC放在网上，为学习者提供免费课程。国外高校中建筑工程类MOOC起步较早且建

设比较完善的有美国的佐治亚理工学院（Georgia Tech）、澳大利亚的科廷大学（Curtin 

University）、荷兰的代尔夫特理工大学（Tu Delft）。这些世界名校的慕课都以英语为主要授

课语言来阐述专业内尖端、前沿的学术问题，可以帮助学生在内化EAP语用能力的同时关注

专业前沿知识，达到语言与专业的双向教学效果。教师可以有选择地将部分MOOC内容应用

于EAP教学中，增强学术英语的深度与广度，建立MOOC与课堂面授相结合的新型EAP教

学模式。通过将这些优秀课程引入课堂活跃学生的学术思维，使语言真正成为服务于学生拓

展专业知识和开发国际化思维创新的工具。

2. 辅以语料库的EAP教学模式势在必行。采用语料库的数据驱动学习（Data-Driven 

Learning，DDL）意味着使用语料数据进行探索发现式的语言学习。EAP教师可以利用语料

库检索工具获得需要的语料，并将其应用于教学材料中，同时还可以围绕语料设计教学活

动，“引导学生发现目标与规则，进而提高学生对相关知识点的敏感度”（戴文静等 2015）。

利用语料库辅助EAP教学既能为教师省去大量的用以查找资料的时间，还可以因其贴近现代

化技术而引起广大学生的学习兴趣，一举两得。据笔者调查，近年来国内建筑工程类的专门

中国esp研究2017第2期 正文.indd   116 18-1-12   下午3:16



117

常  乐  吴明海  徐培文

语料库的创建已经悄然兴起（如：常乐等 2012；吴明海等 2013；韩薇 2015），国内许多大

型综合性语料库中也含有丰富的建筑工程方向的语料资源，这些都能为建筑工程类学术英语

教学提供大量的可利用资源，加快国际学术交流英语课程的国际化进程。

八、结束语

在科技、文化、经济、信息等全球化迅速发展的21世纪，“国际化”已然成为我国高等

人才教育的重要目标和显著特征。培养具有国际意识和国际竞争能力的创新型人才业已成为

广大高等教育工作者必须承担的一个艰巨任务。面向建筑工程类研究生和优秀高年级本科生

开设建筑工程类国际学术交流英语课程，符合时代的召唤，有助于在教育国际化的趋势下，

满足建筑工程类学生对国际学术交流英语应用能力的需求。我们有理由相信，本课程不但可

以初步培养学生在将来可能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中应用语言的能力，更将拓宽学生的国际视

野，养成跨文化环境下的文化学术意识，增强学生对本专业学习的兴趣，从而以更专业的素

质、更全面的能力和更宽广的视野拥抱“国际化”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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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动物科学学术论文语料库
的高频动词搭配研究

雷司宇  西安交通大学  李丽霞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提要：学术词汇对于二语学习者来说向来是一大难点（刘百军 2012）。本研究基于动物

科学学术论文语料库（IASRAC），同时参照Crown-CLOB语料库，从频次、类联接和搭配

三个与词汇知识深度相关的关键层面入手，探讨动物科学学术论文中高频动词的特征。结

果表明：（1）动物科学学术论文中的高频动词在词频上与参照库的高频动词具有显著差异； 

（2）动物科学学术论文中的高频动词有其特定的搭配特点和规律。研究结果对于完善学术词

表AWL（Coxhead 2000），深入了解权威国际动物科技期刊中动词的使用特点、提高英语学

习者学术论文的写作水平及农业英语翻译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关键词：动物科学学术论文语料库、学术词汇、类联接、搭配、动词

一、引言 

近年来，教育国际化和学术国际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学术英语成为研究热点，学术词汇

更受到不少关注（马蓉 2017）。学术词汇是学术英语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综合运用学术

英语知识的能力则是学术英语阅读和学术英语写作成功的关键，因此掌握和应用好学术词汇

非常重要（刘百军 2012）。

学术词汇是学术文本中除通用核心词汇 1以外使用频率较高的词汇（Paquot 2014）。学

者们对其进一步分类，但意见并不统一。其中Nation（2013）的分类和定义比较清晰，即

按照学科用途学术词汇可分为通用学术词汇（academic words）和专业学术词汇（technical 

words）。他指出，学术词汇指那些普遍用于学术性书面文字资料中，但又不具有学科特

异性，而是各个专业学科通用的词语。而正是这类词汇对于学习者来说是个难点（刘百

军 2012）。这类词经常被用来定义、描述、提出、评估一些理论、论点、假设等抽象实体

（Cobb & Horst 2002；刘百军 2012）。Santos（2000）发现不同学科的学术论文中有16%

属于学术性词汇。而根据Laufer（1988）的理论，学习者对文章的词汇理解阈值是要认识

文章中95%以上的单词，不掌握学术性词汇就根本不可能达到这个要求，无法进行学术阅

读。Li & Pemberton（1994）对学生学术词汇知识的调查则发现，学生只要掌握一定数量的

学术词汇就可以写出合格文章（刘百军 2012）。Coxhead（2012）指出，早期参与学术论文

评定的专家将学术写作中的词汇错误看成是“完全无法接受”的（seriously unacceptable）

1. 通用核心词汇（core vocabulary）指在多数语言使用情境中高频使用的实义词和功能词，如some、
suggest、lesson等（Paquot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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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tos 2000）。这些研究都表明学术词汇的重要性以及掌握学术词汇的必要性。

二、学术词汇的研究现状 

为达到高效率的学术词汇教学，多年来研究者试图从各学科的学术文本中寻找相同的

词汇，并将其编纂成词表，为不同学术背景的学习者建立明确可行的词汇学习目标。根据

Nation（2013）的分类，这些词表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通用学术词汇表，另一类是特定学

科的专业学术词汇表（刘佳 & 韩丽娜 2014a）。

 在通用学术词表中，近年来被广泛使用的是Coxhead（2000）编制的“学术词表”

（Academic Word List，简称AWL），它在指导专业英语词汇习得方面的作用和权威性受到很

多教师及研究者的肯定，已成为EAP教材编写的重要标准（Schmitt & Schmitt 2005）。然而

越来越多的学者发现AWL并不能满足学科门类逐渐多样化的学术领域。他们给出的原因大致

分为两类：第一，AWL中的词汇忽视学科差异。Hyland（2002；2007）强调跨学科的复杂

性，认为每个学科都有各自的规则。所以有必要将词汇与特定学科的语域特征关联。语域指

由用途区分的语言变体，即表现在词汇和语法上，其中词汇方面的区别表现得更为明显。以

英语为例，cleanse（清扫）主要用在广告中；probe（探查）主要用于报纸上，特别是报纸

题目上。第二，涉及的学科有限，无法涵盖更广泛的领域，比如Chen & Ge（2007）就质疑

AWL在不同学科适用性的问题。因此，以Hyland & Tse（2007）为代表的研究者认为，有

必要针对某个特定学科编制专业学术词表。这类词表关注的是与具体学科紧密相关的学术词

汇，比如Mudraya（2006）编制了工程学术词表，Wang et al.（2008）编制了医学学术词表，

Vongpumivitch et al.（2009）和Martínez et al.（2009）分别编制了应用语言学学术词汇表

和农业学术词汇表。

然而，黑玉琴、黑玉芬（2012）在综述国外学术语篇研究新趋势时指出：语言特征不

仅体现在不同学科间，同时还存在相关学科间。如Samraj（2002）发现，野生动物行为和

环境保护生物学这两个下属学科的论文引言存在一定差异。我们由此推断：宏观学科与其下

属学科的语言使用可能也存在一定差异，所以宏观学科的学术词表依然不能够完全满足其下

属学科的学术词汇习得要求。农学就属于宏观学科，动物科学则是大农学下的一个分支，主

要涉及动物繁殖和动物与环境的关系，所以编制动物科学的学术论文词表，研究这一农学下

属学科的词汇使用特点，对该专业二语学习者掌握学科专业术语以及大农学学科建设有一定

作用。

三、词汇深度知识 

濮建忠（2003）总结，在词汇习得的研究中，探讨较多的是词汇知识的广度，即如何

扩大学习者的词汇量。从词汇知识广度看，一般认为掌握一个词的音、形、义就够了，但

仅仅掌握这些内容显然不够。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注意到词汇知识深度的重要性。

Richards（1985：183）曾概括词汇深度知识所涉及的内容，其中与本文关注的定义主要有

三条，即：1）知道在口语或书面语中遇到该词的概率；2）知道该词的句法行为；3）知道

该词与其他词构成的关联网络（濮建忠 2003）。虽然这一概念的初步确立给后来的词汇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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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提供理论依据，但是仍有三点未做解释。第一，是否学习者要掌握语言中所有的词汇才

是词汇深度的表现？然而人们对一个词的认识往往是不全面的。Meara（1996）明确指出，

即使对于本族语者，要全部掌握Richards所提及的关于词汇深度知识的所有内容也是不可能

的。第二，概念中的“知道”到底要求学习者掌握到什么程度？任何掌握都是分程度的，人

们对一个词各方面的知识“知道”的程度往往处于“全然不知”至“完全知道”这一连续体

中的某一个点上，而不是处于两极。由于词与词的使用频率不一，作用和价值不尽相同，人

们的认识深度必然也存在程度上的差异。第三，学习者如何才能掌握这些词汇内容？词汇的

各方面知识就好像是互相连接的知识网络，一个词的某个义项往往具有区别于其他义项的语

义值、句法行为、关联网络以及语用功能等。以上三大问题虽然悬而未决，却又对英语教学

至关重要。Sinclair & Renouf（1988）给出进一步的解释，他们基于大量的语料库研究得出，

英语教学重点应放在：1）语言中最常见的词形；2）这些词形的核心用法模式（patterns of 

usages）；和3）其典型组合（combinations）上。这一思想明确指出词汇深度知识的关键内

容，有利于该方面研究深入化。

为了更加明确地突出词汇深度知识的关键要素，我们引入濮建忠（2003）提出的两个

概念，即类联接（colligation）和搭配（collocation）。类联接和搭配最早是由J. R. Firth

（1957）提出的，学术界对其定义不尽相同，但濮建忠（2003）结合英语教学和两个术语的

工作定义给出相应的描述。他认为，类联接是描述词的语法型式（grammatical patterns），

是与词的使用直接相关的语法范畴或语法词（特别是介词）建立起来的语法型式。例如，动

词discover在使用时，后面经常跟一个名词词组或者一个“that”从句，或“wh-词”从句

等等（Sinclair et al. 1995：468-469；Sinclair et al. 1996：25，37，51，100，109）。这

三种情况可以说是三种不同类联接，分别标示为“V n，V that，V wh”。这里大写字母V表

示当前讨论的动词，小写n表示与被讨论词相关的名词或名词词组，that和“wh”分别代表

“that”和“wh-词”从句。

而搭配指的是一个词所处的最常见和典型的环境。在某一语法型式下两个或多个词 (特

别是名词、动词、形容词和副词 )的反复共现。例如，当动词discover用在“V n”类联接中

时，在n位置上出现的中心名词并不是完全开放的，而是有所选择的，常出现的有body，

evidence，effect，field，language等。对于搭配的概念，现在虽然没有统一的定义，但可以

肯定的是实词与实词的搭配关系是研究的主要内容（濮建忠 2003）。

以上定义表明类联接和搭配是密切联系的两个概念。要掌握一个词的用法，有时掌握其

类联接即可，例如，discover的上述三种用法中，后两种用法只需掌握“V that，V wh”就可

以。但有时同时掌握类联接和搭配也有必要的。比如，discover的第一种用法，单单掌握“V 

n”是不够的，熟悉并掌握“discover+ body/evidence/effect/field/language”才有助于加深

对discover的意义和用法的理解。

四、学术语篇中的高频动词研究 

通过对学术词汇研究的梳理，马蓉（2017）发现该领域中的几种主要研究视角，其中

以语料库语言学的应用最为广泛。文献显示，语料库语言学是学术词汇最早也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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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视角。它为研究者提供一种规范、全面和实证的方式来考察学术词汇。语料库中的“搜

索”（concordance）可以实现多项功能，包括（1）计算语料库中词汇出现的频次，生成词

汇频次表，和（2）展示特殊词汇在语料库中的所有使用情况。这两种功能可方便研究者对

比观察库和对比库（Coxhead 2000；Nation 2001）。通过对比，研究者可以发现在观察库中

高频出现的词汇（Donley & Reppen 2001）。近些年基于语料库探究学术词汇的研究仍居高

不下，例如，刘佳、韩丽娜（2014b）以环境科学为例，基于语料库考察了以Coxhead编制

的“学术词表”为代表的通用学术词表在专业学科中的适应性；刘辉（2015）分别从化学、

生物学和语言学3个不同领域各选取一种权威学术期刊 ,建立一个微型学术语料库 ,并在线分

析语料中方法部分的词汇选择；Lei & Liu（2016）基于语料库创建高频医学学术词汇表。由

此可见，语料库语言学为学术词汇的研究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和技术支持（马蓉 2017）。

对基于语料库的学术词汇研究进一步梳理，我们发现该类研究主要分为两类。通过分析

词性、词块和语步在不同学科学术语篇的特征，发现某一特定学科学术语篇的规律。例如，

王芙蓉、王宏俐（2015）探讨语言学和工科学术期刊论文中四词词块结构固定性等功能。或

者对比二语学习者与本族语者在同一学科学术语篇中词性、词块和语步的使用差异，例如，

潘璠（2012）对中外英语期刊论文库中立场副词的使用特征和语用差异进行对比调查，发现

中国英语学习者较外国本族语者使用的差异具有显著性；钱多秀、罗援（2014）对航空航天

领域的中英论文英文摘要中的语步进行了基于语料库的对比研究。

在对词性、词块和语步的学术语篇研究中，词性的研究数量居多。这一现象是可以理解

的，单词是所有短语和篇章的基础，所以把握好词的使用，也为句法和篇章的学习作铺垫。

基于语料库的词性研究中，以动词和名词的研究最多。这是因为学术词汇起到提出研究问

题、进行文献回顾、引用他人研究成果、描述研究过程、对研究结果进行讨论以及提出研究

结论等作用（Thurstun & Gandlin 1998）。而动词性学术词汇不但是作者介绍以往研究的重

要手段，同时也表达了作者对所综述研究的评价（Pufahl & Swales 1993）；名词性学术词汇

可帮助作者对学术观点进行概括、分类和阐释（Tadros 1994）。相较于其他词性，动词的作

用和价值更大。首先，大多数语言中，动词的使用频率最高、语义最丰富，所以，探究某种

语言中对应的高频动词有助于学习者快速掌握该门语言，实现传递信息的目的；其次，大多

数动词都是多义词，其意义更具概括性、抽象性和虚化性，动词这样的特点也给语言学习者

增加了困难。蒲建忠（2000）发现，中国学生和英语母语使用者在动词搭配上表现不同，他

建议，在教学中教师应重视典型性教学。既然这样，那么总结高频动词的使用特点，为学生

提供典型的动词搭配就显得尤为重要。众所周知，日常使用的动词和学术语篇中的动词存在

显著差异，所以总结学术语篇中高频动词的搭配有助于英语学习者掌握学术词汇，见到学习

效果，增强教师和学生的信心。

截至目前，基于语料库的动词搭配研究数量较多，如刚欣（2010）以Coxhead的AWL

词表为基准 ,对学术词汇在应用语言学专业论文中的使用频率及动词搭配特点进行了分析；

许玉（2014）从典型搭配和语义韵两个方面，对比了中外学者医学科研论文中的学术词汇搭

配行为。目前国内创建的学术英语词汇表并对其进一步分析的还涉及经济学、石油、药学、

航天、信息工程等学科。但鲜少有农学下属学科——动物科学学术论文的相关报道。王敏 & 

李丽霞（2014）创建了动物科学国际期刊论文语料库，并从科研、教学和翻译领域阐述了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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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料库的价值。既然N. Ellis（2002）认为，人把大量过去经历过的语言范例存储在记忆中，

并把它们组成互相联结的网络体系，而且该体系的中心就是以频率为基础的语言规律，那

么，探究动物科学学术语篇中的高频动词，也就会对发挥该语料库的价值，促进该专业二语

学习者的学术写作水平起到一定作用。

五、研究设计 

1.	研究目的

本研究通过对比动物科学学术论文语料库（IASRAC）和Crown-CLOB语料库，从词汇知

识深度相关的关键层面（频次、类联接和搭配），探讨动物科学学术论文中高频动词的搭配

特征。本研究旨在完善学术词表AWL（Coxhead 2000），帮助该专业的老师和学生深入了解

权威国际动物科技期刊中动词的使用特点，提高其学术论文的英语写作水平及农业英语的翻

译能力。

2.	研究问题

（1）通过分析高频动词词表，观察并比较：两库动词在频率上有哪些特点？

（2）通过分析类联接，观察并总结：高频动词在搭配上的规律有哪些？

3.	文本选取

本研究以动物科学学术论文语料库为观察语料库，以通用库Crown-CLOB为参照语料

库。动物科学学术论文语料库是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李丽霞教授带领研究生所建，参考SCI

动物科学期刊影响因子因素，文本选取2009—2012年动物科学领域SCI收录的5个重要国

际期刊中246篇期刊论文，分别为：Animal Fe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Animal Genetics，

Domestic Animal Endocrinology，Applied Animal Behavior Science，Poultry Science，库容量

为120万字符。参照语料库Crown-CLOB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外语教育研究中心许家金和梁建

成教授组织创建，属于布朗（Brown）家族语料库之一，内容涉及小说、通用、学术、新闻

4个部分，总库量为234万字符，共1444篇，其中学术语料部分分为社会、法律、政治、经

济、哲学，共有33万字符。

4.	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的检索工具是PowerConc（语料库分析软件）、Collocator（搭配强度分析

器）及Colligator（类联接分析器）。三个软件均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外语教育研究中心发行。

其中，PowerConc软件不仅可以用于关键词的索引，还具备搭配统计、主题词计算、N-gram

提取等功能。Colligator可用来分析高频动词搭配的语法项。Collocator主要用于分析搭配强

度的计算和分析。通过检索行显示区可以直接观察出检索词后的高频搭配词语（从高到低

排序），根据搜索出的高频搭配的词性观察该高频动词的具体词语搭配。同时，本研究采用

Log-likelihood Ratio Calculator（对数似然率计算器）计算两库中动词的显著性差异，其功

能在于：精准找出标准化之后两库中仍具有显著性差异的动词（从高到低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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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果与分析 

既然高频动词对二语学习者至关重要，所以根据频率制作的高频动词词表对动物科学专

业学习者来说非常重要（见附表1）。

1.	动词词频差异

通过观察两库动词词表前50个高频动词，发现provide、determine、suggest、require、

control等47个学术词汇，而在Crown-CLOB语料库中只有use、report等9个学术词汇。这

说明，动物科学英语学术论文的语言比通用语料库Crown-CLOB中的语言更加正式、严谨及

规范，动词observe、improve、compare等正式的词汇代替了较为口语的词汇；而Crown-

CLOB语料库中的语言使用则更加口语化、通俗化，例如：go、know、think、look、want、

begin等，它们均属于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的动词。同时根据对比高频词表，也发现50个高

频词汇中11个动词在两库重复出现，如show、provide、include等。除去动词词表中两库

均为高频动词的be和have，其余动词在词频上都存在显著差异，如show在动物科学学术论

文语料库中出现1816次，而在Crown-CLOB语料库中有491次；include在动物科学学术论

文语料库中出现634次，而在Crown-CLOB语料库中出现434次。这一现象说明：由于主题

和文本类型的差异，同一词汇在使用频率上也存在巨大差异，所以论文写作者应该对动物科

学学术论文的高频动词着重学习和记忆，以增强学术写作时的语感。

2.	特定的搭配特点和规律

利用Log-likelihood Ratio Calculator统计出compare、observe和determine在两库中差

异最显著（见附表2）。回到原语料进行搜索，找出以上3个动词的使用特点。

表1	 高频动词三种形式在两库中的频次

Verbs Forms Freq in ASRAC Freq in Crown-CLOB

    

compare

observe

determine

compare

compared

comparing

observe

observed

observing

determine

determined

determining

94

1219

98

33

1088

9

448

613

51

64

245

38

38

124

15

121

124

42

表1说明在动物科学学术论文中，高频动词常以过去分词形式出现，而其原型使用的频

次排在第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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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过去分词形式的使用特点

表2	 ASRAC高频动词过去分词的四种形式出现频次

过分形式 频率 被动 定语 现完和过去 状语

compared 1219 786 211 116 106

observed 1088 621 232 150 85

determined 613 381 121 76 35

表3	 Crown-CLOB高频动词过去分词的四种形式出现频次

过分形式 频率 被动 定语 现完和过去 状语

compared 245 22 36 48 139

observed 124 18 37 54 15

determined 124 91 5 20 8

对比表2和表3，我们可以看到两库在使用被动语态的频次上存在明显数值差异。这

点并不奇怪，被动语态的使用能表现论文的客观性和准确性，这在前人文献中已有充分解

释，在此不作赘述。而从两表中我们发现另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动物科学学术论文中常用

动词过去分词的形式作定语修饰名词，这一特点在前人文章中未曾提及。回归语料库对这

一现象进一步分析发现：在前置定语的使用中，determined常同effects和concentration

一起使用，表示“测定效果”和“测定浓度”；observed常接名词 rate和value，表示“观

察比率”和“观察数值”。这一用法在通用库中不常见。determine在通用库中大多用为表

语，出现在be determined to do的句型结构中；observed这一动词过去分词的形式在通用

库中鲜有出现。同时，compared和determined作为后置定语也常出现在动物科学学术论文

中，比如concentration and gas compared to those measured outdoors；concentration and 

production observed in grass silages；effects determined by the full manual analysis等。

与动词搭配的介词在ASRAC中比较灵活，根据实验内容的不同而不同，如by+实验工具，

against+实验参照等；在Crown-CLOB中，compared常与with和 to构成固定搭配出现。这

一发现表明，学术论文中的动词特点更灵活多变，学习者应该在阅读前人研究成果的同时，

多关注动词和介词的搭配。如果搭配恰当合理，就会像用得恰到好处的汉语成语一样，起到

画龙点睛的作用。而在日常生活中鲜有用到这类具有观点性质的词语，所以对动词和介词的

用法，介词灵活性的要求也就不那么高，自然搭配比较固定。针对动物科学学术论文高频动

词所接介词多样性的特点，本研究对这三个高频动词的搭配做进一步考察。

2.2	 动词原形的搭配特点

因为其他两个高频动词与compare类联接形式相似，所以接下来以compare的类联接为

例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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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两库中compare类联接对比

Verb ASRAC Crown-CLOB

1

2

3

Compare

NN

JJ+NN

DT+NN+IN+NP

NN

DT+NN+IN+NP

JJ+NN

根据表4所示，两库中高频动词的接续相同，都搭配“单个名词”“形容词+名词”和

“the+名词1+介词+名词2”。首先，回到两库中观察得出NN主要以两种形式出现。第一

种是以单个名词形式出现，可发现两库在名词的选择上有重叠，例如compare均与ability, 

approach搭配，determine也均与 reasons，impact搭配，这些词属于常见的搭配词。第

二种是以名词短语形式出现，且在ASRAC中出现尤为频繁。经过观察发现，ASRAC中的

名词短语带有学科特点，例如：genetic variation（基因变异），polymorphism（多态性），

isolated populations（隔离群体），susceptible species（易危种）等；而Crown-CLOB语

料库中出现的名词短语则更加通俗化，例如：natural world，water management，public 

information，cost growth，health care costs，college enrollment等，这些名词搭配在日常

的阅读材料中出现较为频繁，对论文写作者来说较容易掌握。而在日常学习中，对ASRAC

的专业词汇接触并不多。倘若二语学习者没有积累过这些专业词汇，很难准确地表达及应

用，所以在习得或者教授学术论文的动词和名词搭配时应予以重视，应注意区分与日常动词

接续的不同。

在ASRAC中，高频动词类联接接续的第二项为形容词，如 feeding，embryonic，

nutritional，breed，genes等。 而 在Crown-CLOB中， 则 为ethical，energy，broadcast，

public。从搭配中我们可以较为直观地看出两库聚焦点的差异，动物科学学术论文语料库主

要关注的是动物的生长环境以及基因繁殖等一系列养殖和育种问题，而Crown-CLOB语料库

主要关注的是民族、社会环境及自然环境、新闻等问题。

同时，类联接DT+NN+IN+NP（the+名词1+介词+名词2）在两库中也频繁出现，介

词多为of，例如：the effects of，the presence of，the proportion of，the capacity of，the 

potential，the method of，the exposure of等，这些也是二语习得者在阅读、写作和翻译

中较为常用的几组搭配。但两库在中心名词的选择上存在较大差异。Crown-CLOB在中

心词的选择上更加通俗化，如：cost，effect，flow，chance，rate，risk及supply等在日

常生活中使用频率较高的名词。而动物科学学术论文语料库选择的名词更加抽象，例如：

concentration，population，difference，reliability及 relationship等。以上为两库高频出现

且具有差异性的中心词选择现象。但是介词除了of以外，两个库中还出现了少量其他介词，

例如between，by，for，from和 in等。介词的选择跟语义和动词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在介

词的选择上不可盲从，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七、结论 

本研究基于ASRAC，同时参照Crown-CLOB语料库，以频率、类联接和搭配为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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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了动物科学学术论文高频动词的搭配特点。根据“频率有助于语言学习”的观点，本研

究提供动物科学学术论文高频动词词表，以期帮助二语学习者熟悉常用动词，提高论文写

作中的语感。而后，本研究着重考察两库中差异性最显著的三个动词compare，observe和

determine。通过观察频次，发现两库中三个动词在使用形式上差异最大的是过去分词形式。

动物科学学术论文语料库中高频动词的过去分词形式经常作为前置定语修饰名词，或者后置

定语，介词使用比参照库中的灵活；根据高频动词的类联接特点，发现动词所接宾语多为带

有学科特点的名词短语或者以“the+抽象名词+of”的句型出现。这体现动物科学学术论文

和日常生活用词的显著差别。由此可见，对比同一词汇在学术论文和日常用语场合下的使用

特点有助于该学科学生更好地掌握学科学术论文写作规律。

掌握学术词汇极其重要，而学术词汇表和高频词汇规律有助于学术论文课程设定词汇大

纲，帮助二语习得者掌握高频词汇，快速提高写作能力。本研究提供动物科学学术论文高频

动词搭配规律，以期提醒教师和学习者多观察和比较日常使用词汇与学术词汇在意义和用法

上的差异。同时，本文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AWL的学科局限性，虽未生成动物科学学术词汇

表，但对高频动词尽可能全面的总结（频率、类联接、搭配），也为动物科学专业学习者提

供用法参考。另外，语料库技术为教师授课和学生学习提供非常有效的方式，比如提高学生

对学术词汇的意识，有效辅助教师进行显性教学（explicit instruction）和其他教学活动。有

学术需求的二语学习者，只有掌握了特定学科下的学科专有词汇和跨越学科界线的通用学术

词汇，才能打好学术论文写作的基础。语料库技术方便师生注意到这两类学术词汇，所以该

技术可以应用到课堂教学中，辅助教师教授学术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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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 两库中高频动词的标准化频数（百万分率）对比

No Verbs
Frequency in 

ASRAC
Verbs

Frequency in

Crown-CLOB

1 be 40913 be 36175

2 have 6489 have 12996

3 use 4752 do 5084

4 increase 2569 say 3811

5 show 1826 make 2444

6 do 1582 go 1969

7 reduce 1505 like 1836

8 compare 1488 get 1831

9 find 1248 take 1758

10 determine 1204 know 1692

11 observe 1169 see 1688

12 report 1162 use 1513

13 suggest 978 come 1414

14 provide 975 think 1371

15 follow 967 find 1181

16 affect 932 give 1103

17 contain 816 look 1081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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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Verbs
Frequency in 

ASRAC
Verbs

Frequency in

Crown-CLOB

18 indicate 776 need 918

19 result 769 tell 838

20 describe 748 want 811

21 identify 747 become 786

22 decrease 702 leave 741

23 occur 645 feel 731

24 test 644 help 707

25 include 634 provide 653

26 perform 617 pass 651

27 produce 611 ask 648

28 see 594 keep 630

29 give 574 try 630

30 consider 557 write 618

31 collect 551 begin 607

32 measure 550 put 591

33 obtain 547 call 574

34 improve 531 mean 544

35 detect 505 turn 532

36 calculate 498 follow 525

37 require 480 understand 515

38 take 480 hold 501

39 involve 477 show 491

40 make 473 meet 485

41 control 468 live 485

42 expect 460 set 481

43 state 455 build 481

44 allow 442 lead 481

45 relate 438 bring 448

46 develop 431 pay 445

47 evaluate 431 stand 444

48 remain 420 develop 444

49 add 414 include 434

50 express 412 spend 425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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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 两库高频动词差异性对比
A B

Corpus Size 1 1263787 Corpus Size 2 2346929

Word
Freq. in Corpus 

1

Freq. in  

Corpus 2
Log-likelihood Sig.

use 4752 2800 2430.73 0.000 *** +

compare 1488 361 1609.40 0.000 *** +

observe 1169 189 1521.45 0.000 *** +

determine 1204 304 1273.98 0.000 *** +

reduce 1505 538 1267.76 0.000 *** +

show 1826 910 1137.67 0.000 *** +

affect 932 296 855.45 0.000 *** +

indicate 776 223 760.56 0.000 *** +

contain 816 272 723.98 0.000 *** +

detect 505 88 638.09 0.000 *** +

calculate 498 96 602.81 0.000 *** +

evaluate 431 91 500.28 0.000 *** +

suggest 978 586 489.43 0.000 *** +

occur 645 276 467.33 0.000 *** +

collect 551 206 448.12 0.000 *** +

identify 747 412 414.88 0.000 *** +

be 40913 66924 404.40 0.000 *** +

perform 617 318 370.56 0.000 *** +

describe 748 455 366.89 0.000 *** +

express 412 267 184.99 0.000 *** +

produce 611 500 184.58 0.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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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英语专业“专门用途英语”
课程教材评估 *——以《体育英
语阅读教程》为例

王  严  韩亚辉  北京体育大学

提要：从2004年起，国内相继有10所体育院校开设了英语专业，旨在培养“复合型体育

英语人才”，不过，发展中也呈现出体育与英语融合不足和教材缺乏针对性和时效性等问题。

本研究以《体育英语阅读教程》为例，通过问卷调查和师生访谈，对北京体育大学英语专业

ESP课程教材及其使用效果进行了评估。研究结果表明：1）《体育英语阅读教程》中讲授体

育学科知识、提高语言知识水平的编写理念适用于ESP课程教学，较好地满足了学生和教师

的需求，使用效果良好；2）教材选材适当，练习形式多样，学生的体育知识、语言水平和

思辨能力均得到提高；3）教材在选材和练习设计方面，较之传统阅读教材优势明显，但整

体语言偏难；4）跨文化交际能力和推理能力提高幅度不大，今后教学中应在各专业课程教

学中渗透跨文化交际意识，加大思维能力训练的强度。希望本研究为完善体育院校英语专业

ESP教材以及初步建立ESP教材评估体系提供参考。

关键词：ESP、教材评估、体育知识、语言水平

一、引言

随着20世纪80年代科技英语的兴起，国内的ESP研究开始起步，90年代起逐步发展，

新世纪以来研究深入发展并走向成熟（郝霞 2011）。30多年来，我国外语界在ESP课程设

计、教学法、教材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但研究及成果大多集中在大学英语教

学方面。ESP在英语专业教学中鲜有人关注和研究，近十年（2007—2016）仅有18篇相

关文章发表在核心期刊上，差不多“是一个被人遗忘的领域”（蔡基刚 2012）。近年来，英

语专业本科毕业生就业面临巨大的挑战，甚至被列为最难就业的15个专业之一，其主要原

因是专业建设和人才需求出现矛盾，社会经济对英语人才的需求日益多元化，而各高校对

英语专业的建设却基本趋同（仲伟合 2015；潘鸣威、冯光武 2015）。为满足社会各行各业

对多元化英语人才的需求，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英语专业通过《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

发展纲要（2010—2020）》（2010）和《外语类专业本科教学质量国家标准》（2016）（简

称《国标》）等指导性文件，逐步明确了社会对专门用途英语人才的强大需求，并明确了英

* 2013—2015年北京市教改课题（项目编号［2013］52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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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专业人才培养与全球化经济发展接轨的必要性。这一接轨过程的重要举措之一，即在人

才培养的课程体系中加入大量的非语言文学类的实用课程，其中比较突出的课程组合就是

专门用途英语（ESP）（南佐民 2005）。进入21世纪，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发展，ESP教学

迎来了全新的发展时期，英语专业教学与ESP教学相结合也成为一种必然趋势（严玲、陈

胜 2009）。总的来说，ESP课程并非英语技能课程的替代，而是基础语言技能教学的延伸。

ESP课程以其较强的针对性将英语专业学习和实操职业技能相结合，拓宽了英语专业教学

的应用范围。

自2002年成都体育学院第一个开设体育英语专业以来，国内相继有10所体育院校开设

了体育英语专业，旨在培养“复合型体育英语人才”（李雷、刘振忠 2012；郭小鹏 2013）。

十几年以来，体育英语专业队伍不断壮大，然而发展中也呈现出体育与英语融合不够，体育

类课程安排缺乏科学性、连续性和相关性等问题（陈珊 2012；郭小鹏 2013；邹占、徐兴茹 

2015）。北京体育大学英语专业作为行业院校中的特色专业，一直重视对体育英语类课程

的开展，为确保学生接受先进的体育知识和地道的语言输入，了解体育行业的前沿问题，

开设了体育英语阅读、国际体育组织和体育新闻等体育模块课程，旨在培养国际化体育英

语人才。

在教学环境中，教材担负着协助教师履行教学任务的重要职责。而在语言教学领域，教

材更是发挥着重要作用，因其除了能够指导教师教学，还向学生提供了语言学习的重要语料

来源。随着ESP成为近年来高校英语教育界的一大热点话题，ESP教材建设更是蓬勃发展。

然而，目前多数ESP教材仍存在诸多不足，如选材随意性大、难度控制不足、内容缺乏系统

性和时效性等。由于发展历史较短且经验不足，适用于新兴体育英语专业的ESP教材尤为匮

乏。2014年和2015年，《体育英语阅读教程》（I）和（II）的相继出版，在很大程度上弥补

了体育英语专业ESP教材领域的空白。这套教材在CBI（content-based instruction）理念的

指导下，选材注重体裁和题材的多样性和视角的多元性，同时兼顾题材的系统性，旨在传授

相关体育学科知识，开拓学生视野，同时增强英语阅读能力、表达能力、分析能力和思辨能

力。自出版以来，该套教材的使用范围涵盖了北京体育大学2014级和2015级体育英语专业

学生，并逐渐延伸到英语辅修专业。其实际使用效果和使用中存在的问题尚不明确，因此，

为建设和完善体育英语专业教材体系，对该教材进行科学客观评估显得尤为重要。

对教材编写质量的评估离不开科学有效的依据，20世纪80至90年代，国外很多学者就

已开始了对外语教材评估的研究（如：Seaton 1982；Cunningsworth 1984，1995；Grant 

1987；Hutchinson & Waters 1987；Breen & Candlin 1987；McDonough & Shaw 1993；

Tomlinson 1998等），他们提出的评估细则为教材的评估提供了明确的依据（王艳 2011）。

相对而言，国内教材建设研究较为滞后（束定芳、庄智象 1996），教材评估理论和体系尚未

建立，主要依据国外主流的评估理论为框架（徐锦芬、萧婵 2001；黄雪英 2001等），针对

ESP教材的评估标准研究几乎没有。 

本研究采用实证研究方法，旨在从教师的角度出发，以学习者为中心，重点对教学目

标、教材内容和编排、涉及的语言能力和技巧、练习和活动的设计等方面对《体育英语阅读

教程》进行全面评价，以期为开展体育英语专业教材研究提供参照，帮助教材编写者从中汲

取经验，继而构建科学、合理的ESP教材编写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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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设计

1.	研究问题

通过全面评估《体育英语阅读教程》，本研究旨在回答以下研究问题：

1）《体育英语阅读教程》是否适用于ESP课程的需求？其具体使用效果如何？

2）学生在学习体育知识的同时，是否提高了语言技能和思辨能力？

2.	研究对象

2014级英语专业学生从入校起即使用《体育英语阅读教程》（I），课题组分别在教学初

期即学生入校一个月后和一学年结束后对该年级114名学生进行了《体育英语阅读教程》评

估和课程教学评估问卷调查。

课题组还分别从课程教学模式、教学方法、教学效果和课程考核等方面设计了访谈提

纲，在课程教学一年后，抽取高、中、低三个水平的学生共9名和任课教师2名进行了半结

构式访谈，访谈过程进行笔头记录和录音，通过转录，对访谈结果进行描述、总结和分析，

借以深入了解师生对教材和课程教学效果的具体评价和建议。

3.	研究工具

虽然国内外学者已设计了不少教材评估量表，但在分析具体的教材时不能照搬这些量

表，应根据特定学习环境下的需求和限制对这些准则进行修订改编（Sheldon 1988）。本研

究依据Cunningsworth等学者研制的8套评估量表，结合体育英语专业和该套教材的特点，

设计了一份包括40道题目的教材评估问卷。为保证问卷的信度和效度，问卷设计完成后，

分别通过视频会议和邮件等渠道，安排来自北外、上海体院、武汉体院及四川体院等五位英

语专业专家进行集体讨论和一对一的半结构性访谈，征求专家的修改意见和建议；此外，通

过两次半结构性访谈征求了本校任课教师的反馈意见，进一步修改后进行实测。实测问卷涵

盖教材评估的各个方面，共计37题。详见下表：

表1	 评估问卷简要介绍

题项 主要内容

1-6；15-17题 教材整体效果的评估、编撰目标的实现程度等

7-14题 教材内容评估：包括题材风格、选文质量、语言真实性等

18-29题 教材中各项练习和活动评估：包括练习量、难度、效果等

30-35题 教材外观设计的评估

36-37题 开放性题目：学生最喜欢的练习形式、学生对修订该教材的建议

问卷除36和37题外，均采用李克特5分量表（Likert Scale）形式。为了解学生的背景

情况，在第1题前还设置了3项个人基本情况调查题，包括性别、对英语的感兴趣程度和对

体育的感兴趣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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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数据收集与分析

为客观检验《体育英语阅读教程》的使用效果和课程教学的效果，课题组在研究初期和

研究后期分别进行了问卷调查，具体步骤如下：

前测：2014年10月，课题组对2014级英语专业全体学生展开调查，为保证问卷填写

的质量，所有问卷均在课题组成员在场的情况下进行填写，发放教材评估问卷114份，回收

有效问卷111份，问卷有效率为97.4%。

后测：2015年10月，课题组在2014级英语专业共发放教材评估问卷111份，回收有效

问卷110份，问卷有效率为99.1%。

问卷数据采用EXCEL和SPSS 17.0进行录入和分析。五分制量表题的统计中，3分为临

界点，3分以下为负面评价，3分以上为正面评价。

SPSS内部一致性检验结果显示，Cronbach alpha系数为0.951；探索性因素分析表明

各条目对所属因子有中度以上的负荷，抽取的四个因子解释了总方差的59.829%。因此教材

评估问卷的信效度符合测量学要求。

三、结果和讨论

1.	教材整体效果评价

学生对教材编写总目标的实现程度评价均值为4.24，说明学生对教材使用的整体效果

相当满意。特别是对教材提高英语阅读技能的效果（均值4.21），积累英语语言知识学习的

效果（均值4.19），以及提高词汇量的效果（均值4.13）三个方面评价较高。对培养批判性

思维能力、丰富体育学科知识和提高阅读水平的效果评价居中（均值分别为4.08，4.06和

4.06）。而对于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这项，学生的评价不是很高（均值3.84），且该项标准差

为 .963，标准差最大，说明学生对该项的评价存在很大的个体差异性。具体分析结果见表2。

表2	 整体效果评估	（编撰目标实现程度）

评估项目 均值 标准差
百分比 (%)

1 2 3 4 5

Q1: 实现了教材编写总目标 4.24 .676 0 0 13.6 49.1 37.3

Q2: 实现了学习体育学科知识的目标 4.06 .921 0 8.2 14.5 40.0 37.3

Q3: 实现了学习英语语言知识的目标 4.19 .710 0 0.9 14.5 49.1 35.5

Q4: 实现了提高英语阅读技能的目标 4.21 .791 0 1.8 17.3 39.1 41.8

Q5: 实现了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目标 3.84 .963 0.8 9.1 22.7 40.0 27.3

Q6: 实现了培养思辨性思维能力的目标 4.06 .827 0 4.5 17.3 45.5 32.7

Q15: 语言知识更加丰富 4.00 .899 0.9 5.5 18.2 43.6 31.8

Q16: 英语词汇量得到提高 4.13 .836 0 4.5 15.5 42.7 37.3

Q17: 英语阅读水平得到提高 4.08 .807 0 4.6 14.7 48.6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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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材内容评价

统计发现，问卷中对教材内容的评估的八个题目得分均值为4.14，整体评价较好。其

中，多数学生认为教材文章的语言真实、准确、地道（均值4.31），文章的题材和体裁具有

多样性（均值4.25），教材的单元组织形式利于课程学习（均值4.22），每个单元的主课文和

副课文兼顾体育话题的广度和深度，有助于系统的了解体育知识（均值4.02），同一主题的

文章视角多元化，有助于客观、全面地认识问题，把语言知识和思辨能力有效结合起来（均

值4.32），此外，教材文章有助于他们了解相关国家的体育文化（均值4.14）。

半数学生（50.5%）认为文章语言难度适中，另有接近一半的学生认为文章偏难（其中

45%的学生认为文章语言较难，4.6%的学生认为特别困难）。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在开放性问

题中也谈到文章语言难度较大，希望教材中提供生词表。问卷中的主要项目分析结果见表3。

表3	 教材内容评价

评估项目 均值 标准差
百分比 (%)

1 2 3 4 5

Q7: 体裁和题材具有多样性 4.25 .848 0.9 1.8 15.5 35.5 46.4

Q8: 话题划分有助于系统了解体育知识 4.30 .785 0 2.7 11.8 38.2 47.3

Q9: 同一主题文章视角多元化 4.32 .716 0 0 14.5 39.1 46.4

Q10: 单元组织形式利于课程学习 4.22 .750 0 0.9 16.4 41.8 40.9

Q11: 文章语言真实、准确、地道 4.31 .751 0 0.9 14.5 37.3 47.3

Q12: 文章语言难度（1-5难度递增） 3.55 .585 0 0 50.5 45.0 4.6

Q13: 主副课文兼顾体育话题广度和深度 4.02 .790 0 3.6 19.1 49.1 28.2

Q14: 文章有助于了解相关国家体育文化 4.14 .795 0 3.6 14.5 46.4 35.5

3.	教材练习和活动评估

对教材中练习和活动的评价均值为3.97，整体评价较好。其中对词汇拓展练习

（Vocabulary Building）（均值4.32）、思辨能力练习（Critical Thinking Starters）（均值

4.20）、体育文化练习（Pop Culture）（均值4.10）、辩论练习（Hot Debate）（均值4.07）和

体育词汇练习（Sports in Focus）（均值4.04）效果的评价较高。但是对专家视点（Expert’s 

View）的评价最低（均值3.68），对Activity Time-out和Hot Debate的效果评价偏低（均值

均为3.79），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学生对辩论练习题的效果评价存在矛盾：一方面，79.1%的

学生认为辩论题目提高他们的思维灵活性（Q27），另一方面，35.5%的学生对辩论题对其语

言能力的提高作用（Q26）持不确定或者否定态度，这说明学生对辩论练习的效果评价存在

很大的个体差异性。问卷中的一些主要项目分析结果见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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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练习和活动评价

评估项目 均值 标准差
百分比 (%)

1 2 3 4 5

Q18: Pre-reading thoughts中的问题能激活

原有知识，帮助理解文章内容
3.85 .887 0.9 5.5 25.5 43.6 24.5

Q19: Comprehension check的简答题形式

能促进全面深入的思考
3.95 .822 0.9 2.7 22.7 48.2 25.5

Q20: Critical thinking starters能激发我用

所学专业知识和语言知识进行讨论
3.91 .894 0.9 4.5 25.5 40.9 28.2

Q21: Critical thinking starters有助于提高

语言表达能力和对问题的分析能力
3.97 .829 0.9 1.8 24.5 44.5 28.2

Q22: 通过Critical thinking starters，分析

推理和逻辑思维能力得以提高
4.20 .739 0.9 1.8 8.2 54.5 34.5

Q23: Sports in focus有助于了解主要体育

项目，掌握基本体育词汇
4.04 .771 0 3.6 16.4 51.8 28.2

Q24: Expert’s view使我了解权威人士对重

要问题的观点，开拓了思路
3.68 .995 0.9 12.7 26.4 37.3 22.7

Q25: Activity time-out部分活动形式多样，

激发学习兴趣，鼓励学以致用
3.79 .899 0 8.2 28.2 40.0 23.6

Q26: Hot debate提高了英语表达能力 3.79 .930 0 10.0 25.5 40.0 24.5

Q27: Hot debate提高了思维灵活性 4.07 .843 0 5.5 15.5 45.5 33.6

Q28: Pop culture使我了解到与课文主题相

关的体育文化信息
4.10 .845 0 2.7 22.7 36.4 38.2

Q29: Vocabulary building培养了利用工具

书、互联网资源自主学习的能力
4.32 .834 0.9 1.8 12.7 33.6 50.9

      

结合学生对问卷开放性题目，第36题“您最喜欢教材中的哪种练习形式？为什么？”

的作答，统计表明，仅有3位学生表示最喜欢专家视点（Expert’s View）这一练习形式，这

一结果与表4中的五分制量表问题统计结果相符，即学生对Expert’s View的评价最低。 此外，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91%的学生表示最喜欢Critical Thinking Starters这一练习题型，因为

这种练习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能够促使他们从不同角度全面、深入地思考问题，与他人大

胆讨论，表达自己的观点，从而提高分析能力，培养思辨性思维。从主观性评价来看，最受

学生欢迎的练习类型是Comprehension Check（学生比例为38.18%），因为这部分简答题可

以帮助他们检验对文章的理解程度，更好地理解文章，抓住文章重点并促使他们深入思考文

章内涵，这一结果与表4中的统计结果（均值3.95）不尽相符，而从表4来看，这一练习形

式评价的标准差为 .822，离散程度较大，说明学生的评价个体差异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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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教材外观评价

教材外观评估的均值为4.33，整体评价较高。学生对大小、厚度和纸张质地满意程度

最高（均值4.53），对教材的印刷质量评价次之（均值4.43），而对教材的色彩搭配评价相对

较低（均值4.06），对整体美感（均值4.32），以及对插图的丰富程度和与文章内容的贴合度

（均值4.38）的评价居中。

表5	 对教材外观评价

评估项目 均值 标准差
百分比 (%)

1 2 3 4 5

Q30: 整体视觉效果舒适 4.32 .834 0.9 1.8 12.7 33.6 50.9

Q31: 封皮设计美观大方 4.23 .983 3.6 0 17.3 28.2 50.9

Q32: 插图丰富、贴近内容 4.38 .846 1.8 1.8 7.3 34.5 54.5

Q33: 印刷字迹清晰、无误 4.43 .783 0.9 1.8 7.3 33.6 56.4

Q34: 色彩搭配合理，有吸引力 4.06 .805 0.9 1.8 18.2 48.2 30.9

Q35: 大小、厚度和纸张质地合适   4.53 .616 0.9 0 0.9 41.8 56.4

5.	学习者专业倾向相关性分析

为评判学生对教材的不同需求与对教材评估之间的关系，课题组对学生的专业倾

向（对英语感兴趣程度和对体育感兴趣程度）进行了描述统计分析，并将其与各项评估

做了Pearson相关分析。分析表明，学生普遍对英语感兴趣的程度很高（均值4.03，标准

差 .923），对体育感兴趣程度较高（均值3.72，标准差1.126）。

如表6所示，对英语感兴趣程度与对教材的整体评价（p=.000，r=.342）、语言的真实、

准确和地道性（p=.000，r=.416）和对教材练习和活动的评价（p=.015，r=.231）呈显著正

相关。而对体育感兴趣的程度与对教材的整体评价和其他各项评价并未呈现显著相关性，综

上所述，以CBI教材理念为指导，在英语专业开展ESP课程教学，用体育英语文本来替代传

统英语专业阅读文本，并没有影响英语专业倾向的学习者对教材的整体评价。

表6	 学生专业兴趣与各项内容的相关性-1

专业兴趣 整体评价 练习评价 体育题材 语言地道 语言难度

英语兴趣  

程度

皮尔逊相关系数 .342(**) .231(*) .162 .416(**) -.012

Sig. (双侧 ) .000 .015 .092 .000 .898

体育兴趣  

程度

皮尔逊相关系数 .139 .129 .054 .071 .082

Sig. (双侧 ) .147 .180 .576 .459 .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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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了解学生的学习需求与教材使用效果的关系，课题组对学生的专业倾向（对

英语感兴趣程度和对体育感兴趣程度）与教材使用后阅读水平的提高（Q17）和体育文化知

识、体育专业知识（Q2，Q8，Q13，Q14，Q23和Q28的均值）进行了Pearson相关性分析。

统计结果表明（表7）：使用《体育英语阅读教程》一年后，学生的英语倾向与阅读水

平的提高呈正相关（p=.007，r=.255），体育倾向与阅读水平的提高也呈正相关（p=.049，

r=.188），说明不管学生的专业倾向如何，该教材的使用都切实提高了学生的阅读水平，这

一相关性检验结果与教材整体效果评价部分学生对教材使用效果（Q4和Q17）的较高评价

相一致，说明以专业内容为依托的ESP教材适用于体育英语专业的阅读教学，教材对学习者

的整体语言水平，特别是阅读技能和阅读水平的提高具有积极作用。此外，学生的英语兴趣

程度与学生在体育专业知识和体育文化知识学习效果也呈正相关，说明该教材的使用，使得

学习者在切实提高语言水平的同时，还获得了体育专业知识，了解了体育文化知识，充分展

示了ESP课程教学和ESP教材的显著效果，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表7	 学生专业兴趣与各项内容的相关性-2

专业兴趣 阅读水平提高 体育专业/文化知识学习

英语兴趣  

程度

皮尔逊相关系数 .255(**) .327(**)

Sig. (双侧 ) .007 .000

体育兴趣  

程度

皮尔逊相关系数 .188(*) .024

Sig. (双侧 ) .049 .805

6.	思辨练习效果分析

表8	 思辨目标（Q6）和思辨练习	（Q21，22，23，24，27）

评估项目 均值 标准差
百分比 (%)

1 2 3 4 5

Q6: 实现了培养思辨性思维能力的目标 4.06 .827 0 4.5 17.3 45.5 32.7

Q20: Critical thinking starters能激发我

用所学专业知识和语言知识进行讨论
3.91 .894 0.9 4.5 25.5 40.9 28.2

Q21: Critical thinking starters有助于提

高语言表达能力和对问题的分析能力
3.97 .829 0.9 1.8 24.5 44.5 28.2

Q22: 通过Critical thinking starters，分

析推理和逻辑思维能力得以提高
4.20 .739 0.9 1.8 8.2 54.5 34.5

Q24: Expert’s view使我了解权威人士对

重要问题的观点，开拓了思路
3.68 .995 0.9 12.7 26.4 37.3 22.7

Q27: Hot debate提高了思维灵活性 4.07 .843 0 5.5 15.5 45.5 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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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教材在练习设计上，特别注重对学习者思辨能力的培养，通过简答、讨论和辩论等

练习形式，拓展学习者思路，培养其多角度思考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其中以

Critical Thinking Starters这一练习形式为典型代表。为了解思辨性培养题型的实际效果，本

研究还就“培养思辨性思维能力目标”这一教材编撰目标和思辨能力培养相关练习（Q20，

21，22，24，27）进行了Pearson相关分析。表8呈现了Q6（思辨能力培养目标的实现程

度与思辨能力培养练习）的基本数据，从数据中可知，学习者对思辨能力培养目标的实现程

度和思辨能力相关练习的评价较高（均值分别为4.06和3.68-4.20），说明学生对思辨能力的

培养持肯定态度，这一点从开放性问题的回答中也有充分体现（参照教材练习和活动评价部

分）。

表9	 思辨能力培养目标与思辨性练习活动的相关性	

练习20 练习21 练习22 练习24 练习27

思辨目标
皮尔逊相关系数 .579(**) .484(**) .545(**) .370(**) .483(**)

Sig. (双侧 ) .000 .000 .000 .000 .000

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思辨能力培养目标与思辨练习Q20，21，22，24和27都成正相关，

这说明思辨能力培养相关练习设计得当，在具体教学实践中达到了预期效果，学习者认可度

程度高。

综上所述，该教材较好地满足了体育英语专业学生和教师的需求，教材使用效果良好，

用体育英语材料作为阅读教学内容，学生的语言水平并未受到负面影响，此外，学生还积累

了大量体育专业词汇，了解了相关体育文化。

四、研究结论

本研究首先参照国内外文献和本专业特点，以《体育英语阅读教程》为例设计了信度

较高的教材评估量表，为建立体育英语专业教材或其他ESP教材的评估体系提供了现实的借

鉴实例。课题组通过问卷和半结构访谈对学生和教师展开调查，研究结果表明：1）《体育

英语阅读教程》符合体育院校英语专业学生的学习需求，学生在语言学习的同时了解了体育

常识、体育文化知识和专业知识，受到师生认可；2）教材贴合体育英语专业的语言需求和

专业需求，选材来源权威，语言地道，具有一定难度，有助于敦促学生积累大量词汇，增强

对长难句的分析和理解能力，语言综合能力得到全面提升，该年级专业四级成绩较往届有所

提高，教学效果良好；3）教材的练习设计多样，特别是思辨能力培养的练习设计较之传统

阅读教材优势明显，师生访谈结果显示95后大学生个人参与意识和表现意识较强，更喜欢

互动性较强的课堂活动，体育话题的讨论使得学生在小组讨论和课堂发言中条理清晰，态度

自信且乐于接纳他人观点，在语言学习的同时获得体育常识、文化知识和专业知识，更重要

的是通过体育热点问题的专家视角模块，逐步培养思辨能力，拓展思路，为今后的学术写作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4）教材的整体语言难度，特别是词汇方面给学生造成的学习负担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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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和推理能力提高幅度不大，今后教学中应在各专业课程教学中渗

透跨文化交际意识，加大思维能力训练的强度。

总的来说，本研究全面评估了《体育英语阅读教程》的优势和不足，为该套教材今后

的使用和修订提供了依据。但由于教材的全面启用，本研究设计缺乏对照组，其研究结果

的科学性有待深入研究的验证；此外，研究样本较小且均为同一院系师生，调研结果具有

一定的主观性，后续研究可通过扩大被试样本、完善评估问卷等手段来对教材进行更为科

学深入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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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用途语言测试的真实性 
——《语言测试》2016年4月
专刊评介

刘传江  赣南医学院

提要：真实性是影响专门用途语言测试效度的首要因素。《语言测试》2016年第2期以“专

门用途语言测试真实性”为题推出专刊，探讨澳大利亚OET口试的测试任务、评分标准以及

分数解读和使用的真实性及其验证方法。本文在概述专刊论文的研究问题、研究方法和主要

结论的基础上，讨论专刊对专门用途语言测试实践和研究的启示。

关键词：专门用途语言测试、真实性、行业标准、交际能力

一、引言

真实性一直是语言测试的关键问题。自交际法教学流行以来，语言测试界有关真实性

的讨论尤为热烈；如何界定真实性及其与信度和效度的关系，以及如何在测试开发和实施过

程中保证真实性，是相关讨论的热点话题。一般认为，语言测试的真实性是测试任务与目标

语真实情景中语言使用的吻合程度（Richards & Schmidt 2002：42），是影响测试效度的重

要因素（Bachman & Palmer 1996：29；Lewkowicz 2000），尤其在专门用途语言（LSP，

Language for Specific Purposes）测试领域，真实性被视为影响效度的首要因素，对测试开

发、开展、评分和使用等各个环节都有重要影响（Douglas 2001）。为此，国际语言测试知

名期刊Language Testing于2016年第2期以Authenticity in LSP Testing为专题推出专刊，

特邀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Catherine Elder教授担任专刊主编，刊出九篇探讨澳大利亚卫生行

业职业英语考试（OET，Occupational English Test）口试真实性以及相关话题的论文。

在国际上颇具影响力的OET是20世纪80年代末在澳大利亚海外技能认证办

（Australian National Office for Overseas Skills Recognition）的指引下由墨尔本大学Tim 

McNamara教授领衔设计的考试，旨在考察在英语环境中注册和工作的卫生行业从业人员的

语言交际能力，广泛用于牙科、内科、护理、药剂、理疗等12个行业，已经得到澳大利亚、

新西兰和新加坡等国卫生管理机构的认可。

二、内容概述

专刊的开篇和末篇分别是前言和后记，中间七篇是研究论文。前言由主编Elder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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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在简要回顾语言测试界对于真实性的不同看法后，指出真实性在

专门用途语言测试各环节的重要性，继而引出专刊的中心议题，即专门用途语言测试评分标

准、分数解读和使用的真实性。第二部分介绍系列论文的研究背景——OET口试在测试任

务、测试实施和评分标准三个方面存在的问题以及对测试真实性的影响。第三部分概述专刊

系列论文的主要内容，并做出简评。专刊登出的前五篇论文系Elder教授主持的跨学科研究

项目——“提高卫生沟通效率：英语非母语卫生从业人员语言能力等级标准的开发与效度验

证”的阶段性成果；另两篇论文虽然独立于该项目，亦与真实性有关。

首篇研究论文由Elder和McNamara共同撰写。文章首先指出专门用途语言测试的跨

学科性质决定了评分标准应由语言专家和行业专家共同确定，然后回顾Jacoby（1998）提

出的“行业评估标准”（indigenous assessment criteria）及其研制方法。两位作者发现，

Jacoby之后的研究多采用口头报告、半结构式访谈以及录像或录音分析等间接方法收集数

据，与Jacoby提倡的人种志和会话分析等自然观察法相去甚远，因此认为有必要考察采用

不同方法研制而成的行业标准的真实性是否存在差异。为回答这一问题，研究者收集理疗专

家在三种情景中对实习生交流技能进行评价的数据并对之做主题内容分析，发现理疗专家针

对三种情景所做评价的框架结构和关注内容均有差异：对模拟情景录像的评价，高度关注实

习生的语言和交际的细节问题；在真实工作场景中提供的形成性评价，主要关注实习生提供

的临床信息是否相关和全面，很少关注交际的细节问题；在实习结束时提供的终结性评价虽

频频提及交际问题，但也都是泛泛而谈。换言之，自然工作情景虽然真实，而且是一对一的

交流，但专家在评价时并不关注交际技能，因此所得数据对制定工作环境中的交际能力评估

标准裨益不大。相反，尽管模拟情景的真实性有限，但专家提供的评价内容包含丰富的指向

交际技能的信息，对评估标准的开发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作者认为，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

的专门用途语言能力评估标准制定办法，不同专业领域的评估标准需要采用与之相宜的方法

来制定。

第二篇研究论文出自John Pill之手。Pill的研究旨在借鉴“行业标准”的制定办法，收

集卫生行业专家在评估实习生的临床能力时所关注的内容，从而为修订OET评分标准提供

依据。研究者邀请临床教育专家和临床实习指导教师对临床和护理专业的实习生在模拟工作

场景中会诊（consultation）环节的交际表现做口头评价，对评价录音转写文本的主题分析显

示，临床专家在评价时关注三个方面：会诊基本功（the foundation of the consultation）、会

诊表现（the performance of the consultation）和会诊目标（the goals of the consultation）。

会诊基本功包括知识、语言、情感和世界观四个指标；会诊表现包括临床技能、交流技能和

实践技能三个方面；会诊目标包括以患者为中心和效率两个方面。由于澳大利亚相关法律规

定，专门用途语言能力和专业能力的评价标准必需分离，不可重合，因此研究者把与语言能

力相关的语言、情感、交流方式和非言语交际等指标纳入修订评分标准的考虑范围，并将之

归为两个维度，即临床医师参与度（clinician engagement）和交际策略管理（management of 

interaction），作为对原有OET评分标准的补充。

第三篇研究论文由O’Hagan、Pill和Zhang三人合著，主要目的是验证Pill提出的两个新

评分维度的效度。其研究问题为：1）评分员在评分时能否准确把握两个新维度，给出一致

的评分？ 2）两个新维度是否独立于原有评分标准中涉及语言能力的四个维度？研究者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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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名语言专家采用新评分标准对300份临床、护理和理疗专业的OET口试样本进行评分，同

时采用Likert量表收集评分员在培训和评分结束两个时间点对评分标准中两个新维度的反馈

意见。对反馈结果的分析显示，评分员在应用两个新维度评分时很有把握，且一致性良好，

这说明两个维度的评分指标能为评分员准确理解和应用。对评分结果的Rasch多层面分析结

果显示，两个新维度具有良好的拟合度。此外，研究者采用线性检验、等效检验以及Rasch

残差主因素分析多种手段，检验两个新维度和原有四个维度评分结果的相关性，发现尽管二

者高度相关，但彼此并不兼容，因此分别属于两个不同构念。换言之，新增的工作环境交际

能力评分标准是原有语言能力评分标准的有益补充。不过，作者提示，两个新维度评分标准

的适用性仅在三种职业语言能力口试中得到了验证，其可推广性有待深究。

第四篇研究论文由Pill和McNamara撰写，其研究目的在于确立临床交际能力的最低标

准。研究者邀请来自临床、护理和理疗三个领域共39名专家对OET口试样本进行评分，然

后将评分结果与语言专家采用OET新评分标准给出的评分结果进行比对，以确定OET评分

员是否具备代替行业专家评价考生的临床交际能力的资格，最后以两个专家群体的评分结果

为依据制定临床交际能力的最低标准。虽然该研究的直接目的在于确定门槛标准，但实际上

也是对OET两个新维度评分标准的效度验证，即考察以新评分标准为依据得出的评分结果在

多大程度上与行业专家的评分结果一致。39名专家在接受培训后采用分析判断法（analytical 

judgment method）对75份测试样本给出了评分结果，多层面Rasch模型（MFRM）分析显

示，专家评分一致性良好，这说明供专家使用的评分表有良好的效度和信度。比较行业专

家和语言专家的评分结果发现，两个群体的评分员对考生交际能力的排序高度一致。也就是

说，语言专家完全具备代替行业专家评价考生临床交际能力的资格，研究者事先设定的交际

能力门槛标准行之有效。然而，文章也指出，工作环境中的交际技能与职业技能之间有着密

不可分的联系，因此无法断定行业专家在评价考生的交际能力时，其评分标准没有受到职业

技能评价标准的干扰。这正是下一篇研究论文探讨的问题。

第五篇论文由Manias和McNamara合著，目的在于回应上述交际技能与职业技能的关

系问题。该项研究仍以Pill和McNamara的临床专家和护理专家为对象，首先让专家讨论以

确定评分标准，然后请专家在评分时对评分做出口头评论并录音，最后对录音的转写文本做

主题分析，其目的在于判断行业专家的评分依据是否指向OET新评分标准中原有的四个语言

能力维度和新加的两个交际能力维度。主题分析结果表明，两组专家的评分依据既指向原有

的四个语言能力维度（即流利度、可理解性、适切性以及语法和词汇丰富性），同时也指向

两个新加的交际能力维度（即临床医师参与度和交际策略管理）。作者认为，由于专家事先

并不知晓上述评分标准，因此，专家的评分结果是OET新评分标准有效性的有力佐证。换言

之，语言专家和行业专家的交际能力评分标准是一致的，这再次证明新评分标准中两个交际

能力维度具有良好的效度。然而，作者也指出其中存在的关键问题，即测试中的角色扮演任

务不能体现真实工作场景复杂多变的特点，因此测试任务缺乏真实性；另外，专家根据录音

评分，看不到考生的手势和眼神交流等视觉信息，因此评分过程的真实性也受到影响。

第六篇研究论文由Woodward-Kron和Elder合作撰写，虽然不是上述Elder主持的研

究项目的直接成果，但和第五篇论文指出的考试任务真实性问题一脉相承。研究者从系统

功能语言学的语类理论出发，对12名通过OET考试的临床医生参加OET以及12名临床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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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国际研究生参加OSCE考试的口试样本做话语分析，考察两组样本在话语结构、交际内

容和角色关系等方面的差异，以衡量OET口试任务的真实性。分析结果表明，尽管两组

样本在话轮数量、角色扮演时长以及典型结构特征方面有明显差异，但二者的话语结构都

遵循Opening^Statement of Concern^Exploration of Condition^Discussion of Diagnosis, 

Treatment & Investigations^Closing的五步模式。两组样本的交际内容也有较大差异，体现

在两组考生和模拟患者交流时的话题聚焦程度以及用词与句法特征等方面。两组样本的角色

关系兼具共性和差异。二者的共性体现在医生在交际时以回应患者的担忧为主，以及医生话

语的高度情态化。二者的差异也很明显：在OET中，医患角色在各个阶段分化鲜明，考生的

专业身份非常突出；而在OSCE中，医患角色区分并不鲜明，模拟患者并不以职务或头衔称

呼考生，而且大量使用日常用语和委婉语等非正式用语。作者认为，两组样本的话语结构和

话语策略高度相似，证明OET口试任务具有良好的效度；两组样本在角色关系方面的巨大差

异则说明，OET口试任务不能很好地引发工作环境中所需要的交际技能，因此任务效度打了

折扣，但可以通过完善口试任务的提示材料和培训对话人（interlocutor）得到改善。

最后一篇研究论文由Mcqueen、Pill和Knock三人合著，他们以“作为边界对象的语言

测试：卫生行业测试使用者视角”为题，将“边界对象”（boundary object）这一社会政治

概念引入专门用途语言测试研究，认为专门用途语言测试是一个根据某种标准对参加考试的

专业人员进行分类的动态协商机制。OET的利益攸关方，包括开发考试的语言专家以及专业

委员会代表、管理人员和从业医护人员在内，对测试及其真实性的认识各有千秋。因此，研

究者采用半开放式访谈和调查问卷两种手段调查行业专家、医护导师和业已通过OET考试

的医护人员三个群体如何看待OET口试和听力测试的真实性。对所得数据做主题分析发现，

OET测试作为边界对象，由两个关于语言使用的不同构念组成：一是语言能力，二是交际技

能。不同群体对二者的关系有不同的认识，因此二者之间存在张力。在行业专家看来，二者

是分离的；而在通过考试的医护人员眼中，二者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合的。文章指出，造成这

一局面的原因在于，应用语言学和卫生行业对交际的看法不一，听、说分离在应用语言学界

是标准做法，但在医患交流实践中，二者是密不可分的。也就是说，OET无法引发考生在真

实世界中与非专业人员交际的内容，因此缺乏真实性。作者认为，三个群体对OET的不同看

法正是标准化考试构成三个世界的“边界对象”的体现。尽管如此，通过考试的医护人员对

OET的评价较为积极，他们认为备考和应考是适应澳大利亚卫生行业文化的有效途径。作者

据此认为，OET考试不仅对考试设计本身有良好的反拨作用，对考生的职业发展也有良好的

前拨作用（forward-wash effect）。

专刊以Barbara Hoekje撰写的后记结尾。该文在简要概述专刊中的七篇研究论文后，提

出了语言测试真实性研究引发的新问题，即对测试任务、目标领域和评分标准真实性的不断

追求，使得我们不可避免地进入一个长期以来被法律法规或传统限制在“界外”的领域，其

中包括内容和任务的完成度、交际策略、非言语交际以及背景知识等。作者指出，这一新问

题正是OET研究项目的核心所在。专门用途语言测试作为“边界对象”在“真实”世界和

“语言”世界之间起着中介作用。在考试使用者眼中，语言能力和交际技能是两个重合的构

念，但OET测试仅关注语言能力一个方面。作者认为其深层原因在于，Hymes提出的“交

际能力”概念并未在应用语言学界得到贯彻，传统的二语与母语相对立的观念根深蒂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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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能力被划分为四项基本技能。在回顾交际能力初始定义的基础上，作者批评了应用语言

学界对“交际能力”概念削足适履的做法，进而逐一讨论专用测试的内容、语境、角色扮

演互动中的实际参与者、非言语行为、交际的两个构念、公平性、准入分数（test score as 

readiness）等问题。最后，作者对专刊中的研究论文做了中肯的评价，认为这些研究拓宽了

制定卫生领域语言能力行业评价标准所需的知识基础，并呼吁应用语言学学者重新界定该学

科的研究领域，审视英语教学的社会历史遗产，打破以母语者语言能力为参照的交际能力框

架，最终建立全球化语境下的交际能力理论。

三、简评

该专刊以OET口试评分标准的真实性为切入点，全面考察了专门用途语言测试任务设

计、考试实施、评分标准的制定以及分数的解读与使用等环节的真实性问题。专刊的研究

论文有明确的针对性，采用不同方法收集相关数据，分别探究专门用途语言测试某一具体

环节中的效度问题，同时，这些论文又环环相扣，一脉相承，使得专门用途语言测试的真

实性问题得到拓展，直至追问语言测试的构念效度及其理论前提。专刊对深入认识专门用

途语言测试的“行业标准”这一概念及其效度验证的方法以及测试构念的理论前提都有积

极的启示意义。

首先，与通用语言测试侧重测试语言能力不同，专门用途语言测试具有双重目标，即语

言能力和工作环境中的交际能力。因此，仅关注语言能力的评分标准过于偏狭，需要引入交

际能力评价标准；而工作环境交际能力评价标准的制定必须由行业专家参与，才能保证其真

实性，这也是“行业标准”的本质所在。

其次，不同行业评估标准的开发可能需要使用不同的方法，才能保证标准的真实性或效

度。“行业标准”的开创者Jacoby & McNamara（1999）以及Douglas（2001）等提倡扎根

于真实工作情景，通过人种志和会话分析等手段收集数据，但此后的同类研究却多用访谈等

更为间接的手段。有鉴于此，Elder 和McNamara对不同研究手段的有效性做了比较，发现

在卫生领域，间接引导法比扎根观察法更为有效。John Pill则以间接手段所得数据为基础，

成功开发了OET口语测试的交际能力评分标准。可见，“行业标准”的制定需要因地制宜，

根据职业本身的特点选取适用的方法。

再次，不同利益攸关方对“行业标准”真实性的认识各有千秋，尤其是语言专家和行业

专家以及从业人员对交际能力的看法不一，因此评分标准的效度验证异常棘手，单纯的定量

研究未必可靠，需要借助多种手段、从多个角度进行三角互证。专刊中第三篇至第六篇研究

论文即以不同群体为对象，采用不同手段、从不同角度验证OET新评分标准的效度，为今后

开展同类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方法。

另外，测试作为“边界对象”，对考试的利益攸关方尤其是考生而言，构成一种动态分

类机制。在通过考试的从业人员看来，备考与参考经历是适应职业文化的开端。因此，后效

驱动（effect-driven）的测试研究不仅要考虑测试对测试开发的反拨作用，还要考虑测试对考

生职业发展的前拨作用。专门用途语言测试既要保证测试的真实性或效度，也要致力于促进

考生职业交际能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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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专门用途语言测试将语言能力与交际技能视为两个独立的构念，这个做法说明

应用语言学界未将Hymes提出的“交际能力”概念成功应用到教学、测试与评估实践当中，

“交际法”教学的理念并未落到实处。应用语言学应当回归“交际能力”的初始概念，只有

将语言能力和交际技能融为一体，才能保证教学和测试的真实性。

四、结语

正如Elder在专刊前言中所指出的，如何在测试的开发、评分以及分数解读环节平衡语

言专家和行业专家对语言和交际的见解并非易事，双方意见的可通约性（commensurability）

或不可通约性是不容回避的难题。专刊的研究论文，正是语言专家和行业专家对医疗工作环

境中有效交际标准的认识可通约性问题的实证探索，深化了对专门用途语言测试方法论和概

念问题的认识，进一步印证了真实性是一个相对概念的论断。可以说，语言测试对真实性的

追求，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

然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OET的考试对象是在英语环境中工作的医护人员，专刊的研

究语境也限于澳大利亚的卫生工作场景，有关测试真实性和交际能力构念等问题的结论在多

大程度上适用于外语环境，值得商榷。不过，专刊汇报的真实性验证方法对外语环境中同类

考试的开发和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我国教育部考试中心推出了面向国际化医药卫生

人才的医护英语水平考试（Medical English Test System，METS），目前在医药卫生院校

和医药卫生行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该考试包括四个级别，尽管考试大纲对每个级别的

口头交际能力作了明确要求，但考试形式是纸笔考试，考试题型仅涵盖听力、阅读和写作

三个部分（医护英语水平考试办公室 2014），尚未涉及考生在医药卫生工作环境中的口头

交际能力。METS考试若要增加口语测试，真实性势必是口试任务的设计、评分标准的制

定和实施、分数的解读和使用等环节不可回避的问题，专刊中的系列研究论文所介绍的方法

和经验可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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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专门用途英语学会首届年会暨全国第六届专门用途英语研讨会综述

为促进亚洲专门用途英语（ESP）教学和研究的跨区域合作，推动ESP研究在中国乃至

亚洲各地的全面发展，2017年10月28日至29日，由亚洲专门用途英语学会和中国英汉语

比较研究会专门用途英语专业委员会主办，北京外国语大学专用英语学院承办，外语教学与

研究出版社和《中国ESP研究》期刊编辑部共同协办的“亚洲专门用途英语学会首届年会暨

全国第六届专门用途英语研讨会”在北京外研社国际会议中心举行。

本届研讨会形式多样，除开幕式和闭幕式外，共设5场主旨发言、4场专题讨论、4场工

作坊，12场分会场发言和1场圆桌论坛。来自中国、新加坡、日本、印度、斐济、阿曼和美

国、澳大利亚等国的231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以下综述研讨会主要内容。

一、开幕式

28日上午大会举行了隆重的开幕式。开幕式由承办方负责人、北京外国语大学专用英

语学院院长李莉文主持。她首先介绍了此次会议的主旨发言人和各位嘉宾，其中包括北京外

国语大学副校长孙有中教授，美国密西根大学Christine Feak教授，香港大学Ken Hyland教

授，澳大利亚悉尼大学Brian Paltridge教授，日本高千穗大学Hajime Terauchi教授，教育

部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秘书长王海啸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梁茂成教授，外研

社高英分社副社长段长城女士，复旦大学蔡基刚教授，日本（国立）电气通信大学史杰教

授，重庆大学黄萍教授，上海海事大学翁凤翔教授，中国政法大学李立教授，西安交通大学

杨瑞英教授，中国政法大学沙丽金教授，香港理工大学吴东英教授等。接着，李莉文教授宣

布亚洲ESP学会首届年会暨全国第六届专门用途英语研讨会正式开始。

在开幕式上，亚洲ESP学会会长、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ESP专业委员会会长、北京

外国语大学副校长孙有中教授首先致辞。他对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学者表示了热烈的欢迎，并

对此次会议的顺利召开给予了热烈的祝贺。同时作为亚洲ESP学会和中国专门用途英语专业

委员会的现任会长，孙有中会长就亚洲ESP协会的创办历史以及其成立使命进行了详细的解

释，阐释了此次大会的主旨及举办意义，同时对正在从事ESP教学与研究的国内及国外同行

的工作给予了极大的认可和鼓励。孙有中会长对亚洲和中国ESP研究的前景充满了无比的期

待，希望大会为全国、亚洲乃至世界的ESP教学与研究搭建一个重要的交流平台，促进ESP

教学和研究的发展。

接着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秘书长王海啸教授致辞。他分析了几十年

来学界和社会各界对ESP的理解和重视程度的变化。在教育部指导文件中，1999年颁布的

《大学英语教学大纲》中就体现了对ESP教学的意识，随着教学实践和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2017年拟定但尚未颁布的《大学英语教学指南》首次正式将专门用途英语与通用英语和跨

文化交际并列纳入大学英语教学体系，体现出对ESP教学的重视。王海啸教授指出，《大学

英语教学指南》反映了ESP的核心价值，所提倡的以需求为导向的原则（Needs-ori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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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roach）在理论和实践上均凸显了ESP的重要性。

二、主旨发言

在主旨发言阶段，5位ESP领域的专家分别作了精彩发言。美国密西根大学的Christine 

Feak博 士 作 了 题 为“Making the Most of Different, but Equally Important Types of 

Expertise”的主旨发言，她就非语言专业的教师和语言专业的教师在ESP实践和研究中合作

的必要性进行了阐述，并以一个帮助医学专业的学生在专业期刊发表论文的工作坊为例，分

享进行该类合作中面临的问题及解决方案。

北京外国语大学孙有中教授作了题为“Teaching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in ESP”的

主旨发言。他和其合作者廖鸿婧博士对相关文献进行全面梳理后发现，尽管有学者意识到在

ESP（尤其在商务英语中）情境中进行跨文化能力教学的必要性，但如何实施这一问题仍被

忽视，因此孙教授探讨了ESP情境下如何提高学习者的跨文化能力，并提出了ESP背景下跨

文化能力教学的基本原则。

香港大学的Ken Hyland教授通过视频作了题为“Re-imagining Instruction: Specificity 

and EAP Writing”的主旨发言，就学科独特性与英语学术写作教学的有机结合进行了论述。

他介绍了香港大学的“学科中的英语”（English in the Discipline）课程并以英语学术写作为

例阐述了这一结合过程，指出该课程的设计结合了对不同学科学术语言特征的分析研究，以

应对不断变化的新形势。

日本“大学英语教师协会”（JACET）会长、高千穂大学的Hajima Terauchi教授作了

题 为“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Prospects of EBP in Japan: Implications from Two 

Surveys of Businesspersons”的主旨发言。他报告了对日本商务人士进行的两次大规模调

查的结果和对商务英语教学的启示，调查发现商务人员认为在职场最难的文体是电话谈话和

商务会议，还发现商务人员的英语听力水平是一个严重问题，以及成功的商务会议也取决于

非语言因素等。最后，Hajima Terauchi教授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建议来解决日本商务英语教

学中存在的问题，以期帮助日本及亚洲其他国家的商务人士和商学学生提高其英语能力。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Brian Paltridge教授作了题为“Looking Inside the World of Peer 

Review: Implications for Students Writers”的主旨发言。Brian Paltridge教授针对初学论文

写作的学生在面临同行评审时的困难，提出学生应充分理解编辑部给出的意见，认真分析同

行评审评价，找到英语写作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英语教师应引导学生对比自己的手稿进行

分析，认真对待审稿意见，从而更加积极进行创作，提高英语写作和发表能力。

三、专题讨论、工作坊和分组发言

在大会的专题讨论中，华中科技大学都建颖老师所在的团队分享了该校从通用英语到专

用英语的教学尝试；东京（国立）电气通信大学史杰老师的团队展示了该校情报学专业大学

英语课程的设计方法，为ESP如何更好地与其他专业结合展开教学提供了范例；重庆大学黄

萍老师的团队分享了该校专业交流英语（English for Professional Communication）课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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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包括其理据、教与学的材料、教师和学生角色以及测试方式等。

大会的工作坊也精彩纷呈。北京外国语大学梁茂成教授主持的工作坊题目为“大数据

分析与ESP语料库”。梁教授对大数据时代的历史变革和近期发展等作了简介，接着用Word 

Association Explorer 1.0软件展示了如何用大数据来发现和提取知识，如通过输入适当关键

词寻找问题的答案，并用文本分析软件Textsmith Tool演示了对期刊论文进行适当切分后，

探究论文不同部分内部的结构规律和语言规律。

在另外3场工作坊中，斐济学者Olive Tilisi Bryce分享了她如何在多文化多种族背景

下，训练以英语为第二语言甚至第三语言的学生在学术英语课程中撰写学术评论；美国学者

Dawn Rogier介绍并演示了如何在课堂中运用游戏提高学生们的英语口语水平；黑龙江中医

药大学的刘明教授的团队展示了如何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教授医学词汇。

在分组发言中，来自不同地域的学者围绕ESP教学方法、课程设计、材料编纂、测试与

评估、ESP中的跨文化教学、基于语料库的ESP教学、教师发展、研究创新等多个分议题展

开了深入的探讨，启发了很多新思考。

作为会议的承办方，北京外国语大学专用英语学院也派出了学术团队，院长李莉文教授

和廖鸿婧博士合作的发言内容为“ESP写作中的混合方法评价：来自中国的一项案例分析”。

副院长彭萍教授的发言题目为“重新审视马建忠拟设翻译书院的意义：21世纪ESP翻译教

学的视角”。此外还有杨华副教授、沈忆文副教授、张淑艳副教授和蒋岳春博士分别作了精

彩发言，题目分别为“产出导向法下的学术摘要写作研究”，“学术英语课堂中批判性思维培

养途径之一：记笔记”，“任务型语言教学在商务专业学生公共演讲课中的应用”，以及“美

国主流媒体对‘一带一路’的表征及其修辞手法研究”。

四、圆桌会议和闭幕式

大会的一项重要内容为关于“全国大学英语教学指南”与ESP教学改革的圆桌论坛。中

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专门用途英语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和来自全国不同高校的教师学者共80

余人参加了论坛。在座专家和学者分享所在学校的ESP教学实践经验，讨论了ESP教学与研

究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以及ESP在中国英语教育中的定位和走向等问题。综合代表们讨论的

问题和孙有中会长最后的总结，圆桌论坛的观点概括为以下几点：第一，应从“双一流”建

设层面看待ESP教学的战略意义。代表们一致认为，ESP教学的目的已经不再单纯是教授语

言本身，而是要培养各领域高层次人才，服务“中国走出去”的战略，服务“一带一路”建

设。第二，ESP在国内的定义和分类尚未完全统一，因此需要进一步细化。目前通用学术英

语（English for General Academic Purposes）最没有歧义，学科英语（English for Specific 

Academic Purposes）依托于各种学科，种类较为庞杂。孙有中会长认为除通用学术英语外，

可以考虑初步分为人文英语、社科英语、理学英语、工学英语等；或者按照一级学科、二级

学科等来进行分类。此外，职业英语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类别。第三，需要理清ESP的定位

问题。孙有中会长认为ESP不仅属于大学英语，而且属于英语专业，要实现统一指导下的多

元发展；此外，需要明确通用英语与ESP的关系，是完全融合型、承前启后型、逐步过渡型

或主辅结合型等。第四，应明确ESP教师的定位。孙有中会长认为ESP教师不需要系统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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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学科的知识，但需要发挥其掌握语言的长处，同时掌握该学科的核心概念，并熟悉基本文

体等。

经过一天半的紧张日程，本次会议圆满完成各项议程。29日中午举行了大会闭幕式，闭

幕式由北京外国语大学专用英语学院院长李莉文教授主持。孙有中会长首先代表ESP大会组

委会对主旨发言人、专题讨论和工作坊以及其他发言人的学术水平和参与热情给予盛赞，对

来自世界各地的国内外专家学者的积极参加与大力配合表示衷心感谢，对会议取得的丰硕成

果进行了简要总结和高度评价，并对今后的ESP教学与研究进行了热切展望，希望大家继续

秉承ESP大会的理念，集思广益，将理论和实际结合，推动ESP教学和研究的蓬勃发展。

最后，下一届ESP大会的主办单位代表，来自东南大学的马冬梅教授盛情邀请各位代表

相约南京，参加2018年全国第七届ESP研讨会。值此，“亚洲专门用途英语学会首届年会暨

全国第六届专门用途英语研讨会”落下帷幕。

五、结语

从本次大会各类发言、讨论以及代表们参会的热情可见，学界已经越来越意识到ESP教

学与研究的重要性。

在理论层面，大会有对ESP的定义、分类、定位和教学原则等的认真讨论和深刻反思，

这将使ESP理论更加科学、系统和完善。

在实践层面，各高校教师和实践者已经着手开展了诸多实实在在的工作，包括课程设

计、教学方法、教材编纂、测试与评估等。各高校开设的ESP课程也越来越科学并更有针

对性，以满足学生需求、院系和学校需求、社会需求和国家需求等；除继续推进学术英语

和商务英语等传统的ESP大类的理论和实践向纵深方向发展以外，代表们更进一步将法学

英语、医学英语、海事英语、情报学英语等更具体的学科和专业与英语教学的结合进行深

入实践。

大会涉及的ESP教学与研究的领域和范围也更为广泛和多元，包括ESP中的跨文化教

学、基于语料库的ESP教学与研究、ESP教师发展规划等。从方法论上来看，大会采用了多

种ESP教学视角和研究方法，包括体裁分析、文本分析、语料库分析、文献资料分析、行动

研究、访谈和观察等。

本次大会为ESP相关教学和研究人员搭建了良好的沟通平台，展现了ESP教学与研究在

我国甚至其他各国齐头并进、欣欣向荣的发展局面，让大家对ESP教学及研究的前景充满了

期盼。

北京外国语大学

蒋岳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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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6月25日至26日，第七届“中国法律英语教学与测试国际研讨会暨法律英语学

科建设与师资队伍发展研讨会”在华东政法大学松江校区召开。本次会议由中国法律英语教

学与测试研究会主办、华东政法大学外语学院承办、上海市法学会法学翻译研究会协办。来

自全国近五十所高等院校和行业协会的相关领导、专家，以及外国语学院和法学院的教师、

研究生共一百余人参加了研讨会议。

研讨会以“信息化时代的法律英语与法律翻译——融合 •挑战•创新”为主题，聚焦法律

英语学科规划、法律英语课程体系建设、法律翻译学科建设、法律翻译技术研究、英美法律

文化研究、法律英语教学改革、法律英语证书（LEC）考试、法律英语能力标准、法律英语

师资发展等当前的一些核心与热点问题。本次研讨会凝聚了人心，鼓舞了从事法律英语教学

与研究的信心，增进了共识，开阔了视野。

中国法律英语教学与测试研究会副会长、华东政法大学外语学院屈文生教授主持开幕

式，华东政法大学副校长唐波教授致欢迎词。唐波教授结合“一带一路国际高峰论坛”成果

与高校响应国家政策的时代背景指出，研讨会正逢其时、顺势而为，不仅议题广泛，善于总

结经验，而且着眼未来、与时俱进。

中国法律英语教学与测试研究会会长、中国政法大学张法连教授致开幕词。张法连教授

指出，法律外语是涉外法律服务工作不可或缺的工具，英语又是国际通用语，因此，法律英

语的语言价值上升。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法律英语已成为发展涉外法律服务业、

培养高端涉外法律人才的重要保障，法律英语的春天已经到来。

研究会常务理事、西南政法大学熊德米教授作了题为“古代汉籍法律语言的文化意蕴

及其异域传通比较”的主旨发言，主要围绕四个问题展开，即语言与法律的关系、文化基因

（法律文化）的问题、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的关系以及法律外译。熊教授指出，从不同视域

比较分析《大清律例》法律术语文化符号的异域语言传输效果，归纳总结饱含中华法系独特

性格特征的法律专门术语在异域语言中的不同表现形态，揭示专属于汉民族法律术语文化精

神意蕴的对外传译客观规律，是探究古代法律语言文化价值异域传通的必由之路。

研究会副会长、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赵军峰教授作了题为“法律翻译学科建设：理念与思

考”的主旨发言。赵教授以界定“学科”“法律”等的关键词展开发言内容，认为法律翻译

学科的发展已是大势所趋；法律翻译要从两个词入手，一是“立格”，即法律翻译人的品格，

二是“传意”，即交流联通。为此，学科建设者应参考美国立法规范，增强法律译者的知识、

能力和素养。赵军峰教授还分享了亲身参与翻译学科建设的经验，认为法律翻译具备跨学科

与跨界特点，在建设的过程中应考虑突出特色，注重理论和实践的结合。

暨南大学翻译学院特聘教授林巍博士（澳籍）作了题为“自然法视域下的‘道’概念翻

译：关于‘不可译’的比较研究”的主旨发言。林教授主要从比较文化和比较哲学的视角，

详尽阐述了“道”的不可译性、中国文化中的“道”与西方哲学的“自然法”之可比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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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与道德的释译等。林教授指出，《道德经》在中国乃至东亚对儒家、佛家、法家等其他学

派产生了深刻影响，不了解其中的“道”，便无法理解中国文化，以至于不可对其进行翻译。

但是，从社会语言学视角看，人类的思想对于可认知的世界是相通的，正是这种共通的“人

性”，使得翻译成为可能。从文本语言学来看，语言单位层面不可译的个体因素，在高一层

面的“大致等值”上讲是可译的，也就是说“不可译”主要集中在词语层面。

中国ESP专业委员会副会长、中国政法大学李立教授作了题为“基于ESP理论指导下的

法律英语课程建设：教学理念、原则及课程设置”的主旨发言。李教授详细介绍了中国政法

大学在大学英语教材编写、法律英语课程设置以及法律英语教学方面做出的开创性努力，论

述了ESP和通用英语之间不是基础与应用的关系，而是并行关系。李教授基于ESP 理论，构

建了以需求为导向、以内容为依托、以应用为目的的教学理念框架，并阐述了基于这一理论

框架下的教学实践。

研究会副会长、南京师范大学董晓波教授作了题为“国家治理体系下的我国地方性法规

英译：问题及对策”的主旨发言。董教授认为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形式要件是

法律法规透明化，法治化是国家治理的必由之路，指出我国地方性法规英译存在三个主要问

题，即翻译工作机制专业化程度参差不齐，复合型法律翻译人才培养不足，地方性法规规章

翻译标准缺失。对此，董教授提出，全面提高地方性法规规章翻译专业化程度，加强复合

型法律翻译人才培养，引进高科技数字技术能够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最后，董教授提出国

家、行业、学术团体相结合的法规英译三维研究模型，希望地方性法规英译能走上理论和实

践结合的层面。

研究会副会长、西北政法大学马庆林教授作了题为“新形势下的法律翻译需求：机遇与

挑战”的主旨发言。马教授认为，全面依法治国对法律翻译提出了新要求，新的立法需要借

鉴国外立法与研究成果而对翻译提出需求，涉外案件审理和仲裁也对口笔译有大量的需求，

“一带一路”、中国自由贸易区都吸引了大量投资，地方性法规翻译需求随之增加，“文化走

出去”战略也催生了一系列新的法律翻译需求，比如知识产权法的翻译等。马庆林教授还分

析了MTI 教育在当前新形势下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提出课程体系应突出实务的核心理念，比

如重视多语翻译和跨文化沟通能力培养等。

研究会会长、中国政法大学张法连教授作了题为“法律英语教学要密切联系实际”的主

旨发言，从国家战略与需求的角度出发，介绍了法律英语在学科建设与发展、课程设置等方

面的问题，特别强调了法律英语的实践性。张教授指出，法律英语教学应以国家有关加强涉

外法律工作的政策方针为指导，坚持市场导向为原则，科学设计法律英语教学活动。法律英

语课程的设计要密切联系实际，强化学生的“规则”意识，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努力提高

学生的职业素养，使其成为合格的涉外法律人才。张教授对法律英语的未来充满信心，认为

“研究法律英语任重道远，掌握法律英语身轻途坦”。

研究会副会长、华东政法大学屈文生教授作了题为“法律英语教学需直面的若干问题”

的主旨发言。屈教授以发问的方式展开论述，认为法律英语教学可以培养出从事语言服务

业和法律服务业的两类人才，他们承担的职责各不相同，因此对于法律英语教学来说并不冲

突，而是一种互补关系。法律英语课程是基于企业与学生需求应运而生的，因为语言是法律

服务从业者的基本工具，语言是律师的职业工具，全球化时代，使用外语更成为涉外律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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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中国法律英语教学与测试国际研讨会”会议综述

基本技能。屈教授认为，法律英语教师应该具备法学与英语双重素质，法学功底与外语功底

均须十分扎实，法律英语教学要与实践结合，因材施教，针对不同背景和水平的学生确定设

置课程的难度与方向。

清华大学梁翠宁教授作了题为“清华大学法学院涉外法律实务课程介绍”的主旨发言，

分享了自己从教十多年来积累所得的教学经验与方法。梁教授针对中国法科学生特殊需要而

特别创设的“教师学生一对一循序渐进”教学模式富有创意，有利于培养和提高学生在涉外

和国际诉讼英文法律文书撰写与口头辩论方面的能力，为其他有志于从事法律英语教学的教

师提供了借鉴。

此外，研究会副会长、西南政法大学张绍全教授，研究会副会长、湖南工业大学彭利元

教授，浙江工商大学刘法公教授，四川外国语大学段玲琍教授，中国音乐学院张桂萍教授，

集美大学黄明教授，河北师范大学顾维忱教授，中南民族大学余承法教授等数位专家分别承

担了大会发言环节的主持和评议工作。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郑小军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外国语学院朱勇副教授、上海交通大学管新潮副教授、安徽工业大学戴拥军副教授、上海

外国语大学郭书谏博士等学者做了大会发言，从不同视角探讨了法律英语学科定位、法律翻

译研究、法律语料库建设和法律翻译行业技术发展等问题。

闭幕式由华东政法大学外语学院书记余素青教授主持。下届会议承办单位代表、西南政

法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曹志建副教授发言，表示西南政法大学将会尽全院之力筹备、办好

下届研讨会，期待明年在重庆相聚。

最后，中国法律英语教学与测试研究会会长、中国政法大学张法连教授以“法律、规则

与教学的关联”为主题致闭幕词。

此次研讨会于6月26日中午时分落下帷幕。期待着2018年10月，第八届中国法律英语

教学与测试盛会在西南政法大学召开。我们相约2018，相聚重庆，不见不散！

中国法律英语教学与测试研究会 

张建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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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律英语教学与测试研究会第一届常务理事会会议报道

2017年6月24日，中国法律英语教学与测试研究会第一届常务理事会会议在华东政法

大学明镜楼第五会议室召开。中国法律英语教学与测试研究会会长张法连，中国法律英语教

学与测试研究会副会长马庆林、张绍全、屈文生、赵军峰、董晓波、彭利元，研究会秘书长

张建科，研究会副秘书长朱勇，以及常务理事共30人出席会议。会议由张建科主持。

大会首先为研究会常务理事会成员颁发聘书，并审议《中国法律英语教学与测试研究会

常务理事工作职责》。

常务理事会讨论了增设法律文学专业委员会的议案。与会代表们听取负责人张立新有关

专业委员会的情况介绍，经认真审议后举手表决，一致通过关于增设法律文学专业委员会的

决议。

研究会会长张法连发表讲话指出，研究会自2015年10月成立以来，在理事单位的密切

配合、全体会员的共同努力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圆满地完成了前期的各项工作，在法

律英语学科建设、专业发展、课程设计、教学改革、师资队伍、测试体系等方面取得了良好

的业绩，有力推动了法律英语事业的不断进步和涉外法律人才培养水平的不断提高。

研究会副会长马庆林、张绍全、屈文生、赵军峰、董晓波、彭利元分别讲话，常务理事

代表们也一一发言。常务理事会全体成员共同对研究会的发展目标、发展路径、学术成果、

学术影响，法律英语的学科发展、专业建设、理论与实践发展、师资队伍建设，法律英语的

历史机遇和时代背景、涉外法律人才培养、涉外法律语言服务等诸多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交

换意见与看法，提出思路和建议。

中国法律英语教学与测试研究会是由中国从事法律英语教学与测试的研究人员自发成立

的全国性民间学术团体，旨在团结和组织全国从事法律英语教学与测试研究的专家学者开展

学术交流活动，共享法律英语教学与测试研究成果，促进语言教学理论与法律英语教学与测

试研究相结合，法律英语教学与测试研究与法律英语教学实践、法律实践相结合，为国家外

语能力的提升和培养国家战略所需的法律英语人才做出贡献。

中国法律英语教学与测试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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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Market Demands for Legal Personnel Development
— Legal English Teaching as a Breakthrough
.............................................................................................By Zhang Falian & Zhu Jie 1

Abstract: With China’s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Belt and Road” construction, the Chinese market calls for legal 

personnel who are both good at English and law in foreign affairs. Therefore, the 

traditional “Law + English” teaching mode can hardly fulfill the training task, 

and reform is necessary. With growing market demand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comprehensive course system, legal English teaching should take on a 

new outlook, and colleges could design their own courses based on their own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student capabilities; the National Legal English Certificate 

Test should be introduced as professional evaluation for legal and foreign affairs 

personnel training; legal professionalism should be cultivated during the whole 

teaching process in order to build moral diathesis and professional ethics for 

students.

Key words: legal English education; legal and foreign affairs personnel; market 

demands 

A Study on the Multiple-dimensional Verification 
for Teaching and Learning Legal English as an 
Independent Discipline
........................................................................................By Ma Yanfeng & Xu Wenbin 11

Abstract: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as set higher standards for international 

legal talents in dealing with international affairs. International legal personnel 

should have a good command of legal English and good knowledge of international 

legal rules to safeguard China’s interests. Thus, by doing literature research, this 

paper examines several important aspects of legal English such as its historical 

contribution, related national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and the specific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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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legal English. The findings show that it is reasonable to study and teach legal 

English as an independent discipline. This research is expected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legal English and international legal personnel cultivation.

Key words: legal English;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legal language; personnel 

cultivation

Research on the Dilemma of Legal English Teaching in 
a University in Jiangxi Province
...........................................................................................................By Zhu Wenlong 22

Abstract: Students in one local university in Jiangxi Province learning or having 

learned legal English took part in a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some have been 

selected for interview. The results show that lack of motivation and interest 

contributes to the dilemma of legal English teaching among many other factors. 

To resolve this problem,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teaching content should be 

revised according to the applicability, that the students should be divided into 

different classes according to their English proficiency, and that the evaluation 

methods should be improved. Since there are so many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 

teaching effects of legal English, further research has to be done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Key words: local university; undergraduates of law school; legal English; teaching 

reform

An Analysis of Compound Sentence Structures in 
English Legal Texts —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Judicial Opinions of U.S. Courts
..............................................................................................................By Jia Xiaolan 31

Abstract: Frequent use of compound sentences is a remarkable feature of English 

legal texts. Therefore, the analysis of compound sentences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in understanding an English legal text. Drawn from the legal database 

of WESTLAW NEXT, this study takes three recent representative judicial opinions 

of U.S. courts as the data for study. WORDSMITH is used to analyze the data 

to determine the total number of sentences, the average sentence length, the 

number of compound sentences as well as the proportion of compound sent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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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total number of sentences in each opinion. Meanwhile, the frequency of 

compound sentences in the opinions by WORDSMITH is analyzed. Finally, typical 

examples of compound sentences are selected from the data for analysis with the 

hierarchical method. This study shows the key word of “legal English” should be 

“English” and verifies the importance of compound sentences in legal English.

Key words: legal English; long sentence; compound sentence; analysis of sentence 

structure

The Gripper for College English Teachers’ Transition: 
Review of the Textbook College Legal English
................................................................................................................By Hu Chaoli 41

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s College Legal English edited by Zhang Falian of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With clearly presented aims, organized 

structure and suitable contents, the textbook has been found to be an effective 

gripper for teachers’ transition from teaching General English to teaching Legal 

English. Using Cunningsworth’s method of evaluating teaching materials, the 

author first introduced background information and main contents of the book 

and then gave some brief comments. It is hoped that college English teachers 

can learn more about the book which can facilitate their transition to teaching 

Legal English, and enhance their construction of Legal English textbook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Legal English teaching.  

Key words: teacher transition; gripper; Legal English; textbook evaluation 

Research on Paraphrasing Strategies in English 
Summary Writing
......................................................................By Li Liwen, Liu Youdao & Zhu Zhenhua 46

Abstract: The paper aims to research on English paraphrasing strategies adopted 

by a cohort of freshmen who were admitted to a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in Sept. 

2015 when they took a placement test in English summary writing. Based on 

Keck’s classification of paraphrasing strategies, the research findings show that 

Near Copy is most widely used, followed by Minimal Revision, Moderate Revision 

and Substantial Revision. This study has also analyzed the features of the four 

types of paraphrasing strategies, and compared the summary writing scores of 

students from different provinces and regions. This research has also pointed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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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imitations imposed by students’ linguistic competence on their paraphrasing 

strategies, and highlighted the significance of enhancing students’ paraphrasing 

abilities.

Key words: English writing; summary writing; paraphrasing strategies; language 

ability; writing ability

A Multimodal Case Study of Business English 
Presentations — With Project Promotions of Two 
Silicon Valley PhDs for Commercial Performances as 
an Example
................................................................................................................. By Yang Mei 57

Abstract: Based on both multimodal discourse and multimodal interaction 

theories, this paper takes two American Chinese PhD experts’ business 

English presentations as a case for study. It first compares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wo experts’ presentation before exploring the multilevel reasons 

for the differences. The paper argues that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environment, 

both business English learners and practitioners should master better knowledge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ulture, grasp real business context, balance the log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verbal and non-verbal modes and make full use of modern 

media before they can improve their practical ability in coping with the constantly 

changing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ituation. Moreover, only by further mastering 

business English presentation strategies can we effect large-scale business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Key words: Business English presentation; multimodal case; multimodal discourse 

analysis 

On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Development of 
Business-related Courses in Business English
..........................................................................................................By Wang Guanfu 70

Abstract: Business-related courses occupy a critical position, serving as an 

indispensible component in the undergraduate Business English curriculum. The 

paper has attempted to probe into some of the issues in relation to the teaching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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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e courses. Specifically discussed in the paper are four issues, which involve 

the model of teaching, language of instruction, content of course, and quality of 

instructor. In spite of the fact that the relevant universities at home regard highly 

these business subjects in the undergraduate Business English program, the 

issues pertinent to their teaching have been largely neglected. The author argues 

that such negligence should no longer be continued as it may seriously handicap 

th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of Business English professionals.

Key words: Business English program; business-related courses; teaching model; 

content of course; language of instruction

An Empirical Study on Corpus-based Legal English 
Translation by Chinese University Students
......................................................................................By Wang Xiaohui & Gao Juxia 78

Abstract: Legal English translation receives much attention from college English 

educators. It is found that non-literary texts are easier to translate than literary 

texts with the support of parallel corpus. This paper is designed to examine 

how students with the knowledge background of foreign trade process technical 

contracts and legal terminology by using specialized corpuses to probe into the 

language transfer process and presents a systematic ESP translation teaching 

model. It discusses the text information, diction, sentence pattern and discursive 

layout to explore translation rules here. The experiment shows that students have 

serious problems in collocation, and lack of language knowledge and pragmatic 

knowledge. The adoption of a corpus is beneficial to stimulate students’ thinking 

and class participation, train students’ translation thinking and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wareness. The paper analyzes the establishment of corpuses and 

terminology banks for learners of translating in order to improve their translation 

competence and skill acquisition, and summarizes some of the principles 

and strategies of Chinese English translation for contract texts. The empirical 

translation research aims to provide some possible and approachable guidance for 

student translators.

Key words: cross-cultural translation competence; legal English; foreign trade 

document contract translation; parallel corp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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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ng Student Perceptions Toward a Project-
based EAP Writing Course in a Blended Learning 
Environment
..................................................................................... By Sun Xiujuan & Gong Rong  87

Abstract: This paper presents a pilot study in exploring student perception 

concerning EAP writing in a project-based environment. A qualitative method 

is employed to detect the potential dimensions revealed by student perceptions 

towards the blended learning environment and their learning behavior. The 

reasons for learning experiences and attitudes are also examined. Findings show 

that the six identified dimensions are interwoven with each other to varying 

degrees, and reasons in view of negative perceptions including course content, 

interest, group autonomy and academic demand discrepancies are reported 

accordingly. The authors argue that project-based teaching model should be 

conducted by making allowances for the above factors in future practice so as to 

make the conclusions generalizable.

Key words: project-based academic writing; student feedback; blended learning 

environment experiences; learning behavior perception

Using Feature Films to Teach ESP: Taking Navigational 
Films as an Example
...................................................................................................................By Mao Zhi 96

Abstract: Using films in general English teaching has been extensively investigated, 

but how to use the feature films for ESP teaching has hardly been focused on. 

This paper explores a teaching model for ESP teaching by using maritime films 

as an example. Questions about how to choose feature films, how to exploit the 

technical content of the feature films, how to select film fragments, how to deal 

with film subtitles and how to achieve systematic teaching are discussed.

Key words: feature films; ESP teaching; maritime English; navigational fil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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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Interface Between Specific Purpose Language 
Ability and General Purpose Language Abi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LA
....................................................................................By Li Liang & Wang Xuecheng 104

Abstract: Based on a comparison of three influential theories on language 

competence and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for specific purposes, the paper 

selects Lye F. Bachman’s Communicative language ability (CLA) model as the 

theoretical basis to study the relation between specific-purpose language ability 

and general-purpose language ability. Evaluating the effect of assessment 

strategic competence and sensitivity to register on the two communicative 

abilities, the paper argues that: Specific-purpose language ability is originated 

from general-purpose language ability; specific-purpose language ability is 

generated when knowledge structure and language competence meet certain 

requirements; the generation of specific-purpose language ability demands a 

higher level of sociocultural and the real-world cognition than that is required in 

general-purpose language ability, and a sensitivity to the differences of language 

use in specific-purpose discourse and general-purpose discourse. 

Key words: specific purpose communicative language ability; general purpose 

communicative language ability; strategic competence; sensitivity to register

EAP-Oriented Course Design of Architecture and 
Engineering English for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mmunication
......................................................................By Chang Le, Wu Minghai & Xu Peiwen 110

Abstract: This article, by briefly reviewing the present situations and drawbacks 

of English for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mmunication courses in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of present China, first points out the necessities and importance 

of opening the Course of Architecture and Engineering English for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mmunication, and then, based on EAP concepts, discusses the 

feasibility of the Course in such aspects as course concept and goals, contents 

and practice, teaching methodology, and course teaching team.

Key words: EAP; English for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mmunication; architecture 

and engineering; course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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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rpus-based Study on Collocation of High-
frequency Verbs in Animal Science Research Articles 
................................................................................................. By Lei Siyu & Li Lixia 119

Abstract: Academic words are always a challenge to second language (L2) learners. 

This study compares frequency, colligation and collocation of the IASRAC and 

the corpus of Crown-CLOB, aiming at exploring features of high frequency 

verbs in animal science research articles. Characteristics of colligation and 

collocation exclusive to animal science research articles are analyzed. It is found 

that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exist between the two corpora. The findings provide 

guidance for the improvement of Academic Word List (Coxhead, 2000),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verb usage in animal science research articles and English 

learners’ development in terms of academic writing ability and agricultural 

English translating ability.

Key words: IASRAC; academic words; colligation; collocation; verbs

Evaluation of ESP Coursebook Effectiveness at Sports 
Colleges — Taking Sports English Reading as an Example
.........................................................................................By Wang Yan & Han Yahui 132

Abstract: Sports English programs, aimed at cultivating sports English talents, 

have been successively set up in ten sports colleges in China since 2004. However, 

inadequate integration of sports and English and poor pertinence and lack of 

timeliness of coursebooks are major issues in this process. Taking Sports English 

Reading as an example, the present study, through questionnaires and interviews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evaluates the effectiveness of ESP teaching materials 

at Beijing Sport University. The research has the following findings. Firstly, the 

editorial principle of Sports English Reading satisfies ESP teaching and meets the 

needs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secondly, students’ sports knowledge, language 

proficiency and critical thinking have all been improved by using suitable texts 

and exercises; thirdly, the texts and exercises have an obvious advantage over 

traditional reading materials, although the overall level of difficulty appears to 

be demanding; fourthly, students’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and inference ability have only increased by a small margin. Therefore, the 

awareness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should be incorporated into sports 

English courses, and the training of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y should be enhan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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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study will hopefully serve as a reference for improvement of ESP teaching 

materials and ESP coursebook evaluation.

Key words: ESP; evaluation of teaching material; sports knowledge; language 

proficiency

A Review of Authenticity in LSP Testing
..................................................................................................... By Liu Chuanjiang 143

Abstract: Authenticity is a primary factor contributing to the validity of LSP testing. 

The second issue of Language Testing in 2016, under the title of Authenticity in 

LSP Testing, was devoted to a discussion of the authenticity of OET oral testing 

in regard of its tasks, assessment criteria, score interpretation and use. This 

review consists of a synopsis of the research questions, methodologies and major 

findings reported in the articles, and a discussion of their implications for LSP 

testing practice and research.

Key words: LSP testing; authenticity; indigenous criteria;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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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稿约

ESP（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专门用途英语）指满足学习者特殊需要的英语，

主要包括专门职业和学术领域内所使用的英语的语法、词汇、句式、语篇、文体等特殊语言

技能。ESP教学重视在具体工作场合的英语应用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满足不同学

习者群体的专门需要，追求英语学习效率的最大化。ESP教学的上述特点代表了我国英语教

学改革的发展方向。 

《中国ESP研究》是中国外语界第一家致力于专门用途英语理论与教学研究的学术期刊，

由北京外国语大学主办，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专门用途英语专业委员会承办，外语教学与

研究出版社协办。该刊与国际学术前沿接轨，审稿制度和编辑体例严格遵从国际惯例，聘请

国内外知名专家组成编委会，实行同行专家匿名审稿制度。目前每年出版两期。 

《中国ESP研究》主要发表有关专门用途英语的理论与教学实践研究成果，关注从理论

和实践的角度对专门用途英语进行的全方位、多层次研究。本刊设有以下主要栏目：ESP理

论前沿、ESP语言研究、ESP课程设计、ESP教学法研究、ESP测试研究、ESP教材研究、

ESP教师发展研究、学界动态。本刊热忱欢迎具有创新性、学术性和指导性的高质量论文投

稿，着力推介原创性理论成果与具有可操作性的教学改革成果。 

来稿请严格遵守《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试行）》；选题应具有理论意义

或现实意义；文章力求论点鲜明、方法得当、资料翔实、论证严密。来稿凡论文以6000字

以下为宜，简介、报道等不超过3000字。来稿一律使用 Word 2003排版，论文具体格式请

参照本刊所附《论文格式说明》（http://www.espchina.com.cn/journal.asp）。论文请附中、

英文摘要和关键词。来稿正文请勿署作者姓名和单位，须另附页写明论文题目、姓名、单

位、学历、职称、职务、研究方向、通讯地址、联系电话、E-mail等信息。 

为了保证本刊的学术质量，《中国ESP研究》聘请国内外知名专家组成编委会，实行同

行专家匿名审稿制。来稿请务必保证文章版权的独立性，严禁抄袭，否则后果自负。编辑部

有权出于版面需要对稿件进行必要的修改。稿件投出后3个月内若未接到本刊用稿通知即可

自行处理，请勿一稿多投。 

电子投稿请发送至《中国ESP研究》邮箱chinesejournalesp@163.com, 并注明“论文投

稿”。无法实现电子投稿的作者，可将稿件寄至北京外国语大学44号信箱《中国ESP研究》

编辑部，邮编：100089。 

《中国ESP研究》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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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论文格式说明

1.	稿件构成

论文中文标题、英文标题

中文提要（不少于200字）；英文提要（不少于150词）；中、英文关键词（各3-5个）

论文正文（与上述内容分页）

参考文献

附录等（如果有）

作者信息（另页）：姓名、单位、学历、职称、职务、研究方向、通讯地址、联系电话、

E-mail地址

2.	正文格式

1）标题：一般单独占行，居左；段首小标题，前空两格，后空一格。

2）层次编码：依次使用一、二、三… ；1. 2. 3 … ；1）、2）、3）…。也可使用1. 1、 

1. 2、1. 3…的格式。

3）正文：一律以Microsoft Word 2003格式提供。正文采用5号宋体字，一律采用单倍

行距。引文务请核实无误，并注明出处。

4）图表：图表分别连续编号，图题位于插图下方，表题位于表格上方，图题格式为“图

1图题”，表题格式为“表1表题”。图题、表题及图表中的文字一律采用中文。

3.	注释

注解性内容分附注、脚注和夹注。

1）附注

一般注释采用附注的形式，即在正文需注释处的右上方按顺序加注数码1、2、3、…，

在正文之后写明“附注”或“注释”字样，然后依次写出对应数码1、2、3、…和注文，回行

时与上一行注文对齐。

2）脚注

对标题的注释或对全篇文章的说明以脚注的形式处理，注号用 *，而不用阿拉伯数字，

列在当页正文下，正文和脚注之间加一横线。其他同一般注释。

3）夹注

夹注可采用以下几种形式（其中“作者姓／名”表示引文或所依据的文献为中文作者的

用其姓名，英文作者的用其姓）：

——（作者姓／名 年代：原文页码）例如：随着语篇研究的深入，人们认识到“只有把交

际过程的所有因素都包容进来时，语篇才能得到恰当的解释和描写”（Dogil et al. 1996：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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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姓／名（年代：原文页码）例如：Leather（1983：204）认为“音段音位层面

的迁移是受本身制约的，而超音段音位层面的迁移具有聚集性，因此更为严重”。

——（作者姓／名 年代）例如：研究表明，可控因素通常包括动机、观念和策略（Wen 

1993；文秋芳、王海啸 1996）。

——作者姓／名（年代）例如：Halliday（1985）认为，从语言的使用角度看，情景语境

中有三个因素最为重要。

4.	参考文献

论文和书评须在正文后附参考文献，注意事项如下：

1）注明文中所有引文的出处和所依据文献的版本情况，包括：作者的姓、名；出版年；

篇名、刊名、刊物的卷号和期号、文章的起止页码；书名、出版地和出版者。

2）在每一文献后加注文献类别标号，专著标号为 [M]，论文集为 [C]，论文集内文章为

[A]，期刊文章为 [J]，尚未出版之会议论文为 [R]，博士论文和硕士论文为 [D]。

3）文献条目按作者姓氏（中文姓氏按其汉语拼音）的字母顺序、中外文分别排列。外

文文献在前，中文文献在后。同一作者不同时期的文献按出版时间的先后顺序排列。外文书

名以斜体书写，实词首字母大写；外文论文篇名以正体书写，仅篇名首字母大写。每条顶格

写，回行时空两格。

4）网上下载的文献应注明相关网页的网址。

5.	引文

引文较长者（中文100字以上，外文50词以上，诗2行以上）宜另起一行，不加引号，

左边缩进一格。

6.	译名

外文专有名词和术语一般应译成中文。不常用的专有名词和术语译成中文后，宜在译名

第一次出现时随文在括弧内注明原文。英文人名可直接在文中使用，不必译成中文。

7.	例句

例句较多时，宜按顺序用（1）（2）（3）…将之编号。每例另起，空两格，回行时与上

一行例句文字对齐。外文例句可酌情在括弧内给出中译文。

其他未注明的项目格式请参照外研社出版的《外语教学与研究》中的格式要求。

《中国ESP研究》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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