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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生学术英语写作教学应以学习者为中心，充分利用社会情境中的真实文本与写作学习者的互动性，发挥

体裁教学法的优势，在提高教学有效性的同时，实现英语教师作为应用体裁分析的研究者和学术英语写作教

学的引导者的角色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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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科研规模、科研工作的影响力和科技竞争力是

构成国家整体研究能力的三个主要方面［１］。近年来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科教兴国战略的深入实施，高

等院校和科研机构越来越注重科研产出的质量，并

因此将在国际权威期刊发表论文的篇数及其影响因

子的高低作为衡量科研成果大小和科技人才评价的

重要参考指标之一。有的理工科高等院校还依据自

身的发展定位，把在国际权威期刊发表研究性论文

作为博士研究生能否获得学位的一个判定依据。因

此，用英语写作符合国际惯例的学术论文并得以在

国际权威期刊上发表成为研究生们，尤其是科学型

博士生们较为迫切的学习需求之一。然而，国际科

学界普遍公 认，大 多 数 中 国 学 生 聪 明 勤 奋、基 础 扎

实，但创新意识弱、英文写作差［２］。许多学生在利用

英语进行学术创作时感到无从下手或无话可写；有

的写出来却感到词不达意，无法阐明自己的观点和

思路；翻阅了大量的英语专业文献资料，却不懂如何

正确应用［３］。问题归结起来有二：一是不知 道 写 什

么，二是不知道该怎样写。本文将在体裁分析理论

及其相关成果的基础上，探讨我国非英语专业博士

生英语学术写作能力的培养模式。

二、体裁分析与体裁教学法

在应用语言学界不断地探索语言及其使用语境

的关系并将相关研究成果应用于语言教学的双重驱

力作用下，体裁分析和体裁教学法在过去的二十几

年间得到了二语／外语写作教学研究者的广泛关注。

１．体裁的定义

Ｍａｒｔｉｎ认为，体 裁 是“我 们 作 为 特 定 文 化 中 的

成员，所从事的一种阶段性的、有着既定目标的、有

目的的活 动”［４］；Ｓｗａｌｅｓ对 体 裁 的 定 义 是：“交 际 事

件的分类，参与交际事件的成员享有一套共有的交

际目的，这些目的为更大语篇社团的专业成员所认

可”［５］；Ｈｙｌａｎｄ将体 裁 定 义 为“文 本 的 分 类 方 式，表



明作者应对反复出现的交际事件时所使用语言的典

型方式”［６］。体裁概念将篇章的语言表达形式与其

交际目的及使用的社会场合结合起来，用以描述与

解释某一类特定语篇的结构及语言特征。

２．语篇社团概念

作为体裁分析的核心概念，语篇社团概念起自

Ｂａｋｈｔｉｎ的对话 主 义，强 调 书 面 交 际 和 口 头 交 际 受

到先前口头和书面交际内容的影响，同时预计他人

的实际和潜在回应。Ｓｗａｌｅｓ曾将语篇社团定义为：
（１）具有一整套共同的公共目标；（２）具有成员间进

行沟通的机制；（３）语篇社团的参与机制主要用于提

供信息并获得反馈；（４）一个语篇社团往往拥有单一

或多种交际体裁促进其目标的实现；（５）具有一定专

门性词 汇；（６）在 知 识 水 平 和 语 篇 能 力 方 面 设 定 门

槛［７］。语篇社团概念的意义在于将作者、读者和文本

融合入一个共同的修辞空间，强调个体用以组织经验

并以言行事的概念框架，这个概念框架构成了交际的

基础。缺少这一概念图式，我们将无法有效地解读他

人语篇。为了追求个人发展和专业发展，学者们试图

将他们的话语和语篇内嵌入一个特定的社会团体，在
这个社团中他们使用社团成员所预期的语篇模式进

行思考，形成特定的语言表达。社团规范则成为培养

社团信念、团结社团成员和进行社团管理的方式，并
将业内人士与他人区分开来。在每一种学科文化中，
学生和学者们逐渐掌握专门性的语篇能力，获得社团

成员身份［７］。因此，由于科研方法和属性的不同，不
同学科的学术论文存在较大的体裁差异。

３．体裁分析的三大学派

尽管学界对体裁本质的认识基本一致，但由于

体裁分析实践中对语境和文本分析的侧重点存在差

异，体裁分析迄今存在三大学派［８－９］。

１）新修辞学派（Ｎｅｗ　Ｒｈｅｔｏｒｉｃ　ｇｒｏｕｐ）
新修辞学派认为体裁是一种社会标准策略，蕴

含于语篇的典型形式之中，并在回应反复出现的修

辞情景中发展变化。这一研究取向决定了其研究侧

重于文本类型与修辞情景间的动机和功能关系，并

以学术文章为研究重点进行语言文化研究，致力于

揭示体裁在语篇社团中所隐含并构建的态度、价值

和信念等，相关的体裁教学研究较少。

２）悉尼学派（Ｓｙｄｎｅｙ　Ｓｃｈｏｏｌ）
又称系统功能学派，强调体裁的社会目的，致力

于描述服务于这一社会目的的语篇修辞结构。这一

学派的研究 较 为 详 细 地 分 析 语 篇 的 语 步（ｍｏｖｅｓ），

并详细描述 每 一 语 步 中 的 词 汇、语 法 和 衔 接 特 点。
该学派以小学生和初中生所需要学习的各种体裁为

研究重点，研究成果在移民英语教育领域影响广泛。

其“课程体裁”教学模式主要通过范文分析、摩仿写

作逐步使学生过渡到独立写作，在教师的引导下帮

助学生掌握语篇体裁的图式结构分析方法。

３）特殊用途英语学派（ＥＳＰ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为上述两个学派的融合，结合了新修辞学派的

互文性（ｉｎｔｅｒ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ｔｙ）和 对 话 性（ｄｉａｌｏｇｉｓｍ）及 悉

尼学派的语篇结构性，以学术性文本为研究重点以

语轮（ｍｏｖｅｓ）和语步（ｓｔｅｐｓ）为语言研究单位进行语

篇体裁分析［５，１０－１１］（例如，Ｓｗａｌｅｓ的ＣＡＲＳ模式对科

研论文的前言部分的体裁分析，见表１；Ｎｗｏｇｕ对医

学研究论文全文的语篇体裁分析，见表２），重视研究

语篇结构、内容和文体的选择。并以 体 裁 分 析 为 基

础，系统地、具有针对性地指导学术英语写作教学。
表１　科研论文前言部分的体裁结构（ＣＡＲＳ模式）

（Ｓｗａｌｅｓ，１９９０）

Ｍｏｖｅ语轮 Ｓｔｅｐ语步

１．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ａ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ｙ
确立研究领域

１Ｃｌａｉｍｉｎｇ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ｏｒ）

２ Ｍａｋｉｎｇ　ｔｏｐｉｃ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ｏｒ）

３ Ｒｅｖｉｅｗｉｎｇ　ｉｔｅｍｓ　ｏｆ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ａ　ｎｉｃｈｅ
确立适当的研究地位

１ａＣｏｕｎｔｅｒ－ｃｌａｉｍｉｎｇ（ｏｒ）

１ｂ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ｎｇ　ａｇａｐ（ｏｒ）

１ｃ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ｒａｉｓｉｎｇ（ｏｒ）

１ｄ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ｎｇ　ａ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３．Ｏｃｃｕｐ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ｉｃｈｅ
占据研究地位

１ａＯｕｔｌｉｎｉｎｇ　ｐｕｒｐｏｓｅｓ（ｏｒ）

１ｂＡｎｎｏｕｎｃｉｎｇ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Ａｎｎｏｕｎｃｉｎｇ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３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ｎｇ　ＲＡ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表２　医学研究论文全文的体裁结构（Ｎｗｏｇｕ，１９９７）

Ｍｏｖｅ语轮 Ｓｔｅｐ语步

１ Ｐｒｅｓｅｎｔｉｎｇ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２ Ｒｅｖｉｅｗｉｎｇ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３ Ｐｒｅｓｅｎｔｉｎｇ　ｎｅｗ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引言

部分

４ Ｄｅｓｃｒｉｂｉｎｇ　ｄａｔａ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５ Ｄｅｓｃｒｉｂｉｎｇ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６ Ｄｅｓｃｒｉｂｉｎｇ　ｄａｔ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方法

部分

７ 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ｎｇ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８ 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ｎｇ　ｎｏｎ－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结果

部分

９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ｉｎｇ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ｕｔｃｏｍｅ
１０ 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１１ Ｓｔａｔ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讨论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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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ＥＳＰ学派的体裁教学

由于ＥＳＰ学派 的 体 裁 分 析 实 用 性 地 解 释 和 描

述了在学术和专业语境下的语言使用，致力于解答

“为什么专业人员在创作特定语篇的时候都倾向于

这样而不是那样的遣词造句和谋篇布局？”，其研究

成果对学术英语写作教学的指导意义最为显著。

１．ＥＳＰ学派体裁教学范式

ＥＳＰ体裁分 析 学 派 的 体 裁 教 学 模 式 融 入 了 社

会文化学派（Ｓｏｃｉｏ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ＳＣＴ）的最近发

展区理念，认为最近发展区是学习者的一个潜能发

展区，学习者 在 支 架 式（Ｓｃａｆｆｏｌｄｉｎｇ）的 协 助 下 能 够

获得这个潜能。支架式协助由专家与学习者之间的

垂直构 建 和 同 伴 间 交 流 中 的 横 向 构 建 组 成。ＳＣＴ
理论强调输入和互动的重要性，认为阅读的过程实

际上综合了读者与作者间人际互动和个体自身的内

心互动，外语学习者通过这两方面的互动重构语言

知识并提高语言技能［１２］。
融合了最近发展区概念的体裁教学法主要包括

体裁分析（结合实例分析体裁的图式结构）、摩仿分析

（对给定语篇进行模仿分析）、小组讨论（将语篇的图

式结构打乱，让学生通过讨论进行语篇复原）、独立分

析（学生自主 寻 找 语 篇 进 行 分 析 和 评 述）、深 入 分 析

（分析某一体裁的语言及其风格）和摩仿写作［１０］。

２．ＥＳＰ学派体裁教学范例介绍

尽管ＥＳＰ学派 的 体 裁 教 学 模 式 的 有 效 性 在 外

语／二语学术写作教学领域，尤其是研究生阶段的学

术写作领域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但是在ＥＳＰ学派体

裁教学理论框架下所进行的学术英语写作教学的实

验报道却并不多见。在进行了大量的文献阅读和比

较的基础上，本文以Ｃｈｅｎｇ所报告的学术英语写作

教学［１３］为范例，对ＥＳＰ学 派 体 裁 教 学 模 式 做 一 个

简要的介绍。
（１）课程概述

Ｃｈｅｎｇ的英语学术写作课程分为四大部分。第

一部分：利用婚礼公告、讣告和好／坏消息通知等非

学术体裁文本帮助学生理解体裁概念、教会他们基

本的体裁分析方法（如语步的识别方法、语步中语言

特点的分析方法等）、引导学生认识文本中不同修辞

参数（如：作者、读者、写作目的等）在形成特定体裁

中所起到的各种作用。第二部分：研究性论文引言

部分的体裁特征。第三部分：研究性论文方法部分、

讨论部分和结论部分的体裁特征。第四部分：其他

学术相关体裁，如：求职信、论文投稿信等。课堂每

次７５分钟，每周连续两次，课程共持续１６周。
（２）教材

在课程的第二 部 分 开 始 之 前，Ｃｈｅｎｇ安 排 学 生

在自己专业领域的知名期刊上选择５篇已发表的研

究性论文，并建议学生在自己专业领域的教授或有

发表经验的同伴指导下进行研究论文的选择，以保

证所报道研究的质量以及学术写作本身的质量，学

生在提交这５篇研究性论文样本的同时需要简短说

明选择这５篇论文的理由。这５篇研究性论文样本

主要用于Ｃｈｅｎｇ的课堂体裁分析、课程第二和第三

部分的课堂讨论以及体裁分析作业的布置。
（３）课堂讨论

课堂讨论为非结论性的启发式，集中对所选论

文特定部分在语篇层面的特点进行讨论，包括某一

特定部分的语轮、特定语轮中的语步以及特定语轮

或语步的语言特点。除此之外，学生还可以讨论他

们自己认为有用或有趣的修辞特点和语言特点。课

堂讨论目的是提升学生的体裁意识，并使学生意识

到具体学科语境下体裁的修辞性与思想性。教师往

往在讨论过程中或讨论之后讲解自己在体裁分析领

域所积累的理论知识，避免将某些体裁知识作为写

作规则强加给学生。
（４）体裁分析练习与教师反馈

课外体裁分析作业要求学生在课外就所提交论

文的某一特定部分独立进行体裁分析，体裁分析的

方法和内容与课堂讨论一致。作业的完成充分利用

了计算机信息技术，学生利用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Ｗｏｒｄ将研

究性论文样本的某一部分剪切并粘贴，并使用其中

的编辑功能，例如黑体或斜体等来标示自己对体裁

特点的分析。
教师对体裁分析作业的反馈包括三种：提供更

多的体裁分析范例、指出学生未理解的要点以及基

于作业的面谈。Ｃｈｅｎｇ在作业评价中不断提醒学生

体裁分析的目的是积累体裁特点知识以备他们在将

来的论文写作中使用，并不是学习一套写作规则。

３．ＥＳＰ学派体裁教学的特点

（１）真实性原则

语言输入的真实性原则有助于加强学习者与目

的语之间以及学习者与目标学术社团之间的互动，
提高英语学习的成效，推动他们获得目标学术社团

的成员身份。使用在导师帮助下选择的与本专业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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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相关的高水平已发表论文作为基本教学材料，一

方面消除了专业隔阂对语言学习造成的障碍，加强

了学习者在词汇、句法、篇章等层面与语言学习材料

之间的互动，另一方面帮助他们营造了一个更真实

的社团语境，推动他们学习专业语言表达，获得本专

业学术社团的成员身份。此外，练习的设计等也都

基于强化真实的教学材料与学习者之间的互动，起

到了增强教学效果的作用。
（２）以学习者为中心

学术英语 写 作 教 学 具 有 鲜 明 的 目 标。在ＥＦＬ
语境下，非英语专业博士生的学术英语学习目标即

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研究成果，因此教学大纲和

教材都应建 立 在 这 一 学 习 需 求 基 础 上。在ＥＳＰ体

裁教学模式中，我们不难看出，无论是真实性学习文

本，还是教师的教学活动，学习任务的设计和教师的

教学反馈，都 紧 紧 围 绕 着 学 习 者 的 学 习 目 标 展 开。
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拉近学术社团成员与学习者

之间的距离。
（３）教师的角色转变

ＥＳＰ教学强调“以学生为中心”，这实际上对教

师提 出 了 更 高 的 要 求。Ｄｕｄｌｅｙ　Ｅｖａｎｓ　＆Ｓｔ．Ｊｏｈｎ
认为，合格的ＥＳＰ教师应当充当五种角色［１４］：合格

的英语教师；合格的课程设计者，并能为学生提供实

用可行的教学资料；专业教师和学生的合作伙伴；合
格的 教 学 研 究 人 员；精 通 ＥＳＰ 的 测 试 与 评 估。

Ｈｙｌａｎｄ最近提出学术英语写作 教 师 的 主 要 任 务 是

离析目标学术社团文本的主要结构和语言特征并明

确地传递给学习者，目的是提升学习者的意识、鼓励

学习者反思自身行为、提供对目标杂志的分析策略、
指导学生进行论文提交和修改［７］。Ｃｈｅｎｇ的体裁教

学中，教师首先是基本体裁知识的传授者，并离析出

目标学术社团文本的主要结构和语言特征并明确地

传递给学习者，同时他也是课堂体裁知识讨论的引

导者和组织者。这为学术英语写作教师提出了新的

要求，一方面促使教师在体裁分析研究和体裁教学

之间搭建起沟通的桥梁，完成科研成果向教学实践

的转化；另一方面有利于教师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问

题，并向体裁分析研究者的角色转变。

四、ＥＳＰ学派的体裁教学对我国博士生

学术英语写作课教学的启示

　　１．课程建设

在我国英语作为外语的语境下，科学型博士生

的学术英语学习目标应明确定位为“国际学术会议

交流英语”，学术写作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应将

其设定为非英语专业博士生教育教学体系中的一门

基础性课程，并重视其课程建设。教学大纲、教材、
教学实践和教学评价等环节都应建立在这一学习目

标基础上。

２．体裁教学与信息技术的整合

随着信息化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新型教学理念的

不断更新，通 过 网 络（如：Ｙａｈｏｏ　ｇｒｏｕｐｓ［１５］）实 现 教

师与学习者、学习者与学习者之间的互动和交流业

已成为现实。新一轮的大学英语教学改革进程中，
大多数院校的英语教学已经实现了网络化，在前期

硬件建设和教改成果的基础上继续深化英语教学改

革，将“传统课堂＋网络学习”的模式应用于博士生

学术写作教学具有比较高的可行性。传统课堂上教

师进行范文分析，通过网络技术实现小组讨论和教

师个别辅导无疑将大大提高体裁教学的成效。

３．学科导师与语言教师的沟通与合作

英语学术写作教学本质上属于跨越语篇社团文

化的语言工具化训练，成功的教学模式离不开学科

导师与语言教师的积极沟通与合作。体裁分析与体

裁教学注重培养英语语言能力、交流策略使用能力

和篇章构建能力，对具体的语篇社团文化对比能力

的培养则存在不足，具体表现在其忽视了具体学科

文化视域下的知识创新思维培养，无法使学习者完

全理解“为什么专业人员在创作特定语篇的时候都

倾向于这样而不是那样的遣词造句和谋篇布局？”从
而在具体写作实践中仍会遇到某些困难。

学科导师与语言教师沟通和合作的具体方式包

括：由学科导师选择教学范文编写教学范文集、学科

导师在学科知识创新思维方面为语言教师进行一定

的培训等。
此外，由语言教师布置一定的学习任 务，如：中

英学术论文的体裁结构、语言特点以及写作思维方

面的对比等，并由学科导师和语言教师进行合作评

价，作为课堂形成性评价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将不

失为一个有效的促学手段。中英文学术论文的写作

思维对比将深化学习者对中西方学术写作文化的了

解和认识，使学习者充分认识到语言和写作思维方

面的差距和不足，促使他们在学术写作中有意识地

弥补这些方面的不足。

４．形成性评估和终结性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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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考察教学成效的一个重要方面，教学评估

必不可少。良好的教学评估方式将促进师生、生生

互动，促使教学支架范式的构建。研究表明：形成性

课堂评估对于非英语专业博士生英语学术写作教学

有积极的影响［１６］，基于真实文本的体裁分析任务的

布置，通过小组互动完成任务，并进行个人自评、同

伴互评和教师反馈，将有效提高体裁教学的效果。

５．教师的角色转变

学术英语写作教学不仅要求教师具有较高的英

语语言技能，还需要教师了解某一具体学科的学术

文化，尤其是具体学科的知识创新思维体系和写作

规范。学术英语教师应能够离析目标学术社团文本

的主要特征并明确地传递给学习者，目的是提升学

习者的意识、鼓励学习者反思自身行为、提供对目标

杂志的分析 策 略、指 导 学 生 进 行 论 文 提 交 和 修 改。
这在一定程 度 上 对 外 语 教 师 提 出 了 新 的 要 求 和 挑

战，需要教育管理者和一线外语教师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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