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５期［总第１１期］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
研究生教育研究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Ｎｏ．５

Ｏｃｔ．，２０１２

　　文章编号：２０９５－１６６３（２０１２）０５－００５５－０５

专业学位研究生英语自主性教学模式探索
———基于结构方程建模的实证研究

王　非１　 郭继荣１　 唐晓霞２

（１．西安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陕西 西安　７１００４９；２．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７１００４９）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０４－２８

　　作者简介：王非 （１９７５—），男，安徽安庆人，西安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生．
郭继荣（１９６７—），男，陕西蒲城人，西安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全国专业学位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
唐晓霞（１９６３—），女，陕西西安人，西安交通大学 ＭＢＡ中心主任．

　　基金项目：本论文受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规划项目“大学生英语自主性学习评价研究”（课题编号：１０ＹＪＡ７４００３０）资助．

摘　要：专业学位研究生英语教学尚属外语教学领域的新生事物。运用结构方程建模的研究结果显示：不同

类型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在英语能力、学习行为和课程需求方面存在较显著的分化。西安交通大学在一项历

时３年的教改实验中，采用基于自主性学习理念的立体化课程设置和教学模式，适合专业学位硕士学时较短、

突出应用的特点，为专业学位研究生英语教学探索出了一条新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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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
２０２０年）》明确提出要“加快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

育”，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工作也正受到越来越多

的关注。其中，英语既是所有专业学位的必修课程，
也是全球化时代能力培养的重要内容。然而，与“加
快发展”的整体要求相比，外语教学界对专业学位研

究生英语教学的关注却相当不够。笔者在ＣＮＫＩ中

只检索到３篇相关论文，并且在学生需求评估和课程

体系设置等关键领域的研究十分缺乏。本文以西安

交通大学一项历时３年的教学改革项目为例，运用结

构方程建模方法评估专业学位研究生的英语水平和

课程需求分布，探讨如何设置基于自主性学习模式的

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升专业学

位研究生在全球化时代的英语水平和职业发展能力。

一、专业学位研究生英语教学特点和理念

专业学位教育培养的是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在

培养目标和定位上与传统的学术性研究生有很大差

异。有关专家指出：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要以职业

需求为导向，实施面向实际的教学模式，课程内容应

该宽、新、实［１］。同时，专业学位的英 语 教 学 也 显 示

出明显区别于传统学术型研究生的地方。一方面，
学生英语基础差距较大，年龄参差不齐，不少学生为

在职人员，学习时间有限。另一方面，作为成人学习

者，他们一般都有较强的英语学习动机，希望能迅速

学以致用，以提高职业竞争力。因此对英语课程的

期望值高，对所学内容的针对性、实践性、时效性要

求高。同时，他们的自主意识较强，在英语学习中能

进行较多的反思，对于创新的教学理念和切合实际

的教学内容十分欢迎，乐于接受新的教学模式。此

外，在外企工作的学生能经常使用英语，有自我学习

和运用英语的良好环境。
在我国英语教学界的各种研讨会上，经常听到

对专业学位英语教学的不同理解：有的教师将其等

同于传统的学术型研究生英语教学，而有些则因“专



业学位”名称的缘故，简单地认为应该完全围绕专业

英语展开教学。目前比较成熟的观点是：鉴于专业

学位研究生培养具有鲜明的职业性，实施英语教学

也应具备“专业职业化”的视角，带上一定职业教育

的色彩，才能真正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２］。这 一 理

念无疑是符合专业学位的整体培养目标的，但是，就
具体实践而言，还需要一套科学、系统的实施方法，
在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和评估手段上探索出一种可

操作的、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模式。

二、实证研究

１．研究背景：以 西 安 交 通 大 学２００８～２０１１专

业学位研究生英语教学改革为例，我校三届共招收

２８５６名专业学位研究生，占硕士研究生总招生量的

４０．８％，专业学位英语教学构成了研究生英语教学

的重点内容。为了给后期合理的课程设置和教学提

供准确的信息佐证，有必要科学、客观地评估学生的

英语能力、学习状况及课程需求。
实证研 究 采 用 结 构 方 程 建 模 方 法。结 构 方 程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ＳＥＭ）是多元数据

分析的重要工具，能有效弥补传统统计方法的不足，
是社会科学研究中非常有效的方法［３］。

２．测量工具的设计与修订：对来自 ＭＢＡ、工程

硕士和法律硕士这三大类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专业学

位共２１４名学生进行问卷调查，采用分层整群抽样

方法。抽取其中男生１２８名，女生８６名；ＭＢＡ学生

７８名，工程硕士９３名，法律硕士４３名；一年级学生

１２６名，二年级学 生５７名，已 毕 业 学 生３１名；平 均

工作年限５．６年。
根据《研究生教学基本要求》中列举的主要教学

要素，结合专业学位学生的实际情况，编制《专业学

位研究生英语学习情况评价量表》。初始量表的编

制在访谈的基础上进行，并以结构化访谈和开放式

量表调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通过对５０名专业学

位研究生的结构访谈和量表调查，收集了反映该群

体英语学习状况的关键行为特征，并据此编制成量

表的行为题。初 始 量 表 编 制 完 成 后，我 们 选 取１００
名专业学位研究生进行第一阶段的预研究，并根据

结果对量表进行了修订和调整。修订后的量表包含

五类共１７个变量：
（１）英语能力评价：１）研究生入学成绩；２）词汇

量自评；３）听力水平；４）写作长度

（２）英 语 学 习 状 况 评 价：５）使 用 英 语 时 间（小

时／周）；６）自主学习水平

（３）英语课程需求度评价：７）读写课程；８）听力

课程；９）口 语 课 程；１０）翻 译 课 程；１１）文 学 类 课 程；

１２）跨文化交际课程

（４）英语课程的兴趣度指标：１３）重新仍选该门

课的概率；１４）继续学习该课程的概率

（５）可感知的学习收获：１５）通过课程考试的信

心指数；１６）学习后英语能力的提高程度；１７）英语运

用的信心指数

量 表 针 对 的 是 学 生 的 关 键 学 习 行 为 与 课 程 期

待，问卷选 择 项 采 用Ｌｉｋｅｒｔ五 分 量 表 的 形 式 分 级，
了解学生对各指标的权重赋值。

３．含有潜在变量的结构方程模型：对评价因素

进 行 验 证 性 因 子 分 析 （Ｃｏｎｆｉｒｍａｔｏｒｙ　Ｆａｃｔｏ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ＣＦＡ），构造方程如下：

Ｘ＝∧ｘξ＋δ
Ｙ ＝∧ｙη＋ε

式中，Ｘ为外生观测变量，由问卷中英语能力、学习

状况和课程需求度共１２个可观测变量组成；Ｙ 为内

生观测变量，由问卷中兴趣度指标和可感知的学习

收获共５个变量组成；ξ为外 生 潜 在 变 量，η为 内 生

潜在变量，ξ和η分别由Ｘ 和Ｙ 的因子分析得出；∧
ｘ和∧ｙ是方程的系数矩阵，δ和ε是误差项。

采用ＳＰＳＳ　１８．０和 结 构 方 程 ＡＭＯＳ　７．０软 件

包对量表数据进行处理，运用主成分分析和最大方

差旋转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为了尽可能得到简化

清晰的结构方程模型，对一些在模型中具有因果关

系并且相关程度较大的观测变量进行约束，从模型

的总体检 验 指 标 来 看（见 表１）：信 度 分 析 中 Ａｌｐｈａ
值为０．９１８７，表明量表的总体评价体系内在信度很

高，量表具有实际应用价值。模型在９０％置信区间

下通过了检验，拟合优度指数（ＧＦＩ）为０．９１２，修 正

的拟 合 优 度 指 数（ＡＧＦＩ）为０．８　９　８，ＴＬＩ指 数 为

表１　模型拟合结果评价表

检 验 项 目 指 标 值

卡方值（Ｃｈｉ－ｓｑｕａｒｅ） １５８．０９３
自由度（ｄｆ） １２５

概值（Ｐ） ０．０８７
调整的卡方值（卡方值／自由度） １．２６５

拟合优度（ＧＦＩ） ０．９１２
ＡＧＦＩ　 ０．８９８
ＴＬＩ　 ０．９６８

ＲＭＳＥＡ　 ０．０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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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９６８，显示模型拟合效果良好。模型的调整卡方值

为１．２６５，小 于 参 考 临 界 值 ２．０。ＲＭＳＥＡ 指 数

０．０２８，满足公认的取值范围。结构方程模型的各项

参数说明《专业学位研究生英语学习情况评价量表》
能够照顾到测量变量多样性的特征。

模型经过２９次迭代后，得出标准化解 的 结 果。
根据结果，在构成评价量表的１７个变量中提取出以

下６个高权重变量：使用频率、读写课程、听说课程、
专业英语、文学文化和自主学习。这６个变量的回

归系数较高，分别为０．９１，０．８８，０．８７，０．８７，０．８６和

０．９０。这６个变量指标能较好地表征目前专业学位

研究生的英语学习和需求状况。

４．核心指标 比 较：本 次 研 究 的 主 要 目 的，一 是

收集学生的学习状况和对课程需求方面的信息，为

教学改革提供科学详实的佐证，二是希望了解不同

类型的专业学位学生的差异性，以便做到因材施教、
因需施教。因此在结果分析时，统计以上６个核心

评价指标前两项的选择数量，并将其转换为占学生

群体数目的百分比。结果如图１所示：

图１　不同类型专业学位研究生英语学习状况

图１显示，不同类型的学生在“英语使用频率”
这一指标上相差很大，工程硕士经常使用英语的不

到２０％，法 律 硕 士 约３５％，而 ＭＢＡ经 常 使 用 英 语

的则接近７０％。在评价各门课程的重要性上，ＭＢＡ
学生中只有３８％的人认为有必要开设读写课程，而

法律硕士中则 有７９％的 学 生 认 为 有 必 要 开 设 相 关

课程，差异十分明显；对于“文学／文化”这样的通识

类课程，ＭＢＡ学生普遍认为提高人文素养、培养跨

文化交际能力十分重要（９０％），而只有３８％的工硕

学生和６５％的法硕学生认同这一点。
另一方面，不同类型学生在某些指标上的回答

则非常接近，平均高达９０％的学生认为有必要开设

听说课程，即使在不常使用英语的工硕学生群体中，

这一比例也高达８８％，且各组间无显著性差异（ｐ＝
０．１３＞０．０５）。对于是否应开设专业英语，各类学生

的平均认同度为８８％，意见略有边缘显著性差异（ｐ
＝０．０６＞０．０５）。一个值得关注的方面是，不同类型

的学生均认为，在研究生英语教学中应该实行以自

主学习为主的 模 式，平 均 认 同 度 在９３％以 上，且 无

显著性差异（ｐ＝０．２０＞０．０５）。

三、基于自主性学习的教改实验

１．自主性学习的概念和意义：以上的量表调研

结果显示，自主性学习是专业学位研究生普遍认可

的学习理念。所谓“自主性学习”，就是指学生根据

各自不同的需求、学习动机和学习目标，积极主动、

具有创造性地独立决定自己的学习内容、学习方法，
并有意识地实施和监控自己的学习过程，反思学习

效果［４］。自主 性 学 习 的 观 念 在 很 大 程 度 上 是 符 合

“终身学习”的理念的，自主性学习能力的培养，不仅

有利于学生提高在校的学习成绩，而且是他们在学

习型社会进行终身学习和终身发展的基础。专业学

位研究生英语教学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要促进学

生个性化学习方法的形成和自主学习能力的发展，
达到“授人以渔”的目的。

２．专业学位英语教学模式改革实验：西安交通

大学的专业学位英语教学由该校研究生院专业学位

办公室统一管理，由研究生英语教学中心具体实施。

该中心以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规划项目“大学生英

语自主 性 学 习 评 价 研 究”为 平 台，实 施 了２００８～
２０１１为期三年的教学改革。教学改革突出“核心课

程＋专业英语＋选修课程”三维立体的课程框架（图

２），能够有效体现自主性学习的理念，既符合专业学

位研究生的认知特点和实际情况，也能满足他们多

图２　专业学位研究生英语立体化课程体系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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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化的学习需求。
对图２所示的立体课程结构的说明：研究生进

校后首先经历“恢复热身”阶段，核心课程是“综合英

语”和“英语写作”，旨在整合已有的语言知识，唤起

学生对英语的感觉和热情，同时便于教师发现问题，
为下一阶段的教学做好准备。“综合英语”课程侧重

听说训练，而 写 作 课 程 侧 重 书 面 表 达 和 翻 译 技 能。
教师需要设计难度适中、层次多样的任务供学生课

后练习，但更多的是学生借助网络平台进行自主学

习或小组学习。
随后，教学进入以专业英语为主的“技能实训”

阶段。我校为ＭＢＡ、工程硕士和法律硕士分别开设

了“商务英语沟通”、“工业工程专用英语”和“法律英

语”。教学方法遵循专业学位倡导的“以案例教学为

主”的理念，重点放在以下几个 方 面：（１）分 析 文 章

长难句、快速理解专业文献信息的能力（尤其针对工

程和法 律 等 专 业）；（２）专 业 文 书 英 文 写 作 的 能 力

（如商务信函、外贸单据、工程标书、产品说明、法律

合同等）；（３）与国外同行进行专业交流与沟通的听

说能力。
在“恢复热身”和“技能实训”两个阶段之外，时

间允许的条件下，可以为学生开设语言、文学、文化

类选修课程。这一方面，我们借鉴了近邻日本的做

法。同样是非英语国家，日本的大学英语教学强调

以“国际理解教育”为核心，在国际化进程中，激发学

生对外国语言文化的兴趣，加强对国际社会的理解，
在大学及研究生课程中大量开设“国际学科”和“国

际文化学科”［５］。我校的专业学位英语选修课程借

鉴了这一思路，重在拓宽视野、启迪思维，培养学生

对人文知识的兴趣，并传授实用的自学方法。时间

安排上，选修课程作为研究生英语“延伸发展”的阶

段，一般安排 在 一 年 级 下 学 期 的 后 半 段，课 程 包 括

“名著选读”、“西方文化渊源”、“英美报刊选读”、“英
语歌曲与文化”等。语言文化通识类课程体现了人

文精神与工具理性的紧密结合，对丰富研究生的精

神世界、提高人文素养、培养具备全球化视野的高级

人才大有裨益［６］。
学 习 效 果 的 评 估 手 段 也 体 现 了 专 业 学 位 的 特

色，我校采用 的 是“教 师 评 估＋自 我 评 估”的 策 略。
自我评估使学生对学习目标与责任更加敏感，有利

于提升语言能力自我发展的空间，同时也能缓解教

师的评估压力［７］，因为在专业学位英语教学中，不同

类型、不同程度的学生向不同的学习目标发展，从而

加重了教师的评估工作。在这方面，我校利用自主

开发的“研究生英语自主性学习资源中心”（ｈｔｔｐ：／／

ｓｆｌ．ｘｊｔｕ．ｅｄｕ．ｃｎ：８０８０／ｄｉｓｃｕｚ／ａｒｃｈｉｖｅｒ／），该 中 心

整合了丰富的英语学习资源和索引，鼓励学生在学

习过程中定期进行自我目标比对，起到自我规划、监
督、反馈提高的效果。

３．教学改革 的 实 施 效 果：在 教 改 项 目 结 束 前，
我们对接受新课程方案的共１６５名 ＭＢＡ、工程硕士

和法律硕士进行了课程满意度调查，满意度评分在

１～５分之间，并 以４分 以 上 为“满 意”，调 查 结 果 如

表２所示：
表２　教学改革后的课程满意度调查

　　课程

项目　　

综合

英语

专业英语 选修课程

ＭＢＡ
工程

硕士

法律

硕士

高级

口语

报刊

选读

西方

文化

课程评分 ４．０３　４．２８　３．８５　４．２１　４．５２　４．３０　４．３８
满意度
（％）

８２．２　８５．４　７９．８　８０．６　９１．６　８６．３　８８．５

表２显示，学生对课程设置和教学效果的满意

度平均超过了８０％，为各门课程评分的平均值达到

４．２２，说明以自主性为指导理念的英语教学受到了

专业学位学生的认可，学生普遍觉得，外语自主学习

的理念拓宽了英语学习的时间和空间，营造了课内

到课外立体式的学习环境，非常适合专业学位研究

生“学时较短、突出应用”的特点。

四、结　语

成功的专业学位研究生英语教学既要符合外语

学科的一般规律，更要具备专业学位“面向实际、突

出应用”的培养特色，还要考虑到在职人员的学习特

点和需求，充分发挥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对于课

程设置、教学手段、师资建设等各方面都提出了新的

课题，因此可以说，专业学位英语教学是一个全新的

教学研究领域，需要我们更新观念、多方借鉴、勇于

尝试，不断探索新的思路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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