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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学术英语系列课程建设的探索
———基于建筑学科本科生英语学习需求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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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国际交往及教育国际化进程不断深入的背景下,高校学术英语课程建设日趋重要。 以建筑

学科本科生为例,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从学生现有语言水平及能力、英语学习目的、对大学英语课程的

期望、目标需求以及学生对开设学术英语课程的认识及看法 5 个方面调查了解学生的英语学习需求。
研究结果表明,学生已有多年的英语学习经历,具备一定的语言基础知识,具有多元的目标需求,渴望将

英语学习和其专业研究及今后的职业发展相结合,对学术英语的呼声高涨。 最后,从开设学术英语课程

的必要性、多元学术英语课程构架的设置、课程教学内容的细化以及研究型教学法的应用 4 个方面对国

内高校学术英语课程建设提出了意见和建议,以期切实提高学生的学术交流和沟通能力,将学生培养成

为社会所需的复合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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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经济全球化、科学技术及教育国际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各国间在经济、贸易、
文化和学术领域内的交往日趋频繁。 英语作为世界性语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近 10 年来,国内大学

英语教学改革如火如荼,关于大学英语课程发展方向的探索从未停歇。 有学者认为,外语教育要“使学

生在语言能力、
 

心智能力和人文素养三个方面全面得到提升与发展”
 [1] ,应对学生进行分类指导,既要

开设通用英语课程,又要融入通识教育和学术英语的内容,多维度、多层次地提高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

能力。 也有学者主张大学英语课程向学术英语(EAP: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方向发展,其原

因是大学英语的目标应该是“培养国家所需要的既懂专业而英语交际能力又较强的大学毕业生,以满

足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的国际交往的需求” [2] 。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

 

》明确指出,高等教育要“适应国家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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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对外开放的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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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所谓国际化人才,是一定能在国际学术、行业交往中促进我国和他国专业沟通、交流的复合

型人才。 高校学术英语课程建设紧扣学生专业及职业发展需求,切合教育国际化发展趋势,服务于国

家发展的战略目标,其重要性日趋凸显。
语言学家 Jordan 认为,学术英语可分为通用学术英语(EGAP)

 

和专门学术英语(ESAP)
 

两种[4] :
前者可跨越学科,强调学科间的共核知识,关注学生学术英语口语和书面交流能力的总体提升;后者则

指以特定学科为基础的英语教学,
 

如医学英语、法律英语、工程英语等。 根据我国国情,大学英语课程

中的学术英语课程宜以通用学术英语为主。
学术英语课程从属于专门用途英语(ESP: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的研究范畴,其课程设置

通常起步于需求分析。 在外语教学领域,需求分析属于实证调查研究,“调查学习者是为了了解目标环

境需求、外语学习需求和外语教学需求,最终找出外语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以便更好地指导外语教学,
提高外语教学效果” [5] 。 需求分析涉及学生、教师、从业人员、用人单位等各方人员,其中针对教学的直

接参与者(学生)的需求分析尤为重要。
 

一、外语教学中的需求分析

需求分析最初源自专门用途英语(ESP)的教学研究,后来逐渐延伸到其他外语课程的设置中。
ESP 领域专家 Hutchinson

 

和
 

Waters
 

认为[6] ,需求分析应包含目标需求( target
 

needs) 和学习需求

(learning
 

needs)两个方面,目标需求是指学习者在目标场景中(例如在将来的工作场景中)会用英语来

做什么,可以从
 

“必要”
 

(necessities)、“缺乏” (lacks)和
 

“向往” (wants)3 个方面来考察。 其中,“必
要”是指学习者在目标场景中(如将来的工作场景中)有效工作所需的知识和技能;“缺乏”指学习者在

目标场景中所需的必要知识技能与目前已有知识技能之间的差距;“向往”指学习者自身的需求和愿

望。 学习需求则指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的需求,涉及学习者的学习方法、语言水平、态度、动机、兴趣等

各方面。
 

语言学家 Dudley
 

Evans
 

和 St
 

John 提出了需求分析的八大维度[7] ,具体包括:(1)学习者的专业信

息:即学习者将来应用语言的目标情景分析;(2)学习者的个人信息:包括学习者的过往学习经历、文
化背景、选课缘由、期望和态度等因素;(3)学习者的现有英语水平;(4)学习者的语言欠缺;(5)语言学

习信息:即学习语言知识和技能的有效方法;(6)专业交流信息:即目标场景中语言知识和技能的应

用,涉及语言、语篇和体裁的分析;(7)课程需求分析:即学习者想从课程中学到什么;(8)语言学习环

境的相关信息。
近年来,国内对外语教学中需求分析的关注也与日俱增,就理论框架而言,有学者从学生个人需求

和社会需求两个角度建构了信息素养嵌入式学术英语需求分析动态模型
 [8] 。 此外,也有学者将需求分

析用于大学英语、商务英语、专门用途英语,特别是在学术英语的课程设置中。 其中,上海高校大学英

语指导委员会就对上海
 

24
 

所高校的
 

1
 

万多名学生和
 

500
 

多名教师进行了英语学习需求调查,研究发

现:学生用英语进行专业学习的需求日益增长;学生现有的英语能力达不到专业教师对他们的要求;学
生和专业教师对目前大学教学普遍不满;大部分学生认为可用

 

ESP
 

替代普通英语,而英语教师的观点

则相反[9] 。
然而,相对于国外的研究,目前国内的需求分析研究尚不够充分。 有研究表明,目前大部分高校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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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需求分析做得不够全面和深入,开展需求分析方法单一,过程性需求分析缺乏[10] 。 在国际交往和教

育国际化不断深入的背景下,针对高校学术英语课程建设而开展的需求分析研究仍具有较大的理论价

值和实践意义。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背景及目的

重庆大学于 2014 年展开了新一轮的教学改革,将综合英语课程更名为学业素养英语,持续一个学

年。 第二学年,学生从职业素养英语(EGP:English
 

for
 

Global
 

Professionals)和学术素养英语(EDS:
English

 

for
 

Discipline
 

Studies)两个系列的课程中选修两门大学英语拓展课程。 其中,EGP 系列课程包

含各类高级英语应用课程、人文素养和跨文化交流课程,而 EDS 系列课程则针对学生学术发展、专业

发展的需要,强调语言的工具性和学术性。 然而,目前的课程设置虽经多次讨论,却无相关的需求分析

支撑,学术英语课程体系建设尚不充分。 本研究旨在以建筑学科本科生为例,从学生现有语言水平及

能力、英语学习目的、对大学英语课程的期望、目标需求以及学生对开设学术英语课程的认识及看法几

个方面了解学生英语学习的真实需求,以便明确教学目标,改进课程设置,切实提高学生的英语综合应

用能力,让英语成为学生今后学术研究和职业发展的有利工具。
(二)研究工具及对象

依据语言学家 Hutchinson 和 Waters,以及 Dudley-Evans 和 St
 

John 的需求分析框架,以建筑学科本

科生为研究对象,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了解学生英语学习的各项需求。 问卷主要由 6 个部分

构成:(1)学生的基本信息:包括性别、学院及专业信息;(2)学生现有语言水平及能力:包括英语学习

年限、高考英语成绩、以及学生对各项语言知识技能掌握情况的自评;(3)学习目的;(4)学生对大学英

语课程的期望;(5)目标需求分析:包括在目标情景中(将来的工作情景中)语言的使用情况;(6)学生

对开设学术英语课程必要性的认识及看法。
本研究的对象是重庆大学建筑学部 2017 级新生,共有 179 名男生和 137 名女生参与了本次问卷

调查。 其中,72 名学生来自建筑城规学院,114 名学生来自土木工程学院,50 名学生来自城市建设与环

境工程学院,80 名学生来自建设管理与房地产学院。 最后总计回收问卷 316 份,全部为有效问卷。
(三)研究过程及数据分析

此次研究在新生开始大学英语课程学习后的一个月内进行。 问卷通过“问卷星”在线形式发放,
要求参与调查班级的英语教师在与学生就问卷目的和问卷中重要条项的含义进行充分沟通后再让学

生完成。
“问卷星”会自动对单选题、多选题、排序题以及问答题等多种题型进行数据统计,笔者依据统计

结果对数据进行分析和讨论。

三、研究结果

(一)
 

学生现有英语水平及能力

问卷结果显示,绝大部分学生(75. 63%)具有 9 年及以上的英语学习经历(见图 1),经过多年的积

累,学生语言基础知识的总体框架已得以构建。 此外,大部分学生的高考英语成绩在 130~ 139 分之间

(52. 22%),另有 14. 56%的学生高考英语成绩在 140~150 分之间,学生英语水平普遍较高,语言基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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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较为夯实(见图 2)。

图 1　 学生英语学习年限 图 2　 学生高考英语成绩

　 　 就对各项语言知识技能掌握情况的自评结果而言,学生们的评价倾于保守(见表 1)。 相对而言,
对阅读能力的评价稍高,对听说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以及用英语进行专业学习和研究的能力评价较

低。 其中,有高达 50%的学生认为自己用英语进行专业学习和研究的能力差或很差。 对于其他知识和

技能,学生自评结果大多居中。
表 1　 学生对各项语言知识技能掌握情况的自评结果 (单位:人 / %)

题目 / 选项 非常好 好 一般 差 很差

阅读能力 9(2. 85%) 109(34. 49%) 171(54. 11%) 23(7. 28%) 4(1. 27%)

写作能力 2(0. 63%) 44(13. 92%) 206(65. 19%) 57(18. 04%) 7(2. 22%)

口语表达能力 6(1. 9%) 40(12. 66%) 139(43. 99%) 106(33. 54%) 25(7. 91%)

听力理解能力 8(2. 53%) 40(12. 66%) 142(44. 94%) 91(28. 8%) 35(11. 08%)

英汉互译能力 4(1. 27%) 45(14. 24%) 205(64. 87%) 49(15. 51%) 13(4. 11%)

英语词汇掌握情况 5(1. 58%) 45(14. 24%) 182(57. 59%) 74(23. 42%) 10(3. 16%)

英语语法掌握情况 6(1. 9%) 47(14. 87%) 171(54. 11%) 78(24. 68%) 14(4. 43%)

中英文化知识的掌握情况 7(2. 22%) 33(10. 44%) 162(51. 27%) 97(30. 7%) 17(5. 38%)

用英语进行专业学习和研究的能力 4(1. 27%) 19(6. 01%) 135(42. 72%) 113(35. 76%) 45(14. 24%)

　 　 综上所述,参与调查的学生英语学习年限较长,高考英语成绩普遍较高,然而学生对各项语言

知识和技能掌握情况的自评倾于保守,对阅读能力的评价普遍稍高,对听说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

的评价较低,对用英语进行专业学习和研究的能力评价最低。 以上结果凸显了高校学术英语课程

建设的迫切性和重要性。
(二)

 

学习目的

如表 2 所示,有高达 85. 13% 的学生认为学习的目的是通过各种考试,分别有 83. 54% 和

67. 41%的学生认为英语学习是今后职业发展和专业学习的需要。 值得思考的是,仅有少数学生认

为英语学习是出于兴趣(19. 94%),而认为英语是必修课程,不得不学习的学生占到了 56. 33%。 怎

样将语言学习和学生的需求结合起来,切实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提升他们的学习动机是值得我们

思考的问题。 只有将语言学习和学生今后的专业学习、职业发展结合起来,才能从本质上让学习变

得有意义,从而更深层次地赋予学生学习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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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学生对大学英语课程的期望

学生对大学英语课程教学重点的看法设置排序题形式。 排序题选项平均综合得分是由“问卷

星”系统根据所有填写者对选项的排序情况自动计算得出,它反映了选项的综合排名情况,得分越

高表示综合排序越靠前。 排名前三位的是提高学生的听说能力、学术表达和交流能力、个人文化素

养(见表 3)。 其中,“提高学生英语学术表达和交流能力,为专业学习和研究服务”得分 5. 14 分,排
名第二,可以看出,学生对学术英语课程的需求显而易见。 而学术表达和沟通能力包括口头交流能

力和读写能力,而前者可以成为学生听说能力培养的重要内容之一。
表 2　 英语学习目的

学习目的 人数 比例 / %

纯属兴趣 63 19. 94

通过英语四、六级等各级考试 269 85. 13

考研需要 202 63. 92

出国需要 128 40. 51

专业学习需要 213 67. 41

今后的职业发展需要 264 83. 54

必修课程,必须学习 178 56. 33

表 3　 学生对大学英语课程教学重点的看法

教学重点 平均综合得分

提高学生的听说能力 6. 87

提高学生英语学术表达和交流能力,为专业学习和研究服务 5. 14

提高学生的个人文化素养 4. 99

提高学生的读写能力 4. 84

扩大学生的词汇量 4. 75

帮助学生了解英美文化知识,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4. 58

提高学生的英汉互译能力 4. 52

通过英语学习,提高学生批判思维、团队协作和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 3. 59

巩固学生的语法知识 2. 64

　 　 就各类大学英语拓展课程有用性的排序结果而言,得分最高的三类课程是语言技能提高类课

程、学术英语课程和商务英语课程(见表 4)。 值得一提的是,此处所列举的语言技能提高类课程有

相当一部分从属于通用学术英语课程的范畴,比如英语演讲、辩论等课程都具有通用学术英语课程

的本质特征,不能和学术英语课程截然分开。 通过对表 4 中数据的分析,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出学生

对学术英语课程需求的紧迫性,也可以看到学生希望将英语学习与其专业学习、研究以及未来职业

发展相结合的急切愿望。
(四)目标需求

 

所谓目标需求,是指学生在目标场景中(即未来的工作场景中)会使用英语来做什么。 本研究

从阅读、写作和听说三个方面对学生的目标需求进行了调查。 就阅读而言,表 5 中涉及的每项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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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均有半数以上的学生进行了选择,其中,选择“英文工程项目文件”、“英文办公文件”和“英文

专业文献”的学生最多。
表 4　 各类大学英语拓展课程的有用性

拓展课程 平均综合得分

语言技能提高类课程
 

(如高级口语、实用英语写作、英语演讲、英语辩论等课程) 5. 08

学术英语类课程
 

(如学术英语听说、学术演讲、学术论文写作等课程) 3. 95

商务英语类课程
 

(如商务英语阅读、商务英语谈判、商务英语视听说等课程) 3. 81

西方文化类课程
 

(如跨文化交际、中美文化比较等课程) 3. 66

翻译理论与技巧类课程
 

(如翻译理论与技巧、科技翻译等课程) 3. 19

英美文学类课程(如英美文学选读、诗歌、戏剧、散文、短篇小说欣赏等课程) 3. 08

影视英语类课程　 (如原版电影赏析等课程) 2. 93

表 5　 目标需求分析-阅读

阅读目标需求 人数 比例 / %

英文技术说明书 208 65. 82

英文技术手册 206 65. 19

英文工程项目文件 253 80. 06

英文办公文件 249 78. 8

英文专业文献,如学术论文、专著等 229 72. 47

英文非专业文献,如报纸、杂志文章等 218 68. 99

英文邮件 221 69. 94

　 　 就写作而言,除了撰写“英文备忘录”外,其他写作任务均有半数以上的学生进行了选择(见表

6)。 其中,选择撰写“英文 PPT 演示稿”、“英文工程、项目竣工报告”、“英文邮件”、“英文工程投标

书”和“英文专业学术论文” 的学生最多。 可见,学生的写作需求大多和职业发展及其学术研究

有关。
表 6　 目标需求分析-写作

写作目标需求 人数 比例 / %

英文邮件 244 77. 22

英文例行报告 199 62. 97

英文工程、项目竣工报告 248 78. 48

英文工程投标书 229 72. 47

英文商务信函 174 55. 06

英文备忘录 118 37. 34

英文 PPT 演示稿 260 82. 28

英文专业学术报告 214 67. 72

英文专业学术论文 216 68. 35

　 　 在听说需求中,除了表中所列的“做英文学术报告”外,其他听说任务均有半数以上的学生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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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选择(见表 7)。 其中,选择撰写“日常和客户进行英语交流”、“英语口头汇报和陈述”的学生最

多。 由此可见,学生在目标场景中的听说需求主要和其职业发展相关,也包含一定的社交需求。
综上所述,学生的目标需求大多与其职业发展以及学术研究相关,学生学术英语听说读写各项

能力的提升不容忽视。 研究结果再一次提醒我们高校学术英语课程建设的重要性。
表 7　 目标需求分析-听说

听说目标需求 人数 比例 / %

参加国际学术大会及研讨会 191 60. 44

日常和客户进行英语交流 256 81. 01

日常和同事及同行进行英语交流 200 63. 29

英语口头汇报及陈述 253 80. 06

英语业务会议 197 62. 34

英语电话交流 220 69. 62

用英语参与社交活动 220 69. 62

用英语做讲座 153 48. 42

用英语采访客户 186 58. 86

　 　 (五)
 

学生对开设学术英语课程必要性的认识及看法

问卷结果显示,绝大部分学生(94. 62%)认为英语学习和他们的职业发展有关联,学生对开设

学术英语课程呼声高涨(见表 8),学术英语课程建设切合学生职业和学术发展的需求,势在必行。
表 8　 学生对学术英语课程必要性的认识和看法

选项 是 否

您认为英语学习和你的职业发展是否有关联? 299
 

(94. 62%) 17(5. 38%)
您认为开设和专业学习和研究相关的学术英语课程是否必要?

 

283
 

(89. 56%) 33(10. 44%)

四、讨论

(一)
 

学术英语课程建设势在必行

以上研究结果表明,学生在入校前已有多年的英语学习经历,积累了充足的语言基础知识,并希望

进入大学后能够将英语学习与其专业学习及研究相结合,促进其今后的职业发展,对开设学术英语课

程有较高诉求。
这种诉求很大程度上源自近年来社会对英语教育的关注和重视。 目前国内很多小学开设了英语

启蒙课程,而高中英语课程在课程目标、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和评价方式几个方面的描述已接近大学英

语要求。 在高中英语新课标的指引下,目前我国高中生英语水平普遍提升。 而目前以通用英语为主的

大学英语课程在很大程度上是对高中英语的复制和翻版,从而导致学生进入大学后学习英语的兴趣

不高。
上海外国语大学束定芳教授认为“中国的外语教育目前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中小学和大学的各自

为政” [11] ,没有形成小学、中学、大学一条龙的整体设计。 如果中小学的英语教学目标定在语言知识和

技能的学习和掌握,那么“高校开设大学英语课程,一方面是满足国家战略需求,为国家改革开放和经

济社会发展服务,另一方面,是满足学生专业学习、国际交流、继续深造、工作就业等方面的需要”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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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
 

》 [3]指出,我国需“建成一批国际知名、有
特色、高水平的高等学校,若干所大学达到或接近世界一流大学水平,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
世界一流大学能够吸引和培养高素质的专业人才,为国家提供促进科技发展的研究成果。 我国高校的

学术英语课程建设对教育国际化的发展和国家实力的进一步提升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
另一方面,我们应该看到,随着我国在社会经济文化各领域与国外的交流日趋频繁,英语作为全世

界信息传输的主要媒体,其重要性日趋突出。 各行各业都需要既懂英语又懂专业知识,并且上岗就能

用英语和国外同行、客户进行专业交流和沟通的复合型人才。 因此,通用英语课程已无法满足社会的

需求,高校学术英语课程建设势在必行。
(二)

 

设置多元化学术英语课程构架

研究结果表明,学生的目标需求是多元的,不仅有英文专业文献、英文工程项目相关文件、英文办

公文件等读写需求,还有参与学术研讨、进行英语口头沟通、汇报和陈述等听说需求。 在课程设置时,
我们应有多元化的课程架构来满足学生的多元化需求。

学术英语课程不是以传授专业知识为核心的双语课程,它是从通用英语到双语课程和专业英语的

过渡。 与注重专业学科知识的双语课程不同,学术英语课程更多关注专业学科中的英语语言特征和英

语表达能力的总体提升。 多元的学术英语课程架构应包括学术英语听说读写、学习技能以及批判思维

等多门课程(见图 3),多方面、多维度地提升学生的学术交流与沟通能力。

图 3　 学术英语课程的多元设置

值得一提的是,包括笔记记录、总结归纳、语篇剖析、文献引用、数据分析等重要学习技能可以贯穿

于各门课程的教学中,也可以单列一门课程加以系统的训练。 各门课程应结合学生的目标需求,切实

将语言学习和学生的学术研究和职业发展结合起来。
(三)

 

细化学术英语课程教学内容

在多元的课程构架里,每门课程都应有自己明确的教学目标,并在该目标的指引下进一步统筹细

化教学内容。 各门课程应融入专业学科的内容,语料的选择可跟学生的学科挂钩,包括和学科相关的

科普材料,如建筑学部的学生可以选择一些和建筑、环境、城市建设相关的语篇。 一旦英语学习和学科

内容挂钩,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机才会真正得以提高。
以学术英语阅读课程为例,教师应帮助学生了解并熟练运用有效的阅读技能、思维导图来促进对

专业文献的理解,区分主旨和细节、论点和论据,提取文献重要信息并记录要点;总结、归纳并批判性评

述文中的论点;让学生了解学术文献中的常见修辞功能和逻辑关系(如定义、分类、描述等;因果、对比、
例证等);熟悉学术语篇的基本文体特征;培养学生较强的文献检索能力。

就学术写作而言,教师要引导学生写出观点明确、论据充足、结构清晰、逻辑严谨的学术语篇;培养

学生总结、归纳、批判性评述相关研究及学术文献主要观点的能力,使其能完成符合学术规范的文献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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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帮助学生熟悉本专业学术论文的基本构成,如实证型论文的基本构架(摘要、引言、文献综述、研究

方法、研究结果、讨论和结论)以及论文各部分的宏观语步及微观语言特征(词汇、常用句型结构、时
态、语态等);强调学术规范的重要性,帮助学生养成自觉遵守学术规范的良好习惯,正确引用、转述、总
结、阐释他人的观点和研究,使其参考文献、图表、图片的格式符合规范化要求,杜绝剽窃抄袭。 此外,
教师还应让学生接触一些和专业相关的文献,如接触与工程项目相关的英文文档,并在教学中融入一

些实用英语写作任务。
就学术英语听说而言,教师要引导学生去了解并有效利用各种听力策略,从而理解学术讲座及研

讨会上他人的发言,区分主旨和细节,提取重要信息并记录要点。 让学生熟悉学术讲座及发言的基本

语篇构成,能就相关论题或研究做口头陈述和发言;采用有效的会话策略在学术研讨会及其他学术场

合与他人进行学术交流、沟通;参与研讨、提问并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在发言时能够有效使用身体

语言、语音语调以及视觉辅助材料(如 PPT)来帮助自己更好地表达观点。
此外,我们还应重视批判思维能力的培养。 批判思维是创新思维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学生学术

研究和今后的职业发展至关重要。
(四)

 

改进学术英语课程的教学方法

在研究中笔者发现,部分学生对大学英语课程缺乏兴趣,没有足够的学习动力。 孔子说过: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只有学生对学习真正产生了兴趣,
知识的习得和内化才能真正发生。

值得一提的是,学生经过多年的学习已经具备了基本的语言知识,是具有较高认知能力的成年

人。 那么在教学中,我们应该让他们看到语言学习和自身专业研究以及今后职业发展的关联,给予

学生自我探索、独立思考、亲身体验和团队协作的机会,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和动机。
因此,在有充足语言输入的前提下,在学术英语教学中宜采用诸如任务型教学法、项目驱动教

学法和数据驱动教学法等研究型教学法。 教师的直接讲授只是课程教学的一部分,而更多时候是

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自己去探索,主动构建新的知识体系。 贯穿整个课程的是学生自主学习和研

究:在图书馆查询资料,阅读专业文献,对其进行总结、归纳并做出评判性评述;策划、探讨,并按要

求完成教师布置的小组研究任务;在网络平台上和老师及同学进行交流沟通;在课堂上或研讨会上

积极参与讨论;在课堂上汇报小组或个人的研究结果;参与学术讲座、小组会议及一对一师生辅导

等等。 在整个学习过程中,学生是学习的主体,而教师则是其学习的引导者。

五、
 

结语

在国际交往和教育国际化不断深入的背景下,高校学术英语课程建设已提上日程。 学生拥有

多年的英语学习经历,具备一定的语言基础知识,具有多元的目标需求,渴望将英语学习与其专业

学习、研究和今后的职业发展相结合,对学术英语课程的呼声高涨。 本研究以建筑学科本科生英语

学习需求分析为例,旨在为我国高校学术英语课程建设提供一些建设性意见和建议,以期切实提高

学生学术表达能力,把学生培养成为社会所需的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

和国际竞争的国际化复合型人才。 在后续的研究中,我们还将从用人单位、专业教师和英语教师的

角度对研究进行进一步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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