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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学术英语写作
项目中的任务设置原则

———以建筑学科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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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大学

 

外国语学院,重庆　 401331)

摘要:随着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日趋频繁,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上发表原创成果的多寡和引用情

况,已经成为评判一所高校乃至整个国家科研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指标,也是评判研究生学业水平

的一个重要参数。 提升研究生学术英语写作能力对于促进国际学术交流、提升我国学者国际学术话语

权具有积极意义。 研究生公共英语课程应以需为本,只有将语言学习和学生专业学术研究相结合,才能

从根本上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机。 以建筑学科研究生学术英语写作教学为例,通过实例,从目的

性、专业性、思辨性与合作性四个方面探讨了研究生学术英语写作项目中的任务设置原则。 其中“目的

性”聚焦学术英语写作能力的三大要素,即学术语言、学术技能和学术规范;“专业性”是指语言共核知识

和专业文献中语言个性特征的相互结合,即教师在教学中要有意识地引导和鼓励学生自觉将专业学科

知识融入语言学习中,主动将教师讲授的语言共核知识迁移至专业文献的阅读和写作中;“思辨性”关注

学术英语写作过程中诸如分析、推断、评价、说明和解释等思辨能力的培养;“合作性”强调学习者能通过

相互协商、沟通和协作等方式来创建和谐的学习气氛,从而克服畏难情绪,增强自信心,提升语言产出的

质量。 以上原则不仅对项目驱动下的研究生学术英语写作教学具有借鉴意义,切实提高学生的学术英

语写作能力,实现学以致用的目标,也可对本科阶段的前期学术英语课程建设带来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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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与世界各国的交流合作进一步深入,社会对人才的能

力期望也在悄然发生变化。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2010—2020 年)》中明确提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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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的教育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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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教育部、财政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共同印发了《关于高等学校加快“双一流”建设的指导意

见》,强调“加大双语种或多语种复合型国际化专业人才培养力度”
 [2] 。 近年来,随着我国高校和国

外高校学术合作及交流日趋频繁,以重庆大学建筑学部为例,各学院均与国外高校和研究机构建立

了长期的合作关系,通过合作办学、学生互访、联合教学、国际会议等方式开展国际学术交流与

合作。
国际化复合人才培养为高校外语课程提出了新挑战。 将语言学习与学生专业学习及学术研究

相结合的学术英语(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EAP)课程引发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 学术英

语主要关注学术语境中英语语言的基本特征,强调培养学生的基本学术技能和规范意识。 多年来,
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大多以英语为媒介展开,学者们要推出自己的原创成果,最常见的方式便是在

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而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研究论文的多寡和引用情况已经成为评判一

所高校乃至整个国家科研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指标,也是评判研究生学业水平的一个重要参

数。 研究生公共英语课程应以需为本,服务于学生的专业学习和学术研究,其中学术英语写作应是

高校研究生学术英语教学的重中之重。

一、项目驱动下的研究生学术英语写作教学

研究生经过多年的学习,已经具备一定的英语语言基础和较高的认知能力,为其开设的学术英

语课程不可脱离语境,空谈技能。 学术英语既建立在对某学科的认知之上,也建立在对该学科的社

会、语言要求之上,其教学和研究在为学习者学科知识学习做好语言准备的同时,还应帮助学习者

掌握进入特定学术和文化语境的交流能力[3] 。
在语言教学中融入学科知识可有效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参与意识,然而语言教师并非学科专

业教师,不可能为学生传授专业知识。 学术英语写作课程旨在引导学生使用地道、规范的英语语言

和语篇结构来传达与专业研究相关的学术信息。 教师在教学中注重对共核知识的教学,如英语科

技论文写作中的共性知识,而学科间的差异性和各学科的独特性就需要发动学生自己去挖掘和探

究,借此将语言学习和专业学术研究相结合。 正因为如此,以人本主义教育观和建构主义学习理论

为支撑的项目驱动教学目前被认为是学术英语教学的最佳模式。
Stoller 认为项目驱动学习以语言学习为媒介,实则关注的是学科知识的学习,反映现实生活中

的真实任务,能够促进各项技能的相互融合和各方信息的综合处理,最终产出可供分享的真实成

果。 项目的完成是以学生为中心,强调学生间的合作而非竞争,具有挑战性,能够激发学生学习的

兴趣和动机,而教师承担支持和引导学生学习的职责[4] 。 项目驱动教学将知识的习得融入真实的

语境中去,以学生的真实需求为本,结合学生的学科学习情况,采用真实语料,激发学生在项目实施

过程中依据过往经验来结合新问题,在师生的互动交流中去积极探究、分析、评价、推断,从而完成

新知识体系的建构。
近年来,项目驱动教学法被广泛地应用于研究生学术英语教学中,国内相关研究主要考察项目

驱动教学对研究生学术英语交流能力的总体影响,重点放在学生学术英语口语输出(如演讲、陈述、
汇报、模拟国际会议等)方面

 [5] ,而专门针对项目驱动下研究生学术英语写作的研究相对较少。 笔

者曾在理工科博士生中展开项目驱动下学术英语写作教学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项目驱动下
 

“共性+个性”的教学模式将学术英语共核知识和学科个性特性结合起来,紧扣理工科博士生的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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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和研究需求,能够有效促进学生学术英语知识与技能的习得,不仅有助于学生英语综合应用能

力提高,特别是学术英语写作及口头交流能力的提升,还有助于其批判思维能力、团队协作能力、信
息归纳分析及评述能力等综合能力的全面提高[6] 。 在项目驱动下的研究生学术英语写作教学中,
项目的最终成果是一篇符合专业学科学术规范的英语学术论文。 项目本身由教学各阶段的子项目

和下属具体研究任务构成,这些任务是实现项目目标的基石。 下文中笔者将从目的性、专业性、思
辨性与合作性四个方面对研究生学术英语写作项目中的任务设置原则逐一探讨。

二、研究生学术英语写作项目中的任务设置原则———以建筑学科为例

(一)目的性

建筑英语从属于专门用途英语领域的科技英语范畴,其谋篇布局和用词遣句具有科技英语的

典型特征。 建筑类英文论文在宏观构架上基本遵循英文科研学术论文的修辞语步框架和体裁结

构,各部分由符合该学科学术传统、话语风格和具有交际意义的语步和步骤构成,譬如引言部分通

常由研究背景、前期相关研究、前期研究的不足以及本研究的目的等相关语步构成。 在用词方面,
建筑英语语篇中常用专业技术词汇和半技术词汇,前者指该学科特有的词汇,如 arch、steel 等等,后
者指在该学科有特定含义的词汇,如 context 一词在日常英语中表达“上下文”或“背景”的意思,而
在建筑英语中,它被赋予了特殊的含义,即“建筑文脉”。 此外,建筑英语中还有大量的缩略词,如
IEQ(Indoor

 

Environment
 

Quality)、GB(Green
 

Building)、SBS(Sick
 

Building
 

Syndrome);复合词,如
 

steel
 

structure、concrete
 

slab;名词化结构,如 rectification、insertion。 在句法结构方面,建筑语篇正文中常用

长难句,句中多含从句,句法结构较为复杂。 就语法而言,为了达到客观、准确、严谨的学术效果,文
中常用被动态和第三人称单数等语法结构。 以上文体特征都应在研究生学术英语写作课程中得以

充分考虑。
研究生学术英语写作课程的根本目的是提升学生的学术英语写作能力,引导学生产出语言流

畅、结构清晰、重点突出、论证充分、符合英文学术论文规范的研究论文。 学术英语写作能力主要由

学术语言、学术技能和学术规范三个方面构成,其具体构成要素如图 1 所示:

图 1　 学术英语写作能力构成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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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术英语写作能力的三大构成要素中,“学术语言”涵盖“体裁知识” “修辞语篇知识”和“微

观语言知识”。 同一学术团体中的人群在进行学术论文写作时,应尽力遵循该学科的学术传统和话

语风格,其学术语篇的交际目的为本学科团体的所有成员所承认、理解并尊重。
体裁分析通常始于语步分析。 学术语篇各部分的修辞语步均具有一定的交际意义。 不同学科

的学术论文中语步的种类和分布存在一定的差异。 表 1 中笔者以建筑学科 SCI、SSCI 及 EI 收录期

刊《Building
 

and
 

Environment》2021 年新近发表的由英国巴斯大学学者撰写的论文“Moving
 

to
 

a
 

green
 

building:
 

Indoor
 

environment
 

quality,
 

thermal
 

comfort
 

and
 

health”为例,探讨建筑学科英文学术论文摘

要中的语步分布:
表 1　 建筑学科英文期刊论文摘要部分的修辞语步示例①

语步 1　 研究背景
A

 

global
 

movement
 

towards
 

the
 

creation
 

of
 

“green”
 

buildings
 

is
 

currently
 

underway.
 

Although
 

driven
 

primarily
 

by
 

an
 

external
 

environmental
 

agenda
 

such
 

as
 

energy
 

or
 

carbon,
 

there
 

is
 

growing
 

recognition
 

that
 

greener
 

buildings
 

could
 

affect
 

the
 

Indoor
 

Environment
 

Quality
 

( IEQ) .

语步 2　 前期研究的不足、研究课题及意义
However,

 

localised
 

green
 

building
 

codes,
 

especially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often
 

do
 

not
 

systematically
 

recognise
 

IEQ
 

or
 

health
 

as
 

crucial
 

issues,
 

which
 

therefore
 

remain
 

understudied.
 

Since
 

the
 

developing
 

world
 

alone
 

is
 

expected
 

to
 

nearly
 

double
 

current
 

global
 

built
 

floor
 

space
 

by
 

2050,
 

it
 

is
 

crucial
 

that
 

green
 

buildings
 

perform
 

holistically
 

to
 

be
 

effective.

语步 3　 研究方法及研究问题
Here,

 

we
 

follow
 

120
 

employees
 

of
 

a
 

single
 

organisation
 

as
 

they
 

transition
 

from
 

four
 

conventional
 

office
 

buildings
 

to
 

the
 

first
 

green
 

building
 

(GB),
 

designed
 

to
 

the
 

local
 

Jordanian
 

Green
 

Building
 

Guide.
 

We
 

ask
 

if
 

the
 

move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occupant
 

perception
 

of
 

IEQ,
 

thermal
 

comfort
 

and
 

prevalence
 

of
 

Sick
 

Building
 

Syndrome
 

( SBS),
 

using
 

a
 

repeated
 

measures
 

protocol.
 

语步 4　 研究结果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rmal
 

conditions,
 

positively
 

biased
 

towards
 

the
 

GB,
 

were
 

observed
 

across
 

the
 

move,
 

and
 

this
 

enhanced
 

occupant
 

thermal
 

comfort.
 

Surprisingly,
 

no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occupant
 

perception
 

of
 

air
 

quality,
 

visual
 

and
 

acoustic
 

comfort
 

was
 

detected
 

after
 

moving
 

to
 

the
 

GB,
 

while
 

odour,
 

mental
 

concentration,
 

and
 

glare
 

were
 

perceived
 

to
 

be
 

poor
 

in
 

the
 

GB
 

and
 

associated
 

with
 

an
 

increase
 

in
 

the
 

prevalence
 

of
 

SBS
 

symptoms.
 

语步 5　 研究结论
Hence,

 

our
 

results
 

support
 

the
 

growing
 

concern
 

that
 

green
 

buildings
 

may
 

create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in
 

terms
 

of
 

occupant
 

comfort
 

and
 

health
 

in
 

the
 

pursuit
 

of
 

a
 

better
 

thermal
 

environment
 

and
 

energy
 

efficiency.

　 　 表 1 中的摘要很清晰地呈现了五个具有交际意义的语步。 语步 1 中,作者交代了研究背景;语
步 2 中,作者在指出前期研究不足的同时,提出当前研究课题及意义。 随后作者在语步 3 中简述研

究方法及研究问题,语步 4 中交代了研究结果,并以语步 5 概括总结了研究结论。 不同学科论文在

语步分布上会存在一定的差异,同一学科不同英文期刊论文的语步分布也会有细微的差别,但语步

意识的建立对于研究生而言非常重要。 宏观语步分析是研究生学术英语写作课程中的重要环节,
能够帮助学生熟悉本学科论文各部分交际语步的分布特征,增强学生的框架意识,从而提升其英文

学术论文的逻辑性和条理性。
除语步分析外,帮助学生掌握“修辞语篇知识”也是学术英语写作课程的目标之一。 “修辞语篇

知识”主要涵盖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修辞语篇”模式;其二是语篇的衔接和连贯。 “修辞语篇”
模式是指构成语篇的小的语义单位的不同排列组合模式,这些小的语义单位表达诸如解释、定义、
比较等修辞功能[7] 。 由于“定义”“分类”“描述”“对照对比”“因果关系”“例证”等修辞语篇模式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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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地出现在各类学术语篇中,掌握这些语篇模式的基本构成和特征至关重要。 同样以上文中提及

的英国巴斯大学学者的论文为例,其中不乏这些具有交际功能的语篇模式,譬如:
例 1:语篇模式:分类

JGBG
 

certified
 

buildings
 

into
 

four
 

categories
 

(A,
 

B,
 

C,
 

and
 

D)
 

based
 

on
 

the
 

obtained
 

credits. . .
 

A
 

building
 

can
 

be
 

certified
 

with
 

the
 

highest
 

green
 

category
 

‘A’
 

when
 

it
 

achieves
 

80%
 

of
 

the
 

total
 

assigning
 

credits,
 

and
 

this
 

can
 

be
 

easily
 

attained
 

with
 

covering
 

the
 

minimum
 

requirements
 

of
 

IEQ
 

items.
例 1 是典型的“分类”语篇模式。 根据 JGBG(Jordanian

 

Green
 

Building
 

Guide),建筑物被划分为

4 类,划分的标准是 the
 

obtained
 

credits。 此外,作者还详述了 A 类建筑物的基本特征。
例 2:语篇模式:定义

SBS
 

is
 

defined
 

as
 

a
 

medical
 

condition
 

where
 

the
 

occupant
 

of
 

a
 

building
 

suffer
 

from
 

symptoms
 

of
 

illness
 

or
 

feel
 

unwell
 

for
 

no
 

apparent
 

reason,
 

these
 

symptoms
 

can
 

be
 

linked
 

to
 

time
 

spent
 

in
 

the
 

building
 

[83].
“定义”语篇模式通常由术语(如例 2 中的 SBS)、所属范畴(如例 2 中的 a

 

medical
 

condition)和

独特特征(如例 2 中 where
 

the
 

occupant
 

of
 

a
 

building
 

suffer
 

from
 

symptoms
 

of
 

illness
 

or
 

feel
 

unwell
 

for
 

no
 

apparent
 

reason,
 

these
 

symptoms
 

can
 

be
 

linked
 

to
 

time
 

spent
 

in
 

the
 

building)三个部分构成[8] 。 “定义”
是学术语篇中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掌握“定义”语篇模式的基本构成和特征是极其必要的。

当然,上述论文中还包含“对照对比”“因果关系”“例证”等修辞语篇模式,因篇幅关系,就不一

一举例了。 除修辞语篇模式外,我们还应关注语篇的衔接与连贯。 有针对性的语篇衔接与连贯教

学和练习对于产出条理清晰,逻辑严密的学术语篇具有重要意义。
“微观语言知识”主要涉及“词汇”“句法”和“语法”三个方面。 学术语篇中的词汇有其明显的

特征,除前文提及的建筑英语语篇中常见的技术词汇、半技术词汇、复合词和名词化结构外,学术词

汇、模糊限制语、外壳名词等词汇的使用率明显高于其他类型的语篇。 通常情况下,论文正文中的

句法结构较为复杂,长难句较多,而摘要中的句法结构反而倾向于简洁。 就语法而言,为了使论述

更为客观,正文中常用被动态、第三人称单数等语法结构,而近年来的文本分析研究中发现以“ we”
为自我指称的主动态的使用也逐渐增多[9] 。

除学术语言外,学术技能的习得同样重要。 所谓“学术技能”是指在学习情境中促进专业学习

和学术研究的学习技能。 这些技能在英美高校的学术英语教学中被认为是不可或缺的教学内容。
学术技能包含记录笔记、对信息进行总结归纳、分析推断、阐释和批判性评述的能力,也包括对诸如

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科学研究方法的掌握等。
学术规范也是学术写作课程的重要教学目标。 除文字、图表及排版格式要求外,学生要学会正

确引用、转述及总结他人的观点,并按本学科英文核心学术期刊论文的引注格式进一步规范论文。
遵循学术论文规范是科研工作者最基本的学术素养,也是科研诚信最起码的要求。 然而,我国高校

的研究生对英语学术写作规范的认识还很有限、规范意识也还不够。
项目驱动教学中学术英语写作项目各阶段的任务设置需紧扣课程教学目标,体现目的性的原

则,围绕学术语言、学术技能和学术规范三大重心有的放矢,才能更好地实现提升学生学术英语写

作能力的总体目标。
 

(二)专业性

建立语言技能与学科内容之间的先行关联是学术英语课堂成功的关键[10] 。 值得一提的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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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英语课程和全英文的专业课存在一定差别,前者是以专业语篇为载体学习语言,后者则把重点放

在专业学科知识上。 学术英语教学以共核知识为主,专业知识部分则可以放在项目中,让学生联系

课堂所学,去观察、对比、分析、判断,最终实现知识的内化和迁移。
笔者曾将项目驱动下“共性+个性”的教学模式应用于理工科博士生的学术英语课程,取得了较

好的教学效果。 在学术论文写作部分,教学按真实论文写作的基本程序划分为不同的阶段,每一阶

段教师在课堂上传授共核知识,并在课后通过精心设置的项目任务,要求学生将课堂所学与各自的

专业研究相结合。 各阶段的授课内容及项目阶段性任务设置如表 2 所示:
表 2　 项目驱动下学术英语写作教学授课内容及项目各阶段的具体任务[6]

授课内容 学生任务

英文学术论文写作综述;科研论文的基本构
成及文体特征

学生在课余时间以小组为单位,通过对学科国际权威期刊的选择,观
察其论文的基本构成和文体特征,并在课堂上进行汇报

选题步骤及要点;研究问题及假设的提出;主
题句及提纲写作

组内各成员在课余时间选题(建议选题基于学生已完成的研究),提出
研究问题和假设,完成主题句和提纲的写作任务。 组长组织组员进行
充分的讨论和互评,各成员根据讨论和互评结果修订作业并提交给教
师。 推选一名小组成员依据自己的选题进行课堂汇报

文献阅读及笔记摘录(包括直接引用、转述以
及总结归纳三种不同的笔记形式)

小组各成员在课余时间完成文献阅读,按规定提交部分笔记(要求含
盖三种不同类型的笔记),小组成员互评修订后提交给教师

信息组织、篇章的展开模式、语篇的衔接与
连贯

各小组在课余时间从本专业科研论文中选择案例,阐释信息组织、篇
章的展开模式以及语篇的衔接与连贯。 经小组充分讨论后在课堂上
进行小组汇报

实证研究论文各部分(摘要、引言、文献综述、
研究方法、研究结果及讨论、结论)的写作要
点:宏观语步及微观语言特征

按课程进度各小组在课余时间分阶段观察本专业科研论文各部分的
宏观语步及微观语言特征,经小组成员充分讨论后在课堂上分阶段进
行小组汇报。 同时学生分阶段完成自己研究论文各部分的撰写并提
交给教师

文献引用格式及论文规范性要求

教师在课堂上讲解论文规范性要求以及 APA 文献引用格式。 小组成
员在课余时间观察自己学科的文献引用格式,经小组成员充分讨论后
在课堂上进行小组汇报,阐释自己学科的文献引用格式和 APA 格式的
异同

　 　 如表 2 所示,项目驱动下“共性+个性”的教学模式在教学各阶段均关注学生的专业学术研究需

求,将课堂上教师讲授的共核知识与项目实施过程中学生需分析的专业学术论文的个性特征结合

起来。 譬如,在针对建筑学科实证类英语学术论文各部分(如摘要、引言、研究方法、研究结果、讨
论、结论等)的写作教学中,教师在相应的授课环节讲授关于体裁分析、修辞语篇模式及微观语言特

征等基本共核知识,在设置项目任务时,要求学生结合课堂所学,以小组或个人为单位去分析自己

所在学科英文核心期刊论文各部分的修辞语步、修辞语篇模式以及语法、词汇和句法各层面的微观

语言特征,并结合授课内容,将分析结果用于自己的学术英语论文写作中。 又如学术规范意识的培

养,教师可在相应授课环节重点讲解某种国际通用论文引注格式,如 APA 格式。 在设置写作项目任

务的时候,则可要求学生观察本学科英文核心期刊上的引注格式和 APA 格式的异同,从而加深理

解,树立牢固的学术规范意识。
这里同样以上文中提及的英国巴斯大学学者的研究论文为例,在谈及论文修辞语篇模式时,教

师课堂上所举的实例不一定完全来自建筑学科,而建筑学科的研究生可以结合课堂所学,来分析本

学科英文权威期刊论文中的实例,借此将教师讲授的共核知识与自己的专业学习和研究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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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语篇模式:分类、对照对比模式示例

(1) Extant
 

research
 

on
 

the
 

quality
 

of
 

the
 

indoor
 

environment
 

in
 

green
 

buildings
 

falls
 

into
 

two
 

classes
 

of
 

research
 

design.
 

(2)
 

One
 

class
 

of
 

studies
 

uses
 

a
 

between-subjects
 

design,
 

where
 

simultaneous
 

or
 

near
 

simultaneous
 

Post
 

Occupancy
 

Evaluations
 

( POE)
 

to
 

compare
 

green
 

and
 

conventional
 

buildings
 

is
 

undertaken
 

[ 19, 20, 23] .
 

( 3)
 

The
 

main
 

strength
 

of
 

this
 

research
 

design
 

is
 

its
 

ability
 

to
 

capture
 

aleatory
 

variability,
 

especially
 

if
 

done
 

at
 

scale,
 

thus
 

producing
 

more
 

generalizable
 

results.
 

(4)
 

However,
 

a
 

potential
 

weakness
 

of
 

this
 

design
 

is
 

that
 

the
 

buildings,
 

organizations,
 

job
 

types,
 

management
 

strategies,
 

and
 

psychological
 

work
 

environment
 

might
 

be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raising
 

questions
 

of
 

comparability
 

in
 

studies
 

that
 

use
 

small
 

samples.
 

( 5) The
 

second
 

class
 

of
 

studies
 

is
 

the
 

repeated -
measures

 

design,
 

where
 

the
 

comparison
 

is
 

between
 

the
 

same
 

sample
 

of
 

occupants
 

when
 

moving
 

from
 

conventional
 

to
 

green
 

buildings
 

[14,32,34] .
 

(6)
 

Such
 

studies
 

usually
 

ask
 

respondents
 

to
 

rate
 

the
 

IEQ
 

conditions
 

in
 

the
 

old
 

‘non-green’
 

offices
 

and
 

the
 

new
 

green
 

offices,
 

often
 

after
 

they
 

have
 

moved
 

to
 

the
 

new
 

building.
 

(7)
 

Hence,
 

although
 

such
 

studies
 

provide
 

clear
 

control
 

over
 

differences
 

in
 

job
 

types,
 

organisational,
 

cultural,
 

and
 

idiosyncrasies
 

tied
 

to
 

particular
 

respondents,
 

and
 

are
 

thus
 

suited
 

to
 

smaller-
scale

 

study,
 

the
 

results
 

need
 

to
 

be
 

interpreted
 

with
 

caution
 

given
 

the
 

risk
 

of
 

memory
 

bias
 

or
 

biases
 

arising
 

from
 

nostalgia
 

for
 

the
 

old
 

building
 

or
 

a
 

neophilic
 

response
 

to
 

the
 

new
 

one.
 

　 　 在表 3 中,我们可以清晰地辨别出“分类”及“对照对比”的语篇模式。 作者将现有的针对绿色

建筑物内部环境质量的研究设计分为两类,并按照 subject-by-subject(按主题逐一比较)的模式阐

述了两类研究设计的优缺点。
学术英语(EAP)教学是需求驱动(needs-driven)的,通过学科和社会需求分析(needs

 

analysis),
根据学生用英语开展专业学习的薄弱点和特定专业领域的英语语言特征以及独特的交际能力来设

计教学大纲,开展教学[11] 。 只有将语言学习和学生的专业学习和学术研究挂钩,才能从本质上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动机。
(三)思辨性

在项目驱动下的学术英语写作教学中,思辨能力培养贯穿于学术技能的训练全过程中。 批判

性思维是一种基本的质询工具,包含对证据、概念、方法、标准以及前因后果的分析、推断、评价、说
明和解释,并借此得到正确的判断[12] ,

 

它是一种探求事物本质和真相的积极思维过程,是创新思维

的源泉。 在学术英语写作教学中,思辨能力的培养尤为重要。 写作既是语言活动,又是思维活动,
作者的思维方式必定影响其写作方式[13] 。 然而,思辨缺席的现象在我国大学生中普遍存在[14] 。

质疑是批判性思维的起点。 在写作项目各阶段的任务设置中,要给予学生质疑的机会。 在教

师讲授共核知识的同时,要引导学生质疑自己学科的学术语篇,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与教师讲授

的共核特征存在的异同;在布置文献阅读任务时,要引导学生去质疑、对比分析及批判性评述不同

文献中的观点和作者态度,从而为文献综述撰写奠定基础。 有研究表明,在写作教学过程中提供有

针对性的教师提问能有效提高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15] 。 类似
 

“为什么” “这是个人观点还是事

实”“这个观点有无理据”“有无和这个观点对立的观点”“研究问题是否清晰”“研究设计有无漏洞”
“对研究结果的讨论是否详尽”“研究还有哪些不足”等问题可以引导学生透过事物或信息的表面去

47



周　 梅　 研究生学术英语写作项目中的任务设置原则———以建筑学科为例

探讨其本质,并在提问及探寻答案的过程中,明晰并改进自己的研究思路。 教师的引导性提问可为

学生在课后学习中自我提问提供一个很好的范例,有助于其批判性思维能力的提升。
批判性思维训练应贯穿写作项目各阶段的任务设置中,每一个任务的设置都应包含针对理解、

分析、评价、推断、解释等批判性思维技能的训练。 学生以小组或个人为单位去检索本学科英文核

心期刊论文,结合教师在课堂上讲解的共核知识,可对原文信息进行批判性分析和评述。 经过反复

探究式训练,以达到提升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的目标。
(四)合作性

合作性与自主性并非对立的概念,而是并存的现象。 合作学习的教育理念来源于建构主义学

习理论,更强调教学环节中学生间的互动与合作,以构建积极互倚情境作为核心要素[16] 。 有研究表

明,合作学习对学生认知和非认知学习成效均有促进作用,且对认知作用更为显著[17] 。
合作学习通常以小组为单位,小组成员在共同目标上相互探讨、相互扶持、分工互助和齐心协

力完成学习任务。 合作学习不仅可以促进学生交流互动、克服畏难情绪、增强自信心、增加语言产

出,而且还可以为学生自主学习提供引导和支撑。 如表 2 所示,教师在设置写作项目各阶段的任务

时,均需充分考虑合作学习的优势。 在组建小组时,要注意小组成员学科的一致性。 如有可能,尽
量将有英文论文写作经验的学生和无经验的学生混合编组,让前者起到标杆和领头羊的作用。 在

任务准备阶段教师要帮助学生做好任务分工;在任务实施阶段,鼓励学生按前期的分工去检索材

料、总结归纳,与教师在课堂上讲授的共核知识进行对比分析。 随后开展探讨,在相互质疑、协商沟

通中深化对原文材料的理解,进一步理清思路、提炼要点,为课堂汇报和课后论文写作打好基础。
在学术英语写作教学中,学生互评反馈对于提升其写作水平有着重要的意义。 学生互评包含

学生间的互评以及组间互评。 评价的重心要紧扣教学目标,不仅涉及对语言表达及谋篇布局的评

价,还包含对学生思辨能力的辨析和评价。 这里思辨能力是指作者在论文写作过程中所展现出来

的分析、推断、评述和阐释等能力。 有研究表明,对思辨难度较高问题的集中反馈也可以有效触发

修改行为,
 

表明同伴反馈对修改行为起到一定的“中介”作用[18] 。 学生互评是课程形成性评价的重

要环节,评价标准的确立是形成性评价得以展开的前提条件[19] 。 教师需要在互评前让学生熟悉评

价标准,以期让同伴评价和反馈更加客观、中肯,能够起到促进反思和改进的作用,从而切实提升学

生的学术英语写作能力和思辨能力。

三、结语

在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日趋频繁的当今世界,在国际顶级英文期刊上发表原创研究成果已经

成为一个国家科研实力的具体体现。 提升研究生学术论文写作能力对于促进国际学术交流、提升

我国学者的国际学术话语权都具有积极意义。 本文从目的性、专业型、思辨性与合作性四个方面探

讨了研究生学术英语写作项目的任务设置原则,以期为项目驱动下的研究生学术英语写作教学带

来一定启示。 研究生学术英语写作课程一定要紧扣学生需求,将学术英语写作共核知识和学生的

专业学术研究相结合,才能真正做到学以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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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iting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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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gradu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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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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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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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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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oday  s
 

world
 

wher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become
 

frequent 
 

publishing
 

original
 

research
 

has
 

become
 

an
 

embodiment
 

of
 

a
 

university s
 

capacity 
 

or
 

even
 

a
 

nation
s

 

capacity
 

for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an
 

embodiment
 

of
 

a
 

country  s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parameter
 

for
 

assessing
 

the
 

academic
 

performance
 

of
 

postgraduates.
 

Enhancing
 

students
 

academic
 

writing
 

ability
 

in
 

English
 

is
 

essential
 

not
 

only
 

in
 

promoting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mmunication 
 

but
 

also
 

in
 

increasing
 

the
 

chance
 

of
 

making
 

Chinese
 

scholars
 

heard
 

in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arena.
 

English
 

academic
 

writing
 

courses
 

for
 

postgraduates
 

should
 

be
 

based
 

on
 

students
 

needs 
 

combining
 

language
 

study
 

with
 

students
 

needs
 

for
 

academic
 

research
 

in
 

their
 

subject
 

areas 
 

thus
 

enhancing
 

their
 

motivation
 

and
 

interest.
 

Thr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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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dagogical
 

examples
 

of
 

teaching
 

academic
 

writing
 

to
 

postgraduate
 

students
 

majoring
 

in
 

architecture
 

science 
 

this
 

paper
 

discusses
 

task
 

design
 

principles
 

of
 

English
 

academic
 

writing
 

projects
 

from
 

the
 

aspects
 

of
 

purposefulness  
 

 specialism   
 

 critical
 

thinking   
 

and
 

 collaboration  .
 

Among
 

the
 

four
 

principles 
 

purposefulness  
 

focuses
 

on
 

the
 

three
 

principal
 

elements
 

of
 

academic
 

writing
 

ability 
 

namely
 

academic
 

language 
 

academic
 

skills 
 

and
 

academic
 

conventions.
 

Specialism 
 

refers
 

to
 

the
 

combination
 

of
 

the
 

common
 

core
 

knowledge
 

in
 

language
 

and
 

the
 

special
 

lingu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subject-specific
 

discourse.
 

This
 

means
 

teachers
 

should
 

deliberately
 

guide
 

and
 

encourage
 

students
 

to
 

integrate
 

subject-specific
 

knowledge
 

into
 

language
 

learning
 

consciously 
 

transferring
 

the
 

common
 

knowledge
 

taught
 

by
 

teachers
 

to
 

the
 

process
 

of
 

reading
 

and
 

writing
 

subject-specific
 

academic
 

papers.
 

 Critical
 

thinking 
 

concerns
 

the
 

ability
 

to
 

think
 

critically
 

in
 

the
 

process
 

of
 

English
 

academic
 

writing 
 

such
 

as
 

the
 

ability
 

to
 

analyze 
 

infer 
 

appraise 
 

explain
 

and
 

interpret.
 

Collaboration 
 

emphasizes
 

learners
 

ability
 

to
 

create
 

a
 

harmonious
 

learning
 

atmosphere
 

through
 

negotiation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so
 

as
 

to
 

overcome
 

the
 

fear
 

of
 

difficulties
 

and
 

enhance
 

self-confidence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anguage
 

output.
 

The
 

principles
 

mentioned
 

above
 

can
 

not
 

only
 

have
 

referential
 

value
 

for
 

project-based
 

English
 

academic
 

writing
 

courses
 

for
 

postgraduates 
 

thus
 

enhancing
 

students 
 

academic
 

writing
 

ability
 

and
 

realizing
 

the
 

goal
 

of
 

putting
 

what
 

they
 

have
 

learned
 

into
 

practice
 

in
 

the
 

real
 

world 
 

but
 

also
 

bring
 

some
 

enlightenment
 

of
 

the
 

undergraduate
 

pre-course
 

development
 

of
 

English
 

academic
 

writing.
Key

 

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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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ject 
 

task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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