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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我国大学英语教学已走过了六十多年的历程。 纵观我国大学的

通识课程，没有一门课程像大学英语这样与社会、时代结合得如此紧

密。 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全面学“俄”背景下的萎缩，文化大革命时

期的中断，改革开放时期的大学英语的复苏，再到现代化建设时期的

大学英语学习热，如今 ２１ 世纪大学英语与专业结合，即向专门用途

英语（ＥＳＰ）转型的阶段，无处不见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对大学英语

教学的影响，大学英语又反作用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
近年在高等院校，大学基础英语教学已不能满足学习者的需求，

也不能顺应时代的要求，大学英语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大学英语无

论是课程建设还是教师发展方面都在学科建设之外，这使得其在高

等院校里很难体面地生存。 大学英语缺少学科地位，大学英语教师

学科身份不明使其往往被排在专业教师之后，成为弱势群体。 广义

的大学英语教师指的是大学里的英语教师，包括公共英语教师、英语

专业的英语教师、其他专业的双语教师、专业英语教师及外籍教师。
次广义的大学英语教师指的是所有承担“大学英语”这门公共基础课

的英语教师，这其中可能包括一部分既承担大学英语教学又承担英

语专业课程或研究生课程的英语教师。 狭义上的大学英语教师仅指

专门承担大学英语教学任务的英语教师。 本书的研究对象为狭义上

的大学英语教师，因为这一部分大学英语教师人数最为众多，也是大

学英语教学转型的真正主体。
大学英语教师自身教师素质偏离专业化要求，以女教师为主体，



学历偏低，主要从事教学，教学任务重，内容机械重复，进修、参加会

议的机会少，获取的研究前沿信息有限，缺乏主动、持续做科研的意

识等现实情况，再加之大学英语教学与研究领域缺乏著名的学者或

学术带头人在学界充当大学英语教师群体的引路人，使大学英语教

师无法看到自己“学科”的出路和学术发展的方向———如此等等，都
使得大学英语教师的“专业”、人生、事业发展前途受限，规划和发展

陷入困境。
在大学的各种办学要素中，教师是最重要和最具有决定意义的

要素。 在向专门用途英语（ＥＳＰ）转型的阶段，大学英语教师怨天尤

人没有任何帮助，唯有致力于自我提高，开拓更广阔的职业发展空间

才能赢得更大的机会，否则只有继续被时代拖着艰难前行或被淘汰。
本书在分析大学英语教师的特点和现实情况的基础之上，结合

国内外教师专业发展理论及 ＥＳＰ 实践者需要教师不仅作为教学的承

担者，在整个教学过程中还扮演着课程设计者、教材提供者、合作者、
研究者和评估者等多种角色，分析各个角色对转型中的大学英语教

师有着怎样的具体要求。 “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

民。”对处于不同职业发展阶段的大学英语教师提出不同的优先转型

途径。 分析反思性教学、行动研究、教师共同体、校本培训、大学英语

教师攻读某个非英语专业的博士学位、国内外培训、高校联盟下的大

学英语教师转型和行业实践等途径的实际操作和益处，为广大大学

英语教师提供细致参考。
本书在第六章专门就对教学的热情、热情的教师具备的特点和

特质、教师培养对教学的热情和保持热情的条件进行了讨论，因为笔

者认为对教学的热情是优质教学的第一要素，特别是在需要付出更

多，需要克服更多困难的转型过程中，没有热情就如同没有柴薪供给

的火堆，是不可能燃烧旺盛的。 “热情虽然不是全部，但却是教学本

质的中心或是应成为教学本质的中心（Ｆｒｉｅｄ，１９９５：６）。”只有当教师

能够培养和表达出他们对于自身知识领域的热情，学习的热情，并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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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热情带到工作中来，驱散笼罩在不少学生身上的被动顺从和主动

冷漠的迷雾，教师才能获得成功。 对教学充满热情不仅仅是表现出

热情，而是以一种有原则的、价值导向的、智慧的方式将热情付诸行

动。 所有教学效果好的教师都对他们所教的学科有热情；对他们的

学生有热情；对他们自己是谁、他们如何教学，不但在教学的那一刻，
在今后的许多天、许多周、甚至许多年会对学生的生活产生影响有着

热情的信念（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２００４）。
“企者不立，跨者不行。 （《道德经》第二十四章）” （踮起脚跟想

要站得高，反而站立不住；迈起大步想要前进得快，反而不能远行。）
教师在转型的过程中，不能急于求成，在了解自身的基础之上，踏实

前行方能有成效。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 （《诗经·大雅·荡》）”
（没有人不肯善始，但很少有人能做到善始善终。）在掌握方法和理论

的基础之上，还需要大学英语教师们持久的、坚韧的努力！
本书的写作过程也是我自身从迷惘到坚定再到真心投入、享受

学术愉悦的转变过程。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了大量的相关文献，在此谨向原作者们

表示诚挚的谢意。 由于作者水平有限，书中如有纰漏乃至错误之处，
恳请专家、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平原春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于昆明

３前　 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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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专门用途英语

中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英语教学大国。 从幼儿园到小
学、中学、大学乃至全社会，中国的英语学习大军浩浩荡荡，
据推测总数已超过了全世界英语母语者的人数。 同样让人
惊讶的是，在这个各类英语考试证书拥有者充斥大街小巷
的国度，却难以找到称职的各类专业会议口译人员和胜任
各学科专业书籍的笔译人员，各类涉外公司的出口产品的
英文介绍常常让外国人看来不知所云，各种学术组织中能
够用英语在国际会议和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的学者寥寥无
几，国际舞台上能够用英语纵横捭阖的谈判者屈指可数。
社会各行各业所需要的英语人才一般都必须具备在特定的
专业领域里运用“专门用途英语”进行交流的能力。

孙有中


第一节　 专门用途英语的概念和分类

一、专门用途英语的概念

专门用途英语（Ｅｎｇｌｉｓｈ ｆｏｒ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Ｐｕｒｐｏｓｅｓ， ＥＳＰ）是英语语言学



领域的一个分支学科，形成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初期的英语国家，它的

产生和发展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经济、科技、政治和文化交

流的日益加强以及英语作为世界通用语言的地位的凸显。 半个世纪

以来，ＥＳＰ 在许多国家得以迅速普及，目前已建立起了相当完善的理

论体系。 ＥＳＰ 将目的语（英语）作为获取学科内容知识的工具，而非

直接的学习目标，注重提高学生在专业领域进行学习、研究和工作的

口语和书面学术交流策略和技能，使学生能真正学以致用，切实提高

英语水平。

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开始出现了首次 ＥＳＰ 的研究高潮，国内外学

者对 ＥＳＰ 作出不同的定义。 较有影响的三个定义分别为 Ｓｔｒｅｖｅｎｓ

（１９７７：１，１９８８）、Ｄｕｄｌｅｙ⁃Ｅｖａｎｓ ＆ Ｓｔ． Ｊｏｈｎ （１９９８） 和 Ｈｕｔｃｈｉｎｓｏｎ ＆

Ｗａｔｅｒｓ（１９８７：１９）所给出。

Ｓｔｒｅｖｅｎｓ（１９７７）认为 ＥＳＰ 和 ＥＧＰ（Ｅｎｇｌｉｓｈ ｆｏｒ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ｕｒｐｏｓｅｓ，

通用英语）是相对立的概念，ＥＳＰ 课程的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由学习

者对英语学习的实际需求所决定，而学校中的 ＥＧＰ 则仅仅是把英语

作为一门外语课程。 Ｓｔｒｅｖｅｎｓ（１９８８）提出 ＥＳＰ 具备四个区别特征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和两个可变特征（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四个区别特征分别体现在需求、内容、语言和与普通英语的比较四个

方面：１）它的课程设置必须满足学习者的特定需要；２）它的课程内容

需与某些特定的学科和职业有关；３）它的语言应偏重适用于这些特

定的学科和职业的句法、词汇、篇章结构以及语义结构；４）它与普通

英语形成鲜明的对照。 两个可变特征为：１）它可以仅限于某一种语

言技能的培养，比如口语交际技能、写作技能等；２）它可以根据任何

一种教学法进行教学。

Ｄｕｄｌｅｙ⁃Ｅｖａｎｓ ＆ Ｓｔ． Ｊｏｈｎ（１９９８）在 Ｓｔｒｅｖｅｎｓ（１９８８）定义的基础上

作了些修改，认为 ＥＳＰ 应具备三个区别特征和五个可变特点。 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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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别特征为：１）课程设置必须满足学生的特定需求；２）采用课程应有

的教学方法和活动；３）以与活动相关的语言（语法、词汇、语域）、技

能、语篇和体裁为中心。 五个可变特征为：１）与特定课程相关或为特

定课程设计；２）在特定教学情境中，可以使用与通用英语不同的方

法；３）课程设计对象可能为高等院校或职业场所的成年人，也可能是

中学生；４）学习主体一般为具有中级或高级英语水平的学习者；５）大

部分 ＥＳＰ 课程针对对语言体系有基本了解的学习者，但也可以针对

初学者。

Ｈｕｔｃｈｉｎｓｏｎ ＆ Ｗａｔｅｒｓ（１９８７：１９）认为 ＥＳＰ 不应该被视为一种特

殊类型的语言或教学法，它也不只包括某一种特定的教材。 事实上

它是一种探讨各种基于学习者需求的语言教学和语言学习方法。 他

们对 ＥＳＰ 给出了比较权威的定义：“ＥＳＰ ｉｓ ａｎ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ａｌｌ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 ａｓ ｔｏ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ａｒ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ｌｅａｒｎｅｒ’ｓ ｒｅａｓｏｎ ｆｏｒ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ＥＳＰ 是一种教学方式，其内容和方法

是以学习者的学习目的为出发点的，以专业需求为导向，为特定目的

而实施的一种教学方针，它要求把语言技能、专业知识与学习者需求

三者融为一体。

二、专门用途英语的分类

ＥＳＰ 的分类最早由 Ｍａｃｋａｙ ＆ Ｍｏｕｎｔｆｏｒｄ（１９７８）作出，Ｈｕｔｃｈｉｎｓｏｎ

＆ Ｗａｔｅｒｓ（１９８７）在此基础上作了更详细的分类。 如今国内最常见、

被引用最多的就是 Ｈｕｔｃｈｉｎｓｏｎ ＆ Ｗａｔｅｒｓ（１９８７）的三分法和 Ｊｏｒｄａｎ

（１９９７）的二分法。

英语语言教学分为三类，即英语作为母语、英语作为外语和英语

作为第二语言。 英语作为外语又可分为普通英语（Ｇｅｎｅｒａｌ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ＧＥ）和专门用途英语（ＥＳＰ）。 Ｈｕｔｃｈｉｎｓｏｎ ＆ Ｗａｔｅｒｓ 以学科门类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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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将专门用途英语分为三个大类：科技英语（Ｅｎｇｌｉｓｈ ｆｏ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ＥＳＴ）、商贸英语 （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ｆｏｒ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ＥＢＥ）和社科英语（Ｅｎｇｌｉｓｈ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ＳＳ），每个大类又

再分为学术用途英语（Ｅｎｇｌｉｓｈ ｆｏｒ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ｕｒｐｏｓｅｓ， ＥＡＰ）和职业用

途英语（Ｅｎｇｌｉｓｈ ｆｏｒ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ＥＯＰ）两个次分支。 比如科

技英语分为科技学术英语和科技职业英语，医学英语就属于科技学

术英语（ＥＡＰ），电工技术英语则属于科技职业英语（ＥＯＰ）；社科英语

分为社科学术英语和社科职业英语，心理学英语属于社科学术英语

（ＥＡＰ），而教学英语则属于社科职业英语（ＥＯＰ）。

图 １　 Ｈｕｔｃｈｉｎｓｏｎ ＆ Ｗａｔｅｒｓ（１９８７）的 ＥＬＴ 层次图

Ｊｏｒｄａｎ（１９９７）以学习者使用语言的最终目的和语言环境为主线

将专门用途英语只分为学术英语（ＥＡＰ）和职业英语（ＥＯＰ）两大类，
职业英语 （ ＥＯＰ） 没有再细分，学术英语再细分为专业学术英语

４　 ／ 　大学英语教师向专门用途英语（ＥＳＰ）教师转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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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ｎｇｌｉｓｈ ｆｏｒ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ｕｒｐｏｓｅｓ， ＥＳＡＰ） 和一般学术英语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ｆｏｒ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ｕｒｐｏｓｅｓ，ＥＧＡＰ）。 Ｊｏｒｄａｎ 的二分法看

似简单，却体现了一个重大的进步，即在于把学术英语二分为专业学

术英语和一般学术英语。 这样的分类突出了专业学术英语的专业性

和学术性，区别于简单的适合所有专业的具有共性的一般学术能力

的培养的教学，如文献查阅、听学术报告、记笔记、参加讨论等。

图 ２　 Ｊｏｒｄａｎ（１９９７）的二分法

第二节　 专门用途英语的五个发展阶段

ＥＳＰ 发展至今，期间主要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语域分析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 修 辞 或 语 篇 分 析 （ Ｒｈｅｔｏｒｉｃａｌ ｏｒ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目标情境分析（Ｔａｒｇｅｔ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技巧与策略分析

（Ｓｋｉｌｌ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和以学习为中心 （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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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语域分析阶段（Ｒｅｇｉｓｔｅ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语域分析阶段形成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末 ７０ 年代初，这一时期的

代表人物有 Ｈａｌｌｉｄａｙ（１９６４）、 Ｂａｒｂｅｒ（１９６２）、Ｓｗａｌｅｓ、Ｈｅｒｂｅｒｔ（１９６５）、
Ｅｗｅｒ ＆ Ｌａｔｏｒｒｅ（１９６９）、Ｓｔｒｅｖｅｎｓ（１９７７）等。 作为最早提出这一概念的

语言学家，Ｈａｌｌｉｄａｙ（１９６４）认为语域（Ｒｅｇｉｓｔｅｒ），即语言使用的场合或

领域导致语言材料的变化，语言材料的变化体现在词汇使用和语法

上。 某一领域（比如科技、办公用语等）在词汇和语法方面与其他领

域的区别成为这一时期学者们研究的重点，以便使学习者在专业学

习中更有针对性，能较好掌握工作情境下的语言特点。 研究结果表

明：通过语域分析揭示，ＥＳＰ 倾向于某几个特殊形式，如被动语态、一
般现在时、陈述句、祈使句等，但在语法上并无多大特色，特别是在动

词形式、动词时态、句子结构、修辞手段、篇章结构上还没有超出一般

英 语 的 总 框 架 （ 王 友 良， ２００８ ）。 Ｓｗａｌｅｓ 的 词 汇 统 计 学

（ｌｅｘｉｃｏ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为这一时期使用的主要研究方法。 最具代表性的这

一时期的专门用途教材是 Ｅｗｅｒ ＆ Ｌａｔｏｒｒｅ（１９６９）编著的《基础科技英

语教程》（Ａ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ｎ Ｂａｓｉｃ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Ｅｎｇｌｉｓｈ）。
语域分析是制定教学大纲、编写教材等方面的重要依据，但它也

有很大的局限性：忽略了语言最基本的交际功能，只建立在传统语法

基础上，关注句子结构。 英国应用语言学家 Ｗｉｄｄｏｗｓｏｎ（１９７８）认为

语域分析仅仅是一种表层的“数量分析”，它无法表达书面语言中的

交际功能，无法说明其语篇结构上的特点，这就需要进行深层的“质
量分析”。

二、修辞或语篇分析阶段（Ｒｈｅｔｏｒｉｃａｌ ｏｒ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语篇分析起步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但直到 ７０ 年代才有较快的发

展，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有 Ｈｅｎｒｙ Ｗｉｄｄｏｗｓｏｎ、 Ｌｏｕｉｓ Ｔｒｉｍｂｌｅ、 Ｊｏｈｎ
Ｌａｃｋｓｔｒｏｍ、Ｌａｒｒｙ Ｓｅｌｉｎｋｅｒ 等。 Ｌａｃｋｓｔｒｏｍ、 Ｓｅｌｉｎｋｅｒ ＆ Ｔｒｉｍｂｌｅ（１９７２）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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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语法与技术英语》（Ｇｒａｍｍａｒ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Ｅｎｇｌｉｓｈ）一文的发表

以及 Ｗｉｄｄｏｗｓｏｎ（１９７８）对英语进行的语篇上的研究标志着 ＥＳＰ 的研

究进入了修辞或语篇分析阶段（赵雪爱，１９９６）。 这一时期研究的主

要内容为语篇的结构、句子的排列、句际关系、会话结构、语篇的指向

性、信息度、句子间的语句衔接和语义连贯等。
Ｌｏｕｉｓ Ｔｒｉｍｂｌｅ（１９８５） 在 《科技英语：语篇分析法》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ｆｏ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中将“语言形式”和“语
言应用”结合起来，弥补了语域分析阶段的不足。 Ｗｉｄｄｏｗｓｏｎ 认为语

言应用比语言形式更重要，他在《焦点系列》 （Ｔｈｅ Ｆｏｃｕｓ Ｓｅｒｉｅｓ）中重

点讲述了科技和学术写作的主要方法。 Ｗｉｄｄｏｗｓｏｎ（１９７８）认为：学生

碰到的困难主要不是由于缺乏系统的英语语言知识，而是由于不熟

悉英语的用法；学生仅具有在句子水平上的语言能力还不能有效地

交际，还必须掌握如何把句子恰如其分地用到各种交际场合准确流

利地进行交际。
ＥＳＰ 语篇分析研究与上一阶段语域分析相比较不再局限于词

汇、句子和语法分析的层面，而是在语篇结构的基础上关注句子是如

何连接在一起来表达某个意思。 但学习者仅掌握篇章结构和行文技

巧不足以解决情景交际中的实际问题，语言能力的提升还涉及许多

其他方面的问题。

三、目标情境分析阶段（Ｔａｒｇｅｔ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目标情境分析是以学习者的学习目的为导向，对学习者在使用

外语的目标情景下进行交际的内容、方式、途径、媒介、手段等语言特

点进行逐一分析，再依据分析结果有针对性地制定教学大纲并设置

ＥＳＰ 课程，最终实现学习者在目标情景中能使用外语进行有效的交

际。 它是以外语学习者的需求为出发点，这个分析过程因此也被称

作“需求分析”（ｎｅｅｄ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这一时期最突出的代表人物是 Ｊｏｈｎ Ｍｕｎｂｙ（１９７８），他在《交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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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纲设计》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ｙｌｌａｂｕｓ Ｄｅｓｉｇｎ）一书中对学习者的交际

方面的目的、环境、手段、技巧、作用和结构等进行了阐述。 他进一步

提出了一套可以用来发现目标需求的详细步骤，即“交际需求处理

器”（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Ｎｅｅｄｓ 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ｒ， ＣＮＰ），这个处理器包括关键的

交际变量，如话题、参与者及媒介等，旨在建立一个个体学习者交际

需求的架构，课程设计者只要套用它就可以辨识任何学习者的目标

语言需求。
目标情境分析阶段与之前两个阶段比较是一种质的飞跃。 语域

分析和语篇分析阶段研究的是语言形式和交际意义的构建问题，设
计视角是 ＥＳＰ 组织者和实施者的角度，关注点为语言本身，而目标情

境分析把语言分析与学习者的学习目的相结合，从学习者的视角看

待 ＥＳＰ 教学，设身处地地分析研究外语交际最实用的场合、对象、语
言、知识和技能。 专门用途英语从这一阶段开始变得更为实用，也更

区别于通用英语。
目标情境分析被认为是专门用途英语教学的出发点，是专门用

途英语的灵魂和核心，也是专门用途英语能够发展了半个世纪并继

续蓬勃发展的原因。

四、技巧与策略分析阶段（Ｓｋｉｌｌ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ＥＳＰ 的上一个发展阶段———目标情境分析虽然产生了质的飞

跃，但它依然是语言表层形式的分析，不同的是其指定了某一特定情

境。 而技巧与策略分析阶段将 ＥＳＰ 研究的重点转向了语言表层形式

下的逻辑思维。
与前三个阶段不同，这个阶段的研究比较多地出现在非英语国

家，并比较多地集中在阅读技巧的提高方面。 这个阶段没有公认的

研究代表人物，只有当时具有重要意义的项目和课程，比如《巴西全

国专门用途英语工程》（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ＳＰ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ｉｎ Ｂｒａｚｉｌ）、《马来西亚大

学专门用途英语工程》（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ＥＳＰ Ｐｒｏｊｅｃｔ）。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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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主要是由当时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科技和英语的强势地位所导

致的，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调查统计，世界上约三分之二的工程技术

文献用英语写成，但是世界上三分之二以上的工程技术人员不能阅

读英语资料。 由此可以看出，加强科技英语研究，扩大 ＥＳＰ 教学对

繁荣科学技术，促进人类进步都具有重大意义（程世禄，张国扬，
１９９５）。 如何有效提高阅读技能来获取世界上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

成为当时专门用途英语研究压倒一切的重心。
技巧与策略分析的指导思想是：在语言运用中，使用者会有相同

的思维和解释过程，采用一定的技能可以协助使用者穿透语言的各

种表面形式，从语篇中悟出门道。 比如遇到对阅读理解构成影响的

生词时，我们通过各种线索来推测词义，常用的有利用转换法、派生

法、合成法等构词法来推测出词义或词性及通过上下文的逻辑关联

或隐含信息推测出词义。 观察文章的布局和排列形式来判断体裁

类别。

五、以学习为中心阶段（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ＥＳＰ 的出现和发展源于三种力量的推动：特定的学习需求、语言

学领域的革命和对学习的新理念。 以学习为中心的阶段和前面四个

发展阶段相比，发生了根本性的质的变化。 此时的 ＥＳＰ 研究已不仅

仅只是关注语言本身，而是上升到学习语言的主体。 学习者们各自

不相同的需求和兴趣对学习动机有重要的影响力，因此也对学习效

果有直接影响。 此阶段的 ＥＳＰ 研究已跳出了语言使用的研究，而是

回归到语言学习本身。 毕竟仅仅描述和阐述人们如何使用语言，是
不可能学会语言的。 英国学者 Ｐａｕｌｉｎｅ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 对 ＥＳＰ 教学理论的

观点概括为： “语言只是一个辅助的角色，利用语言达到某种目的是

整个工作过程的中心，所以语言本身的教学并不是 ＥＳＰ 的终结，而利

用语言实现一个确定的目标才是 ＥＳＰ 的真正目的。”
“以学习为中心”既强调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是内因，注意发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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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学习的积极性，同时又注意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学习条件，使内

因和外因相结合；既注意社会对外语人才的知识和技能的要求，又注

意学生的学习要求；既注意努力实现教学的目标，又注意搞好教学的

过程；既注意语言的使用，又注意语言的学习。 一句话，就是千方百

计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来提高 ＥＳＰ 的教学效果（程世禄，张国扬，
１９９５）。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六条核心特征，即积极的、建构性的、累
积性的、目标指引、诊断性和反思性，在“以学习为中心”阶段的 ＥＳＰ
教学研究当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建构主义的学习目标指引，让学习

者清晰地意识到自己的学习目标，并激励自己向预定目标前进。 而

诊断性与反思性学习，则帮助学习者进行自我监控、自我测试和自我

检查等活动，以诊断和判断他们的学习进程以及学习目标实现与否。

第三节　 专门用途英语的属性及其与一般用途

英语、专业英语和双语教学的区别

目前我国一些学者、教师对专门用途英语的属性和几个相关概

念的模糊或误认，导致 ＥＳＰ 在研究和实践中走偏。 本节将从理论的

角度详细探讨专门用途英语的属性及其与一般用途英语、专业英语、
双语教学的辩证关系。

一、专门用途英语的属性

Ｈｕｔｃｈｉｎｓｏｎ ＆ Ｗａｔｅｒｓ（１９８７：１９）认为 ＥＳＰ 不应该被视为一种特

殊类型的语言或教学法，它也不只包括某一种特定的教材。 事实上

它是一种探讨各种基于学习者需求的语言教学和语言学习方法。 他

们对 ＥＳＰ 给出了比较权威的定义：“ＥＳＰ ｉｓ ａｎ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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