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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版高校英语专业教学指南为英语专业教学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通过调查国内四所高校英

语专业学生的学术英语能力现状,比较四类高校英专学生在学术英语能力方面的不同。 参与调查的有

大一至大四的学生,研究方法包括问卷和半结构式访谈。 结果显示,研究技能和思辨能力是目前传统高

校英专学生的普遍弱项,而中外合作大学学生的表现显示,学术英语课程可以较好地培养英专学生的研

究和思辨能力,与英语专业教学指南中提出的改变以语言技能为主要教学方向,重视思辨能力和研究能

力的新要求相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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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近年来面对新形势下国家战略发展布局与人才需求,高校英语专业教学改革迫在眉

睫。 其中,研究和思辨能力在最新的英语专业教学指南中尤受重视,国内很多高校也均将

学术英语列为英语专业的核心课程。 然而,学术英语教学是否能培养英语专业学生的研究

和思辨能力仍需更多教学案例。 本文通过分析国内四所高校英语专业教学中学术英语能

力培养的现状,探索学术英语教学在推动英语专业教学改革中的作用,以期为新文科背景

下英语专业人才培养的新模式提供参考。
 

1　 文献综述

教育界关于高校英语专业改革的呼声由来已久,指出英语专业教学诸多不足。 如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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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本科教育存在专业知识和英语基本技能不扎实,毕业论文撰写质量不理想,缺乏批判

和创新能力等一系列问题
 

(戴炜栋
 

等,
 

2007)。 因此,英语专业应重视研究和思辨能力的

教学(王守仁
 

等,2008;顾佩娅
 

等,2010;王守仁
 

等,2011)。 尽管如此,研究和思辨能力的

培养仍没有在英语专业教学中得到广泛重视。 徐昉(2013)在一项关于英语专业学生学术

写作格式规范的认知调查中发现,在文章中正确使用文内引文和编写参考文献是英语专业

本科生甚至研究生的普遍弱项,学生普遍缺乏正确引文意识和规范写作常识,教师也很少

教授这方面的知识和技能。
 

研究和思辨能力的培养在新的英语专业改革中被重点关注。 2019 年颁布的《普通高

等学校本科英语类专业教学指南》提出了新的改革方向,在新文科背景下,要求注重研究和

思辨能力的培养,减少单纯以语言技能为主的学习(孙有中,
 

2019;蒋洪新,
 

2019;王守仁,
 

2020)。 孙有中(2019)强调思辨能力的培养要在听说读写训练时都应得到体现。 针对增

强研究能力的培养,王守仁(2020)指出要以研究方法和分析推理训练来加强科研能力的

培养,研究方法包括设计调查问卷、收集和分析问卷、设计和分析访谈问题以及引用文献。
这些都体现了对英语专业教学改革的引领,然而,如何在英语专业教学实践中提高学生研

究和思辨能力,仍需进一步提供更多详细的案例分析。
学术英语在研究和思辨能力培养方面有详细的方案和要求。 如

 

阿·乔丹
 

(R. Jordan)
(1997)、

 

肯·海兰
 

(Ken
 

Hyland,2006)对学术英语在写作、阅读、口语、听力四个方面如何

培养研究技能和批判性思维提出相应方案。 学术写作教学培养学生转写、概括、引用文献

和编写文献目录的能力,学术阅读训练批判性和评价性阅读的能力,学术口语教学培养支

持、反对、建议和评论观点的能力,学术听力课程训练有效做听力笔记、总结、评价和预测讲

话人观点的能力。 肯·海兰( Ken
 

Hyland,2006)和利兹·汉谱莱昂斯( Liz. Hamp-Lyons,
2002)认为学习学术英语对学习者当前的学业和未来的科研能力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邹

斌等(Zou
 

et
 

al. ,2015)的研究发现,开展学术英语教学的中外合作高校学生在运用学术词

汇方面优于没有开展学术英语教学的国内传统高校英专学生。 此外,邹斌等( Zou
 

et
 

al. ,
2021)指出学术英语课堂中的小组讨论和团队合作可以强化学生的思辨能力。 这些学术英

语教学在研究和思辨能力的建议与孙有中(2019)、蒋洪新(2019)、王守仁(2020)等对英语

专业改革方向提出的重视思辨和研究能力的要求相一致。 因此,学术英语能力的培养在英

语专业改革中有较好的参考价值。
学术英语在大学英语教学中首先得到重视,早已被纳入《大学英语教学指南》中。 中

外合作大学在国内率先进行学术英语教学,以成立于 2006 年的西交利物浦大学(以下简称

西浦)为例,学术英语自建校以来就是西浦学生在大一和大二的必修课之一,英语专业和非

英语专业学生都需要进行学术英语技能训练。 西浦学术英语课程遵循学术英语对听说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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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技能训练的要求,对学生进行全方位训练,涵盖研究能力、思辨能力和语言技能等。 研究

能力方面,西浦非常重视研究方法训练,如设计调查问卷、收集和分析问卷、设计和分析访

谈、正确引用文献等。 此外,西浦学生的思辨能力也在听说读写训练中得到提升
 

(邹斌,
2015;邹斌

 

等,2016)。 近年来,国内大学英语教师和研究者相继提出在大学英语教学中进

行思辨和研究能力训练的建议、方法和案例,包括写作、项目驱动等
 

(王文宇
 

等,2018;蔡基

刚,2019)。 张文红等(2021)指出可以将培养思辨能力的理念融入学术英语教材设计之

中,但要注意在题材选择、词汇密度及引导思辨的活动形式。 郑琨鹏等(2022)发现学术英

语自我效能感与思辨能力相关,学生对学术英语能力越有信心,思辨能力越强。 贾光茂
 

(2023)则建议在学术英语教学中通过分析语篇和语言现象提高思辨能力的认知。 穆从军

(2023)的研究表明,从学生角度出发的“读后创写”思辨能力培养模式,可以提升学生的思

辨能力和英语写作水平,并且二者也可以相互促进。
然而,以上研究也有一些不足,如关注读写中的思辨能力较多,听说训练中的思辨能力较

少。 其次,探索英语专业教学改革的研究也很少与学术英语相结合,较少讨论学术英语课程

中在听说读写训练中培养研究和思辨能力。 因此,
 

如何运用学术英语教学促进英专学生的

研究和思辨能力,适应英语专业改革要求,需要更多深入研究。 本研究选取三所国内传统大

学和一所中外合作大学英语专业本科生作为研究对象,分析英专学生的学术英语能力现状,
探讨在新文科背景下英语专业教学改革中学术英语教学的作用。 研究问题包括:

 

(1)
 

不同高校英语专业学生在学术英语能力方面存在哪些不同?
(2)

 

英语专业学生如何看待学术英语课程中的学术、研究和思辨技能?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选取的样本来自国内四所不同高校的英语专业大一至大四学生,包括某双一流

高校、某一流高校、某外语类高校和某中外合作大学各一所,因此样本具有较好的代表性和

多样性。 抽样针对英语专业应用语言学方向,不包括文学及翻译等方向,以增强调查内容

的适配性。 其中,该中外合作大学为英语专业大一和大二学生开设两年的学术英语课程,
大一每周八节课,大二每周四节课,遵循学术英语教学各项要求,包括在听说读写训练中培

养研究和思辨能力,如研究设计、研究方法、引用文献和批判性思维等,全面细致地培养学

生的各项技能(邹斌,2015)。 另外三所公立高校尚未对英语专业学生开设系统的学术英

语课程,仅开设了学术写作技能课程。 因此,该研究旨在通过比较中外合作大学与国内高

校英专学生在学术英语能力方面的异同,探讨学术英语在英语专业教学中培养学术、研究

和思辨技能的影响。
 

研究方法采用问卷调查和半结构式访谈。 问卷设计包括五级李克特量表、选择、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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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多种题型。 围绕研究问题,问卷内容包括四个部分:(1)学生基本信息;(2)学生自评学

术英语能力:包括听说读写等方面;(3)学生对学术英语各项技能的重要性评价:包括语言

技能、研究和思辨能力;(4)学生对学术英语教学的需求分析:包括学术英语语言基本技

能、研究和思辨能力培养的需求。 基于上述问卷探索各校学生之间在学术技能、研究能力

和思辨能力方面的异同,以期探讨学术英语课程在培养这些技能方面的作用。 问卷采用问

卷星设计,通过参与该研究的四所高校的教师协助,并采用便利性和滚雪球的形式发放线

上问卷。 最终问卷调查总共收集到
 

290 份有效问卷,女性和男性样本占比分别为
 

83%和
 

17%,大一至大四学生样本占比分别为
 

45%、23%、17%和
 

15%。 另外,为进一步了解英专

学生对学术英语的学习需求、重要性认知、学习障碍以及背后的原因,本研究从填写问卷的

四所高校学生中随机抽取 13 人分别进行了半结构式访谈。
为了验证问卷,我们首先邀请部分学生填写问卷,根据他们的反馈进行文字或题型的

修改,以保证问卷的有效性。 问卷收集后,也首先检验了问卷信度和效度,问卷信度检验结

果显示 Cronbach’s
 

α = 0. 95,大于 0. 9 表明问卷整体信度很高。 问卷各题项 CITC 值均大于

0. 4,说明分析项之间具有良好的相关性,信度水平良好。 问卷效度检验结果显示 KMO 值

为 0. 95>0. 8,表明数据效度非常好。 其次,问卷采用 SPSS 统计软件进行百分比和平均数

描述性分析,然后再进行差异性、相关性、方差、独立样本 t 检验等方面进行分析。 此外,访
谈数据的录音都分别导入电脑并转录成文字形式,保存在 Microsoft

 

Word 中,访谈结果与问

卷结果根据研究问题和主题结合在一起分析。
 

3　 研究结果与讨论
 

3. 1
 

英语专业学生对学术英语能力的自我评价

不同学校的英专学生在学术技能方面有不同程度的自我评价。 从表 1 可见,学生自评

学术各项技能
 

P 值均低于
 

0. 05,说明学生自评学术写作各分项技能平均值在不同学校间

存在显著差异性。 其中,中外合作大学学生进行了两年系统的学术英语课程学习,在学术

文章写作、文献综述、正确引用文献、避免抄袭的意识、描述图表、学术文体理解以及学术词

汇运用等多个研究和思辨技能的自评平均值均高于双一流、一流和外语类高校。 这说明中

外合作大学英专学生在这些学术能力方面具有较高的自信度,而双一流、一流和外语类高

校英专学生在这些方面遇到的困难相对较多。 访谈结果也与问卷调查结果一致。 例如,在
13 名受访者中,来自三所传统高校英专的八名学生认为,学术写作是学术英语听说读写四

项基本能力中最难掌握的一项。 某一位一流大学大三学生抱怨,由于没有学术写作课,也
没有统一的要求,不知道该采用何种格式写论文。 某双一流高校大二学生也表示在描述图

表方面有困难。 双一流高校另一位大二学生认为避免抄袭是学术写作中较难把握的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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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 中外合作大学一位学生则认为避免抄袭在学术英语课上训练很多,他们都熟知如何

正确引用文献和避免抄袭。 在学术词汇运用方面,中外合作大学大三和大四的学生都指出

学术英语课程包括学术词汇的教学,训练他们学习如何正确使用学术词汇。 然而,某一流

大学大三学生在访谈中表示不知如何在学术写作中运用学术词汇,并表达了对学校设置学

术词汇课程的诉求。 由此可见,由于一些传统高校仍没有开设统一的学术英语课程,写作

能力不足仍是英语专业学生在英语学习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即使有高校开设学术写

作课,但多在毕业年级开设(顾佩娅
 

等,2010),而不是在大一和大二开设两年、不间断的训

练,因此,学生在大一、大二和大三缺乏相应的学术研究和思辨技能训练。
表 1　 不同学校学生自评学术技能之方差分析

 

　 　 　 　 　 　 　 　 　 　 　 　 　 　 学校(平均值±标准差)
 

双一流

(n = 83)
 

一流(n = 56)
 

外语类

(n = 131)
 

中外合作

(n = 20)
 

F
 

p
 

转述
 

3. 45±0. 89
 

3. 04±0. 76
 

3. 14±0. 69
 

3. 35±0. 81
 

4. 118
 

0. 007∗∗
 

学术文章写作
 

3. 30±1. 03
 

2. 52±0. 89
 

2. 73±0. 89
 

3. 40±0. 82
 

11. 722
 

0. 000∗∗
 

文献综述
 

3. 53±0. 98
 

3. 16±0. 80
 

3. 11±0. 72
 

3. 55±0. 69
 

5. 515
 

0. 001∗∗
 

正确引用
 

3. 46±0. 95
 

3. 25±0. 96
 

2. 82±0. 91
 

3. 95±0. 76
 

13. 746
 

0. 000∗∗
 

避免抄袭
 

3. 59±1. 00
 

3. 63±0. 95
 

3. 63±0. 78
 

4. 35±0. 93
 

4. 241
 

0. 006∗∗
 

描述学术图表
 

3. 41±1. 05
 

3. 05±0. 92
 

3. 02±0. 71
 

3. 70±0. 80
 

6. 192
 

0. 000∗∗
 

学术文体
 

3. 47±0. 94
 

3. 04±0. 79
 

2. 96±0. 76
 

3. 90±0. 79
 

12. 203
 

0. 000∗∗
 

学术词汇
 

3. 30±1. 06
 

2. 95±0. 77
 

2. 95±0. 79
 

3. 65±0. 59
 

6. 226
 

0. 000∗∗
 

　 　 ∗p<0. 05
 

　 ∗∗
 

p<0. 01
 

以上结果支持了戴炜栋等(2007)和徐昉(2013)的研究,说明目前英专学生在学术写

作上的困难仍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研究和思辨技能仍缺乏相应的训练。 相反,中外合作大

学英专学生在大一和大二两年的学术英语课程中获得较多的学术技能训练,学术写作技能

等研究和思辨技能高于其他高校学生。 中外合作大学英专学生在运用学术词汇上的技能

也高于传统高校,这一结果支持了邹斌等(2015)的研究成果。 因此,其他高校可以在英语

专业大一和大二教学中加强学术英语教学,尤其是学术写作教学的比重,可以提高学生的

学术写作和研究能力,因为正确引用参考文献、避免抄袭、书写不同学术文体等多项技能也

是研究能力的体现。 但在当前以英语语言技能为主的国内英语专业对学术写作等研究技

能明显重视不够,学生研究能力存在较明显的短板,整体学术能力较为薄弱。 该结果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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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第一个研究问题,表明学术英语能力在四类高校英语专业学生中表现不同,中外合作大

学学生在学术英语写作、正确引用文献、避免抄袭、学术文体理解和运用学术词汇等技能方

面均比其他传统高校学生更为自信,也更具优势。 因此,中外合作办学在大一和大二英语

专业学生中开设学术英语值得借鉴,由此建议在国内英语专业大一和大二开设系统的学术

英语课程,而不是等到大三甚至大四才开设学术英语课程。 并且要在文献综述、防止抄袭、

描述图标、学术词汇运用等学术研究技能和思辨能力方面提供更多的训练。

3. 2
 

英语专业学生的学术英语能力重要性的认知
 

来自不同高校英语专业的学生普遍认可学术英语能力的重要意义。 问卷结果显示,学

生认为学术英语整体能力重要的平均值较高(平均值= 3. 588,标准差= 0. 459)。 不同院校

的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四类高校学生对学术英语及其四项基本能力重要性认知均无显著性

差异(p≥0. 05)。 这说明四类高校英专学生对学术英语听说读写四项基本能力重要性认知

相同,都认为非常重要,其中听力和阅读两项学术基本能力被认为相对更重要。 同样,访谈

结果与问卷基本一致,13 位受访者均认为学术英语能力很重要,要对听和读的内容进行进

一步批判性思考和评价,这表明学生对思辨能力的重要性认知。 然而,访谈中某外语类高

校大三学生则指出,由于没有专门训练,不知如何找到阅读重点和给予评论,以及如何按照

标准模板撰写不同题材的学术论文。 显然,没有针对性的学术英语课程,英专学生可能无

法掌握学术阅读和写作技并提高思辨能力。
 

此外,问卷结果显示,不同院校英语专业学生对学术英语研究技能重要性认知存在差

异。 问卷中关于听懂讲座和讨论及正确引用参考文献等学术技能的组间差异 p 值均低于

0. 05(表 2),说明学生对这几项学术技能上的重要性认知存在校际间显著差异。 数据显

示,中外合作大学的学生在听懂讲座和讨论及正确引用参考文献上的重要性认知在四类院

校中最高,这可能与不同学校对于这些学术技能的重视程度有关。 以正确引用文献为例,

在访谈中,有三位来自中外合作大学的学生提到教师会反复强调学术英语写作中正确引用

文献避免抄袭方面的重要性,并且学校也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和惩罚措施警示学生,因此,

他们认为学术不端是可耻的行为。 由此可见,中外合作大学对训练学生学术规范和树立避

免学术不端意识的重视程度较高。 然而,其他参与研究的高校学生表示学校忽视在引用文

献和避免抄袭的训练,导致学生不重视或者不熟悉如何在学术论文中正确引用文献和避免

抄袭。 某一流大学大二和大三的学生均指出,学校目前没有重点培训如何正确引用文献和

避免抄袭,他们经常在写论文时直接将原文用在自己的文章中,教师也不会特地去查验是

否抄袭,很多学生也不重视这一问题,如何防止抄袭对于他们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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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他们认为必须在这项技能上进行培训。
表 2　

 

不同学校学生学术写作技能重要性认知之方差分析
 

　 　 　 　 　 　 　 　 　 　 　 　 　 　 学校(平均值±标准差)
 

双一流

(n = 83)
 

一流(n = 56)
 

外语类

(n = 131)
 

中外合作

(n = 20)
 

F
 

p
 

听懂讲座、讨论
 

3. 63±0. 56
 

3. 48±0. 57
 

3. 44±0. 57
 

3. 75±0. 44 3. 044 0. 029∗

正确引用参考文献
 

3. 51±0. 61
 

3. 66±0. 55
 

3. 42±0. 61
 

3. 70±0. 47 2. 935 0. 034∗

　 　 ∗p<0. 05
 

　 ∗∗
 

p<0. 01
 

显然,学校和教师对学术英语技能的重视程度会影响学生对技能学习重要性的认知水

平。 这说明传统高校英专学生目前仍缺乏这些技能训练,这一结果显示开展学术英语课程

进行学术英语能力培养的重要性。 这一结果也回答了第一个研究问题,显示不同高校学生

对学术英语技能的认知也有差异。 中外合作大学由于有两年系统的学术英语教学,对训练

学生学术规范、听懂讲座和讨论以及树立避免学术不端意识的重视程度高于其他三所高

校,这说明其他三类高校对学术英语技能的训练仍显不足。 同时,根据中外合作大学的经

验,开展学术英语教学可以改善戴炜栋等(2007)和徐昉(2013)提出的英语专业学生在学

术写作能力和研究技能方面的不足。 因此,传统高校要在英语专业的大一和大二学术英语

课程中重点加强学术阅读和写作的研究和思辨能力训练,改变这些技能不足的现象。
3. 3 英语专业学生对学术英语课程中的学术、研究和思辨技能的需求

3. 3. 1 对学术英语听说读写能力的需求
 

研究结果显示,绝大多数参与研究的英专学生表达了对学术英语课程设置的需求。 问

卷结果显示,95%的学生认为学术英语应该纳入英语专业课程设置之中。 参与访谈的 13
位学生均支持学校开设学术英语课程,虽然他们的出发点不尽相同。 31%的受访者认为学

习学术英语可以提高个人综合能力,增强专业技能,如提高研究、语言、写作规范等技能。
也有

 

31%的受访者认为学习学术英语能够帮助学生适应专业学习。 15%的受访者认为自

学学术英语听说读写技能比较困难,因此需要学校设置学术英语课程并由教师进行专业指

导,系统地学习学术英语技能。 以上结果显示,学生对设置学术英语课程的普遍欢迎和

需求。
 

在众多技能中,英语专业学生对学术写作训练的需求最为强烈。 问卷结果显示,38%
的学生希望教师更加重视学术英语写作教学,其次才是口语(25%)和阅读(24%),而对听

力培训需求相对较少(12%),这与前面的研究结果一致,即学生听力技能较好,对听力的技

能训练需求较低。 访谈结果和问卷结果一致。 访谈中,两位一流高校学生表示目前的学术

写作课程内容太宽泛,缺少实际和有针对性的练习,因此仍然感觉不太会写规范的学术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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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因此,学生希望得到更多学术写作技能的指导,而当前的课程设置尚未满足学生的这

项学习需求。
 

这说明目前传统高校开设的学术写作课程仍不能满足学生的需求。
3. 3. 2 对学术英语研究技能和思辨能力的需求

 

英语专业学生表达了进行学术英语研究技能训练的强烈需求,包括正确引用参考文献

和避免抄袭的训练、学术词汇训练、文献转写和总结训练以及批判性思维训练。 在引用参

考文献和避免抄袭训练方面,问卷结果显示,90%的学生希望学校的学术英语课程进行更

多的正确引用文献和避免抄袭的训练。 绝大多数参与访谈的学生希望自己能够在这些方

面获得更多训练。 某外语类高校和某一流大学两位学生均指出,学校在引用文献和避免抄

袭方面的训练甚少,因此不确定如何正确引用和防止抄袭。 某一流大学学生认为,是否引

用参考文献和避免抄袭是看教师的要求,有些教师不要求,有些同学就肆意抄袭,尤其是去

应付不重要的课程论文。 这与徐昉(2013)关于国内英语专业学生普遍不会正确引用文献

和缺少规范写作意识的研究结果具有一致性。 然而遗憾的是,本研究结果显示这一现象似

乎仍没有得到解决。 这说明学生已经认识到引用文献和避免抄袭的重要性,希望获得到更

多训练,但是现有课程设置并未能满足学生的学业需求。
 

在转写和总结训练等研究技能方面,问卷结果显示,89%的学生希望获得更多的转写

和总结训练,提高学术写作能力。 访谈结果与问卷一致。 在 13 位受访者中,有 11 位同学

表达了对于现阶段加强转写和总结训练的需求,并阐释了原因。 综合而言,可以把这 11 位

同学的不同观点概括为三个方面:(1)缺乏同义词替换以及文章总结能力,需要加强练习,
规避抄袭现象;(2)不确定自己的转写和总结是否合理,需要教师反馈;(3)通过改写和总

结训练,综合提高自身学术水平。 这一结果说明,学生对学术英语研究技能训练的需求较

高,普遍欢迎更多的训练。
在思辨技能训练方面,问卷显示 94%的学生希望更多的思辨技能训练。 访谈结果与问

卷结果一致,70%的受访者希望能在这方面获得更多的训练。 某一流大学大三学生明确表

示:“我希望提升这方面能力,因为我觉得思辨技能是学术的起点之一,也是必备能力之

一。”但是,当问及学校是否针对学生的思辨技能进行专门训练时,七位同学(54%)认为学

校没有或者很少训练思辨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这七位同学均来自某一流和某外语类高

校。 然而有六位同学(46%)提到学校有思辨技能训练,其中,四位来自某中外合作大学,两
位来自某双一流高校。 这说明一流院校和外语类院校对于学生思辨技能的训练尚显不足,
远不及中外合作和双一流高校。 但同时,该结果说明中外合作大学学术英语课程对思辨能

力的培养有帮助。
综上,该结果回答了第二个研究问题,英专学生对于学校开设学术英语课程持积极态

度。 三所传统高校课程设置尚未能满足学生学业需求,而中外合作大学已将学术英语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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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英专一、二年级教学之中,该校英专学生对自己的学术英语能力更加自信。 因此,从大

一和大二就开始学术英语课程,并在听说读写多方面进行研究和思辨技能训练刻不容缓。
而目前只有中外合作大学的学术英语教学可以满足孙有中(2019)提出的要在听说读写中

训练思辨能力的要求。 因此,如何借鉴中外合作高校在英语专业开设学术英语教学的成功

案例和经验,在国内其他高校英语专业更有效地开展学术英语课程,提高学生的学术写作

技能、研究和思辨能力值得思考与探究。
 

4　 结语

本研究从学生角度探究了四所不同类型高校英语专业学生的学术英语能力现状和学

习需求,以期为新文科背景下英语专业教学改革方案提供参考借鉴。 研究结果发现,中外

合作大学英语专业学生由于学习了两年的学术英语课程,在听说读写等多方面进行了研究

和思辨能力训练,尤其在正确引用参考文献、防抄袭意识、学术文体及运用学术词汇等多个

研究和思辨能力的自信心都显著高于其他三类院校。 四类高校学生都认同学术英语课程

的重要性,希望提高学术写作技能、研究和思辨能力。 鉴此,建议各高校英语专业在大一和

大二开设学术英语教学,尽早培养学生学术英语能力、研究和思辨能力,将研究和思辨能力

作为大一和大二的重要目标,从听说读写各个方面进行训练,而不仅仅是聚焦读写训练或

者仅开设学术写作课程,还要在听讲座和小组讨论等听说技能训练中培养研究和思辨能

力,从大一和大二就建立学生对学术研究严谨务实、不断探索的态度,认真落实英语专业教

学改革的要求,适应新文科对英语专业人才培养的要求,以期培养研究型和国际型人才,适
应全球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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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itional
 

universities,
 

while
 

the
 

performance
 

of
 

students
 

in
 

Sino-foreign
 

cooperative
 

universities
 

shows
 

that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
 

(EAP)
 

courses
 

can
 

better
 

cultivate
 

the
 

research
 

skills
 

and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y
 

of
 

English
 

majors,
 

which
 

is
 

in
 

line
 

with
 

the
 

new
 

spirit
 

that
 

English
 

discipline
 

teaching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cultivation
 

of
 

critical
 

thinking
 

and
 

research
 

ability,
 

and
 

change
 

the
 

main
 

teaching
 

direction
 

of
 

language
 

sk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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