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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博士研究生英语教学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和随意性，有的学校直接延续大学阶段的通用英语教学。教学对象不同，博士
研究生的英语教学显得比较特殊。科技的发展对高层次专业人才提出了较高要求，高校博士研究生英语学术能力提升在教
学目标定位、教学内容优化、内容要求、教学设计和评价方式等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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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各高校开设的博士研究生英语课程是参照中国高等院

校非英语专业研究生《硕士博士学位研究生英语教学大纲》

的要求根据各高等院校博士研究生的具体专业需求和英语

背景对各专业开设的公共基础课，学制通常为 1~2学期，

学时比较短，有的学校只有 20学时甚至以专题讲座形式呈

现。按照高层次专业人才的培养要求，需要改变以往一成不

变的教学模式，以学术能力培养为驱动，有效提高博士研究

生的综合能力。

2 教学目标的合理定位

围绕培养高素质国际化专业人才的总目标，教学中需

要引导学生感受和感悟语言，认识和使用语言，积累和运用

语言，要求学生熟练掌握英语，具有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

熟练的阅读能力和较好的写译能力。英语作为语言工具，使

其更好地为专业学习和研究服务，参与国际学术研究与交

流。教学中贯彻因材施教，学以致用的原则，增强论文写作

和学术研究中的批判性思维意识 [1]。

2.1 听说方面

与以往的英语教学要求不同，博士研究生的英语课程

是以国际学术交流为培养目标，这就要求加强对博士研究生

学术英语交流能力的培养，使他们具有较强的国际学术交流

的能力，提高他们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的语言能力和自信心。

这就要求教学中注重语言输出，在较短时间内强化能力。充

分调动学生积极参与教学活动的主观能动性，培养自信心，

激发学习潜力，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参与，让他们能够积极投

入到创设的学术氛围中，对一般性的原版视频节目，如新闻、

科技和学术性节目能看懂、理解，能够听懂专业的英语学术

报告，快速、准确地简要笔记，并能就专业话题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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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表达专业学术见解 [2]。

2.2 阅读方面

通过教学，要求学生熟练掌握英语阅读技能，对于英

语专业文献阅读的数量和准确性有较高要求。与本科或者硕

士阶段的英语教学不同，该阶段的阅读量较大，阅读材料

难度较大，句型更加复杂，对于专业文献要求准确归纳中心

大意和理解文献细节内容。够理解文章内容，归纳中心思

想。阅读应该以准确理解与大量阅读并重。要求在博士生阶

段，对于英语文献的总阅读量一般不低于 20万词，根据各

专业需求，理解性掌握词汇量和复用性掌握词汇量的要求都

更高。

2.3 写译方面

按照各高校博士研究生的培养要求，该阶段的英语教

学以科技、学术论文写作为重点。写作内容能够正确表达思

想，无重大语言错误。选词、句型和表达方式符合英语学术

写作的表达习惯。尤其对于题目、摘要等内容用词准确，能

够充分概括，句式规范，无语言错误。学术论文翻译涉及英

译汉和汉译英两部分，要求能够借助词典，翻译难度较大、

结构复杂的科技或专业文献，理解正确，表达方式符合目的

语的表达习惯，译文表达意思准确、通顺、完整、科学，用词、

句型、时态、语态和长句的使用规范。

3 学术能力培养的内容标准

在语言技能方面，强化并提高语言能力，了解并掌握

学术论文写作的英语表达，要求语法、词汇应用基本达意，

语用恰当，具有逻辑性，了解国际学术会议的过程并具备论

文陈述和解析能力、口头交流能力。

在文化养成方面，在设计教学活动和内容时，针对不

同英语水平的学生有意安排多种层次、由浅入深、由易到难

的话题和环节。教学中对于涉及西方文化的内容，引导学生

不断增强自我意识、提高思想觉悟和文化认同感，对中华民

族的文化充满自信心和自豪感 [3]。

学生通过该课程的学习树立起与他人用英语交流的信

心和勇气，增强用英语流利表达的技能。通过教学，使学生

具备良好的沟通、协调技巧和团队合作精神，培养批判性思

维能力，使所学知识得到进一步升华。

博士研究生英语课程教学方法是以学生为主体、教师

为主导，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参与性，培养学生运

用英语进行专业学习、表达自己专业思想的能力。

该阶段的英语教学尤其注重学生英语视听说能力的培

养，即侧重语言应用能力的提高，课程需增加原版音视频内

容，引导学生学习掌握一些语言提高的技巧，通过跟读、陈

述、记笔记和写作训练，让学生更好地掌握交际惯例，正确

并恰当地用英语，具备基本素质，提高学术英语沟通、交流

能力 [4]。

博士研究生的专业背景各不相同，通过学习，熟练掌

握英语这门工具，培养学生的学术英语综合能力。可以采用

任务型教学等方式，使学生真正成为教学的主体，教师在教

的过程中根据不同的学术主题呈现任务，学生在设定的任务

的驱动下，自主或合作完成教学活动呈现的各项的任务。教

学内容以阅读分析所选学术性文章为主，以学生大量阅读其

他相关学术性文章为辅。

教学中，重点围绕听说训练和学术综合能力的提高，

通过学习，要求学生能听懂正常速度的英语新闻、访谈节目

和学术报告，能正确表达自己思想、观点和学术见解，内容

涉及英语语音特点、句型结构、背景知识、听说难点等方面。

同时要求学生在课下进行专业阅读和写作练习，教师在课堂

上检测学生课下阅读所形成的对文章的理解，使学生从自己

对文章的实际分析和授课教师对文章的实际分析中逐渐感

悟自己研究领域中世界一流学术期刊文章的写作特点和英

语语言的实际运用方法。

英语教学要求以学生为主体，不断培养他们的主体意

识，结合课堂教学，增加实践性教学活动环节，提高他们学

习的主体性。重视学生的主体性，尽量给予学生更多的英语

训练时间和思考空间。以语言训练为主，创造更多机会让学

生用英语表达思想，具备分析、讨论、合作、归纳、理解等

能力。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始终担任引导者，更多地参与

指导，实现教师与学生真正的互动。通过教学，学生能够具

备较好的英语语言能力，能够结合自己的专业，阅读英语专

业文献，撰写英语专业论文。

4 教学设计的科学优化

英语课程的教学是为了提高博士研究生英语综合应用

能力，结合各专业需求和学生英语水平实际。通过教学，提

高学生的英语语言应用能力，专业前沿信息学习和研究的能

力，按照专业需求，实现因材施教，着力培养具有较强国际

学术交流能力的高素质专业人才。

该阶段的教学对象经过大学英语和研究生英语教育之

后的博士研究生，他们已经具备较好的英语语言基础，有一

定的词汇量，听说方面能力较弱，阅读能力较强，写译能力

较弱，参与国际学术交流能力欠缺。

语言是表达思想的载体，是逻辑思维的工具，是思维

过程的再现。英语课程教学从侧重于语言层面的教学转向以

思维层面为主导，结合各专业实际，将价值导向与知识传授

相结合，将课程思政内容融入教学，正确引导博士研究生对

所学专业价值体系的认知，引导学生坚持严肃的研究和学习

态度，培养具备良好的学术道德，崇尚科学精神，提高学术

修养。突出以专业需求为主的针对性教学内容设计，努力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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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博士研究生的整体文化素养和学术素养，拓展国际视野，

塑造高层次专业人才。引导学生注重科学道德教育，避免功

利主义和学术不端行为。

5 结语

博士研究生的英语课程教学主要围绕博士研究生参与

国际学术交流所需要的通用性英语语言技能和相关知识，培

养博士研究生具备较强的英语综合能力，为参与国际学术交

流奠定基础。教学中应注重培养学生掌握英语交流的一般规

则和常用技巧，使学生能够以英语为工具，追踪世界前沿专

业领域信息，熟练进行本专业的学术交流，具备较强的跨文

化交流能力、专业文献阅读能力、论文摘要和研究报告的写

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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