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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ver the years, the “FLTRP Cup” English public speaking and debating contests have been re-
garded as the most prestigious oral English competitions with the highest standards in China, at-
tracting the largest number of participants from across the whole country. This paper describes a 
qualitative study of SUSTech STEM undergraduates’ engagement in preparing these two contests 
from the intellectual, behavioral and emotional aspects. It aims at providing some pedagogical en-
lightenments for college English teachers at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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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外研社杯”英语演讲及辩论比赛已成为全国参赛人数最多、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英语口语类

赛事。本文以南方科技大学理工专业本科生参加“外研社杯”英语辩论及演讲比赛备赛为例，从智力、

行为及情感三个方面入手，对学生的投入情况进行质性研究并获得了一些教学方面的启示，希望这些启

示能够给予同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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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外研社杯”英语演讲及辩论比赛是我国高校最具代表性的英语口语类竞赛，前者创办于 2002 年，

在国内外广受关注，目前已被纳入中国高校创新人才培养暨学科竞赛评估项目[1]；后者至今已举办了二

十届，采用全球英语辩论公认的最高竞技形式——“世界大学生辩论赛”赛制，为全国大学生提供了展

示外语交流能力与思辨能力的平台[2]。随着这两项赛事打破专业界限、影响范围在国内高校当中逐渐扩大，

越来越多的非英语专业本科生加入到参赛队伍中来。由于英语演讲和辩论是一种复合型高层次外语语言

应用技能，训练并非一蹴而就，所以要求学生能够保证相当程度的投入才会达到理想的效果。与英语相

关专业学生不同的是，非英语专业的学生参与备赛培训往往是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特别是理工专业的

学生，他们自身的课程因专业性强、难度较大，多半需要占据大量的学习时间。在以往的学术研究当中，

针对如何指导英语专业学生进行辩论和演讲的有很多[3] [4]，即使在非英语专业学生指导方面的案例也多

是从语言学的角度进行的分析[5] [6]，因而从教育心理学的角度对其进行探究尚有空间。本研究的目的就

是从理工专业的参赛选手入手，从教育心理学的视角对非英语专业学生备赛的投入情况进行详细了解。 

2. 理论及研究方法 

2.1. 理论支持及研究问题 

“学生投入”(student engagement)这一概念是指学生作为主体在教育活动中积极主动参与并投入的状

况。本研究从学生个体的角度出发，力求通过学生对自己备赛投入经历的叙述，从学习心理的层面来了

解和分析其投入的情况。在高等教育环境下，特罗勒尔(Trowler)以布鲁姆的学习领域分类为基础，提出

了由认知、行为和情感三个维度组成的学生投入性模型，其中每一个维度都存在正面、负面或者不投入

的情况，它们可能同时并存于一个学生身上，属于学生对于学习的一种态度倾向[7]。这一模型给本研究

提供了相应的理论支持。 
具体到学生的备赛过程，根据这一理论模型定义的解释，认知投入是指学生为了获得更好的比赛成

绩而进行的智力参与；行为投入是指学生在备赛培训中应当遵守的行为规范；而情感投入则是指学生在

备赛过程中可能会经历的一些情绪上的反应。学生在这三种投入中可能存在正面、负面或者不投入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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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综上所述，本研究所探寻的具体问题阐述如下： 
理工专业本科生备战“外研社杯”演讲和辩论赛时在认知、行为和情感方面是怎样投入的？ 

2.2.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了质性研究的方法，目的在于深入了解理工专业本科生是如何投入到英语演讲和辩论比

赛备战的。研究对象为南方科技大学 2017 年参加“外研社杯”系列比赛的 3 名理工专业低年级本科生，

他们参赛及备赛具体情况如表 1 所示。 
对于数据搜集，本研究采用的是半开放性深度访谈法。笔者依据特罗勒尔的理论模型以及指导参赛

者备赛的经历设计出访谈提纲，分别对 3 名参赛者进行赛后访谈，内容主要涉及他们从认知、行为以及

情感方面对自己备赛投入情况的详细回忆。这样的方式能够给予参赛者更多的空间去叙述自己备赛的经

历，表达自己对备赛的看法，从而让笔者更好地了解他们备赛投入情况的共同之处，加深笔者的理解。

所有访谈内容均获得 3 名参赛者的许可，供笔者进行数据处理。对于数据分析，本研究采用的是扎根理

论中不断比较的方法，对学生的访谈内容进行编码，然后利用学生投入性理论模型进行梳理，最终提炼

出重要主题用于描述本研究的发现。 

3. 研究发现 

通过对访谈内容的梳理和提炼，参赛者在“外研社杯”演讲及辩论比赛的备赛投入情况如下： 

3.1. 对备赛的认知投入 

3 名参赛者均表示他们参加“外研社杯”英语演讲和辩论比赛感觉受益匪浅，为了获得更好的比赛

成绩，他们都投入了很多精力。而他们在备赛过程中认知的投入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百科知识的积累、

英语口语的表达、思辨能力以及心理素质的锻炼。 
辩论赛参赛者 B 认为整个备赛过程促使她勇敢地走出了自己熟悉的知识领域，将自己的知识面扩展

了很多。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舒适区，知识面也如此，我也不例外，觉得自己熟悉的东西和领域能说得更清楚，辩得更明

白，比如说日常的东西或者我的专业什么的，但是辩论赛不仅是要求我们对自己熟悉的知识融会贯通，更要求我们

勇敢地走出自己知识的舒适区，多接触不同学科的辩题，拓宽自己的知识储备，这样上场时才不会觉得心里空唠唠

的。 

此外，辩论赛参赛者 A 谈到了备赛过程对其英语表达能力的提升很有帮助，他发现英语的提高是建

立在知识面扩展的基础之上的。 

记得刚接触 BP (英国议会制)辩论的时候，老师跟我说辩题实在比赛开始前才公布，公布后只有 15 分钟准备时间，

当时我觉得好难啊！因为我很多时候都没办法把自己想说的全部说出来，说清楚。虽然我的英语口语在同龄人中还 

Table 1.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the research subjects 
表 1. 研究对象概况 

学生编号 年级 比赛属性 备赛时间 获得奖项 

A 2015 级 辩论赛地区赛、全国总决赛 各 1 个月 二等奖、三等奖 

B 2016 级 辩论赛地区赛、全国总决赛 各 1 个月 二等奖、三等奖 

C 2017 级 演讲比赛地区赛 刚入校 1 个月 优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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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但是谈到不熟悉的正式话题还是觉得词类匮乏。在准备比赛的时候，老师给了我们很多高大上且颇难的辩题，

这就逼着我去多看相关辩题的英文材料，不知不觉地我积累了不少词汇量，了解了很多国内外的时事，后来在参赛

时我发现，我竟然能在 7 分钟内用英文清楚地表达看法并反驳对方辩手，的确是个飞跃。 

的确，学生知识面宽了，就会迫使自己去学习更多与之相对应的英文表达词汇和句式，随着这些表

达方式的不断积累，英语交流能力逐渐就有了飞跃。 
演讲比赛参赛者 C 认为整个备赛阶段他投入最多的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心理素质的锻炼，另一个是

自己的思考过程，在他看来，这些投入对他理工专业的学习也很有帮助。 

因为演讲，必须锻炼自己的面对听众的胆量，还有，老师跟我说演讲的题材和角度一定要新颖，内容要有深度，

于是我在有限的时间内绞尽脑汁想想人或许不会想到的点，挖掘现象背后的东西，这个很难，尤其是即兴演讲，我

觉得是眼界的问题……逻辑也是个问题，但逻辑还不够清晰，对观点给出的支撑还不是很充分有效，看问题不够全

面，于是在老师的指导下我就多练习。我觉得所有这些对我专业课的学习也是有帮助的，比如我们许多全英文理工

类专业课都有口头英文报告…… 

其中，参赛者 C 所提到的思考过程，正是他提升思辨能力的一个过程。思辨能力作为大学教育重点

培养的可迁移能力，包含认知的清晰性、相关性、逻辑性、深刻性和灵活性[8]，而演讲需要学生在选题、

框架等方面着重练习分析、推理和评价，正好锻炼了学生的思辨能力，同时惠及他们理工专业课程的学习。 

3.2. 对备赛的行为投入 

对于备赛行为方面的投入，参赛者谈到在每次备赛培训过程中，他们普遍认为虽然自己对比赛本身

都抱有浓厚的兴趣，但能够用来备赛的时间却十分有限，这影响了他们按时参训和完成相应训练任务的

质量。换句话说，备赛时间少影响了学生备赛培训中应当遵守的行为规范。 
辩论赛参赛者 A 谈到因为其专业学习负担过重，几乎没有太多专门的时间用来准备比赛，有时连遵

守培训时间都较困难，比较自责。 

我是学数学的，现在大二基础课和专业课一大堆，每门课作业还不少，所以没太多时间专门来准备英语辩论赛。

老师跟我和搭档约时间培训，因为太忙了，我都很难确定参训的时间，经常改了又改，或者请假，其实我也觉得这

样挺烦人的，想起来都觉得对不起老师和我的搭档。 

而演讲比赛参赛者 C 因为刚入大学不久，觉得自己还需要很多时间去适应大学的学习方式，对能用

否完成好笔者在每次培训后留下的训练任务时常感到力不从心。 

我是刚入校不久的大一新生，能被选中参赛感到很荣幸，毕竟“外研社杯”英语演讲比赛的含金量是很高的，

不过我也不得不说，学校的课太多了，我们前两年又不分专业，属于理工科基础，老师讲课的方式和高中有很大的

不同，要适应还挺难的。虽然我每次都尽量抽时间完成老师给我布置的演讲练习作业，但仍然有超 deadline 完成的

情况,更别说拿更多时间进一步改进自己的演讲能力了。说实话，时间真心不够用啊。 

由此可见，参赛者的备赛行为投入主要取决于可供他们支配的受训及练习时间。由于理工类学科的

专业性强、难度大、需要适应过度期等特点，参赛本科生均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投入到自己的课业

学习中，因此对于备赛所投入的则非常有限，甚至会出现无法按时参加培训或完成训练任务的情况。在

这种情况下，备赛的训练效果会受到较大的影响，从而导致参赛成绩难以尽如人意。 

3.3. 对备赛的情感投入 

就备赛过程中可能会经历的一些情绪上的反应而言，参赛者均表示他们经历了不少情绪波动，备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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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十分艰辛。不过，他们也表示虽然有时会有负面情绪，但仍然会努力用意志力克服并及时进行自我

调整，坚持比赛。 
对于源于训练带来的负面情绪，演讲比赛参赛者 C 认为撰写演讲稿和即兴演讲的准备过程让他觉得

是一种十足被“虐”的状态。 

说实话，备赛是个十分被虐的事情，有时我觉得被虐得体无完肤。记得我很熬了几个通宵把自己的演讲稿写出

来交给老师看，结果反馈回来以后被批的呀……基本上是让我重写了，心里特别伤感。另外我第一次进行即兴演讲

的时候，那个磕磕巴巴，汗都出来了，总算憋完了，发现离规定时间 3 分钟还有好几十秒，虽然老师一直鼓励我，

但是当时真的觉得想找个地缝钻进去。 

同样，辩论赛参赛者 B 谈到在备赛的模拟辩论过程中因为被对方辩手驳倒让她有一种挫败感，同时

又十分焦急。 

我的分工是做第二发言辩手，主要涉及反驳和重新立论或总结。在学校培训进行模拟辩论的时候，好不容易想

出的观点被对方辩手驳倒又无法回击，内心感到十分挫败，又很急躁，因为我觉得自己理屈词穷了。 

不过，所有参赛者都觉得即使他们在备赛过程中经历了负面情绪，都能够进行自我缓解而坚持备赛。

正如辩论赛参赛者 A 所说的： 

我喜欢辩论，享受的是辩论思考彼此碰撞的过程，而非最后输赢结果，无论我辩得如何，只要坚持，每次都有

收获，学到很多对自己有用的东西，辩论能力也在逐步提高，我是在为这些积累的东西感到充实，感到满足与快乐，

可以说备赛是痛并快乐着，对我也是一种磨练。 

4. 结论与启示 

对南方科技大学“外研社杯”演讲和辩论比赛参赛者叙述的质性研究结果表明，从认知方面来看，

理工专业本科生的投入基本上是正面的，他们在备赛时拓宽自己的知识面，锻炼自己的心理素质，在提

高英语表达能力和思辨能力方面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从行为方面看，在参加英文辩论和演讲比赛时，理

工专业学生更强调时间的投入及利用效率的重要性，因为这直接影响他们备赛的行为规范。他们确实需

要较英语专业学生投入更多额外的时间和精力，克服更多由于时间有限带来的备赛困难。从情感方面来

看，理工专业学生可能都会经历了一定的情绪波动，正面负面均有，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他们意志力以

及情绪调控能力的一种锻炼。 
鉴于上述理工专业学生备战“外研社杯”英语演讲及辩论比赛投入的特点，对于指导此类学生参加

英语口语类竞赛或许需要英语教师在平时培训时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虑：首先，需要发挥理工专业学

生的优势，同时扩展他们的人文社科知识视野。对于理工专业的本科生而言，自然科学知识是他们的强

项，而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的涉猎可能由于阅历的不足而稍欠缺，但这是英语口语类竞赛考查的重要部分。

这时，教师需要鼓励他们在备赛期间多阅读相关的书籍并积极进行思考，形成自己对当下热点问题的看

法。其次，需要指导教师进一步统筹优化理工专业学生的备赛培训。由于理工专业本科生自身专业学习

负担较重，但备赛又必须保证训练的质与量，所以教师既不能给予学生过大的压力，又得发挥自己的主

观能动性，在有限的时间内尽量给予学生高效的培训，例如借用教育技术进行线下线上混合式指导等。

最后，教师需要随时关心学生的备赛心理，以鼓励引导为主，这样才能更好的帮助学生以积极的心态克

服比赛训练的难关，取得更好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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