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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glish teaching on specialized curriculum is one of the innovative reform modes of higher inter-
nationalization education in China, and there are many theories, methods, measures and experi-
ences worthy of exploration and study. In this paper, the background and necessity of research on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and quality assurance of English teaching on specialized curriculum are 
analyzed. On the basis of making comparisons of English specialized teaching between domestic 
and overseas, some prominent problems exposed in such process are analyzed. Then, the content 
of English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measures and quality assurance is illustrated in det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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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全英文专业课教学是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教育改革的创新模式之一，有诸多理论、方法、措施和经验值

得探索和研究。本文首先分析了全英文专业课程建设与质量保证研究的背景及其必要性。在对国内外全

英文专业课教学现状进行比较的基础上，梳理并剖析了全英文专业课教学存在的问题，进而全面阐述了

全英文课程建设的内容和质量保证措施。 
 
关键词 

全英文，课程建设，工程教育，达成度，质量保障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序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科技、文化发展不断加强，宽领域的国际化融合发展需求日益增加。高

等学校日益成为国际化教育实践、检验与评估的主窗口。 
2016 年 6 月我国加入《华盛顿协议》，正式成为国际工程教育联盟成员国。这不但有助于促进我国

按照国际标准培养工程师，提高工程技术人才培养质量，提升我国工程教育水平，而且对于推动我国工

程师资格与国际互认，使我国工程技术走向世界具有重要意义。全英文专业课教学是国际工程教育的必

然要求，符合国际工程教育标准的本科教育明确要求学生必须“具备一定的国际视野，能够在跨文化背

景下进行沟通和交流”。全英文专业课教学是我国高等教育走向国际化、促进国际科技创新和交流、增

强国际影响力的必由之路。 
在“十三五”的开局之年，党中央从国家教育战略高度着眼，开启了高等教育“双一流”建设的宏

伟工程。按照“双一流”建设的核心内涵和要求——标杆引领、内涵发展和契合一流标准，我国高等教

育要融入全球学术创新和教育治理的大舞台，则必须开展一系列教育教学改革，全英文专业课教学改革

是其中最为迫切的任务之一。 
全英文专业课教学是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教育改革的创新模式。国内的全英文专业教育开展和研究

遍地开花，但普遍存在教学目标不清楚、教学开展单一、教材选用不恰当、师资薄弱等方面的突出问题。

研究主要表现为：理论性不足，研究方法和保障措施缺乏科学性，此外，研究内容较为分散、孤立，没

有从系统角度进行研究。在此背景下系统地开展全英语专业课程建设的理论、方法、措施和保障研究，

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2. 全英文教学研究的现状分析 

2.1. 现状梳理 

国内外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分析了全英语专业课教学的特色、优势和存在问题，给出了一些有借鉴意

义的方法、措施和发展方向。研究主要集中在学生适应性、教材选择、师资培养和教学方法等层面。既

有对学生领悟水平的研究，又有对教师语言效果的影响分析，也有教学资源建设探索，还有教学措施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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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等，不一而足。 
1、国内现状 
李文娟[1]从教学目标、师资队伍建设、教材及教辅资料的多元化选择、教学方法的改革角度给出了

建议；陈峻等[2]探索了教学环节设计及效果评价，以案例形式研究了“学习能力”、“专业掌握”、“考

核交流”及“综合建议”等渐进方案；蔡基刚[3]测试了学生在公共英语四级水平基础上学习全英文专业

课程的能力和效果，从教学理念、学生观念和课程设置等方面剖析了全英文专业课授课(English Medium 
Instruction, EMI)的可行性；李颖[4]研究了学生综合认知水平、英语理解与表达能力对全英文教学的制约

性，设计并测试了不同层次的全英语专业学习的模式(包括教师和学生)和方法，得出了比对结论；马吉平

[5]从全英文教学与高等教育国际化、教育理念和教学方式的转变以及全英文教学资源建设等几个方面对

全英文教学进行了探讨；牛振东[6]从教师培养、教材建设、教学平台改进、课程规划、国际化教学、教

学评估方面论述了全英文培养建设方案；詹君恒[7]从师资、学生、教材和教辅以及教学过程等角度分析

了全英文教学中的主要问题，并提出相关对策与建议；何玉等[8]针对留学生进行全英文教学，初步研究

了优化培养方案、组建优秀教学团队、建立多元规范的学习(实践)评价监控体系；杨平[9]以课堂教学与

第二课堂建设、课程网站建设与科研实践关系、师生间的交流为主要论题，研究了全英文示范课建设的

经验和方法；张云莲等[10]指出了全英文教学在教学模式、教学互动、课堂组织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

了旨在提高全英文教学质量的“一看、二听、三实践”的直观教学模式。 
2、国外现状 
英语作为全球覆盖面最广的一种语言，已经涵盖 101 个国家。在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无论在基础

教育，还是高等教育，都无一例外地推广使用 EMI。随着国际化交流进程的日益增加，作为国际学术与

文化交流荟萃的主战场，国际著名大学(即使其母语非英语)也使用全英文进行教学交流。比如著名的东京

大学、京都大学的大学英语教学从一年级开始就与专业挂钩。一年级为通用学术(General Academic Pur-
poses, GAP)阶段，二至四年级为专业学术(Specific Academic Purposes)阶段[11]。处于法语区的麦吉尔大

学的所有教学活动都是以英语作为交流语言。此外，作为华语、马来语和英语混合使用的国家，新加坡

的所有大学的主要专业课程均使用英文教学。同样，作为粤语英语混合使用的我国香港地区，几乎所有

大学的本科专业课(包括选修课)均使用全英文教学。比如：香港大学的英语中心为本科生开设多达 42 门

的专业英语课[12]。荷兰、希腊以及北欧各国政府通过政策对英语使用进行规范化要求[13]。这些区域国

家的大学在对本科生及研究生用英语授课的比率在非英语为母语的区域中是最高的[14]。在希腊雅典大学

中，非英语专业的学生在大学刚开始阶段就直接学习英语专业课，比如：经济学英语、医学英语、法律

英语等，在一流师资(大多具有英美博士学位)的教授下，几乎所有大学毕业生都能流利地用英语进行专业

问题交流和沟通。甚至有 70%的人认为自己能用外语与外国人沟通[15]。 
国外(国际)的全英文专业教育研究主要侧重在理论分析和方法探索，建立互动学习氛围，恰当运用多

元语言环境，关注适应性。主要表现为：1) 需求上满足特定的学习者；2) 内容上与特定专业和职业相关；

3) 词汇句法和语篇放在与特定的专业、职业相关活动的语言运用上[16]；早期的“分离潜在能力模型”

(Separate Underlying Proficiency Model, SUP)认为，学习者的母语能力与外语能力是相分离的，两者之间

是一种平衡状态，即，当一种能力增长时就意味着另一种能力减弱了。Cummins [17]提出了“共同潜在

能力模型”(Common Underlying Proficiency Model, CUP)：当一种语言向另一种语言转换时，双语能力就

是使用同一个中心处理系统，学习者掌握了一种语言，会有利于或者促进其他语言的获得。Sharpe [18]
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视角分析了教师的课堂话语策略，用以提升学生在某个学科领域的学习技巧和学科

内容。Wette & Hawken [19]研究了一门医学英语课(English for Medical Purposes, EMP)的教学效果，以书

面测试的形式考察学生掌握的委婉语、外行医学术语(即面向外行使用的医学术语)和正确的语言形式；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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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扮演的形式考察学生是否能够有效完成问诊。研究认为，即便是比较短期的医学英语课程也能较好

地增加学习者的专业词汇量以及常用句型，有效提升较复杂的临床交流技能。 

2.2. 问题与剖析 

上述分析表明：国外的全英文专业教学重视理论研究、环境设置与实际应用，从源头抓起，能够以

学生为中心探索教学内容和方法，从根本上解决全英语教学中学生的兴趣、意识和参与问题。国内从不

同层面研究并初步回答了全英语专业课授课的典型问题，有一定的针对性。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问

题已经在全英语专业授课的教学中逐步暴露，现剖析如下。 
1、实施目标不明确 
许多教师未能从国际交流的角度来审视高等教育国际化要求，未能知晓或理解国际工程教育对人才

在交流能力上的规定，从而导致对全英文专业课教学目标的模糊认识。传统全英文专业教学大多片面夸

大语言学习功能，过度关注如何提高学生的外语表达能力，不自觉地弱化了将语言与专业知识进行融合

性传授，从而使专业课全英文教学变成了纯粹的语言教学。这是典型的注重形似而非神似的形式主义。 
2、教学方法单一 
在照搬中文专业教学计划和要求的基础上，教师大多采用“满堂灌”的传统方式施教。在课时紧张

的条件下，教师一方面无暇与学生过多地交流互动，另一方面缺乏引导学生主动参与课堂教学的能力，

未能充分设计课堂研讨交流的环境(氛围)，在培养学生用英文方式思考和表述专业问题上下的功夫不到位，

从而导致了师生在全英文专业课教学中“艰难行走”的局面，最终使全英文教学效果远远低于预期值。 
3、学生缺乏学习热情 
大部分学生只经历了公共外语的词汇、语法、篇章结构学习，没有系统地接受专业英语学习和口语

交流训练。一方面，学生的英语读、写、说水平参差不齐，另一方面，由于专业理论深奥抽象、知识结

构复杂，学生在理解消化上存在固有困难。大部分学生在专业理解和语言方面存在着双重障碍，因而全

英文学习交流的为难情绪严重，甚至产生厌学放弃的念头，严重影响了学习积极性和热情。产生这样的

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学生畏难怕苦、消极懒惰方面的原因，也存在专业内容设置不合理、教学方法不

恰当、教师水平不高等方面的原因。 
4、教材选用不恰当 
大多数全英语专业教学都选用国外原版教材。然而，国外全英文教材在专业内容，组织结构及编排

设计上不太契合我国专业教学的实际情况。教材质量是制约全英文专业教学成效的一大瓶颈，故编写适

合中国国情的面向国际交流的全英文专业教材是课程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 
5、师资力量薄弱 
全英文专业课教学对师资的要求较高。它不仅需要有过硬的专业水平，也需要有熟练规范的英语表

达能力，还需要有乐于奉献、爱岗敬业、勇于挑战的高尚师德，更需要有丰富的情商、耐心和心理素质。

目前能够拥有这些优秀素养或条件的教师还为数不多。很多全英文专业课教师的专业知识和教学经验比

较丰富，但英语表达不够专业、流畅。这种“跛脚”现象将教师幽默风趣、挥洒自如地热情授课变成了

循规蹈矩、瞻前顾后地照本(PPT)宣科，导致课堂气氛乏味沉闷，从而制约了师生间的互动交流，使得教

学效果不理想。如何建立一支高水平的师资队伍是实施全英文专业课程建设的关键所在。 
6、保障措施不科学 
全英文专业课的教学计划在原有中文教学计划的基础上简单地增添了英语教学形式，而相关的教学

目的、教学进程、课程安排，学时规定、教学手段以及课程考核的纲领性设计未能科学地设计或更新，

比如：教学进程没有科学地体现全英文教学的语言与专业融合的要求。又如：课时设置完全照搬中文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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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课时设置的要求，没能充分考虑到语言交流与专业融合带来的授课进程减慢的问题，这种不顾实际情

况而简单复制中文课时设置的做法是不科学的，粗疏草率的。 

2.3. 系统性研究全英文专业课程建设的必要性 

上述分析表明，我国全英语专业教学改革的实际成效并不如意。究其原因，其根本在于对全英文专

业教学这一课题缺乏系统性研究。研究大多是局部地、蜻蜓点水式地就事论事，过多关注问题暴露；提

出的措施往往流于口号与宣讲，缺乏深层次的理论研究与科学分析，没能完整地建立全英文专业课程建

设体与质量保证体系。 
国外对全英文专业课教学研究有诸多优秀的成果和经验，值得借鉴和推广。如果能够吸收国内外全

英文专业教学的精华，整合并借鉴优秀的教学理论和方法，从大视角大格局上系统地研究全英文专业课

程建设和质量保障的理论和应用，这对建立一整套较为完善的、融入世界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全英文专

业课教学体系无疑具有重要价值和积极推动意义。 

3. 全英文专业课程建设分析与研究 

从理论和实践上研究全英文专业课程建设有助于为教育决策部门从顶层设计并制定高校全英文专业

教育培养方案、落实必要的保障措施提供重要的参考。全英文专业课程建设是一套包含多个环节的科学

体系，各个换环节之间相互促进，相互制约。下面分别从课程大纲、教学开展、教材建设、师资队伍四

个方面进行研究。 

3.1. 课程大纲 

课程大纲是课程教学的规范性指导文件，是开展教学工作的基本依据。课程大纲要遵循正确的指导

思想，符合专业培养目标，服从课程体系结构及教学计划安排的整体要求。在全英文专业授课要求下，

研究课程大纲的制定原则、方法和内容是课程建设要首先解决好的问题。 
1、制定原则 
考虑到中国学生学习全英文专业课的局限性，课程大纲的制定原则需充分考虑如何将专业英语的表

述、实践、交流和应用融于大纲中，突出专业知识学习、能力培养、技能掌握的专业英语交流性质。在

这样要求下，明确规定教学大纲的内容、形式和比例具有限定方向的作用。将情景英语教学大纲(在什么

场合下使用专业英语？怎样使用？表达方式、文化和语境如何？等等)的理念和方法[20]与语法(词汇)教学

大纲的基础元素(语法组织规则、形式特征、专业词汇解释及描述) [21]和任务教学型大纲(分析并解决专

业问题)有机地组织、融合和设计是全英文专业教学大纲确立的基本原则。在这样的指导原则下，制定的

大纲才能使语言认知规律、专业知识掌握与交际运用能力相得益彰，教学才不至于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

极端。真正为“跨文化背景下进行沟通和交流”的有效开展指明正确的方向。 
2、制定方法 
根据国际工程教育实践经验，全英文专业课程大纲具有显著的实践性、动态性和改进性(所谓持续改

进)，绝非在中文大纲基础上进行简单地增删，一劳永逸，更不是想当然地闭门造车。全英文专业课教学

大纲的制定须结合专业要求、语言水平、沟通需求等实际情况，进行科学地研究。专业行动研究(Action 
Research) [22]是一种科学的值得借鉴的大纲制定方法。全英文专业教研组成员开展的比较调查、过程体

验、问题聚焦、合作研讨、反思改进等具体行动能够积累丰富的素材和经验，从而为专业大纲的制定和

完善提供科学依据。 
3、制定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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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是教学大纲的核心。它通过一系列子对象的有机联系，构成一个动态的、持续改进的环。研究

全英文专业课教学大纲内容的设置和组成是顺利开展教学、高效完成规定任务的有力保障。教学大纲主

要包括八方面的内容：课程目标，教学内容、教学环节、达成课程目标的措施、成绩评定、课程目标达

成度设计与分析、课程目标对毕业要求的支撑、学时分配等要素。现探讨前 6 个主要内容。 
1) 课程目标 
课程目标首先要规定全英文专业课的性质，既要考虑专业性，又要考虑语言交流性。不但要明确规

定学生对具体专业知识的理解、运用水平和能力方面的刚性要求，而且要在专业语言的运用、表述与写

作上分类实现限定的目标。尽管教学目标的制定需要根据全英文课程教学的实际条件而灵活制定，但制

定的基本思想需围绕工程教育中关于毕业要求对“跨文化背景下进行沟通和交流”的指标性目标而展开。

制定教学目标需要考虑清晰性，应具有区分度，防止模糊不清或交叉覆盖。 
2) 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的本质是按照章节再现专业知识的分布体系。以全英文语言作为交流载体而展开的教学内

容需涵盖专业知识结构、要点、语言表述与训练交流等内容。 
教学内容的各部分需对应于具体的课程目标，这样才能有的放矢。明确要求学生在各部分内容中要

达到何种能力(知道什么？能够什么？采用什么手段\工具验证什么，获得什么？专业沟通、交流与写作要

达到的水平——准确性、流畅性，等等)。 
3) 教学环节 
教学环节是教学过程中的一种具有时间先后衔接性的有机整体。它包括典型的五环节：复习提问、

引入新课、讲授新课、总结归纳、课后作业。这些环节是在备课中需要准备的要素，值得深入探索和研

究。教学环节设计的核心仍然是专业知识的描述(解释)与英文表达相结合的问题。 
第一，需要研究复习提问的几个典型问题：提问的作用(巩固性)、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专业知识的

语言表达，词汇、惯用语、专业知识)，采用什么方式(师生对话，学生之间提问对答)，评论(知识复现的

质量、表达的准确性与流畅性)，设计过渡(问题提出，承上启下，转入新课)等等。 
第二，关于引入新课，需要考虑专业问题的针对性，采取什么手段和方式。 
第三，讲授新课，需要明确研究相关专业知识的重难点及各个层面要求(知道，理解，识记，推理，

应用)，构建知识体系的结构，理清线索脉络，设计专业词汇和惯用语的情景表达，研究交流训练的过程

和方式(重点研究专业知识应用中的全英文互动交流与表达)。 
第四，关于归纳总结，重点突出知识要点梳理，核心问题描述，原理及方法应用，重要结论阐释；

研究总结方式(师生互动描述——教师启发式提问，学生现场阐述，教师归纳升华等)。 
第五，对于课后作业，考虑从应用角度强调用英文描述专业问题的规范性(格式)，关注用语的严谨性

与准确性，适度布置与专业问题相关的英语写作，通过交流达到提升学生间用英语进行专业表述的能力

(知识准确性、描述规范性和表达流畅性)。 
4) 课程目标达成的措施 
全英文专业课是一门兼具专业理论性、实践性及外语交流性的课程。一般说来，其教学目标多、教

学内容丰富，因而达成课程目标的措施具有多样性。教学过程是一个从“试”(尝试学习)到“导”(有效

指导)再到“评”(多元评价)的无限循环、螺旋上升的过程。研究应重点考虑下列两方面的问题。 
第一，课程目标达成方法 
几个典型的方法值得关注： 
a) 理论联系实际。以典型对象的功能、性质及特点为突破口，通过归纳(演绎)引导学生理解专业概

念、基本理论、测试原理及方法，利用学生感兴趣的案例帮助学生获得专业学习的方法和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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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遵循学习规律。根据思维发展的主线索(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开展课堂教学，辅之专

题讲座和习题练习。 
c) 锻炼科学素养。通过示范(举例)、巩固练习与研讨，训练学生的科学素养(思维的严谨性、分析的

严密性、方法的正确性、计算的准确性、结论的客观性)。 
d) 问题解决驱动。通过设置“小项目”或研讨任务，训练学生的问题解决能力(团队协作、思维优化、

可行性分析、方案形成、语言交流、报告撰写的科学能力、品质和素养)。 
第二，课程目标达成途径 
a) 大班授课，小班研讨： 
① 分组研讨(设计)：学生以组为单位，解决一个专业课程所涉及的综合问题(各组题目互不相同)。 
② 实施方略：研讨组长组织小组成员开展多种形式的研讨学习活动(包括查阅相关资料、问题讨论、

方案设计、考勤、研讨评价等)。 
③ 成效评价：安排一定课时进行讲解与答辩——教师和学生现场互动提问回答(根据国际工程教育

要求，涉及面向内部技术问题，面向非技术及社会伦理问题——共同指向对问题本身和英语交流质量的

评价)，促使学生的研讨过程切合教育训练要求；监控团队研讨的全过程，实行动态、分解和加权评价。 
b) 作业巩固：内容为章节部分习题。强化学生对知识的巩固，加深对知识的理解与运用。 
c) 随堂测验：检验学生学习效果，掌握学生学习状况，为改进教学方法和手段提供直接“素材”。 
d) 实验训练：演示、验证、综合与发挥。通过对专业问题的直观性和过程性验证，促进学生理解理

论和实际的一致性、差异性，进而推动学生思维具体与抽象间的融合。 
e) 期中考试：阶段性检验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分析和综合运用水平。 
f) 期末考试：综合性检验学生思维的严谨性、分析的严密性、方法的正确性、计算的准确性、结论

的客观性。 
g) 学习考勤：动态随机考查学生学习的参与态度。 
如果条件允许，全英文专业课程教学开展应配备一名研究生助教，负责学生考勤、答疑、批改作业

等，协助完成教学工作。 
第三，加强课程的过程考核，每个学习单元设置相应的单元小测验；可考虑在期中安排一次阶段考

试，及时了解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根据考核结果进行教学调整。 
第四，采用新的教学评价和考核方式。将标准答案考试与非标准答案考试相结合，教师评价与学生

评价相结合，注重学习过程和学习结果，以多元化的评价机制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 
5) 成绩评定 
由于全英文专业课程实施是一种结合语言表达的新型教学模式。学生的学习效果受多种因素制约，

比如，教师的专业水平、语言能力、授课技巧、学生的知识背景，专业掌握程度，语言表达水平，参与

度等。故对学生的学习评价没有一种完全可照搬的经典模式。成绩评定应着重考虑以下要素： 
第一、评定依据 
a) 原则。比如，形成性、分解性、动态性。 
b) 目的。综合考察学生对课程学习的语言水平和专业能力，为课程目标达成评价奠定量化基础。 
c) 方式。比如，各个环节综合考核，加权评定。 
第二、成绩构成 
研究课程总成绩的构成及比例。 
a) 平时成绩：由多项加权构成，比如：表达部分——专业问题的课堂英语描述，互动交流、小组研

讨；写作部分——平时作业、单元小测验。一般说来，表达交流部分在平时成绩中需要设置较大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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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实验(研讨)成绩：考察操作技能、团队协作与交流水平能力。可以考虑由实验(实习)的现场表现和

实验报告质量两部分组成。其中实验(实习)表现(涉及交流)是动态的，需要现场记录并动态评定； 
c) 期中成绩：由阶段性考试成绩决定，按百分制给出，主要考查学生用英语对专业问题进行文字描

述的质量(重点考查专业知识的理解性、应用性，写作用语的准确性、规范性、专业性)； 
d) 期末成绩：由期末卷面考试成绩决定，按百分制给出，考查同期中考试。 
科学制定总成绩的比例决定着考核评估效果。成绩考核关注的重点为专业能力与表达(口语表达与书

面表达)水平。表 1 给出了四川大学测控专业全英文《单片机原理与应用》(The 8051 Microprocessor)专业

课教学大纲中的成绩构成。 
 
Table 1. Assessment composition (proportion form) of the full English specialized course “principle and application of sin-
gle-chip microcomputer” for the measurement and control major of Sichuan university 
表 1. 四川大学测控专业全英文《单片机原理与应用》课程考核成绩构成(比例形式) 

平时成绩(35%) 实验(研讨)成绩(15%) 期中成绩 25% 期末成绩 25% 

交流 15% 作业 10% 测验 10% 交流 5% 技能 5% 协作 5% 专业 15% 写作 10% 专业 15% 写作 10% 

总成绩 = 平时成绩 × 35% + 实验成绩 × 15% + 期中成绩 × 25% + 期末成绩 × 25% 

 

从表 1 可以看出，全英文《单片机原理与应用》考核的成绩构成及比例主要考虑了对专业的英语口

语表述、写作及专业能力的评价(其中，专业口语交流占比为 20%，专业写作占比为 20%，专业能力和表

述混合占比则为 60%)。 
第三、评分标准 
研究评分标准是全英文专业课程考核的准绳。只有制定了客观合理的评分准则，成绩评定才具有可

比性，也才能为教学目标的达成奠定量化基础，从而为课程各部分的持续改进提供最直接的参考依据。

一般说来，评分标准要考虑两方面的内容： 
a) 评分项目(包括项目分解与细化)。 
b) 评分标准(划分等级与分值范围)。 
表 2 列出了四川大学全英文《单片机原理与应用》实验成绩的评分标准。 

 
Table 2. Experimental scoring criteria (score form) of the full English specialized course “principle and application of sin-
gle-chip microcomputer” for the measurement and control major of Sichuan university 
表 2. 四川大学测控专业全英文《单片机原理与应用》实验成绩评分标准(分值) 

操作规范(20) 实验表现(30) 报告质量(50) 

实验规程 
(10) 

技术规范 
(10) 

预习状态 
(5) 

参与态度 
(5) 

交流效果 
(10) 

探索精神 
(10) 

报告撰写 
(20) 

问题分析 
(10) 

研究探讨 
(10) 

归纳总结 
(10) 

上述各项得分按“好”(90%~100%)、“较好”(80%~89%)、“中”(70%~79%)、“一般”(60%~69%)、“差”(<59%)五级大致确

定分值范围。 
比如：对于“报告撰写”项，分值范围分别为：“好”(18~20)、“较好”(16~17)、“中”(14~15)、“一般”(12~13)、“差”(11
分以下) 

 

表 2 设置了对学生进行专业能力检测的评判标准。主要体现对专业能力(操作规程、技术、交流、撰

写、分析、总结)评分进行分解与细化，设置了各项得分的范围。 
第四、笔试命题 
笔试命题需要考虑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a) 适用阶段：比如，期中(阶段性)考试或期末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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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课程目标所涵盖的范围。 
c) 题型及比例。 
d) 课程目标大致对应的题型。 
命题需要考虑知识的特点，进行分类设计与组织，使各类题型都能有效地拾取考核要点对课程目标

的支撑，为课程目标的达成分析奠定基础。表 3 为四川大学全英文《单片机原理与应用》课程笔试命题

的题型设计。 
 
Table 3. Item-type design (score form) for written examination of the full English specialized course “principle and applica-
tion of single-chip microcomputer” for the measurement and control major of Sichuan university 
表 3. 四川大学测控专业全英文《单片机原理与应用》笔试命题题型设计(分值) 

填空题(15) 选择题(15) 简答题(20) 
设计分析(50) 

(A 类) (38) (B 类) (12) 

(1) 填空题、选择题和简答题主要考核课程目标 1、2、3、4、5、6，考查学生对基本概念、技术和方法的理解与应用； 
(2) 设计分析(A 类)主要考核课程目标 2、3、4、5，即考查学生应用基本原理、方法及技术解决指标性问题的能力； 
(3) 分析分析(B 类)主要考核课程目标 1~7，考查学生综合应用各种方法、技术进行论证、分析和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能力，部

分问题采用开放式答案。 
 

6) 课程目标达成度设计与分析 
根据国际工程教育关于专业能力和交流的要求，作为承担专业学习与交流双重任务的全英文专业课

程教学，其最终产出是获取课程目标达成度，从而为满足毕业要求关于分项指标的达成度提供量化依据。

研究课程目标的达成度，需要关注以下两方面的问题。 
第一，课程目标达成度的设计 
a) 统计各考核指标(比如：交流、研讨、实验、填空题，选择题等)的值。设第 i 项指标的考核值为 ia ，

各考核指标的实际得分 ib 。 
b) 计算考核指标的基础达成百分比： 

100%i i iv b a= ×                                         (i) 

c) 根据课程目标分项的要求及考核指标所反映的课程目标情形(接近程度)，选择考核指标(注意：并

非所有考核指标都能被选中)，确定课程目标对应被选考核指标的规定达成值。 
在课程目标达成值关于被选考核指标规定达成值的设计中，应尽量避免主观性和随意性。实际教学

经验和工程教育实践表明，某项课程目标的被选考核指标的权重已经在课程的基础考核值中加以体现，

则其权重规律被带入到某项课程目标的评价中较为合理，因此，采用被选考核指标的基础考核值之间的

比例来确定其规定达成值具有一定的科学性。这种设计方法使计算某项课程目标的达成值具有较为客观

的量化依据。 
例如：假设计算第 j 项课程目标达成的被选考核指标的基础考核值为： 1 2 5, ,a a a ，则被选考核指标对

课程目标的规定达成值为： 

( )
( )
( )

1 1 1 2 5

2 2 1 2 5

5 5 1 2 5

av a a a a

av a a a a

av a a a a

 = + +


= + +
 = + +

                                    (ii) 

显然， 1 2 5 1av av av+ + = 。 
d) 计算被选考核指标对课程目标的实际达成值 rav——被选考核指标的规定达成值与对应基础达成

百分比的乘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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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根据式(i)及(ii)及 rav的计算方法，有： 

1 1 1

2 2 2

5 5 5

rav av v
rav av v
rav av v

= ×
 = ×
 = ×

                                       (iii) 

e) 计算课程目标的达成值——将所有考核指标对课程目标的实际达成值求和。 
例如，根据上述分析，第 j 项课程目标的达成值为： 

1 2 5jobv rav rav rav= + +                                     (iv) 

课程目标达成为毕业要求达成提供课程的量化依据(该课程在毕业要求达成度中占一定的权重)。 
第二，课程目标达成度的分析 
明确几个问题：a) 分析的目的；b) 分析的方法(横向和纵向，产生原因——指向改进对象)；c) 持续

改进依据、方式和措施。 
总之，研究并制定教学大纲是课程建设的首要任务，制定它是为了使全英文专业教学开展遵循一定

标准，契合国际工程教育要求，从而为课程目标的达成度及人才评价奠定量化基础。 

3.2. 教学开展 

对全英文专业课教学开展过程的理论、方法、策略和经验进行全方位研究和分析，通过扬弃与持续

改进无疑会对教学效率的提升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教学开展的品质直接影响课全英文专业课教学的效

果，下面从内外两方面进行阐述。 
1、心灵契合效应 
教学开展的关键在于解决好学生学习的内因，其首要任务是形成内驱动力——愿意学，有兴趣学，

能学有所获，学有所用，有成就感。因此，研究学生的特点和需要，因材施教，探索如何充分调动学生

学习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是解决学生动力的第一要务。 
首先，从感觉、知觉、表象的生硬形似翻译(中式套用)到概念、判断、推理的神似娴熟英语表达是一

个非一蹴而就的渐进过程。将专业内容引入、过渡、词语运用和惯用表达循序渐进地融合符合事物认知

规律。因此，在教学开展中进行渐进性、融合性、训练性教育是解决学生全英文专业课学习动力的关键。 
其次，将专业描述的听说分析与语言纠正训练遍及每一个学生，让其得到尊重和关注(关怀)。学生在

教学中得到赞扬鼓励而获得成就感，无疑会提高其学习兴趣，激发出动力。后现代教育的人本主义提倡

尊重学生人格，重视启发，其目的是使学生身心和谐发展[23]。人本主义思想与罗森塔尔效应[24]密切相

连，它们具有较为明显的因果关系。这样的关注性教育思想比较适合全英文专业课教学的开展。 
全英文专业课教师应当充当学生学习的促进者，以满足他(她)们的求知欲，教会学生如何学习[25]。

在这个意义上讲，“人本关怀”设置了一种的全新的心灵契合模式。它是“一种遵循人类天性的真实教

育”[26]，不是机械填鸭式灌输，而是民主与集中、自由与严谨、赞扬与否定相结合的是的探索过程。学

生经过这个过程“陶冶”后获得的语言能力和专业知识是感性具体和理性深刻的结晶。 
2、环境与氛围 
研究并优化课堂教学的方法，为学生创造优质的学习条件和环境对于促进全英文专业课教学的高效

率开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鲜活浓厚的教学氛围是思想火花碰撞、灵感产生的摇篮。因此，需要高度

重视利用现代教学手段(方法)进行开放式教育(如：翻转式互动、“探究式”小班、网络空间在线平台—

—MOOC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 MOOC)等)对教学开展所产生的激励性影响力。现以“探究式”小

班化理论与实践研究[27]为例，阐明全英文专业教学活动开展的环境与氛围设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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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科学设置班级规模。 
要保证全英文教学活动“探究”的有效性，有必要研究班级规模的科学设置。小班化“探究”的人数

应作一定的限制，一般 5~10 人为宜。恰当的人数不仅可以保证专业互动探讨(交流)的遍及性，而且可以

使师生间的注意力集中，关注问题的关键，从而提高教学效率。不同学校的教学条件存在一定的差异，如

果不具备组建小班的条件，也可采用变通的方式——将大班组建成规模较小的班级(也称为“小班”)。比

如：四川大学 2010 级测控系学生入学规模是 2 个行政班(共 89 人)，在该年级实施“探究式”小班化教学

改革后，原有的 2 个班被拆分成 3 个“小班”(班均 30 人)。虽然在人数规模上和传统意义的“小班”尚

有一定的差距，但人数已经“骤减”，教学探讨的空间和氛围已经比较“宁静而清新”。为了全面推进全

英文专业“特色”教学改革活动，该校已经从 2011 级开始，将所有专业的学生分成了 15 人左右的小班。 
2) 精心设计教学氛围。 
优质的教育离不开现代化教学设施和科学教学氛围。全英文专业“探究式”小班化教学开展的硬件

设施和环境布局应该精细设计，使其具备专业化水准。 
第一、班级环境所呈现的视听效果应该具有“浓厚”的“探究交流”氛围。恰当生动的挂图或标语

常常具有激励性功效。 
第二，科学设计学生的座位形式。为了增强“探讨”的互动的效果，应该尽量摈弃前后次序的“古

典式”座位安排，取而代之的是围坐(或环桌而坐)的形式。这将有助于“近距离”呈现师生间“专业探究

表达”的思想、观点和情感，使交流更亲切自然，效果更真实深刻。如果硬件条件不能完全达到小班化

环境设置的需要，教师可以通过科学组织或合理安排来渐次达到。比如：在四川大学 2013 级测控专业开

展的单片机全英文“探究式”小班化教学过程中，教师将两个班(每班 15 人)的 30 位学生分成了 5 组(每
组 6 人)，每组各自围坐在规定的区域，采用全英文互动探讨的方式设计单片机的实训问题。 

第三，合理利用多媒体教学设施。 
恰当有效地利用多媒体的声、光、电等技术，常常能引起“探究”者心灵上的共鸣，产生强烈的求

知上进欲望。为了展示单片机应用技术的“迷人魅力”，笔者充分利用了“小班”教室的多媒体设施，

在给学生展示利用单片机控制 LED 彩色大屏幕图像字幕技术的同时，辅之以全英文旁白讲解分析。这种

效果很快激活了学生“浓厚的探究兴趣”，提升了用英语进行专业交流的热情。 
在全英文教学开展中，心灵契合与环境氛围设置都服务于“探究交流”任务，活动的最终目的是提

高学生对专业“探索”的精神、思想和素养，科学地采用英语思维和语言来思考和表述专业问题，这是

“探究”的核心和灵魂。只有引入了正确的研究思想、方法和技术，“探究”教育活动才有预期的收获。

因此，采用“探究”方式开展全英文专业课教学绝不能为了开展而开展，机械地走过场秀形式，而应该

根据教学的实际情形灵活地组织内容并调节方法，使教学开展丰富多彩，过程落实到位接地气。参与“探

究式”小班化教学活动的学生大多初次接触课程的专业知识，诸多原理和知识不具备，而且存在各种英

语表达障碍。如果不了解学生的实际情况而开展形似而非神似的全英文“探究”活动，很可能收效甚微

或以失败告终。原因很简单，学生很茫然，无从说起论起！因此，开展全英文专业课“探究式”小班化

教学的教师必须精心策划并设计教学内容，科学地开展“探究”活动。同时，教师应具备娴熟的教学技

巧及高超的临场应变能力。 

3.3. 教材建设 

作为课程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教材是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的集中体现，是师生开展教学的主要依

据。在比较国内外全英文专业教材优缺点的基础上，本部重点研究教材建设的指导思想、组织机构和编

写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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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外专业教材的优势和不足 
国内许多高校开设的全英文专业课程大多选用原版英文教材。原版英文教材的优势在于：专业知识

能很好地结合英语进行阐述，专业词汇和用语也较为规范正式，甚至编排内容较为深入细致。然而，原

版英文教材也有许多不足之处，不太适合我国教育教学的实际情况。首先，国外教材内容过多，追求全

而细(部分内容属于专业研究范畴)，使得教材内容显得繁杂，需要进行遴选取舍(例如：四川大学测控专

业从 2013 级开设全英文《单片机原理与应用》课程，课程选用教材《The 8051 Microprocessor》(Author: 
Kenneth Ayala)，该教材的第 2 章编排设置了大量关于进制转换及数据存储机理的内容，考虑到学生在计

算机基础等课程中已经涉及这方面内容，我们经过教学研讨，讲授过程中将这部分内容略去。又如，教

材第 5章编排了外部存储器扩展内容，因为该部分内容已经超出了教学大纲的要求，故我们也将其略去)；
其次，国外英文教材的编排结构和国内中文教材有着明显区别，国外教材的相关知识有时具有一定的分

散性，不利于知识的系统性讲授(比如：在《The 8051 Microprocessor》中，存储器寻址方式内容的设置比

较分散，这种缺乏系统性和连贯性的寻址方式使得教学内容具有跳跃性)；再者，国外教材的课后练习题

的类型较为单一，大多侧重于问题直接解决，缺乏基础巩固、工具应用、综合设计等多样性题目；最后，

国外教材大多比较厚重，价格昂贵，远远超出国内相同类型中文教材的价格。 
2、教材建设 
教材建设是全英文专业课程建设的重要一环，它是一套由多个部分组成有机体系。 
1) 指导思想 
指导思想是教材建设的灵魂。从大视角看，只有高起点谋划布局、根据国际工程教育要求，面向国

际交流的专业化教材建设才具有生命力，也才能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既然单纯采用国外英文教材不能

满足我国专业课教学的实际需要，那么编写符和我国专业课现状又吸收国外教材优点的全英文教材则是

建设的着眼点和关注点。从学校发展角度看，全英文课程教材建设既要能够体现学校办学定位及人才培

养水平，又要能结合教育教学改革，助推师资队伍水平的提高。 
2) 组织与管理机构 
组织与管理机构是教材建设的制度设计与执行保障。一般说来，需要组建如下机构： 
a) 编写委员会。其成员一般由教务处业务领导、院系教学副院长/副主任和全英文课程建设的负责人

组成。 
b) 教材编写组。成员一般由担任全英文专业课程的教师组成。除了执行具体的教材编写任务外，编

写组还涉及教材编写内容的遴选、规划、布局、配套手段、发布策略等。 
c) 审稿委员会。成员一般由经验丰富的专家或学者组成，既要考虑专业性，又要考虑英语表达的规

范性，因此，审稿委员会成员应包含国外知名专家。 
此外，为了使全英文教材能够顺利出版发布，还应聘请相应的业务联络人，以推动编写、审稿和出

版间的业务工作。 
3) 编写原则 
编写原则是教材编写应遵从的基本准则，否则，可能出现内容标准不统一、质量参差不齐的情况。

研究编写原则，立足效率要求和标准统一是教材编写前应当做足的功课。一般说来，根据我国实际情况，

全英文专业教材编写应遵循以下五方面的原则：即，先进性、特色性、科学性、系统性和实用性。 
a) 先进性。所谓先进性，包含两层含义：其一，教材内容要结合专业发展的最新趋势、技术现状和

应用进行铺垫性分析，阐明教材内容在专业技术中的地位和作用，让学生对专业的进程和现状有一定的

把握；其二，教材内容需要建设配套电子教案，学习平台(学习、测验、研讨)，快捷媒体(手机 APP)等，

使教材能够与现代网络工具和手段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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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特色性。全英文专业教材不是照搬国外专业教材的编写体例和结构，也不是对中文专业教材进行

简单地翻译。而是要吸取两者的优点，既具有中国特色，又能满足专业内容的交流要求。比如，除了吸

收国外教材的典型专业表达方式外，还可以增加核心专业词汇的解释、读写和应用内容，适当设计专业

问题交流训练的内容。 
c) 科学性。要求专业术语解释准确，概念清晰，分析严谨，逻辑严密，论证充分，表述决不可主观

臆断或模棱两可。 
d) 系统性。建立完整的知识架构(体系)是教材可读性的重要指标。它体现为两个方面。其一，知识

系统应具有完整结构，章(节)间既能够相互独立，又具有密切联系。编写时，应考虑体系间的过渡与衔接，

避免突兀。其二，习题组织安排，既要考虑各个层面的专业训练安排，又要考虑写作交流问题(任务)的设

计，使知识的巩固具有系统性。 
e) 实用性。体现为针对性和简洁性要求。描述解释或举例分析应言简意赅，直达主题，避免转弯抹

角，晦涩枯燥。 

3.4. 师资队伍 

师资队伍是高等教育走向国际化的孵化者，更是“跨文化背景交流”的引路人(推动者)。作为国际化

培养的执行者，师资队伍的质量事关全英文专业课程教学开展的成败。研究师资队伍建设具有重要战略

意义。具体说来，研究需要关注以下三方面的内容。 
1、师资队伍建设的指导思想 
全英文专业课的开设是国家国际化定位、社会需求、学校发展与教师提升相结合的共同结果。师资

队伍建设必须首先建立指导性思想。 
1) 长效性思想 
师资队伍建设是一项关于专业教师成长、稳定、提升、发展、保障等多种要素集合在一起的系统工

程。队伍建设绝非一蹴而就。此外，全英语专业课的授课效果，也需要足够的时间来检视、调节和完善，

专业人才的产出绝不会立竿见影。因此，师资队伍建设必须具备长效性思想。 
2) 稳定性思想 
在优质全英文专业教师缺乏的现实条件下，师资队伍的稳定与否决定着全英文专业课程建设的发展

与走向。频繁波动的师资队伍很难对全英文课程建设起到支撑性作用。 
3) 融合性思想 
在以汉语为母语的语言环境下，开设全英语专业课教学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尤其要面对语言障碍关。

采取内培外引的模式，在教学方法、教学理念、教学技巧、语言表达，专业研讨等方面加强本土教师与

外籍教师相互学习与融合是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思想。 
4) 保障性思想 
与一般的汉语专业课程相比，开展全英文专业课程教学需要占据教师更多时间和精力，需要教师克

服更多的困难和挑战。是否建立一种长效的保障机制，促使教师潜心从事全英文教学和研究是师资队伍

建设成败的关键。 
2、师资队伍建设的方法 
师资队伍建设不能脱离实际。要使师资队伍整体良性发展，不但要从外部条件入手，还需要从内因

上作为，建立内省意识。前者主要表现为创造条件和机会提升教师队伍的专业水平及语言能力，如：教

师遴选、岗位继续教育、集中专业学习、进行语言培训、海外访学交流等。后者则需要从终生学习、改

善心智模式、追求卓越、团体智慧、系统思考角度进行所谓的“修炼”[28]。现分别予以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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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外因促进 
a) 从师德与师能的角度选拔优秀教师。为了保证全英文专业教师队伍的质量，需要通过选拔方式(比

如，国内外海选)择优聘用师德高尚、爱岗敬业、教学能力强、专业水平高，语言表达流畅、亲和力较强

的优秀教师担任全英文专业课教师。 
b) 组织教师进行专业培训、语言提升训练、观摩考察学习、学术交流借鉴，使师资具有坚实的专业

基础，娴熟的语言表达功底，宽阔的国际视野。 
c) 充分发挥教育教学的继承性。鼓励优秀教师在全英文专业课的建设、教法方法(技术、思想等)、

语言表达等技巧方面对团队成员进行“传帮带”。 
2) 内省修为 
a) 建立终身学习的意识，培养良好的学习型氛围和习惯 
全英文专业课既然面向跨文化背景进行专业交流，则师生必然会面对日新月异的专业发展变化和多

彩文化背景的冲击。为了使教学的产出——人才培养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和适应力。作为全英文专业课程

的教师更应有“登高望远”的境界，通过不懈提升知识结构与语言水平，把高尚的师德培养、优秀的文

化感染、扎实的学术追求作为终身学习的要求，进而通过培养良好的学习型氛围来促进和支撑全英文专

业课程教学的高水平推进。如果不具备这样的意识，那么师资队伍建设只能是空中楼阁，形似而非神似。 
b) 建立竞争意识，追求卓越，促进发展 
按照达尔文的进化理论，生物只有在不断竞争刺激中进行不断适应，才能得到生存和发展——所谓

物竞天择。一般说来，全英文专业课师资的专业水平和语言能力应远远高于其他非全英文专业的师资。

这种高要求必然在队伍建设发展中催生一种竞争关系出现，这种竞争能够促使教师追求卓越，促进自身

良性发展。缺乏学习力、不具备竞争力的教师很难说能够胜任全英文专业课教学任务。因此，师资队伍

建设需要教师面对挑战，建立竞争意识。当然，这种竞争是一种良性比赛，是一种人文关怀下的自我超

越和促进。 
c) 建立合作意识，具有团队发展理念 
全英文专业教师开展教学不应孤立地单兵作战，也不应该“闭门造车”“自我陶醉”“孤芳自赏”，

更不应该“文人相轻”“不相往来”，而应该拥有开门纳贤的胸怀，具有相互间取长补短的气度。为了

促进教师队伍整体水平和素养的提高，队伍建设需要建立教师合作意识，培养团队发展理念。因此，要

重视全英文教研活动的质量，倡导“聆听分享”“交流取经”的好风尚。尤其要建立中外教师合作研讨

教学方法、提升专业表述水平的氛围和条件。用团体力量和智慧带动和促进教师个体发展。 
上述四方面(即：教学大纲、教学开展，教材建设、师资队伍建设)是全英文专业课程建设的重要环节。

在技术更新换代迅猛、人才质量要求攀升、思想观念变革活跃的新时期，各种教改新成果、新经验井喷

式增长。课程建设也要根据新形势人才培养要求的变化而变化，故上述建设的内容是动态的，持续改进

的。 
此外，完备的教学文件和档案同样反映着课程建设的水平。因此，课程文档(比如：课程大纲、课程

简介、课表、授课计划及教案、教学总结、评教资料、试题、试卷、评分标准、学生成绩、考试质量分

析、实践计划、报告及总结、基本教材及参考资料、课件、教学影像资料等)的收集整理和归类也是课程

建设不可或缺的环节。 

4. 全英文专业课程建设的保障 

全英文专业课课程建设是一项涉及诸多内容和指标的系统工程。鉴于其处于工程教育和“双一流”

建设的大背景中，具有较高的国际要求和标准，要顺利开展这项系统工程研究，需要有坚实的质量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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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和手段。 

4.1. 质量保障 

1、构建组织保证体系 
建立健全课程建设开展的管理体系，分工负责，形成一个有明确任务、职责、权限、互相协调和互

相促进的有机整体。 
2、落实质量目标措施 
研究并制定明确的符合建设要求的目标。其内容包括：1) 课程建设质量的总目标；2) 各个实施环节

的具体质量目标；3) 目标考核的频次(月、季度、半年或年)。 

4.2. 保障类型 

1、制度保障 
课程建设的诸多环节执行都需要一套约束与保障机制来推动完成。高素质的师资队伍、优质的教材

是全英文课程建设成功的重要前提。然而，全英文专业课教师的教学工作和教材编写具有较大的挑战性，

需要付出比常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要保障师资建设和教材建设能够落地执行，需要在人事分配(奖励)、
工作环境配置、项目申报、职级晋升等方面做好配套的制度设计，以解决全英文专业课教师的后顾之忧。 

2、要件保障 
教学要件(软硬件)的刚性要求是开展全英文课程建设的重要保障。课程建设的诸多信息都要来源于课

堂，没有教学现场的第一手资料和数据，课程建设仍然是空中楼阁。教学条件配置是否优劣将在很大程

度上决定着课程建设的成败。因此，教学要件配置要充分保证教学开展及语言交流有效地进行，不能占

用或减少要件的投入，更不能人为造成障碍。基于这样的要求。其保障措施在于以下 2 个方面： 
1) 充分保障教学设备(硬件)投入，建立多功能全英文专业课授课环境，从客观上营造优质的交流环

境和氛围。 
2) 配套建设优质的交流平台，如：设计具有明确针对性的网络学习平台(具备语言交流、专业探讨和

技能提升的互动性功能)，从载体层面上构建师生间互动学习的便捷空间。 
3、时间保障 
科学设置教学计划和课时数，使全英文专业课教学能够充分、自由、顺利地开展。如果简单照搬普

通中文专业课教学计划，则是草率的，不科学的。在汉语为母语的环境下，教师的全英文授课和学生的

理解交流存在着固有困难，解决或克服那样的困难必然使教学进度变缓，如果仍然采用全中文专业课教

学计划与课时，则无法顺利保证全英文授课的质量。 

5. 结束语 

在方兴未艾的国际化潮流推动下，开展全英文专业课程建设研究对于加快我国高校“双一流”建设，

促进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接轨世界工程教育标准具有现实意义。全英文专业课程建设与质量保障是一

项涵盖诸多环节与要素的系统工程。文章在对国内外全英文专业课程教学进行比较的基础上，剖析了我

国全英文专业课教学存在的问题，进而从理论、方法和措施等角度进行了系统性研究。研究它是为了更

好地夯实理论基础与实施方略，从而为全英文专业课程建设(研究)提供一种参考。 

基金项目 

四川大学新世纪高等教育改革项目(第八期)——全英文课程建设与质量保证——以“单片机原理与应

用(全英文)”为例。项目编号：SCU8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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