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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大学学术英语：现象学访谈研究》一书使用现象学研究法，描述了四位大学生学习英语的独特经

历，旨在了解当代中国大学生的代际特征，以及影响其英语学术成就的重要因素。同时，书中记录的大

量访谈数据及教学反思，为优化大学学术英语教学模式提供了参考，寄托了作者对学术英语发展前景的

美好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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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book University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 in China: A Phenomenological Interview Study 
describes the unique academic English learning experience of four college students, in order to 
explore genera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today’s Chinese university youth and the indispensable dis-
positions affecting their English academic achievements. The methods used are Seidman’s phe-
nomenological in-depth interviewing. Meanwhile, a large amount of interview data and teaching 
reflection recorded in the book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optimizing the academic English teaching 
model and express Dr. Rao’s bright vis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academic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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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学术英语教学作为全球化背景下培养学生国际竞争力的有力媒介在我国异军突起，发展迅

速。尽管千禧一代个性鲜明，但他们在外语学习过程中展现出众多相似之处。探索当代中国大学生的英

语学习心路历程，能够弥补已有文献在使用质性方法研究学术英语学习经历方面的不足。出版于 2018 年

的《University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 in China: A Phenomenological Interview Study (中国大学学术

英语：现象学访谈研究)》是华东理工大学副教授饶小飞博士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立大学教育学院开展的博

士研究基础上整理的成果，以英文形式由斯普林格出版社出版。她结合相关教学实践和课程规划，对学

术英语课程教学提出了新要求，以期为外语教学提供更多的实践思考。本文首先对该书的主要内容和结

构进行介绍，然后对其贡献和局限性进行简要评价。 

2. 内容简介 

《中国大学学术英语：现象学访谈研究》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重点进行理论和概念阐释，共四

章。第二部分侧重研究实践的汇报，围绕访谈数据展开分析，共两章。第三部分总结了该研究对学术英

语的启示和未来研究方向，共两章。第一章简要介绍了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伴随网络技术成长起来的

千禧一代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他们熟悉电子技术，擅长数字环境中的学习和娱乐活动[1]，呈现出“友

谊信息驱动”的新媒体参与模式[2]，这些学习者特征为英语教学带来了新的挑战。该研究以学习学术英

语课程的中国大学生为研究对象，旨在了解当代大学生独特的英语学习经历。基于定性视角，作者使用

了现象学研究的深度访谈法，通过三个相互关联的访谈引导学习者回顾并反思他们的英语学习经历，从

而为教学实践提供宝贵建议。 
在第二章中，作者指出，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背景下，英语作为全球性学术交流工具的重要性日益

凸显，学术英语课程的普及已成为趋势。本章结合历史事件回顾了我国外语政策的变迁，指出自 2013 年

引入大学学术英语课程至今，“以考施教”和“费时低效”已经成为国内大学英语课堂的常见标签。作者

认为，在全球化时代解读、分析和分享当代大学生在各自社会政治和历史背景下的独特生活经历，能够

改善大学英语教学在新世纪面临的窘迫困境。然而，国内学术英语研究大多着眼于教学视角，对当代大

学生学习经历的细致描绘则比较缺乏。这正是本研究的意义所在。 
第三章前半部分系统地回顾了国内英语教学的发展。传统的英语课堂受行为主义理论影响，以教师为

中心，教科书为主要知识来源。教师通常依据考试成绩来衡量学习成果，运用表扬和奖励等正面强化手段

刺激学生完成学习任务。此后的结构主义教学观认为口语是语言的主要媒介，强调在情景中学习结构知识，

课堂活动以对话和练习为基础。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乔姆斯基[3] [4]对行为主义和结构主义教学观提出质疑，

认为语言是具有创造性的，语言学习不应该被简化为从“刺激”到“反应”这样一个反复模仿、操练、巩

固的习惯形成过程，削弱了基于以上假设的情境教学法和听说教学法的影响。其后，认知建构主义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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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建构主义开始盛行。前者强调学习者在个人知识发展中的作用，后者强调社会文化背景对学习者认知

的影响，两者相辅相成。在本章的后半部分，作者探讨了影响英语学习成效的几方面因素：学习动机、可

理解性输入假说、基本人际交往技能、学术语言认知能力、教材、教师态度、以及测试与评估。 
在第四章中，作者介绍了批判教育学视阈下的学术英语理论基础：需求分析理论和社会文化建构主

义学习理论。需求分析包括“目前情景分析”(present situation analysis)和“目标情景分析”(target situation 
analysis)，能够将学习者需求和社会需求有机结合，有利于把握教学目标，规范课程设计；社会文化建构

主义强调社会经验在个体知识和认知过程发展中的作用，提倡将社会文化活动融入学术英语教学，在实

践中培养批判性思维，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此外，作者还探讨了“灌输式”教育和批判教育学对学术

英语的影响，揭示了传统英语教学中存在的弊端，探析了我国英语教育的未来发展趋势。传统的“灌输式”

教育将学生看作是储存知识的“容器”，是非人性化的，扼杀了平等的师生关系，抑制了学生的思维发展。

这种压迫性的教学模式遭到了批判教育学者的强烈抨击。批判教育学旨在揭示看似自然事实背后的利益

关系，主张通过教育培养人的批判性思维，引导学生反思、质疑习以为常的理念和现象，解构教师的绝

对权威，从而提升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是推动学术英语教学改革的有力工具。 
第五章和第六章是本书的第二部分，侧重研究实践的汇报，围绕访谈数据展开分析。其中第五章分

为平行的四小节，分别讲述了丹丹、梅梅、小波、小刚四位学习者(均为化名)在小初高以及大学时期学习

英语的真实经历，涵盖不同阶段的课程任务、学习态度及态度转变的契机、是否选择课外辅导、来自同

龄人的压力、家庭的影响、对考试的看法和老师的教学风格等内容。值得注意的是，在上海的大部分高

校中，只有成绩较好的学生才有机会选修学术英语课程，因此作者能够从四位访谈对象身上发现一些成

功学习者的共同特质。本章描述了四位大学生对学习策略的探寻和反思，他们成功的学习经验和对英语

学习的深刻洞见可以作为激励性的阅读材料，为当代大学生寻找有效的学习策略提供参考。他们在访谈

中所透露出对于英语学习的焦虑和不安，也反映了中国大学生在漫长的英语学习过程中的真实感受。 
在第六章中，作者基于以上访谈总结了影响英语学习的九点因素。其中前两点反映了中小学英语教

学所面临的棘手问题。四位被试虽然来自不同的省份，但都认为基础教育阶段的英语学习内容比较枯燥，

课堂活动过于程式化，是导致学生英语学习动机受挫，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而在大学阶段，自主学习

能力是保证学习者维持学业优势的关键因素和内在条件。此外，作者客观的指出：“在大学阶段进入实

验班并不一定意味着享受了最佳教育”，因为学习者在获得了教师资源和优质设施的同时，也面临着学

习强度日益增加、同伴竞争日益激烈等问题。一旦处理不当，可能会使学习者陷入消极学习的恶性循环。

在谈及教师素质时，一位学习者提到，她能学多少、学得好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老师如何指导。教师

的重要性可见一斑。不以考试成绩为教学目标的教师更多关注学生的学习兴趣；作为学术引路人的好教

师能够点燃学生的科研热情；而唯成绩是举，对学生漠不关心的教师只会影响学生的心理健康，阻碍学

生进步。此外，对于受内在动机驱动的学习者来说，学习不是一种负担，对英语的热爱往往促使他们主

动寻求更多的学习机会；而外在动机也同样具有积极作用，能够推动学习者在升学考试中取得优异成绩，

在大学毕业后找到理想的工作。不仅如此，作者强调了科研驱动力的重要性。学术英语学习需要培养严

谨的科学态度、团队精神和领导意识，以及学术交流能力，脱离死记硬背，发展批判性思维。最后，作

者提出当代大学生应该坚信自己有无限可能，对未来充满希望。有意识地将现阶段的学科学习与未来的

职业规划联系起来，避免陷入信息化时代的旋涡。本章节的研究成果回答了本书的主要问题，阐明了当

代大学生的代际特征以及影响其英语学术成就的重要因素。 
本书的第三部分总结了该研究对学术英语的启示和遗留问题。第七章提到了作者关于优化课堂教学

的几点建议。首先，学术英语课程的目标应该是帮助学生更好地在国际化背景下进行学术交流或实践活

动、培养批判性思维，实现自我提升，培养跨文化交流能力。此外，中国大学生还面临着教材理解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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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评估难，需求回应难等问题，解决这些现实问题需要高素质的大学英语教师。 
第八章，作者提出了未来研究的挑战和学术英语教学本土化的美好愿景。作者指出，学术英语教学

研究空间广阔，许多相关的学术领域尚未开垦，中国大学学术英语教学需要扎根于本土实践，以应对全

球化时代带来的挑战，从而焕发出时代的活力、造福当代青年。 

3. 简评 

本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国内近十年内探索英语学习者学习经历的教学文献中，未见针对学术英语学习经历的质性描

摹。书中对四位学习者过去和现在生活经历以及未来学术规划的详细描述，是作者耗时数月对近 300 页

访谈数据进行翻译整理，并结合自身学术背景展开深入分析所取得的实证研究成果。该现象学研究不仅

向读者呈现了当代中国大学生学习学术英语的独特经历，补充了现有的定量研究，同时推动着更多研究

者继续关注中国高校学术英语课堂教学，在已有发现的基础上，开展更大规模的质性访谈，从理论和方

法上对国内研究进行补充。 
第二，研究结果表明，当学生达到高等教育水平时，他们对英语学习的需求也在变化。教师应摒弃

过去的哑巴英语和模板化教学，引导学生接触更高层次的新知识，包括增强学术诚信意识、培养批判性

思维、提高学术写作和语言交流能力等。因此，作者对高校学术英语教师提出以下四点建议。首先，放

弃以考试为导向的教学模式，使教学计划真正服务于学习者需求。其次，教师必须认识到当代学习者的

多样性给大学课堂带来的挑战，创造与学生相互尊重、教学相长、携手共进的教学环境。第三，教师要

选择合适的英语教材，为学生提供多样化的学习资源，培养学生的国际化视野。最后，教师应当注重自

身素质的提高。教师授人以渔，自身的专业素养和文化底蕴会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以前文提到

的成绩评估为例，假如教师更关心学生认知能力的发展和对课程的反馈，那么学生也不会过于关注考试

成绩，而是关注更加对于知识的掌握。 
然而，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任何作品也都有其相对局限性。 
文中提到，该研究的四名学习者都就读于上海高校，成绩优异，有较强的学习动机和清晰的目标规

划。这些特质虽然保证了该访谈数据和分析结果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但也揭示了研究对象覆盖面相对

不足的局限性。近年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习者拥有了选修学术

英语课程的机会。在他们之中，可能有人学习动机较弱，有人认知能力较低，有人家庭条件困难。因此

该研究的访谈数据可能无法涵盖学术英语教学中遇到的所有典型问题，也无法解释导致目前教学现状的

所有归因。瑕不掩瑜，该书内容极其丰富，反映了当前学术英语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和发展趋势，为相

关从业者和研究者开展进一步的教学研究提供了参考意义，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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