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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分析卢思源与蔡基刚两位学者的相关论述# 揭示专门用途英语 !90>" 教学理念的以

下 $是% 与 $非% & 90>的 $专门% 是指 $用途% 而非 $英语% ' 90>是语言课程而非专业课

程' 90>应主要培养专业学习技能及较高层次的交际技能而非日常的社会交际技能' 90>教学应

是大学英语教学的 $替身% 或 $本身% 而非 $延伸% ' 90>教材特别强调的是真实性而非循序

性' 90>教师应是多重角色集于一身者而非单纯的授课者(

关键词! 90>教学' 用途' 专业' 技能' 替身' 真实性' 多重角色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志码! @#!!文章编号! %""* (&*)A!$"%&""$ ("%"% ("!

"#$! %"7%,$)'BC73%D*7C#--.7--,7$"%&7"$7""%

$%&#'()*+,-(+)./(01!"#$&*2%3+4%

!+534%1&+6&+17*3+&,8'(61%&!9:()313(+)/; <0"3;0*+*+,-*3=34*+4

!"#$%&#

!!"#$$%$&'$()*+, -.,+/.+)0# !#.,+#.*1.(*2*3)4,*5)(0*26# !#.,+#.*!"#$"%# 7#*,."

./)1'*21% 51*-&$.*3',4,;"%-.$&.,--";,,%'*21.,%;,%..1,&#.1"$1&-2&*%,4 ($"; .1,=$*''*&%.

,EF"-*.*"%-=/ >$"(7G# 0*/#&% &%4 >$"(7H&*!*2&%2 &%4 F$,-,%.-.1,("''"I*%2 F$"-&%4 3"%-&="#.

.1,3"%3,F."(90>% 51,I"$4 08)"*&*"$,(,$-." 8/(8$0)0$&.1,$.1&% 9,+%*0#' 90>*-&'*%2#*-.*3

3"#$-,*%-.,&4 "(&-F,3*&'*<,4 3"#$-,' 90>&*;-;&*%'/ &.4,+,'"F*%2 .1,-.#4,%.( --D*''-("$

-F,3*&'*<,4 -.#4*,-&%4 1*21:',+,'3";;#%*3&.*"% &%4 %"..1"-,;,$,'/ ("$4&*'/ -"3*&'3";;#%*3&.*"%'

90>3"#$-,-1"#'4 =,.1,$,F'&3,;,%.("$.1,,E*-.*%2 H"'',2,9%2'*-1 3"#$-,$&.1,$.1&% *.-,E.,%-*"%'

.1,3";F*'&.*"% "(90> .,E.=""D-'&/--F,3*&',;F1&-*-"% &#.1,%.*3*./ *%-.,&4 "(-,J#,%.*&'

2$&4#&'%,--' .1,90>.,&31,$-1"#'4 F'&/ ;#'.*F',$"',-&%4 %"..1,"%'/ $"',&-*%-.$#3."$7

>&;?(',)% 9!:2)."#*,+' 8/(8$0)0' 08)"*.%*;.2*$,' 0<*%%' ()8%.")3),2' ./2#),2*"*26' 3/%2*8%)($%)0

##90>教学# 是一个老论题# 也是一个新论题$ 自

$"世纪 '"年代问世以来# 90>教学已存在半个多世

纪# 并已成了全球普遍现象# 因而称其为老论题' 目

前# 在我国迈入新时代的大背景下# 90>教学遇到了

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 因而又是一个新论题$ 笔者

曾在 $"世纪 *"年代初访问英国兰卡斯特大学时# 聆

听过90>理论先驱者 ?#.31*%-"% 和 K&.,$-的演讲#

并认真阅读过他们的合著 9,+%*0# &$(!8)"*&*"

:/(8$0)0# 粗略地了解了一点90>理论$ 回国后曾为

中英合作项目从事过一段时期的9%2'*-1 ("$L#-*%,--

!商务英语" 教学# 承担过上海海事大学硕士和博士

研究生9%2'*-1 ("$M%.,$%&.*"%&'01*FF*%2 !国际航运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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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 课程以及多届9NL@项目的 )总经理英语* 课

程的教学# 获得了一点90>教学的粗浅体验$ 但因工

作需要# 笔者工作重心多次转移# 对90>教学始终未

能进行深入的研究$ 由于理念模糊# 教学实践也就顺

势而行# 只是囿于浅表涉猎# 沿用当时的主流教材与

教法# 并无明确方向# 更谈不上创新$

最近# 笔者仔细阅读了卢思源与蔡基刚两位学

者多篇具有独到见解的相关论文# 获得颇多启发#

故撰写拙文以求正于同仁$ 两位学者对中国 90>

教学的 )鸟瞰式* 或 )全景式* 论述# 既概括全

面+ 剖析精深# 又各有侧重# 互为补充$ 卢文有更

多的追溯性解析# 蔡文则有更多的前瞻性阐发' 卢

文对90>教学经验和成就的总结令人鼓舞# 蔡文

对90>教学误区与问题的透彻分析振聋发聩' 两

位专家的精彩论述可帮助从事 90>教学的广大读

者梳理清楚有关90>教学理念的是是非非$

一+ 90>的 )专门* 是指 )用途* 而

非 )英语*

这本来是一个不言而喻的概念# 却成了外语界

一项教学理念上争论的起源$ 在 90>!9%2'*-1 ("$

0F,3*(*3>#$F"-,-" 这个术语中# 0F,3*(*3显然是

>#$F"-,-的前置定语# 修饰或限定 >#$F"-,-# 而与

9%2'*-1没有直接的修饰或限定关系$ 卢思源教授明

确地指出% )90>的0是代表0F,3*(*3或0F,3*&'# 它

既可译作,专门用途英语(# 也可译作,特殊用途英

语($ 无论,专门(也好# ,特殊(也好# 它们并非指,英

语语言(而言# 而是指,目的(!F#$F"-,-" $ 换言之#

90>是一种达到人们学习某种外语,目的(的语言习得

手段# 而不是一种特殊的语言形式$ *

-%.

90>专家

N&3D&/ ON"#%.("$4 将 90>定义为 ).1,.,&31*%2 "(

9%2'*-1 ("$&3',&$#.*'*.&$*&% F#$F"-,* # 他们把 )特殊

用途* 更具体化为 )清晰而实用的目的*

-$.

# 如

?&''*4&/所说# 可以有公务员英语+ 警察英语+ 司

法官英语+ 护士英语+ 农业技术人员英语及工程技

术人员英语等-,.

$ 国内有些专家否定90>存在价值

的理据之一正在于将0F,3*(*3或0F,3*&'与9%2'*-1挂

钩# 认为90>的语言特点诸如 )长句多+ 被动语态

多+ 非谓语动词的各种用法多* 等语言现象 )在普

通题材的文章中也频繁出现*

-!.

# 不存在特殊的英

语语言形式# 学生学好基础英语自能应对各种用

途$ 诚然#90>教学会涉及到特定的语域 !P,2*-.,$" +

语篇 !Q*-3"#$-," + 语体 !0./'," + 类型 !R,%$," 和

句法 !0/%.&E" 等语言形式# 但 90>的发端所强调

的# 正如其名称所示# 是学习者特殊的目的 !>#$:

F"-,-" + 需求 !8,,4-" 和用途 !)-," 等# 而非英

语语言形式$ 这种彻底动摇90>存在根基的理念恰

恰起源于对简单概念的混淆# 陷入了蔡基刚教授列

举的认识误区之一$

二+ 90>是语言课程而非专业课程

这既是一个概念的澄清问题# 也是一个实际存

在的现实问题$ 就概念而言# )专门用途英语* 这

个术语显然是偏正结构# )英语* 是中心词语# 是

)正* ' )专门用途* 是修饰词语# 是 )偏* $ 其英

语对应词语 9%2'*-1 ("$0F,3*(*3>#$F"-,-属名词性

词组# 名词9%2'*-1 是中心词# ("$0F,3*(*3>#$F"-,-

是介词短语作后置定语# 是修饰语$ 因而# 90>的

核心概念是 )英语* # 应该是一门语言课程# 而非

专业课程$ 卢思源教授指出% )从实质看# 90>是

一种语言教学# 不是专业知识的教学$ *

-).蔡基刚

教授也认为 90>是英语教学# 应由语言教师授

课-'.

$ 就我国非英语专业的英语教学现实而言#

对90>的定位比较混乱# 很多高校实际上将 90>

课程作为专业课程处理# 由英语较好的专业教师任

课$ 不少教师在授课时将专业课教材中的部分内容

加以简化并翻译成英语# 上成了英汉双语对照的简

化专业课或翻译课# 名之为 )专业英语* $ 这类教

师自身缺乏语言基础理论知识# 不谙语言教学规律#

语言技能也不够熟练# 不经培训很难达到90>教学

对语言技能掌握的要求$ 而另一些高校将90>视为

高年级的大学英语教学# 由原本从事大学英语教学

的教师任课$ 这类教师虽然懂得语言教学规律# 但

缺乏专业知识# 对专业术语及特殊语篇结构等望而

生畏# 不经培训同样难以胜任 90>教学$ 因而#

90>教学急需在将语言课程与专业课程区别开来的

基础上# 厘定课程内涵# 加快培养合格的师资$

三+ 90>培养专业学习技能及较高层

次的交际技能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 是人们进行沟

通的主要表达方式# 语言教学强调语言的交际功

能# 注重培养学生的社会交际技能# 这一点无可非

议$ 但社会交际有多种方式 !口头交际+ 书面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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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与非言语交际等" 与多种层次 !较低层次的日

常生活交际和较高层次的政治+ 经济+ 军事+ 文

化+ 法律+ 宗教+ 外交等领域的交流以及大型项目

谈判+ 高精尖技术交流等等" # 我国英语教学的同

质化+ 重复化趋势严重影响了具有专业学习技能及

较高层次交际技能的人才培养$ 非英语专业的大学

英语与英语专业的基础英语的同质化+ 大学的英语

课程与中小学英语课程的同质化和重复化# 使我国

的英语教学虽然周期长+ 人数众+ 所花资源多# 但

在通用英语上循环往复# 效果并不显著# 口语流

利+ 能够娴熟地进行寒暄+ 问路+ 购物+ 谋职+ 闲

谈等等低层次日常生活交际的人随处可见# 在大城

市甚至多到令外国游客惊讶的地步# 但能够熟练地

用英语进行大型项目谈判和高精尖技术交流等较高

层次交际的人则凤毛麟角# 少之又少# 这显然不能

满足实现新时代使命+ 推进全球化进程+ 加速

)一带一路* 建设等的需要$ 90>教学的合理定位

与改革正可以弥补甚而纠正这一长期低效的教学现

象$ !"$4&% !%**-" 指出% )90>的关键是学习技

能# 很难想象学术英语课程不围绕英语的学习技能

进行会非常有效$ *

--.卢思源教授对 )学习技能*

作了具体阐释% )所谓学习技能是指听懂和理解英

语学术报告的能力+ 在国内外参加科技会议时用英

语进行学术交流的能力+ 在各种专业研讨会上用英

语参加讨论和答辩的能力+ 在阅读报告中用英语做

摘录的能力等$ *

-%.这些能力正是国家急需的国际

化人才所必须具备的国际视野+ 通晓国际规则+ 能

够参与国际事务与国际竞争等重要国际交往能力的

基础# 它们既是获得专业知识的学习技能# 其本身

又是较高层次的口头与书面交际技能# 而非日常的

社会交际技能$

四+ 90>教学应是大学英语教学的 )替

身* 或 )本身* 而非 )延伸*

这一点与上面第三点有着自然的内在联系$ 国

家已迈入新时代#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 推进全球化进程# 加速实施 )一带一路* 倡

议# 急需培养大量的具有多种专业学习技能及较高

层次的口头与书面交际技能的复合型人才# 而目前

与基础英语高度同质化+ 与中小学英语课程高度同

质化和重复化的大学英语教学模式已远远不能适应

新时代国家关于人才培养的要求# 大学英语教学必

须进行一场根本性的变革$ 国内很多具有远见卓识

的学者呼吁大学英语教学应向 90>转型# 卢思源

教授与蔡基刚教授无疑是两位具有代表性的学者$

卢思源教授指出# 大学英语的改革和发展不应该停

留在 )通用英语* !9R>" 一条路上# 他预言

)90>春暖花开的季节已经来到* # 并且在师资问

题+ 学员问题和教材问题三个方面对大学英语教学

的转型提出了具体建议-).

$ 蔡基刚教授则在回应

对90>教学的八种误解的基础上分析了大学英语

教学的定位和目的% )今天我们提出# 把大学英语

教学定位在90># 为学生的专业学习提供语言服务

和语言支撑$ 这种范式转变是对过去不同程度应试

的+ 低效的大学英语教学的反思# 也是为我国的大

学英语发展找到一条正确道路所做出的一种尝

试$ *

-'.因而# 大学英语教学向90>转型# 并不意味

着90>是原来的大学英语教学的延伸# 而是在教

材+ 教法+ 师资条件+ 学生学习方法等方面都发生

根本性变革后替代原来的大学英语教学# 而成为大

学英语教学 )本身* # 即大学英语教学本应具备的

目标+ 性质与内涵$ 国内很多知名学者如程雨民+

章振邦+ 秦秀白+ 杨惠中+ 陆俭明等# 都直接或间

接地指出应从宏观上解决大中小学英语教学 )一条

龙* 的问题入手# 来实现我国大学英语教学向90>

教学的转型# 卢思源等人还专门从 )一条龙* 管理

模式的角度# 撰文探讨大中小学英语教学的改革#

为大学英语教学的转型提出了宏观解决方案$

五+ 90>教材强调真实性而非循序性

教材是承载知识的载体# 是学生在学校获得系

统知识+ 进行学习的主要材料' 教材是课程改革理

念的文本体现# 是教师进行教学的主要依据' 教材

为教师备课+ 上课+ 布置作业+ 评定学生学习成绩

等提供了基本材料# 也为学生参加课外活动+ 实验

活动或其他社会实践活动提供了统筹安排的参照$

为了体现90>课程的性质及培养目标# 教材编写

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尤其在大学英语教学的转型

期# 其作用更为重要$ 关于 90>教材的编写# 卢

思源教授在编写途径+ 制定教学大纲+ 需求分析+

选编课文原则等方面做了详尽的分析和阐发# 无须

另作赘述# 笔者所关注的是 90>教材所强调的真

实性原则$ N"$$"I认为# 只有真实的语篇和真实

的事件才能真实地反映出 90>教学的特色$ 他具

体写道% )编写教材必须要注意课文的真实性$ 课

文中所出现的讲话者+ 书写人+ 听者或观众都必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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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真实无误的# 所叙述的故事或信息也不能有任何

虚构之处$ *

-&.

?/'&%4 认为不同专业领域的语言之

间差异很大# 90>教学不能因教师不懂专业知识而

与其真实使用环境割裂开来-*.

$ 可见# 西方学者

对90>教材真实性的要求达到了可谓严苛的程度$

教材编写通常有科学性+ 趣味性+ 实用性+ 循序性

等原则# 但90>教材必须以遵循真实性为前提来

兼顾其他原则# 而不能以牺牲真实性原则为代价来

实现其他原则$ 例如# 循序性是各种教材普遍遵循

的一项原则# 因为按循序性原则编写的教材有利于

学生由浅入深+ 按部就班地学习$ 90>教材编写如

能按真实语料本身的深浅度排序# 是体现循序性原

则的可取做法' 但如果像其他教材的编写那样# 为

了体现循序性原则而把原版语料进行改写+ 缩写或

简写# 则违背了真实性原则# 是不可取的做法$ 总

之# 在90>教材的编写原则中# 值得特别引起重

视的是真实性而非循序性$

六+ 90>教师应集多重角色于一身

在一切事物的成功要素中# 人是第一位要素#

90>教学也是如此$ 师资是教学改革的第一资源#

要实现大学英语教学向 90>的成功转型# 首先必

须培养一大批合格的 90>教师$ 当今世界正处在

大发展+ 大变革+ 大调整之中# 新一轮科技和工业

革命正在孕育# 各种专业的新知识呈爆炸式的增长

和积聚$ 固然# 90>教师具有教师的共性# 承担着

传播知识+ 传播真理的历史使命# 肩负着塑造灵

魂+ 塑造生命的时代重任$ 但 90>教师还有其特

殊性# 不仅因为他们的传播工具是英语而不是母

语# 而且他们所传播的知识涉及到各种不同专业的

特殊用途与特殊需求# 面广量大# 流动性强# 更新

速度快# 这就在教学的手段与方法上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 卢思源教授指出% )90>教师在进行教学

时# 应着力于培养学生分析和获取书面和口语话语

中的信息$ 这种以技能为中心的教学模式# 其目的

不是提供特别的语言知识# 而是使学习者成为优秀

的信息处理者$ *

-).蔡基刚教授也强调# 90>教师必

须 )调动一切资源全力提高学生用英语进行专业学

习+ 研究和工作的能力*

-'.

$ 学生一旦具有用英语

处理信息+ 进行专业学习和研究的能力# 便可利用

当今世界丰富的网络资源# 通过自主学习不断更新

自己的知识# 以适应时代的要求$ 西方学者Q#4',/:

9+&%-等认为# 合格的90>教师应该充当五种角色%

%" 英语教师' $" 课程设计者' ," 专业教师和学生

的合作伙伴' !" 研究者' )" 教学测试和评估者-%".

$

也许我们还可增加几种角色% 课堂活动组织者+ 信息

处理帮助者+ 网络平台推介者和课外自主学习指导者

等$ 总之# 90>教师必须树立新的教学理念# 不再使

自己只是传统教学模式中单一的授课者# 而应灵活地

应对各种需求# 担当起多重角色$

以上是笔者阅读卢思源和蔡基刚两位教授有关

90>教学的相关论述所获得的六点启示$ 两位教授的

论述内容全面而又丰富# 拙文挂一漏万在所难免' 文

中又掺入一些自己的肤浅观点# 惶恐其间不乏谬误$

好在笔者的初衷在于抛砖引玉# 以一孔之见引来众多

学者关于90>教学的金玉之谈$ >,.,$0.$,+,%-早在

$"世纪 &" 年代就已注意到% )90>正在全球飞速发

展# 它是一种世界性现象$ *

-%%.我国的90>虽然经历

了一段时期的挫折# 目前也趋迅猛发展之势$ 正如蔡

基刚教授所说% )展望明天的90># 我们可以预言它

将成为中国外语教学最有实践价值的领域$ *

-'.中国

的90>严冬已过# 春天还会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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