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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创新能力培养改革经管类研究生专业英语教学 

张 琚 
(暨南大学 经济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32) 

[摘 要] 研究生教育中很重要的一环是培养研究生的创新能力，研究生专业英语作为学位课程，是研 

究生课程体系中的重要环节。目前我国研究生课程体系中研究生专业英语教学存在一系列的问题，特别是经管 

类专业对于研究生专业英语有着更高的要求，迫切需要对课程进行改革。通过采取发放调查问卷、访谈等多种 

研究方法，课题组理清了专业英语课程改革的几个相关问题，从教学模式、教学方法、教材、授课老师及考核 

方式等多个方面提出了改革设计，结合新课程在教学实践中的效果，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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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form of English for Special Purpose for Graduates Major in Economics 

＆ Management Based on Cultivating Innovation Ability 

ZHANG Jun 

(School ofEconomi~Jinan University，Guangzhou，Guangdong，510632，China) 

Abstract：Innovation capability is very important in traiIling graduate students．As the degree program，Enslish for 

special purpose for graduates is one ofthe main COUrSes in the system of program  for graduates．Cm'rently there are series of 

problems in the teaching．Higher requirements are raised for graduates majoring in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The course 

needs reform．By means of questionnaire and interview，the research team puts forward the suggestions ranging from the 

teaching paRem ，methods，textbook，teachers and the way of examin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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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教育中很重要的一环是培养研究生的创新能力， 

不管是今后进一步从事科研工作还是从事实际工作，具有 

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都将对其工作有重大影响。研究生创 

新能力是指研究生综合运用知识和内外部条件，在科学研 

究上创造性的认识问题、分析问题、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l 其实研究生创新能力不仅在科学研究中重要，在 

实际工作中也非常重要。毕业后具体工作得以能否圆满完 

成和在事业是否能取得成就上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现在的学 

习为以后的工作创新积累了多少知识基础。研究生专业英 

语作为学位课程，是研究生课程体系中的重要环节。目前 

我国研究生课程体系中研究生专业英语教学存在一系列的 

问题 J，比如学时少，课程建设进度缓慢，课程内容的设 

置不科学，缺乏有效的学习效果评价体系等等。而另一方 

面日益增加的国际交流和激烈的国际竞争对于研究生 ，特 

别是经管类研究生使用英语作为工具促进专业学习有了更 

高的要求。由于专业英语水平的限制，研究生在撰写论文 

摘要、向国际期刊投稿、进行国际学术交流时都面临种种 

障碍，影响了其专业水平的发挥，为此研究生专业英语课 

程建设这一课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对于经管类 

专业，整个知识体系都是从国外引进，并且一直处于国际 

化的前沿，因此对于经管类研究生专业英语教学的要求更 

高。专业英语课程的完善对于研究生进一步开展研究工作 

和今后从事实际工作的能力培养有着直接的影响 ，能够促 

进研究生培养体系更加完善，推动研究生创新工程，有助 

于培养研究生的创新能力。 

一

、 研究生专业英语课程改革应处理的相关关系 

改革之前需要搞清几个方面的关系，了解目前研究生 

专业英语课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才能有针对性地进行相 

关内容的改革。 

(一)需要明确学生和专业老师期望之间的关系 

通过调查问卷和访谈，我们了解到学生对于专业英语 

课的内容和目标没有明确的概念，有些学生谈到，专业英 

语无非就是熟悉一些专业词汇，这个自己通过阅读也能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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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有些学生认为，专业英语课是培养大家阅读和翻译专 

业文献的能力。还有些认为，专业英语课其实就是讲专业 

课，无非语言用的是英语而已。由此有学生认为这门课程 

比较简单 ，一些英语基础较好的同学和一些学外语 出身的 

同学认为这个课程可有可无。专业老师则希望通过研究生 

专业英语的授课，使学生能够熟练地应用英语这门工具为 

专业水平的提高服务。通过专业英语课程的学习，丰富学 

生的专业词汇量，为阅读和写作扫清障碍，进而能够与国 

外同行交流、合作开展学术研究 ]，不管今后是继续攻读 

博士学位还是走向工作岗位，所学的专业英语知识都能有 

助于今后的工作。 

可见，学生和老师对于专业英语 的期望并不完全相 

同，但其实两者也并不矛盾。在明确了专业英语与基础英 

语 、专业课之间的关系后 ，两者的期望能够更好地联结起 

来。 

(二)需要明确专业英语与基础英语、专业课之间的关系 

专业英语是基础英语向专业领域的延伸和深入。l4 学习 

专业英语前需要有基础英语作为铺垫，基础英语中强调的 

语法、用词等专业英语课程中不必再涉及和重复讲授，以 

英语为工具结合专业知识来讲述，这是专业英语对于基础 

英语的应用。但专业英语也不是专业课，更不是用英语来 

讲述专业课。专业英语可以说是英语和专业课的结合 ，应 

用英语来交流和进一步学 习专业知识。在这门课程 中，英 

语作为工具，通过英语的具体应用来为专业学习服务得到 

了具体体现。学生在有一定外语学习的基础上 ，以英语为 

工具获取专业所需要的信息。良好的英语基础能使专业英 

语的学习更加顺利 ，而专业英语的学习也有利于巩 固公共 

英语的学习效果。但具体如何应用英语这门语言，通过哪 

些方面来为专业知识的学习服务则 比较难界定 ，由此也决 

定了此门课程的设计需要综合考虑多个方面的因素，课程 

内容的选择也需要多方面考量。 

(三)需要明确专业英语与创新能力积累之间的联系 

很多人认为专业英语 的知识既然只是英语在专业学习 

上的应用，这门课程涉及 的知识可以从英语课程的学习或 

是专业课程的开设方面得到，不需要专门开设专门的专业 

英语课，其对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并无益处。诚然，如 

果专业英语按英语课的模式来上，讲单词、词组、句型、 

语法，或是按专业课的模式来上，换一种语言来讲专业课， 

确实可有可无。但依据专业英语课程中强调的，使用英语 

来加强专业的学习这一要点来进行课程设计，通过使学生 

对英语的应用 ，在更高的层次来进行专业学 习和交流 ]， 

则其对研究生创新能力的积累、延续和成长方面的作用则 

完全不同。 

二、经管类硕士生专业英语课程改革设计 

通过考察专业英语课与基础英语和专业课之间的关系， 

分析专业英语课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结合调查问卷所反 

映出来的学生对该课程的期望，我们认为专业英语课既要 

遵循语言教学的规律进行教学，又要与专业课紧密结合， 

因而与基础英语的教学有很大的区别。硕士生专业英语课 

更强调对信息的理解，而不像本科生专业英语课那样着重 

于专业词汇的讲解 ，公共英语教学中对于句子的语法分析 

非常重视在这里也不适用。硕士生专业英语课程的 目标在 

于全面提高学生的读、听、说、写、译各项技能，这是专 

业英语教学的发展方向和 目标所在 ，同时专业英语听说读 

写译各方面的训练是学生英语学习的延续，这也都有利于 

提高整体学生的英语综合能力和英语水平。结合学生的需 

求，提高学生对于语言的实际应用能力这是专业英语课程 

改革的指导原则。 

根据 目前的课程安排 ，专业英语课学时为 40学时 ，每 

次上课时间一百分钟。课程改革按照8次综合课、2次研讨 

会的形式来开展 ，每次课程 内容尽可能覆盖听、说 、读、 

写四个方面，适当对研究生进行翻译的训练。专业英语课 

程设计中每一环节相互交叉、相互交融、相互促进，比如 

听和说相结合，读和写相结合 ，听和写相结合，说和写相 

结合。 

(一 )课堂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融合英语与专业前沿 

知识 

每次课程大致安排如下：上课前 10分钟由一学生发 

言，介绍其了解或是关心的学术热点或是经济热点问题； 

4O分钟讲解本专业某一领域的专业术语、专有词汇、特殊 

用法，同时穿插讲述相关的热点问题和值得进一步深入展 

开研究的可能选题；20分钟观看影音资料；10—15分钟针 

对影音资料及相关内容分小组讨论 ；15—20分钟大讨论并 

总结。布置课后作业：相关的阅读及写作和翻译练习。 

(二)多种教学方法相结合，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 

培养学生的全面技能 

在教学过程中，将单项语言技能，比如听和说结合起 

来，学习效果更明显，也更能发挥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在 

课堂教学中，要注重以学生为主导，发挥学生学习的积极 

性 ，从以前老师主讲，主导课程的模式转变为老师引导学 

生 ，学生作为课程主体的模式。-6 比如每一次上课前 1O分 

钟学生的发言 ，学生需要寻找有意义的主题，去查找、编 

辑相关信息，并用恰当的语言表述出来，并且需要查找了 

解相关的资料 ，以便回答其他学生的提问。在这一过程上 

中学生必须独立思考，学会发现问题、陈述问题。观看影 

音资料后，老师先不讲，给予简单的提示后让学生先展开 

讨论，这样学生不会被动地坐在那里等老师灌输知识，激 

发学生认真地去听，捕捉相关的信息，进而通过与老师和 

学生的交流锻炼其表达的能力。比如自我介绍环节。自我 

介绍是进行交流时的初始环节，在 日常交流和学术交流中 

都是必需的环节，也决定了今后交流的顺畅程度。结合自 

我介绍环节，可以向学生介绍简历的基本写法和注意事项， 

学术简历与其他简历的区别之处。穿插有关社会交往 中的 

文化因素，自我介绍及其他交流情况下应注重的基本礼仪 

和规范，以及发表演讲和其他场合与他人交流时应注意的 

事项和基本的方法。 

(三)以欧美原版教材为主线。辅以学科专业领域的期 

刊、杂志、报纸文章和音像资料 

目前专业英语教材选择有两种倾向。一种是完全选取 

欧美原版专业文献或是教材，另一种是由国内的老师翻译 

相关的专业文献编辑成册。欧美原版专业文献作为教材在 

语言上有一定的优势，以英语为母语的作者在用词、表达 

上更地道，也是英语非母语的学生所要学习的。但这种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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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也有一定的缺陷，比如时间上有一定的滞后 ，最新的研 

究进展不能体现出来 ，没有办法提供听的训练。而 由国内 

老师翻译的教材，在逻辑结构上会更完善一些，但语言表 

达上则往往达不到以英语为母语的作者的水平，基于听说 

训练的内容也较少涉及。正是基于这一现状，课程改革中 

选择了一本欧美原版教材作为参考教材，教材中的内容覆 

盖了全球化、贸易和投资理论、一国的经济活动、外汇和 

全球金融市场、出口和全球扩张、国际市场营销、全球供 

应链、管理全球化等等，其中的专业词汇基本涵盖了国际 

经济与贸易的各个领域。通过以其中的专业词汇为主线， 

补充相关的听、说、读、写、译的训练，以更好地完成研 

究生专业英语的教学目标。在以专业术语为主线和引子的 

教学过程中，结合听、说、读、写、译的补充资料，课程 

中可适当地穿插其他方面的资料，开阔学生的视野 ，让学 

生保持不断的学习热情。课程中采用的影像资料有：关注 

某一经济问题的短片，比如访谈、讨论、案例等等；经典 

的演讲，比如对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访谈及其研究成果 

的介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颁奖典礼上的演讲、会议 

讨论等等。针对学生写作能力的训练，通过从简单的个人 

简历、摘要等简单的短小的文章着手，进而过渡到学术论 

文，选择一两篇投稿到国际期刊上的论文，分析其表述方 

面值得学习的地方和需要改进的地方，学习专业词汇的运 

用，了解论文的文体和文风。这样既让学生了解了向国际 

期刊投稿的基本程序和要求，也能训练学生用英语思维写 

出合格的论文。阅读方面则有更多的选择 ，经济学很多经 

典的著作，比如亚当 ·斯密的著作 《国富论》及其他的经 

典著作都是很好的阅读材料，《美国经济评论》、《经济学 

家》等期刊上的文章能使学生在提高阅读能力的同时了解 

学术发展的前沿，《财富》、《华尔街日报》等杂志上的文 

章和 IMF、WB等权威网站上的研究报告为学生提供了经济 

发展的最新动态。采取这种全方位选取教材的方式，既能 

使课程内容条理清楚 ，又能紧跟专业研究的步伐，激发学 

生的创新精神。课程改革试验过程中，很多学生通过课外 

材料的阅读贡献出不少新的话题，对于最新课题的关注， 

比如美国次贷危机、清洁发展机制等课题也督促专业英语 

授课老师不断去更新知识。 

(四)授课老师选择能以英语授课的专业老师 ，保证了 

课堂教学质量 

专业英语授课老师的选择不外乎教公共英语课的老师 

和专业老师两种。教公共英语课的老师善于应用语言教学 

的方式和技巧，但涉及到专业知识时其知识储备则显得十 

分不足，而要引导学生了解学术发展前沿则尤其困难，由 

此在课程中对于专业热点问题和前沿领域的讨论和引导无 

法进行。专业课老师不熟悉语言教学方法，并且其对于本 

专业知识的掌握主要在于汉语 ，所 以很多专业课老师上专 

业英语课时用汉语讲授，影响了专业英语课的效果。专业 

英语授课涉及英语和专业两个方面，对于授课老师提出了 

更高更全面的要求。专业英语授课老师首先要具有扎实的 

英语功底，英语水平较高，这样才能自如地使用英语作为 

工具，带领学生使用英语作为媒介探讨专业领域的知识。 

而丰富的专业知识和科研经历，又能保证专业英语老师在 

带领学生探讨专业领域的知识时更加深入。很多学校开展 

了双语、全英授课，能够开展双语、全英授课的专业课老 

师无疑是专业英语授课教师的最佳选择。在能用英语授课 

的同时，这部分专业课老师在组织讨论等环节时更有优势， 

能结合专业最新发展、理论和现实的研究前沿状况激发学 

生的兴趣。比如针对2008年爆发的次贷危机，可以从经济 

结构、危机经济、政府的宏观调控、房地产市场、金融市 

场等多方面加以结合进行讲述。比如墨西哥湾石油泄漏事 

件，可结合生态经济等多个方面来展开，由此有利于紧跟 

学术前沿 ，引导学生发现问题探索问题的能力 ，这无疑对 

于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是十分有益的。 

(五)多层次、多方法和多种方式的综合评价方式，更 

好地衡量了学生的学习效果和老师的授课效果 

课程考核在课程设计中是很重要的环节，不仅学生紧 

张，老师也很重视。很多探讨专业英语教学的论文都意识 

到这一环节的重要地位 ，提出摸底考试 、诊断考试、期中 

考试和期末考试等多种考试的形式 ，提出专业英语考试对 

于以后设计教学大纲，选择教学材料、设计教学活动等很 

重要 』，对以后的教学活动有很大的借鉴意义。但另一方 

面我们也需要认识的是 ，研究生专业英语课的考核与公共 

英语课程的考核和专业课的考核都有很大的不同，在内容 

上研究生专业英语课考核既要包含对于英语这一工具的应 

用的考核又要包含对专业知识的考核，在评价主体方面既 

要包含授课老师对于学生的评定又要包含学生对于 自己的 

学习方法 、不足和已有成绩的评价，既要给予学生一个阶 

段性学习效果的评价又要向学生提出今后努力的方向。 

在这一系统工程中不可忽略的是研究生对 自己学习效 

果的评估和对学生听说读写译等多方面能力的综合评价。 

4JD学时的研究生专业英语课程更多的是教给学生一种学习 

的方法，无法涵盖所有的方面，比如耗时多而提高又不显 

著的写作方面由于课时的限制只能简单地加以介绍 ，而无 

法花太多的时间去练习，上完研究生专业英语课也不可能 

将研究生的英语和专业水平迅速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经 

过这一阶段的学习后研究生需要对自己的不足，已取得的 

成绩以及今后努力的方向有比较清楚的自我认识。专业英 

语授课老师在评价学生时也需要考虑其在学习过程中的进 

步，比如有些学生在刚开始上课时不敢说，也不知道如何 

用英语去表达和交流 ，通过一系列的训练 ，能够很清楚地 

向老师和同学陈述自己的主要观点，积极主动地提出专业 

问题并与同学和老师公开讨论，即使其发音不够标准、用 

词不够准确，但对比之前的状况，是个很大的进步。对于 

学生的这种进步要在考核成绩中有所体现，才能激励学生 

不断的学习和进步。 

要对学生的听说读写译进行综合的评价，光靠一次考 

试成绩并不能真正地加以评价。综合的评价方式对于老师 

来说增加了不少工作量，学生的每次发言、讨论和交来的 

作业以及课堂表现老师都需要细心地观察、记录，每一学 

生从一开始上课的状况到这一学习阶段结束时的状况都必 

须了解，然而这种多阶段、多个项目的评估体系则较全面。 

通过对学生各方面能力的跟踪评估，老师也能对每个学生 

的学习情况更加了解 ，从而有针对性地加以指导。比如对 

于听说方面有障碍的同学，可以采取鼓励、引导的方法让 

学生开得了口，然后再引导其采取正确的方式加以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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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于英语基础较好的同学，通过让其负责、组织小组讨 

论等方式，可以进一步提高其英语能力，从而将按学生英 

语水平来进行的分级教学融合在教学过程中。 

三、改革效果及建议 

经过几个学期的课程改革实践，研究生专业英语课程 

改革有了初步的成效，以教师和学生共 同来主导课堂的形 

式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很多学生从最初的张不开口到课 

程结束已经能走上讲台用英语进行演示和交流，从以前简 

单的认为专业英语课就是学习和记多几个专业词汇，到尝 

试用英语写学术论文到国际期刊上投稿。 老师上课的积极 

性也得到了提高，一方面要多方面阅读专业文献才能保证 

传授给学生最新的知识，另一方面也需要花费更多的精力 

来保证课程内容的丰富。然而在课程讲授中也发现一些问 

题，需要在以后的课程建设当中进一步优化。 

(一)研究生专业英语课的排课时间需要调整 

现在研究生专业英语课作为学位课，很多学校规定要 

放在第一学期完成，这时研究生刚入校，对于专业还没有 

过多的接触，因此涉及到相关专业问题时学生们还没有太 

多概念，特别是让学生选择一个研究课题在课堂上进行交 

流或是讲到有关专业文献的写作等等的时候，学生觉得无 

从下手。而要在较短的学时中再插入专业选题以及基本的 

研究方法这类问题时，专业英语教学应涉及的相关问题则 

无法顾及。因此研究生专业英语课最好安排在研究生入学 
一 学期后 ，这时研究生经过了一个学期的专业训练，学习 

了专业课程 ，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掌握了基本的研究方 

法，练习了用中文来进行专业论文写作，这时不需要再介 

绍有关专业研究的知识，并且面临着毕业论文开题和课程 

论文的写作任务 以及论文发表等压力，需要进一步进行专 

业研究。而这时研究生专业英语课程中介绍的利用英文关 

键词检索外文文献，阅读专业文献和写文献综述等方法对 

于学生完成下一阶段的学习任务都是必要的工具，学生也 

能和专业相关课程结合起来完成研究生专业英语课的教学 

内容 ，这种互动对于教学 目标的完成无疑是十分有利和必 

要 的。 

(二)压缩英语基础课程。重视专业英语的教学 

目前各高校研究生英语基础课程安排了一个学年，而 

专业英语则只占了4o学时，1个学分，与基础英语课程的 

课时和学分安排都有较大的差距，对专业英语教学学生和 

老师都不是太重视。而英语的学习需要较长时间的巩固和 

加强才能达到其效果，专业英语的学习既是对基础英语学 

习的延续和巩固，又能与专业紧密结合，能够达到这一目 

的。为此通过压缩英语基础课程，将专业英语与各专业课 

程相结合是改革的一个方向。一方面可以将英语课程设置 

与专业紧密结合，突出专业特色，比如英语与经济学、会 

计、金融等各专业课程结合起来，采取全英授课或中英双 

语授课的方式。另一方面可结合专业开设学术论文写作课， 

指导学生搜索信息源，撰写学术论文及投稿，开设国际学 

术会议课程，指导学生获取会议信息，在国际学术会议上 

担任主持人以及发表学术演讲，进行会上答辩和会下交流。 

对于英语阅读的能力，花费的时间较长而成效不是短期内 

能看得出 9]，可以专门开设专业文献选读课，或是与学术 

论文和课题研究结合起来，由各专业导师来开设，作为专 

业英语课程的延续和组成部分，既能延续英语的学习，又 

能充实专业英语课程内容。 

(三)教学条件需要得到改善 

首先是教学设备要改善，最好能设语音室，良好的语 

音室对于学生听说能力的培养是十分必要的。现在的专业 

英语教学基本是在多媒体教室来进行，放置音像资料时效 

果十分不理想。其次是教学资料的购买迫切需要资金资助。 

再次是对于专业英语老师的培训。鼓励专业课老师通过参 

加英语培训，了解语言课上课的方法和特点 ，对于提高专 

业英语教学水平是十分有帮助的。设有外语学院的学校对 

专业英语课老师可开放外语系的课程，允许研究生专业英 

语老师旁听，使其在提高英语水平的同时得以掌握一定的 

英语教学方法，和专业知识结合起来更好地开展研究生专 

业英语课程的教学。 

(四)通过持续的学习来巩固专业英语学习的效果 

英语的学习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专业英语学习也具有 

这个特点。对于学生而言在专业英语课程结束之后，如何 

延续这一学习过程对于维持并进一步提高其专业英语水平 

是十分必要的。参与论文的写作 、参与课题 的研究都是十 

分有益的尝试，另外对于设有全英教学或双语教学课程的 

学校，可让研究生作为助教，参与课程 的辅助工作如评判 

本科生的作业、帮助制作课件、收集教学资料等，对于研 

究生提高专业英语水平是十分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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