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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背景下军校大学英语教学定位与发展问题研究 

刘 璐 

(装甲兵工程学院，北京 100072) 

[摘 要] 在当前院校转型改革的背景下，为了培养符合我军未来要求的军事人才，军 

队本科学历教育院校的大学英语教学必须在定位和模式上都有所改变。本文首先讨论 了军队本 

科院校大学英语教学该如何定位，其次提出新定位下与院校人才培养目标相适应的大学英语教 

学模式，最后归纳出面向未来的大学英语教学的两个必要属性，希望能为当前的大学英语教学 

提供有益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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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the Contents and Development of College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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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o nurture future officers who are ready to meet army’ S needs，College English in 

military academies should undergo reform s on its contents and teaching—patterns．This thesis discusses 

what the suitable contents are，proposes a general teaching—pattern，and summarizes two characteristics 

of College English in military academ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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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引言 

自上世纪80年代起步以来，我国的大学英语 

教学一直定位在通用英语教学上。在这三十年中， 

大学英语教学经历了三次教学改革  ̈：通用英语 

演变为听、说、读分开的综合性英语，四级通过率 

的硬指标应运而生、听说能力受到空前的重视，以 

计算机和网络为平台的教学模式改革如火如茶的开 

展。但不管怎么变化，大学英语教学的本质还是没 

有变：提高学生的一般语言能力，打好语言基础。 

因此，大学英语教学在各个高等院校中多以如下面 

目出现：听说、读写分开的综合英语课程为公共必 

修课，让学生在第一、二学年修完；以英语为载体 

的英美文学、文化、社会等人文主题课程为公共选 

修课，供学生在三、四学年修习。 

当今军队本科学历教育院校 (下文简称军队 

本科院校)的大学英语教学也是如此：尽管近些 

年引入了分级教学、网络教学等新教学模式，但教 

学内容仍是强调基础 的通用英语 (GE，General 

English)；而尝试性的、少量的军事英语课程和双 

语教学课程又存在着 “专业英语的面子、通用英 

语的里子”或是定位不准、概念不清、授课单位 

错位、师资力量不足等问题。更为令人头疼的是， 

很多院校仍旧在四级考试指挥棒的控制之下，四级 

考试与学位挂钩、四级通过率与院校评价挂钩，大 

学英语课堂变成应考培训班。因此出现了这样一种 

现象：学生的英语课越上越多，英语越学越差：一 

个从小学到大学为英语 “奋斗”了16年的毕业生 

[收稿 日期】 2013·10—16 

【作者简介] 刘 璐 (1982一)，女，河北秦皇岛人，解放军装甲兵工程学院基础部讲师，硕士，主要从事大学英语教学和军事 

高等教育研究。 



78 高等教育研究学报 2014年第 1期 (总第 174期) 

仍无法以英语进行学术交流、撰写学术论文、查找 

并使用学术资源。 

针对于此，蔡基刚提出了压缩或取消以通用英 

语教学，将大学英语教学重新定位于学术英语 

(EAP，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引导学生摆 

脱应试心理、主动在本专业和英语学习之间构建桥 

梁、为毕业后满足社会需求做准备。_2_l 而对于培 

养具有高素质初级军事人才的军队本科院校来说， 

由于学历教育和初级任职培训是合在一起的，而且 

英语教育在初级任职培训阶段没有体现，因此学历 

教育中的大学英语教学更亟需重新定位，力求扭转 

“重复高中内容、考完试就扔一边、未来工作不需 

要、需要时不会还是不会”的局面。本文试从军 

队本科院校大学英语教学该如何定位人手，提出既 

培养全面素质又符合专业学术和任职需求的大学英 

语教学模式，并归纳出新定位下大学英语教学的基 

本属性。 

二、军队本科院校大学英语教学的 

定位 

军队本科院校在生源、师资、人才培养 目标 

和培养方式上均与地方高校不同，因此适用于地方 

高校的大学英语教学理论并不能完全照搬过来。但 

是，若从 “学有所长、学以致用”这方面看，军 

队本科院校的要求比其他高校都要迫切。因此，军 

队本科院校大学英语应定位为以具有军事特色、提 

高学生科学素质的学术英语为主、以训练语言技 

能、提高学生人文素质的通用英语为辅的教学。 

(一)基本概念 

根据 Huthcinson and Waters(1987)分类，外 

语教学可以分为ESP(专门用途英语，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和 GE (通 用 英 语，Genera 

English)两类。_4 ESP又可分为 EAP (学术英语，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和EOP(行业英语， 

English for Occupational Purposes)。后 来 Jordan 

(1997)又将 EAP细化为 ESAP (专业学术英语， 

English for Specific Academic Purposes) 和 EGAP 

(通用学术英语，English for General Academic 

Purposes)；ESAP是以某领域题材为内容的英语教 

学，例如计算机英语、工程英语等；EGAP是训练 

学术口语、书面交流能力的英语教学。当前学术界 

对这些术语的运用存在着混淆的情况，因此本文特 

此申明其概念和推荐译文。如下表所示。 

(二)通用英语 (GE)教学应压缩 

根据总部 目前的人才培养指导要求 ，以“打 

EAP EGAP(通用学术英语) 

ESP (学术英语) ESAP(专业学术英语) 

(专门用途英语) EOP 

(行业英语) 

GE(通用英语) 

牢语言基础、培养学生英语综合应用能力”为 目 

标的大学英语分布在一至四学期。学完 四个学期 

后，学生应达到国家英语四级统考的水平。也就是 

说，只要通过四级考试，英语学习就 “没多大意 

思了”；而 “培养综合应用能力”的目标，由于缺 

乏具体性和阶段性而难以捉摸；至于 “符合军队 

需求”，更是模糊遥远的事情：符合哪些工作的需 

求?需要什么样的口语和书面语?学生们都很迷 

茫，因此他们学习英语的主要动力便成了应试。靠 

应试维持的学习必然怨言颇多、效率低下。 

同时，军队本科院校的大学英语教材选用地方 

出版社的通用英语教材，内容围绕着情感、文化、 

历史、生活、新闻等话题展开，旨在培养学生在一 

般生活情境下的语言能力和人文素质，与他们本专 

业的科技领域和未来军队的工作生活毫不相干。这 

就导致了一个修满学分、通过四级考试的本科毕业 

生读不懂英语的专业资料、不会用英语写专业论文 

和记笔记、听不懂英语讲授的专业课程等。 

此外，随着网络资源的充实和高中英语教学推 

进，高校新生的通用英语水平增长很快，这就导致 

了现有大学英语中有相当部分的内容与高中是重复 

的， 3 使得大学英语缺乏新意和挑战，日复一 日学 

得还是高中的东西，不但引起学生的普遍反感，还 

造成了教育资源的浪费、师资力量难以进步等问 

题。 

因此，军队本科院校的通用英语教学必须缩减 

课时、降低地位，从公共必修课变成公共选修课， 

依托于分级教学理论，让有需要的学生选修，不需 

要的不必浪费时间。囿于当前的军队院校政策和生 

源资质，通用英语教学暂时还不能取消，但绝不应 

该再占据主导位置。 

(三)学术英语 (EAP)教学应占主导 

为响应教育部和军队总部机关提出的运用英语 

进行专业教学的号召，军内外各高校纷纷推出了双 

语课程，有条件的还推出了全英语课程或者借用国 

外高校的课程。但是对于习惯了通用英语的学生来 

说，这个挑战是巨大的。根据前后多项调查和访谈 

显示，学生们普遍反映一是词汇量有限、听课抓不 

住重点，二是阅读速度太慢、不会用英文回答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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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写作业。这种情况下学术英语的作用就显现出 

来。如上所述，学术英语可分为通用学术英语 

(EGAP)和专业学术英语 (ESAP)。 

通用学术英语虽然以规范的学术性语言为载 

体、但不涉及换专业学术知识，而是旨在训练学生 

在学术小组讨论陈述、运用学术文体结构和词汇、 

有效听取学术讲座并记录笔记以及开展学术辩论等 

能力。因此，学生在开始专业学术英语甚至专业课 

程学习之前，如能进行这种务实的技巧性训练，则 

会比蜻蜒点水般的听 读写综合英语收益更大。 

而专业学术英语是帮助学生顺利过渡到双语课程、 

国际化课程甚至是继续专业深造的重要环节。它以 

某一专业学术领域的题材为内容，帮助学生熟悉该 

方面的专业词汇、句法句型和篇章结构特点，并适 

量融人简单的专业知识。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现有的军队本科院校教 

育条件下，通用学术英语和专业学术英语的地位是 

不同的。由于通用学术英语不涉及专业知识 、不忽 

视语言能力的培养，因此与通用英语相比难度没有 

明显增加，对教学观念的冲击程度和对师资水平的 

要求也没有显著提高。所以在压缩通用英语教学之 

后，应将通用学术英语教学的课时增加，一部分课 

程代替通用英语成为公共必修课，一部分难度稍高 

的成为公共选修课。 

然而，专业学术英语却由于军队本科院校双语 

教学长期发展滞后而受到一定影响，暂时还应以专 

业选修课而不是必修课的形式存在。理论上讲，双 

语教学是 “使用汉语和外语 (本文特指英语)作 

为课堂主要用语进行非语言类学科的教学” J，是 

院校环境下综合检验大学英语教学成果的 “战 

场”。长期以来，双语教学一直在授课对象、师资 

力量、课程设置和教学质量评估等方面存在诸多问 

题 儿6J J，因此当前的普遍情况是双语教学与专 

业学术英语教学之间界限模糊、发生错位、互相挤 

压课时，双语课上讲语言，专业学术英语课上还讲 

语言，内容重复且单调。因此，本文建议军队本科 

院校应将双语教学定位高远一些，比如在初期借用 

国外高校专业公开课作为双语教学授课内容、而不 

是为了保持其军事性而非要 自己 “原创”。这不是 

好高骛远，而是要在首先保证专业学术英语的生存 

和发展空间、保证大学英语教学系统性的基础上进 

行一种逆推建设。 

(四)应强调科学素质甚于人文素质 

近些年，许多高校掀起了通识教育热潮，提出 

淡化专业、厚重文化底蕴思想，并模仿美国哈佛等 

大学开辟了许多通识教育课程，再加上通用英语教 

学压缩、教师专业背景限制等原因，大学英语便纷 

纷开设了关于英美文学、文化、历史、生活等人文 

类公共选修课。 J一些实行了分级教学的军队本科 

院校也将这些课程作为通用英语的后续课程使用。 

然而任何课程的开设都应以教学目的为依据，不能 

盲目跟风或是采取 “就近方便”原则，这一点对 

于向着军队职业教育发展的军队学历教育院校来说 

更为重要。 

无论院校人才培养目标是具有指挥素质的技术 

人才、还是具有高专业知识水平的指挥人才，军队 

本科院校的大学英语教学都应服务于增强学生的科 

学素质这个教育中心。长期以来 ，军校的大学英语 

教学始终和地方高校一样带有人文教育的特点，偏 

重情感和道德修养，忽视学生的专业、职业素质需 

求。这种人文素质教育其实已经在大学语文、政治 

思想甚至是入学前十余年的中小学教育中得到充分 

的发挥，英语作为一种工具，应该致力于与专业、 

职业的结合，促进专业学术和职业素养的形成。当 

然，这并不是说开设英美文学等选修课是完全没有 

必要的，只不过需缩小比重。因此，军队本科院校 

大学英语的公共选修课应根据学生的专业和未来任 

职需求，一部分开设为通用学术英语课程，一部分 

开设为外军 (英美)知识普及类课程，还有一部 

分开设为人文教育课程。 

三、新定位下的军队本科院校大学 

英语教学模式 

随着第三次大学英语教学改革进入第 1 1个年 

头，军队本科院校大学英语教学模式改革也已经收 

获了以分级、分课型、分阶段教学模式和以网络为 

平台的课程体系为代表的改革成果。但是，这种改 

革并不涉及大学英语的教学定位问题，而当新的定 

位出现，这些成果中有多少能够保留下来、多少需 

予以放弃，仍需学界的反复探索。 

在新的定位下，结合 日本早稻田大学和我国清 

华大学的学术英语教学模式，蔡基刚提出了一个 

“适用于大多数二本以上本科院校”的教学模式： 

大学英语教学分为语言强化、学术技能和专门用途 

三大模块，其中语言强化又分为分科英语和技能英 

语两部分。 对于目前的军队本科院校的大学英语 

教学来说，这种模式有值得借鉴的地方，也有根据 

院校自身情况需要修改的地方。本文试提出一个在 

分级、分课型教学的前提下、以课程性质为划分的 

大学英语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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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共必修课 ：初级通识学术英语课程， 

分为学术书面技能课程和学术口语交流技能课程。 

前者包括学术文献阅读、学术论文和报告撰写，后 

者包括讲座听力、小组讨论和学术演讲等。课程内 

容题材出自军事和科普知识，比如医学生物技术、 

计算机网络技术、物理数学、环保能源、未来战 

争、武器综述等等。各英语水平级别的学生都必须 

在第一至四学期学习这类课程。 

(2)公共选修课 ：包括高级通识学术英语课 

程、通识英语基础课程、其它知识类课程。高级通 

识学术英语课程仍分为书面和口语两种，难度和要 

求比初级课程略高，书面课程可增加学术文献编 

译，口语课程可增加学术辩论，英语水平级别较高 

的学生可在第二、三、四学期选修；通识英语基础 

课延续传统综合英语的特点，强化基本听说技能， 

英语水平级别较低的学生可在第一至四学期选修； 

其它知识类课程包括对以英美军队为主的国外军队 

概况、英美文化和文学等人文课程，任何英语级别 

和年级的学生均可选修。 

(3)专业选修课：专业学术英语课程，按照 

不同的专业特点来设计课程，如计算机英语、航天 

航空英语、装甲装备英语、工程技术英语等。由于 

同专业的学生如果英语水平相差过大容易影响授课 

质量，因此该选修课不宜面向低年级学生，应在第 

五至八学期按专业开设。 

(4)专业必修课 ：有条件的院校可将专业学 

术英语课程设为专业必修课，比双语专业课程提前 
一 学期开设。 

四、新定位下的军队本科院校大学 

英语教学基本属性 

(一)服务于学术和职业的工具属性 

学习知识的最根本动力就是使用。没有为了学 

英语而学英语的道理。我军未来需要的是大批专业 

知识丰富、政治思想过硬、军事本领突出的国际化 

人才，军校的大学英语必须广泛地与各专业和军事 

情景建立联系，为学术和职业服务。这也是大学英 

语寻求自身发展的突破口，因为当前学生的英语学 

习经历和手段愈加丰富和直接，以语言学习为目的 

的教学任务早在高中甚至更早时期就有可能完成 

了，而以提高人文素质和情操水平等为目的的教学 

任务又不局限在英语教学的领域里去完成，如果大 

学英语还因循打基础、重人文的老模式，整个行业 

终将走入死胡同。 

(二)信息化的属性 

信息技术的介入在很大程度上解除了人才培养 

过程中时间和空间条件的限制，较大幅度地提高了 

人才培养质量和缩短了培养周期。不论大学英语教 

学如何定位，它的信息化属性都是不可否认的。提 

到大学英语教学对信息技术的利用，当前最常见的 

形式是以网络技术为支撑的网络课程，集学习、测 

试、评估 、交流、拓展等于一身。_】。。然而，如何解 

决当前的网络教学在功能实现上存在的问题，如何 

使以其它信息技术为支撑的应用也能为大学英语教 

学所用并且用好，都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因此， 

新定位下的军队本科院校大学英语教学是否能广 

泛、有机、高效地利用信息技术，打造具有军事特 

色的信息化课程体系，也是保证其自身发展的重要 

条件。 

五、综述和展望 

军队本科院校大学英语教学已经到了必须转变 

观念、大胆走新路的时候了，这不仅是学生的需 

要、军队和社会的需要，也是大学英语教师的需 

要。作为军队本科院校大学英语教学队伍中的一 

员，笔者衷心希望自己热爱的事业能够蒸蒸日上， 

自己培养的学生能够不辜负我军和国家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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