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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英语学术写作能力是研究生学术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研究生外语教学的重
点。针对理工类研究生在英语写作中可能出现的困难，设计和发放了调查问卷，通过对问卷反

馈数据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和方差分析，归纳总结了理工类研究生英语学术写作困难的主要维

度以及各个维度之间的程度差异，以期为改进研究生英语学术写作教学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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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语学术写作能力培养是研究生外语教学中
的一个热点和难点。目前，我国研究生英语学术

写作能力的现状不容乐观，集中体现在难以撰写

出达到国际期刊标准的高质量科研论文。据统计，

在我国研究生投到国际会议或国际期刊的英语论

文中有８５％以上由于写作水平问题被拒［１］。词不

达意、行文晦涩、逻辑混乱等问题，已经严重制

约了研究生参与国际学术交流的效率［２］。

学者们普遍认为，英语学术论文写作过程中的

问题和困难并不是简单孤立的，而是在诸多层面错

综复杂地共现［３］。其中，既有语法、词汇、拼写等

句词层面的困难［４］，也有连贯、组织等语篇层面的

困难［５－６］，还有体裁规范、读者意识等学术文化层

面的问题［７］。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单

纯的语言基本功教学和学术体裁教学并不足以保证

英语学术写作能力的提高。研究生的理性判断、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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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推理、观点评价与说理论证等多种能力对英语学

术写作过程都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８］。

值得注意的是，来自不同国家的作者在英语

学术写作中的问题也有差异［９］。受教育传统和母

语特点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中国学生在英语学术

写作中遇到的困难可能存在其特殊之处。鲁会强

（２００７）对６６篇研究生英语学术论文进行了错误
分析，发现了语篇范畴混淆、语篇前后不一致、

语篇歧义、语篇过度概括和语篇研究对象转移等５
类典型错误［１０］。章璇 （２０１３）对８名英语专业研
究生进行访谈，发现英语学术写作的困难既有学

生自身因素的作用，也有外部因素带来的影响［１１］。

于万锁 （２０１４）对 ２８０名博士生进行问卷调查，
从词语句法、写作方法与技巧、语篇组织三方面

总结了学术英语写作中的问题［１２］。刘梅华和刘世

生 （２０１４）对２１名研究生进行问卷调查和访谈，
发现了英语基础差、表述不准确、缺乏学术写作

训练、中国式英语、逻辑表达困难等问题［１３］。以

上研究对于我们了解中国学生英语学术写作的困

难具有启示意义，但总的来说此类研究成果相对

较少，且大都是以问题的视角审视中国学生的英

语学术写作过程，鲜有从写作者的角度考量学生

在写作中受困的体验。针对这种情况，本研究将

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重点研究理工类专业研究

生在撰写英语学术论文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以期

为改进研究生英语学术写作教学提供借鉴。

一、研究方法

（一）研究问题

本研究主要回答以下两个研究问题：

１理工科研究生英语学术写作中的困难主要
有哪些方面？

２理工科研究生英语学术写作中的不同困难
在程度上有何差异？

（二）研究对象

本课题的研究对象是国防科学技术大学２０１３
级一年级在读硕士研究生，涉及学校全部理工类

专业。调查对象来自３个班级，共１４６人。
（三）测量工具

本研究使用的工具是自编问卷，采用了从

“非常容易”到 “非常困难”的李克特七级量表。

问卷编制过程中，采访了学校 “英语学术论文写

作”课程的任课教员、理工科专业的硕博士生导

师和部分有过英语学术论文撰写经历的学生，询

问他们对于英语学术论文写作困难的看法。在此

基础上，总结归纳了 ２７个题项。题项的编制力
求穷尽英语学术写作中可能存在的各种困难。需

要说明的是，论文写作的困难也可能来自于研究

过程本身，如研究问题选择不够准确、数据收集

过程不够严谨、统计手段不够科学等。但由于本

研究的重点是英语学术写作中的困难，因此在题

项设置中没有包含论文作者在前期开展科学研究

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在对数据进行处理之前，没

有明确的分类。最终测试的问卷整体克朗巴哈信

度系数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Ａｌｐｈａ）达到０９２７。
（四）数据分析

本研究利用ＳＰＳＳ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探索性
因子分析和方差分析，目的是尝试归纳总结理工

类研究生英语学术写作困难的主要维度以及各个

维度之间的程度差异。

二、研究结果

（一）英语学术写作困难的因子分析

表１　取样适切性量数 （ＫＭＯ）和
　　巴特利特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形检验

取样适切性量数 ０８８５

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１６９９２７８

ｄｆ ３５１

Ｓｉｇ ００００

　　在进行数据分析之前首先进行取样适切性量数
（ＫＭＯ）检验和巴特利特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形检验。表１
显示，ＫＭＯ值为０８８５，一般认为该值在０８以上即
适宜做因子分析。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形检验统计量为
１６９９２７８，自由度ｄｆ值为３５１；相应的相伴概率Ｓｉｇ
值为００００，小于显著水平００５，表明巴特利特球
形检验通过。ＫＭＯ和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检验结果表明该问卷
的２７个题项适宜进行因子分析。

接着，经过反复比对，最终确定采用最大方

差正交旋转法 （Ｖａｒｉｍａｘ）得到８个因子，累积解
释总方差的６７５％。问卷各题项在８个因子上的
负载量见表２。其中，题项１３、２３、２６、１６和４的
因子负荷没有达到０５０，故不予考虑。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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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因子结构及负荷

成　份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１９－准确阐释本研究于以往相关研究之间的异同 ７２８

２５－准确阐述本研究对今后研究的启示 ６８１

２０－明确各分论点之间的层次关系 ６６２

５－准确阐述本领域其它相关研究之间的相互关系 ６２９

１３－预测读者可能产生的质疑

２１－使用正式的学术用语 ７７９

１５－根据语境选择恰当的词汇 ７２１

１０－准确使用本领域的专业词汇 ６２７

２３－准确地分析和归纳本研究结果的内涵

２７－使用衔接手段将论文各部分连接为一个整体 ６６３

２２－围绕各分论点有效组织论据 ５６５

９－围绕本研究的主题思想合理地设置分论点 ５３３

２６－在引述他人研究的基础上论证某一观点

２－从多个角度论证某一观点 ６９１

６－谨慎地论述不确定的观点 ６６６

３－预测读者可能遇到的阅读困难 ５６４

１１－写出包含从句的复杂句 ７６８

１２－按照一定的语篇组织模式撰写段落 ５８２

１６－合理运用各种论证方法阐述某一观点

１７－有礼貌地批评他人的研究 ８０８

１４－准确阐释对本领域相关研究的观点和看法 ５１２

８－写出符合语法的句子 ７１１

２４－根据表达需要运用不同的句式 ５９７

１－准确应用国际学术论文的格式规范 ７３８

１８－按目标期刊的特点灵活调整论文的体裁格式 ５５８

４－根据意思为论文合理地划分段落

提取方法：主成份。

旋转法：具有Ｋａｉｓｅｒ标准化的正交旋转法。
ａ：旋转在１３次迭代后收敛。

　　因子１中的４个题项，主要是关于如何有效界
定论文在本领域的地位。科学研究往往不是孤立

存在的，各个研究领域中都有很多研究兴趣相似

的学者在从事着类似的研究。在竞争激烈的学术

圈，准确界定论文的贡献和地位并不是一件容易

的事情。论文作者只有准确阐释 “本领域其它相

关研究之间的相互关系”、 “本研究与以往相关研

究之间的异同”以及 “本研究对今后研究的启

示”，才有可能使其学术观点被领域同行接受。我

们将该因子定义为确定领域地位层面的写作困难。

因子２中的３个题项，都与词汇相关。词汇是
学术论文最基本的单位，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

类是某一领域固定的专业术语；另一类是学术论

文在长期发展过程中约定俗成的一些表达方式。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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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与领域知识相关，后者与学术体裁相关。一

个优秀的论文作者，应该懂得如何 “使用正式的

学术用语”、“准确使用本领域的专业词汇”以及

“根据语境选择恰当的词汇”。我们将该因子定义

为词汇层面的写作困难。

因子３中的３个题项，都与论文的谋篇布局相
关。学术论文是一个有机整体，为了能够将各个

部分、各种论据统筹起来共同服务于学术观点的

阐释，论文作者必须懂得如何 “使用衔接手段将

各部分连接为一个整体”、 “围绕主题思想合理设

置分论点”和 “围绕各分论点有效组织论据”。我

们将该因子定义为语篇层面的写作困难。

因子４中的３个题项，涉及具体观点论证中的
技巧和策略。学术论文的主要目的是说服领域同

行接受作者提出的学术观点。一篇文章如果观点

阐释不清楚，即使有再好的研究结果也难以被同

行接受。因此，学术论文作者应懂得 “预测读者

可能遇到的阅读困难”，并在此基础上 “从多个角

度论证某一观点”，尤其需要 “谨慎地论述不确定

的观点”。我们将该因子定义为观点论证层面的写

作困难。

因子５中的２个题项和因子７中的２个题项有
相似之处。“写出包含从句的复杂句”、“写出符合

语法的句子”、 “根据表达需要运用不同的句式”

都是句子层面的写作需求。“按照一定的语篇组织

模式撰写段落”则是关于如何按照一定的模式将

句子组织成段落的问题。我们将该因子定义为句

子层面的写作困难。

因子６中的２个题项，都与如何评价他人研究
相关。每一个研究者都身处学术共同体之中，一

个不顾及他人感受、观点过于绝对的学者往往难

以得到同行的认可。另一方面，任何一项研究都

存在缺陷，在评价他人研究时如果过于极端，反

而容易引来更多的质疑。因此，在 “阐释对本领

域相关研究的观点和看法”时，应该尽量做到

“有礼貌地批评他人研究的不足”。我们将该因子

定义为评价他人研究层面的写作困难。

因子８中的２个题项都与学术体裁相关。学术
论文遵循特定的规范，不同的国际期刊对于格式

的要求也各不相同。因此，“准确应用国际学术论

文的格式规范”和 “按目标期刊的特点灵活调整

论文的体裁格式”也是学术论文写作的重要组成

部分。我们将该因子定义为体裁格式层面的写作

困难。

以上总结归纳的七个因子，与马晓雷 （２０１３）
提出的 “学术外语能力层级模型”［１４］相一致。该

模型认为，学术外语能力应该是一个包含多个层

次的复合能力，主要包括外语基本功、学术体裁

能力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ｇｅｎｒｅ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和外语思辨能
力三个层次。这三个层次分别对应着语言的三大

功能：获取信息的手段、文化的载体和思维的工

具。本研究总结的７种主要困难，涉及英语学术论
文写作的不同方面。它们既相对独立，又彼此联

系。其中因子２、因子５和因子７都是语言层面的
写作困难，因子４、因子６和因子８都是学术体裁
层面的写作困难，因子１和因子３则主要涉及思辨
层面的写作困难。

（二）英语学术写作困难的程度差异

我们按照表２中总结的因子分类，计算出每一
个因子内所有题项的平均值，从而得到受试在７个
维度上的困难程度，并在此基础上对比七个维度

之间的差异。

图１　研究生英语学术写作困难程度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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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图１可以看出，研究生英文学术论文写作中
困难最大的是 “观点论证”，然后依次是 “确定领

域地位”、 “词汇”和 “评价他人研究”；相比之

下，“语篇”、 “句子”和 “体裁格式”方面的困

难相对较小。

方差分析的结果显示，类别对于英语学术写作

困难的程度有显著影响（Ｆ［６，１０１５］＝４０８５，
ｐ＝０００）。其中，“观点论证”与其它各种写作困
难之间的差异均达到显著水平 （ｐ＜０．０５）。具体
差异为：“观点论证”与 “确定领域地位”（ＭＤ① ＝
２７４，ｐ＝０２８）、 “观点论证”与 “词汇”（ＭＤ＝
３０４，ｐ＝０１５）、 “观点论证”与 “语篇”（ＭＤ＝
４４８，ｐ＝０００）、 “观点论证”与 “句子”（ＭＤ＝
４８２，ｐ＝０００）、观点论证”与 “评价他人研究”

（ＭＤ＝３３６，ｐ＝００７）、 “观点论证”与 “体裁格

式”（ＭＤ＝５３１，ｐ＝０００）。此外， “确定领域地

位”明显高于 “体裁格式”（ＭＤ＝２５７，ｐ＝０３９）。

三、结论

（一）主要发现

本研究发现了研究生英语学术论文写作中的７
种主要困难，对于我们更好地了解英语学术论文

写作的过程具有一定的启示。

首先，英语学术写作是一个涉及多个维度的

复杂过程。本研究初步发现了理工类研究生英语

学术论文写作困难的７个维度。各种问题在英语学
术论文写作中交织在一起，既相对独立、又相互

关联。这表明英语学术写作能力并不是单一的，

而是包含多个方面的复合能力。单纯将其归因于

外语能力、体裁能力或者思辨能力都是不合适的。

这也意味着在教学实施过程中，应根据英语学术

写作能力的不同维度有针对性地开展教学。

其次，外语基本功并不是影响研究生学术写

作困难最主要的因素。本研究中，受试普遍认为

英语学术写作中最大的困难是 “观点论证”、其次

是 “确定领域地位”。受试并没有将 “词汇”、“句

子”、“语篇”层面的困难摆在首位。学术论文的

体裁相对固定，语言表达方式也有一定的规律。

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说，熟悉并掌握相对固定的表

达手段并不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但学术论文

的目的不仅仅是对研究现象进行精确描述，还要

综合运用各种语言手段说服领域同行接受研究的

结论及其理论和现实意义。要实现这一目标，仅

仅依靠相对固定的 “术语”、“行话”、“套话”是

远远不够的。遗憾的是，在目前的学术外语教学

中，有相当一部分学生甚至老师简单认为外语水

平高学术写作能力就强，仅仅将学术论文写作定

位于一门语言课，却忽略了语言作为思辨工具和

文化载体的重要作用，这不利于学生英语学术能

力的提高。

再者，思辨能力的培养应是解决研究生学术

写作困难的重要途径。这里所说的思辨能力，指

的是利用外语进行分析、推理、评价等思辨活动

的能力。诚然，大多数理工类研究生并不缺乏思

辨能力，尤其是开展学科领域研究所需要的思辨

能力。但是当这种能力需要以外语作为媒介展现

时，可能就会遇到问题。思辨活动在从思维空间

落实到文章时，需要以语言为媒介。在这个过程

中，科学研究的思辨过程和语言表达的思辨过程

同步进行，只有当两者协调一致、互为支撑时，

学术论文的写作才能相对比较顺畅。然而，这一

过程并不总是一帆风顺，尤其当外语能力较低难

以支撑高水平的思辨活动时，学术论文写作就会

遇到较大的困难。这种困难，并不能简单归结于

语言水平差或者思辨能力不足，而是两者如何协

调共振的问题。英语学术写作教学只有解决了这

个问题，才能真正取得良好的效果。

（二）研究不足及未来研究方向

作为一个探索性研究，本研究仍然存在一定

的不足。首先，本研究仅以一个年级的研究生为

主要研究对象，受试人数相对较少。同时，由于

受试者年级较低，其中相当一部分还没有用英语

撰写学术论文的经验，因此对于英语学术论文写

作的认知可能还比较有限。今后应扩大受试范围，

尤其是那些具有较丰富英语学术论文撰写经验的

研究生，同时应涵盖更多的高校和专业。其次，

本研究仅使用了探索性因子分析。该方法对于探

索某一问题的底层结构比较有效，但对于验证理

论模型却存在不足。今后应尝试利用结构方程模

型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再者，本研究并未针对

研究生英语学术写作中的困难，提出具体的解决

方案，相关研究值得进一步开展。

注释：

① ＭＤ指的是平均差（ｍｅａｎ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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