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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研究生教育作为国民教育体系的顶端，承担着“高

端人才供给”和“科学技术创新”的双重使命。英语教

学作为研究生教育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双

一流建设”和“新农科建设”的背景下其作用越来越重

要。研究生进行学术表达和沟通的最重要方式就是科技

论文写作，尤其是英语科技论文的写作与发表。国内有

学者建议将EAP引入研究生英语教学中（张晓军，2004；

梁立文，2010；刘军丽、范秀云，2011）。随着EAP在

中国的发展，与EAP课程设计相关的需求分析研究开

始受到学者们的关注，例如，罗娜和陈春梅（2012）对

理工科研究生的学术英语学习需求进行了研究；蔡继刚

（2012）调查了上海四所高校本科生对EAP课程的需求。

然而，以往的研究大多数集中于综合类高校的需求分析，

而针对于特定的农业院校学术英语的需求分析却很少。

很明显，尽管高等农业研究生迫切需要提高学术英语水

平，但什么样的英语课程或课程能帮助他们还远不确定。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进行深入的需求分析研究。

近年来，学术写作的重要性逐渐得到学术界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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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各大高校已经开设了学术写作课程，有的甚至建立

了博士生在线写作中心。然而，目前的学术写作课程和

教学大纲主要是根据教学人员和教育决策者的经验和建

议设计的，而没有调查作为学习关键的大量学生的实际

需求。因此，为了响应国家号召，为乡村振兴培养专业

化人才，提升涉农人才的培养质量，提高农业院校研究

生的学术写作能力，使他们更积极地参与国际学术交流

是一个需要解决的时代课题。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旨在以吉林农业大学为例，调查“新农科”

背景下高等农业院校研究生在学习目的、语言需求、修

辞需求、学科知识和学术素养需求、写作资源需求五方

面对学术英语写作的具体需求。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的问卷调查对象为从吉林农业大学随机挑选

的 305 名研究生，访谈调查对象为来自四个专业的 8 名研

究生（4 男 4 女）。将调查问卷通过问卷星发给调查对象，

要求被调查者匿名作答。共 305 名研究生参与问卷调查，

其中有效问卷共计 300 份，有效回收率达 98%。

（二）研究工具

调查问卷以 Hutchinson & Waters（1987）提出的学

习需求分析框架为理论基础，参考 Paltridge et al.（2009）

的学术写作教学研究结果，在彭佩（2011）设计的非英

语专业博士生学术英语写作需求分析问卷的基础上，根

据高等农科院校研究生的英语学习特点进行调整，设计

出适合当前研究需求的高等农业院校研究生学术英语

写作需求分析问卷。从学习目的（1-3 题）、语言需求

（4-7 题）、修辞需求（8-10 题）、学科知识和学术素养

“新农科”背景下高等农业院校研究生学术英语写作需求分析

孟　静　张委宁

吉林农业大学　吉林长春　130000

�

摘　要：本研究以吉林农业大学为例，分析了“新农科”背景下高等农业院校研究生的学术英语写作需求。通过问

卷调查和访谈，探讨了学生在学习目的、语言需求、修辞需求、学科知识和写作资源方面的具体需求。结果表明，

研究生主要关注毕业升学和学术交流的写作需求，面临语言表达和修辞技巧的挑战，对写作资源的需求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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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11-13 题）、写作资源需求（13-16 题）五方面分

析调查对象的学术英语写作需求，此部分共包括 16 个题

项，采用 Likert 四级量表的形式进行分数评定。

为补充和解释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本研究采取教师

推荐和学生资源参加的方式，面向来自四个不同专业的 8

名研究生开展半结构化访谈，具体访谈问题包括：你对

学术英语写作现状有何看法？你在学术英语写作过程中

有何困难 ? 你在学术英语写作过程中有何需求？

二、高等农业院校研究生的学术英语写作需求分析

（一）学习目的

在学术英语写作的学习目的方面，学生总体均值为

2.790，这表明学生对学术英语写作的学习目的较为显

著。具体来说，学生进行学术英语写作的最主要目的在

于毕业或升学（均值为 3.22），其次是为了学术交流（均

值为 2.73），最后是出于兴趣爱好（均值为 2.46）。可见，

高等农业院校研究生进行学习学术英语写作的目的主要

出于工具性目的，包括升学中的学术写作考试、毕业中

的学术论文撰写和求学中的学术讲座交流，较少处于兴

趣爱好等人文性目的。

表3-1　高等农业院校研究生对学术英语写作的学习目的

毕业 / 升学 兴趣爱好 学术交流

得分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3.22 0.643 2.46 0.798 2.73 0.816

在访谈问题三“你在学术英语写作过程中有何需

求？”的回答中，来自植物保护专业的刘同学说道：“他

经常会跟着导师参加学科领域内的各类学术会议和讲座，

其中不乏有来自国外的著名学者，可受限于薄弱的学术

英语理解能力，每次我在理解学者发言时都很吃力，未

能好好利用宝贵的学习机会。”此外，来自食品科学与工

程专业的陈同学提及在申博时最吃力的备考模块是英语

能力考试，因此吸取教训决定好好提升学术英语能力。

以上访谈内容进一步印证研究生在学术英语写作上主要

持工具性的学习目的，包括应对毕业升学与进行学术交

流。因此，教师在开展学术英语写作课程教学设计时，

应基于学术的真实需求和具体目的出发，分模块地讲解、

练习和巩固相关语言知识和写作技能。

（二）语言需求

在学术英语写作的语言需求方面，学生的总体均值

高达 2.73，说明学生在学术英语写作上的语言需求较高。

具体而言，学生在学术英语写作过程中的母语思维依赖

性最高（均值为 2.98），其次是语言知识储备量不足（均

值为 2.69），最后是语言使用准确性较低（均值为 2.53）。

可见高等农业院校研究生在学术英语写作上的语言需求

体现在摆脱母语思维，写出地道的英语表达；积累语言

知识，提高学术写作流畅性；勤于写作练习，提高写作

表达准确性。

表3-2　高等农业院校研究生学术英语写作的语言需求

语言知识储备量 语言使用准确性 母语思维依赖性

得分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2.69 0.740 2.53 0.730 2.98 0.750

在访谈问题二“你在学术英语写作过程中有何困

难？”的回答中，来自动物医学专业的王同学回答道：

“我在尝试撰写英语论文时，最大的困难在于专业术语

的表达，我本身的英语基础还算扎实，但是对专业话语

的积累很少，导致难以开展学术英语写作。”可见，高等

农业院校研究生因学术写作专业性强，对专业词汇等术

语表达有阅读需求。学术在撰写学术英语写作时，为清

楚梳理相关研究、明确界定相关专业概念并清晰表达相

关学术观点，需具备基本的外语思维和扎实的英语写作

能力，摒弃母语思维的影响。因此，教师在开展学术英

语写作教学时，可通过对比英语写作与中文写作的区别，

让学生直观感受两种语言不同的写作特点，同时引导学

生加强对专业英文文献的阅读，积累相关专业表达，为

写作输出做准备。

（三）修辞需求

在学术英语写作的修辞需求方面，学生的总体均值

为 2.560，说明学术对学术英语写作的修辞需求处于中等

水平，具体而言，学生在语篇连贯性（均值为 2.54）和

结构逻辑性（均值为 2.57）上的需求基本持平。可见，

高等农业院校研究生对学术英语写作的修辞需求主要体

现在语篇衔接手段的使用和篇章逻辑结构的组织上，因

中文表达讲究意合，而英文表达强调形合，中文写作的

语法意义和逻辑关系主要通过词语的含义表达，但英语

写作重视通过词语和分句之间用语言形式手段，如关联

词连接起来，以表达语法意义和逻辑关系。如果未多加

练习的话，学术英语写作中的语篇衔接和结构逻辑会成

为写作过程中的一大难题。

表3-3　高等农业院校研究生对学术英语写作的修辞需求

语篇连贯性 结构逻辑性

得分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2.54 0.715 2.57 0.702

在访谈问题三“你在学术英语写作过程中有何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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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的回答中，有来自不同专业的三位研究生同时

提 到， 英 语 中 有 很 多 的 连 词， 比 如“and”、“what’s 

more”、“furthermore”、“besides”等，但是他们不清楚这

些词的区别以及该如何使用。此外，有两位研究生提及，

老师要求他们每一段段首应有中心句表明主要观点，但

是他们目前仍做不好。可见，当前高等农业院校研究生

对学术英语写作的修辞需求体现在连贯性和规范性等方

面。为满足学生以上需求，教师在学术英语写作课堂教

学中应通过案例讲解写作中各衔接手段的使用与功能，

并加强实操练习提高学生的学术英语写作意识和培养学

生的学术英语行为。

（四）学科知识和学术素养需求

在对学术英语写作的学科知识和学术素养需求方面，

学生总体均值为 2.85，可见学生在这方面的需求程度比

较高。具体而言，学生对学科专业知识的需求度最高

（均值为 2.97），对学术素养的需求次之（均值为 2.72）。

可见，高等农业院校研究生对学科专业知识等主体知识

的需求高于对学术写作规范等必备素养。为完成一篇高

质量的学术英语写作，学生首先关注的是文章内容的深

度和广度，因此对学科专业知识有较高的需求。作为一

篇合格的英语学术文章，其写作规范性和学术性也是考

察作者学术素养的一个重要指标，然而中文学术写作规

范与英语学术写作规范之间存在区别，学生在修辞需求

的规范性方面有相关需求。

表3-4　高等农业院校研究生对学术英语写作的学科知识

和学术素养需求

学科知识 学术素养

得分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2.97 0.640 2.72 0.710

在访谈问题二“你在学术英语写作过程中有何困

难？”的回答中，有两位受访者提及，她们在进行学术

英语写作时，有时因不懂怎么转述外国学者的观点，而

进行了大篇幅的直接引用，有时也因自己写不出更好的

句子，而直接搬用原文献的表达。可见，一方面学术需

提高自身学术英语表达能力，另一方面也需提高学术写

作规范意识。因此，教师在日常学术英语写作教学中，

应通过学习相关专业知识来充实学生英语学术写作语料，

在此基础上介绍相关学术写作要求来规范学术英语学术

写作行为。

（五）写作资源需求

在对学术英语写作的写作资源需求方面，学术总体

均值为 3.04，可见学生的写作资源需求是各类需求中最

高的。其中，学生对写作评价资源的需求最高（均值为

3.26），其次为对写作学习资源的需求（均值为 2.95），最

后是对写作教学资源的需求（均值为 2.92）。大部分学生

表示希望得到他人的评价和建议从而完善文章，也有学

生表示希望学校能够提供数据库等学习资源，帮助他们

利用和整合相关写作材料，学生同时也希望学校能增加

学术英语写作课的课时。

表3-5　高等农业院校研究生对学术写作的写作资源需求

写作教学资源 写作学习资源 写作评价资源

得分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2.92 0.736 2.95 0.723 3.26 0.633

在访谈问题三“你在学术英语写作过程中有何困

难？”的回答中，有 5 位受访者表示希望学校能提供更多

的写作资源。如来自外国语学院的李同学说道：“因为我

们是农业院校，所以学校目前购买的数据库大多为农科

与中文的，在撰写学术论文时，我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

寻找相关外文文章。”有 3 位受访者表示很希望学术英语

写作课上能阅读其他同学的文章，并互相评价与优化。

可见，学生对学术英语写作的写作学习和写作评价有较

高的需求。因此，在开展学术英语写作教学时，学校层

面应重视图书馆数据库等资源的建设，为学生搭建写作

内容支架；教师层面应重视写作后的展示评价环节，引

导学生共制评价标准，开展互评与展评等活动，引导学

生反思并优化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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