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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自建语料库的财经学术英语 

读写教学模式探索 
李立人  武少霞   陈龙 

（河北经贸大学 外国语学院  河北石家庄  050061） 

摘要：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不断深入对提升大学生的期刊论文的读写能力提出新要求，然而目前学术英语教学难以满足不同

学科、不同水平的学习者的语言学习需求。因此本研究基于体裁分析理论，聚焦财经学科的国际期刊论文，在学术英语教学中借助

语料库技术指导学生展开语步辨认、元话语标注、词汇语法分析等语言学习实践。结果显示，该教学模式在培养学生的体裁知识、

学术规范意识和自主学习能力等方面效果显著，能更好地满足学习者阅读专业英文文献、撰写学术论文的学业发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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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英语是各学科进行国际学术交流和研究成果展示的通用

语，国际权威索引 SCI 和 SSCI 收录的期刊，95% 以上使用的

是英语。因此，如何提高大学生阅读英文文献并具备在国际期

刊发表论文的语言能力，成为“双一流”高校建设背景下大学

英语教育的重要命题。目前，多所高校已开设立足校本特色的

学术英语课程，如石油大学的能源学术英语课程等，一线教师

亦积极探索不同教学模式的构建并展开实践，如基于过程体裁

教学法的写作教学模式、任务或项目驱动式教学模式等。其中，

少数学者尝试将语料库技术与学术英语教学结合（娄宝翠，

2020；王华，2020），然而相关实证研究欠缺在本科生学术英语

教学中的应用。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学科的学术话语有其特定的篇章结构

与语言特征，但目前尚未有学者关注财经学科专业的学术英语

教学及学术语言能力的培养。此外，传统的学术英语教学多以

教师为主导，直接将文本特征呈现给学生，无法激发其积极性，

而借助语料库技术，可让学生接触真实的语言实例，并依据自

身的学习需求展开自主探究式学习。因此，本研究基于数据驱

动学习理论和体裁分析理论，指导学生自主建立小型国际财经

期刊论文语料库，通过观察规范的学术研究样本，自下而上地

归纳和概括财经类学术语篇的体裁特征，从而更好地阅读专业

英语学术文献，撰写学术论文。 

二、研究设计 

1. 理论框架 

体裁分析理论（Genre analysis）是进行学术语篇分析的主

要理论，其代表学者 Swales（1990）指出，体裁是话语共同体

成员为达成交际目的，使用普遍接受和认可的语篇结构和语言

方式，并提出著名的“创建研究空间”模式（Create A Research 

Space, 即 CARS 模型），将论文引言结构概括为确立研究领域—

建立研究空间—弥补研究缺口三个必要步骤。不同的语步具备

特有的词汇语法特征，以实现其不同的交际目的。而不同学科

的学术文本在语篇结构、修辞手段、元话语的使用等方面有很

大的差异，因此在财经学术英语教学中应引导学生关注其学科

专业的学术规范和文本准则，总结期刊论文的写作范式。 

数据驱动学习理念（Data-Driven Learning）由 Johns (1991)

提出，主张在教学中使用语料库为学生提供大量、真实的语言

实例，在教师的协助下，通过语料检索，观察和归纳学术语篇

的语言修辞特征，补充和修正现有的语法理论和观点，从而切

实提升学生的语言能力，增强对学术写作的自信。此外，借助

语料库技术可超越传统的课堂学习活动，满足不同专业、不同

水平的学生的语言学习需求，使学生独立展开个性化、发现式

学习成为可能。 

2. 课程设计 

本研究选择财经类专业二年级的学生作为实验对象，基于

学术英语写作课程展开行动研究，为期两个学期。每学期课程

共 32 课时，分为基础和进阶两个教学阶段。教学过程中，教师

基于体裁分析的理论框架和学术英语的研究成果，从“篇章结

构”、“句法词汇分析”和“元话语分析”三个维度，带领学生

发掘和提炼财经类学术语篇的体裁特征，加深学生对学科知识

建构方式和话语交流策略的理解；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展开合作

式学习，通过对语料进行检索、观察和归纳，完成若干项读写

任务，并在学期末提交一篇学术论文的引言部分。课程结束后，

教师从语篇结构、修辞技巧和语言规范性等维度对学生产出的

文本进行评价，并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等方式，检验该教学模

式的有效性和满意度。 

3. 教学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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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础阶段 

Ø  课程初期，教师调查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研究方向，并

依此进行分组，组内每位学生挑选本专业影响因子较大的两个

国际期刊（如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等），分别下载两篇论文（4 篇/人）。教师选

取 6 篇期刊论文作为样本，分别对摘要、引言、文献综述、方

法和结果、讨论与结论进行讲解，分析各部分的语阶、修辞手

段和元话语的使用等。 

同时，由教师提供学术英语论文语料库，并向学生展示如

何利于语料库工具（如 Wordsmith）进行关键词检索（如摘要中

的 propose，conduct，讨论中的 consistent，explain 等），提取索

引行观察关键词的高频搭配和句法结构（如 conduct 典型的语言

实现形式为 “interviews were conducted with the...”），借此训练

学生的词语搭配和语用能力。 

2）进阶阶段 

Ø  教师指导学生将收集的期刊论文进行 text 转化和清洁，

建成小型语料库并进行元信息标注，如研究话题、期刊来源、

出版时间、文本长度等。学生结合教师的讲授，对语料进行语

步结构和语言特征的辨读。任务包括：确认论文的结构是否完

整；辨认各语步的具体语阶（如引言部分的背景介绍、文献回

顾、提出研究问题等），分析某一语步或语阶缺位的原因；观察

各语步语阶的词汇-语法型式、元语言使用规律等，分析其特定

的修辞功能。最后，各小组在课堂上汇报本组的研究发现，通

过与其他组进行对比和讨论，同时结合教师的评价反馈，归纳

总结本专业学术文本的体裁特征和写作规范。 

三、教学效果分析 

为检验该教学模式的效果，一方面，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需

要对学生产出的文本进行历时的、多次的反馈，主要从语步语

阶的完整性、语言的正式性、论证的规范性等维度进行评估；

另一方面，在课程结束后通过调查问卷和访谈，了解学生对于

自身的体裁意识、论文读写能力、科学思维素养和自主学习能

力的评估，并调查学生对于课程和教学模式的评价和建议。结

果发现： 

第一，在体裁知识方面，学生对于财经类期刊论文的语步

语阶、修辞结构及元话语的使用有了较深刻的认知，阅读专业

文献的效率与理解力大幅提升。同时也能准确识别不同专业的

期刊论文的结构差异，并分析不同学科知识建构方式的不同及

其原因。 

第二，在学术规范意识方面，能够用正式、复杂的词汇和

句式结构表达观点，并恰当地使用模糊语等元话语手段来提高

论证的严谨性和逻辑性；能够通过引用来支持论点而非自我经

验，并且可以规范地引用他人的学术成果并进行评述；了解学

科共同体的学术规则和科学的研究方法和过程，科学研究素养

亦得到提升。 

第三，在自主学习能力方面，基于语料库的学术英语教学

将学生与教师置于一个不限时间、不限地点的学习模式中，学

生能够根据自身的语言学习需求和专业研究兴趣展开检索，学

会观察和解读语言的使用规律，将演绎式学习转变为归纳式学

习，其学习热情和独立进行学术写作的自信心也得到明显加强。 

第四，在教学模式满意度方面，绝大多数学生对于语料库

技术的使用持肯定态度并饱有热情，因此配合度极高；学生对

于该模式的教学效率和教学效果反馈良好，并表示该模式超越

传统的英语课堂学习活动，对其专业学习和发展助益良多。 

四、结语 

本研究提出将料库技术应用到本科生的学术英语教学中，

构建适用于财经类学术英语课程的教学模式和实践路径，可有

效提升学习者的英文论文读写能力和科学研究素养，实现其语

言能力与专业研究能力的协同发展，为其他财经类高校英语改

革和国际化人才培养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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