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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类专业本科毕业论文多样化研究
余杨敏

（景德镇学院，江西 景德镇 333000）

  摘要：英语专业本科毕业论文不仅是衡量英语专业本科毕业生学术水平的重要标准，也是英语教学成果的一个体现。本文随机抽取

四川外国语大学 2015、2016 届英语本科毕业论文 775 篇，然后进行调查、分析，发现英语类专业本科毕业论文多样化处于类别单一，分

布不合理，但具有较大多样化潜力的现状。同时针对毕业论文多样化存在的问题，文章提出一些对策，并尝试提出一些促进毕业论文多

样化的设想，以期能够对英语类毕业论文多样化的发展有所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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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修订版）》根据国际、

国内形势的变化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英语专业人才的要求，

明确提出了其培养目标和规格，即培养具有扎实的基本功、宽广

的知识面、一定的相关专业知识、较强的能力和较高的素质、面

向 21 世纪的复合型外语人才。而英语专业毕业生的毕业论文则是

检验这个目标实现与否的一个标准。然而，历年的研究表明，英

语专业毕业生的毕业论文存在着不少问题，这些问题也同样引起

了国内许多专家与教师的注意，例如常俊跃、刘之攀（2015）指

出毕业论文的实现形式单一；盛国强、周永模（2011）认为应采

取措施来全面提高英语专业毕业论文的质量等。虽然以往的研究

对英语类专业本科生的毕业论文情况有过介绍，但总体数量少，

同时，研究要么只关注论文本身内容存在的问题，要么仅仅着重

于论文形式的改革，对于论文选题是否应该多样化及如何多样化

鲜有提及。

本文通过对四川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2015 届和 2016 届

本科毕业生（包括 3+1 国际）共 775 篇毕业论文进行调查，采取

对其分类的方法来对数据进行分析，探明其多样化的现状及其存

在的问题，并提出一些解决方法，同时提出一些促进英语类毕业

论文多样化的设想，以期能够对英语类专业本科毕业论文多样性

发展有所启示。

一、数据分析

通过对四川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2015 届和 2016 届本科

毕业论文进行分析，可将其大致分为 8 大类（如表 1 所示），即

文学类、教学类、翻译类、语言学类、社会文化类、国际关系类、

政治类、其他类。如图 1 所示。

从图 1 可以看出，文学类的论文选题占绝大多数；其次语言

学类、翻译类、社会文化类和国际关系类也占有相当的比例；而

教学类、政治类和其他类则相对较少。且两年的论文类型和类型

频数变化不明显。

二、毕业论文多样化现状

（一）论文总体类别少

根据数据分析，从中可以发现四川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2015、2016 届英语类专业本科毕业论文题目的类型并不是很多，

大致只有 8 种，总体处于类型单一的状态；其次，其他类中虽涉

及气候，宗教，毒品等相关选题，但由于总量小，所涉及的类别

有限，无法弥补类型单一的弊端；最后，从连续两年毕业论文题

目的类型分布来看，总体变化较小，且论文类型基本无增加。

（二）论文类型分布不合理

从以上数据中可看出，文学类的论文还是一如既往的一家独

大，文学鉴赏与批评依旧是热门选题。然而，对于国际关系学院

的毕业生，甚至对于许多其他英语专业的毕业生而言，他们对英

语文学的了解还不够深，虽然根据他们的课程安排也开有英文经

典选读课或英美文学选读课，但明显不是专精于文学，还无法达

到文学鉴赏的水平。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去写作关于文学类的

论文很难有所精品。同时由于这方面选题人数多，也难以创新。

这也难怪许晓艳（2007：8）会发出感叹：“有关文学风花雪月的

赏析及晦涩深奥的语言学探讨对不再继续深造和从教的学生来说

是人力物力和时间的浪费”。相反，对于国际关系学院毕业生熟

悉的如国际关系和政治问题等研究却为数不多。而这类话题往往

与现实的国际局势相联系，具有极大的研究价值，毕竟当今世界，

和平与发展是各国离不开的主题。

（三）论文多样化的潜力大

从图表中可以看出，虽然毕业论文的类型总数不算太多，但

是却涉及了不少方面。通过对不同方面的话题加以交叉和创新，

可以得到更多新颖和有价值的选题。另外，其他类本身因为涉及

的话题更多，也有利于毕业论文多样化，而且其数量与 2015 届相

比，2016 届毕业生在其他类的选题上数量有明显的增加，具有选

题多样化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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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毕业论文多样化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一）毕业论文过于形式化

教育部专业评估对毕业论文高度关注，甚至还颁布了相关条

例来规范论文的写作，如《关于对学位论文作假行为的暂行处理

办法（征求意见稿）》对论文抄袭和作弊做出规定，采取导师问

责制等都充分说明国家对毕业论文的重视。国家的重视带动了各

高校的重视，而学校的重视必然使学生将之视为头等大事。然而，

虽然各方都对毕业论文关注甚高，但是关注的点却未能击中要害。

以四川外国语大学国关院为例，不少老师的焦点在于毕业论文的

格式是否规范，学生则重点关注论文查重率是否达标，而对于论

文的内容和价值关注较少。这样使得毕业论文总体质量不高，论

文选题也多是老生常谈的话题（多以文学鉴赏为主），论文多样

化无法实现。因此，学校和教师首先应该改变原有的观点，从重

视论文形式转变到既关心形式又不忽视内容；其次，对于学生而言，

应该学以致用，把四年的学习表现在毕业论文的写作上，争取创新。

（二）毕业论文缺乏指导力度

由于高校扩招，英语院系师资不足情况普遍，其结果导致毕

业论文的指导不到位。通过对四川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2015

届和 2016 届英语本科毕业生毕业论文指导调查发现，一位教师平

均会指导 6 个以上毕业生的毕业论文，加上教师们繁重的教学任

务和学术研究，已经缺少时间和精力去指导如此多的毕业论文。

而且有些教师的专业知识有所欠缺，科研能力不足，指导方法也

存在问题，根本不可能为学生提供充分的学术指导（朱艳敏，

2014）。

（三）毕业论文选题脱离专业实际

根据我国的英语专业教育情况，英语专业教育的四年中，接

近 65% 左右的学时用于听、说、读、写、译的语言技能训练，而

15% 左右的学时用于语言学概论、英美文学概论、英语国家概况

教学，剩下的 20% 左右的学时才会用于外交、外贸等相关专业知

识的教学（英语组，2000：5）。通过对四川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

学院 2015 届和 2016 届本科毕业生的调查，发现其状况基本与上

述情况一致。可是英语专业大的框架下还细分了很多小的方向，

以四川外国语大学为例，有国际关系，商务英语等。学校为这些

方向开设的专业课课程较少，学生花费大量时间来练习听、说、读、

写、译的基本功，缺乏与其方向相关课程的学习。这样一来，到

了毕业论文阶段，基本功的训练成果不能在毕业论文中充分体现，

图 1　四川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2015、2016 届本科毕业论文类别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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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与其方向有关的论文也无法写出，毕业论文与实际的专业脱节。

加之对于文学和语言学的学习也不够深入，同样也没有优质文章

的产出。最后的结果是毕业论文选题多聚集于文学类，缺乏特色，

同时论文的质量也不尽人意。为此，许晓艳（2007：8）认为毕业

论文应该和未来的就业需求相联系，提出了“1+X”型毕业论文的

想法，即用英语写出涉及相关专业的毕业论文，如“英语 + 国际

关系”“英语 + 商务”或“英语 + 酒店管理”等，用以改善英语

专业毕业论文选题陈旧、内容狭窄的状况。

四、促进毕业论文多样化的设想

毕业论文由于种种问题，如抄袭、作假和质量差等一直受人

诟病，甚至有些专家提出“取消本科毕业论文”的观点（3 月 29

日《中国青年报》）；还有人称其为“阑尾”（人体的器官，对

人体没有太大的积极功能，但一旦病变使人痛苦不堪）。我们认为，

毕业论文本身具有一定的考核作用，它的缺陷在于操作上的问题，

其本身还是具有一定的价值，因此改革毕业论文的操作问题才是

可取之策。为此，我们提出了一些促进英语专业毕业论文多样化

的设想。

（一）多样化毕业论文形式取代单一模式

首先，允许学生采取文献综述的方式作为毕业论文。高等学

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制定的《英语教学大纲》规定：“毕

业论文一般应用英语撰写，长度为 3000 ～ 5000 个单词，要求文

字通顺、思想清晰、内容充实，有一定的独立见解。”字数要求

和内容要求对于许多不擅长论文写作或很少进行论文写作的学生

而言确实有所刁难；再者，对于没有意向进行学术深造和学术研

究的学生来说（从四川外国语大学 2015 届和 2016 届国际关系学

院的毕业生调查情况显示，考研人数所占总人数比例不高），毕

业论文的创新与高规格对于他们没有太大的实用意义。若是进行

文献综述，可以好好梳理四年所学，倒是可以有所收获。但是另

一方面，对于文献综述的要求必须非常严格，字数、规范、是否

抄袭、综述是否全面等都必须有固定的标准，决不能使文献综述

成为逃避毕业论文写作的避风港，避免有些学生浑水摸鱼。

此外，允许优秀的翻译作品作为毕业论文。英语专业的学生

必须具备良好的听、说、读、写、译的基本功，但是毕业论文却

体现不出这些能力的高低。故此，学校可使学生优秀的翻译作品

取代毕业论文。一方面，不少毕业生毕业后可能会从事翻译或与

翻译有关的工作，以翻译作品取代毕业论文，可以训练学生的能力，

为将来的工作打好基础，甚至优秀的翻译作品可以成为学生找到

好工作的敲门砖；另一方面，不少学生对翻译充满热情，若是翻

译的作品可以取代毕业论文，也有利于激起学生的兴趣，提高学

生的积极性，保证作品的质量，对英语类毕业论文的多样性也有

所补充。

（二）采取一定的奖励措施

学校可以采取一些奖励措施来激发学生的积极性。“重赏之

下必有勇夫”，虽然以奖励的方式激发学生的积极性有一定的功

利性，但确实有可取之处。一方面，不少学生家境并不是很好，

学校以奖金的方式奖励优秀毕业论文撰写者，可以改善贫困生的

生活条件；另一方面，获得“优秀毕业论文”的事例可以填写于

毕业生的简历上，也能够为毕业生的求职有所助力。

（三）改革现有的课程安排

英语类专业的课程安排一般以训练听、说、读、写、译的基

本功为主，而对于专业课程的设置有所不足，如国际关系课程，

文学赏析课程和语言学的课程等。为此，对于基础课程的设置可

以相应的减少，以组织平时活动或教师布置任务来训练学生的基

本能力，适当地增加专业方向的课程和西方文化素养的学习，培

养学生的专业能力，扩展学生视野。

五、结语

毕业论文对于学校、教师和学生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

在毕业论文的实现方式和过程中需要有所调整和改变，避免毕业

论文仅仅是流于形式。本文通过对四川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2015 届和 2016 届本科毕业生（包括 3+1 国际）共 775 个毕业论

文题目进行调查，分析了英语类专业本科毕业生论文多样化的现

状，针对毕业论文出现的一些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并在此

基础上，对毕业论文多样化提出一些设想，以期对英语专业毕业

论文选题方面的改革有所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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