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与研究 6卷 5期 ISSN：2705-0904(Print)；2705-0874(Online)

141

论“新文科”背景下英语专业的学科化转型与服务性 
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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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从教育部提出新文科的办学理念以来，英语专业的存亡问题与人才培养方案问题再次成为中国教育界争

论的热点。论文认为英语技能性的优势、人文性的特质和学术性的价值决定了英语专业应该存在也必须继续存在。

它可以通过学科化转型，在充实自身学科性支撑的同时，针对不同的办学层次与不同的人才培养目标，做相应的学

科化转型，使自身的发展符合时代发展的新需要。另外，从事英语专业教学的教师也必须进行相应的服务性转向，

以提升各种不同类型人才的语言技能与人文素养，同时编写、讲授各专业的专门用途英语，以满足社会对复合型英

语人才的迫切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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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proposed	the	concept	of	New	Liberal	Arts	education,	the	survival	of	English	majors	
and	the	issue	of	talent	cultivation	plans	have	once	again	become	a	hot	topic	of	debate	in	the	Chinese	education	community.	The	
paper	argues	that	the	advantages	of	English	skills,	humanistic	characteristics,	and	academic	value	determine	that	the	English	
major	should	exist	and	must	continue	to	exist.	It	can	undergo	disciplinary	transformation,	enriching	its	disciplinary	support	
while	making	corresponding	disciplinary	transformations	for	different	levels	of	education	and	talent	cultivation	goals,	so	that	
its	development	could	meet	the	new	needs	of	the	times.	In	addition,	teachers	engaged	in	English	major	teaching	must	also	make	
corresponding	service-oriented	shifts	to	enhance	the	language	skills	and	humanistic	literacy	of	various	types	of	talents,	while	
writing	and	teaching	specialized	English	for	various	majors	to	meet	the	urgent	demand	of	society	for	compound	English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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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中国高等教育自改革开放以来四十多年的发展与

积累，非英语专业学生对英语掌握能力的提高与人工智能的

飞速发展及大量应用，使得社会对英语专业人才的需求变

少，对英语专业的存亡问题以及对英语专业人才培养方面的

争议越来越多。那么，在科技、商贸飞速发展的今天，英语

专业人才到底还有没有培养的价值与必要？中国现有的高

校英语专业到底是否应该以讲授专门用途英语为主并转型

到复合型人才培养？基于以上的几个问题，论文将展开相应

的研究与讨论。

2 英语专业的特点

为了弄清楚英语专业在今天乃至未来若干年是否仍然

具备存在的价值与意义，我们必须先厘定英语专业作为一门

学科所特有的地位、功能、优势和特质。

作为国际交流的有力工具，英语的工具性地位是全世

界至今无法否认的。据有关学者统计，截至 2017 年底，

“一带一路”官方网站收录的签约国共 68 个，有多达 61 个

国家的政府门户网站有英语版本或只使用英语（梁宇春，

2019）。这充分说明即使针对“一带一路”的国家，英语仍

然是最重要的通用语。它意味着中国如果想融入国际主流社

会并推动“一带一路”等重大国家发展计划实现，必须坚持

全民学英语；如果不能增加学生学习英语的时间，至少必须

坚持现有的英语学习计划不变。那么，对英语专业师范类人

才的培养，也就不能停止。当然，它必须根据每年出生人口

增减的具体情况，做出具有前瞻性的计划与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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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作为一门语言，其基本的功能是服务性的，即为

英语教育和其他学科提供强化语言技能与提升人文素养方

面的服务。虽然从 1999 年起，有不少学者提出“基础外语

教学重点将由大学转向中学，大学主要承担专业英语学习。”

（转引自 张莉：118）。由于基础英语教学不够过硬，许多

大学生，包括英语专业的学生，进校后仍然不能使用英语流

利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见解，无论是口头上还是笔头上，语

法错误很多，运用的词汇也有限。这样势必导致大学英语教

育强化语言技能的服务仍然不可或缺。英语作为一门语言，

是世界各国人民交流的通用工具，还具有承载、传播本国和

其他英语使用国的文化与文明（包括世界科技发展和人文研

究的前沿信息与最新动态）的重要功能，因此大学英语通过

其课堂内外的教育提升大学生人文素养的服务也必不可少。

高校英语专业除了技能性优势（提高学生听说读写译

五方面的技能）和人文性特质（借助通识教育补充、丰富其

他学科的人文性），其学术性价值也不容忽视。实际上，高

校英语专业在语言学、文学、翻译和教育方面的研究反映的

是中国在这些领域的学术成果，是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体现。

如果高校英语专业的设置大幅度减少或者取消，将削弱中国

在语言学、文学、翻译和教育方面的研究，不利于提升中国

在人文社科领域的科研能力和国际软实力。

综上所述，英语专业具有以下特点：工具性地位，服

务性功能，技能性优势，人文性特质和学术性价值，它们决

定了英语专业应该存在也必须存在。

3 英语专业人才培养的学科化转型

英语专业有充分的理由继续存在，但学者们对其是否

具有学科体系提出了质疑。例如，蔡基刚教授（2019）反问：

“在技能课程上加了几门英美小说选读和英美诗歌欣赏课程

就是学科体系吗？”蔡教授的观点确实触及了中国英语专业

办学的痛点，即学科体系不够健全。实际上，在新的时代背

景下，英语专业必须针对不同的办学层次，培养不同类型的

人才，做相应的学科化转型，使其学科体系具备良好的科学

性、针对性与灵活性。

王苏雷（2015）认为在多元人才观下，培养模式要实

现层次化培养，即各院校根据学校类型、师资结构、教学资

源等学校资源分层次进行，其依据是杨连瑞教授（2013）提

出的一个设想：“第一层次：国家重点大学（985 高校，部

分 211 高校），第二层次：省属普通本科高校，第三层次：

高职高专（应用型高校）”（转引自 王苏雷：94）。三个

层次的高校可分别重点培养三种亟需的人才：拔尖创新型和

研究型、复合型、应用型人才。本文认为这些意见是具有参

考意义的。

第一，我们探讨拔尖创新型、研究型和师范型英语专

业人才的培养。

中 国 现 共 有 高 校 3117 所， 其 中 本 科 1308 所， 占

42%；高职高专 1560 所，占 50%；成人高等学校：249 所，

占 8%；985、211 高校共有 115 所，占 3.69%；双一流本科

院校 147 所，占 4.72%。后两者加起来大约 8.71%，略高于

成人高等学校的比重。

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需要的英语

教师比较多，顶级高校如果只培养创新型、研究型英语专业

人才，显然不够，必须同时培养师范型英语专业人才。而如

果只依靠 362 所 985、211 和双一流的院校来培养全国创新

型、研究型和师范型英语专业人才，这些顶级高校未必能完

全胜任。因此，在占全国高校 42% 的本科院校普遍开设保

守数量的英语专业，并不过分；相反，还能够保障中国在英

美文学、英语语言学、英语翻译和英语教育方面从事教学与

科研的人才储备。在这四个方面的英语专业人才培养中，各

大本科必须夯实学科基础，充实学科内容，引进、借鉴欧美

国家在这方面的培养方案，真正达到构建一门学科体系的条

件（见表 1）。

表 1 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英文系本科英美文学专业设置（姜霞、王雪梅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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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作者于 2022 年 2 月在剑桥大学进行了为期近六个

月的访问和学习，发现在教学模式上，剑桥大学的办学方式

虽然学时短（一学年分三个学期，每学期只有 8 周时间，共

24 周授课时间；中国分春秋两个学期，每学期 16~18 周，

共 32~36 周），但注重以学生为中心。一名本科生会分配

两个导师，每周师生分别见面一次，每次 1~1.5 小时。其中，

一位导师专门辅导学生的书面考试，题目均为主观题，分简

答题和论述题两种。学生每周从本院网站选择、下载并完成

试题练习，导师负责批阅并辅导学生的答题情况，以提高其

思辨能力和表达能力，并落实学生对所学课程内容的掌握；

学生一个学期（8 周时间）平均要写 3~4 篇课程论文，另外

一位导师专门负责对之进行评阅和指导。虽然学生写论文的

压力很大，但是剑桥大学在本科人才培养方面，注重提高学

生的笔头表达能力与学术写作能力，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第二，关于复合型英语专业人才的培养。

复合型英语专业人才，顾名思义，胡开宝认为“是指

具有两种或两种以上学科知识、能力和素养的人才。复合型

培养模式指教学大纲设计和课程设置实现两种或两种以上

学科知识的交叉和融合，旨在培养复合型人才。”（转引自 

崔永光、郭文丽、郭瑛：23）

复合型英语人才培养的勃兴，主要是由于中国自改革

开放以来，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贸等各个领域的飞

速发展，迫切需要融会贯通了一门或以门以上学科知识与能

力的英语专业人才。边立志、陈先奎（2017）认为复合型外

语人才可以分为一般性复合型外语人才和专业性复合型外

语人才两大类。本论文借鉴其分类方式，综合其他学者的研

究成果，认为前者指非英语专业的学生辅修英语专业的课

程，获得相关的知识与技能或者获得英语专业的学位（第二

学位）；后者指英语专业的学生通过向内复合的方式（学习

英语学科内的其它专业知识，如英美文学、翻译、另外一门

外语、英语教育或区域国别研究），或者通过向外复合的方

式（学习英语学科以外的专业知识，如商务、贸易、外事、

科技、军事等）。

从办学层次来说，“英语 + 专业模式”的复合型人才

应该主要由一般本科类院校来培养，但实际上许多国内知

名的顶级高校和一般职业类院校都在结合本校的优势学科，

进行复合型英语专业人才的培养，这足以说明复合型英语专

业人才受欢迎的程度。当然，其培养结果也有令人担忧的一

面，即相当一部分院校的英语专业一味地迎合经济发展对英

语人才的需要，只注重学生听说读写译等方面技能的提高，

忽视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删除了英语语言学和文学方面的

课程，将学生相关行业的专业知识的掌握置于主导地位（崔

永光、郭文丽、郭瑛，2018）。

其实，关于复合型英语人才的培养，不管是一般性复

合型还是专业性复合型，都存在着重技能、轻人文的问题，

也是最遭外语界专家诟病之处，它导致培养出来的人才只能

充当语言交流的工具，缺乏与目的语国家人员进行深层次沟

通的能力。因此，关于复合型英语人才的培养，在重视听说

读写译等基本语言交流技能训练的同时，必须保留传统的语

言学与英美文学类的课程，作为专业必修课而不是选修课设

置在人才培养方案之中。

4 关于应用型英语专业人才的培养

由于中国 50% 的高校为高职高专类大学，所以应用型

英语人才的培养更多的是要侧重语言基本功的培养和专门

用途英语的学习。那么，对于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是否还需

要提升其人文素养？传统语言学与文学方面的课程是否需

要设置？论文认为提高大学生人文素养是高等教育的重要

目标之一，不能因为被培养的人才是应用型就削弱对其人文

素养的培养。基于高职高专类的大学生英语基础普遍相对较

弱，可以将语言学与英美文学类的课程进行适当的简化，采

用双语编写，授课则基本使用英语，在最大限度内提升其人

文素养的同时，增强其语言表达能力。

5 英语专业的教师服务性转向

在以上三类英语专业人才培养，最终需要从事英语专

业教学的教师实现三种相应的服务性转向。

第一，由于基础教育阶段的英语教学不过关，英语专

业的教师必须肩负起提高学生语言技能的重担。对于顶级高

校的英语与非英语专业学生，提升语言技能的需要应该较

少，但是对于一般本科院校和高职高专的学生来说，主修或

者辅修英语专业的课程，语言技能的提升，仍然属于刚需。

当然，可以按照不少学者的建议，在听说读写译的各个语言

技能环节加入各专门用途英语的词汇、句型或语料，既能提

升语言技能，又熟悉能专门用途英语，一举两得。

第二，对于三类高校的英语专业人才培养，英语专业

的教师必须提供提升其人文素养方面的服务，主要是开设英

语专业的文学类、语言学类和文化类的课程，其中文学类和

语言学类的课程中必须分别有一门设置为专业必修课，同时

提供一定数量的专业选修课，确保对学生人文素养的提升。

第三，为了促进专门用途英语的教学，英语专业的教

师还需要与其他专业的教师合作，为本专业的复合型人才学

习、编写、讲授 ESP 教材。这一项工作的难度最大，需要

从事英语专业的教师花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去完成。

6 结语

中国高等学校的英语专业之所以身兼语言技能提升、

人文素养培育和专门用途英语教学的三项重任，归根结底在

于基础教育的薄弱与不足，即基础教育不足以使准大学生具

备良好的听说读写译五项语言技能。于是，不管是英语专业

还是非英语专业的学生进大学后，不得不继续接受语言技能

方面的训练，从而减少了他们接受人文素养教育和学术英语

写作的时间。照理说，如果非英语专业的学生语言技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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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不需要辅修英语专业的课程，因为其语言能力使之在专任

课程教师的指导下，足以胜任专门用途英语的学习。如果英

语专业的学生语言技能强，进入大学后就可以直接学习英美

文学中各个时期的文学作品，并接触各种文学理论和语言学

理论，英语专业学科性不足的问题也可不攻自破。因此，要

想解决中国高校英语教学与英语专业人才培养的根本问题，

在于如何办好基础英语教育，如增加师资，增加学生每周学

习英语的课时，注重从听说读写译等五方面进行平时课程的

考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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