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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学习动力、学习策略和中介语理论角度出发对调查结果进行了分

析并提出了相关建议。指出用英语撰写学术论文，大学教师中比他人更成功的原

因在于：使用以语言为中心的学习策略和重视所投学术期刊的读者群是导致成功

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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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背景  

        学术论文是表达学术研究成果并被专业语篇社团所认可的一种学术交

流机制。就大学教师而言，论文发表是高水平研究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因为他

们必须通过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来检验成果的价值。由于多数级别较高的国际学

术期刊使用的都是英语，因此在非英语国家里，用英语撰写学术论文的能力是大

学教师在专业语篇社团里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较多的二语研究者对这部分大学

教师的英语学术论文进行了研究。Flowerdew 认为，作者用英语撰写学术论文的

经历影响着作者写作时使用的语言[1]。Hyland 和 Hamp-Lyons 的研究结果显示，

由于得到专业学科语篇社团的认可是一个漫长、令人沮丧的过程，非英语国家的

没有经验的科研人员和大学教师往往会在这个过程中感觉孤立无助，缺乏社团归

属感[2]。Li 通过对日本十几所大学的 50 名教师和科研人员的面访和问卷调查

发现，来自名声较大的大学的调查对象更热衷于将自己的学术论文投稿到有一定

水平的国际期刊去[3]。  

        该研究多数是以大学教师和科研人员英语写作的特点和困难为焦点的。

然而，同在非英语环境下和学术圈中，总有一部分人在用英语撰写学术论文方面

比他人更成功。本文对他们英语写作成败原因进行分析，不仅能认识到二语写作

的实质，同时也利于大学教师和科研人员取长补短，提高写作水平， 终达到被

专业语篇社团认可的目的。  

二、    调查  

1、 调查目的  

     通过对调查对象英语学术论文发表经验、英语学术论文写作困难、英语写

作策略、英语学习策略等方面的调查，本文旨在揭示调查对象英语学术论文写作

成败的原因，并从学习动力、学习策略和中介语理论角度对其进行分析。  

2、调查问题  

（1）在用英语撰写学术论文时，调查对象自己感觉有什么困难？ 

（2）他们使用什么学习和写作策略来应对这些困难？  

3、调查对象和调查方法  

     本次研究的调查对象是 15 名具有教授、副教授或讲师职称的大学教师。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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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研究领域包括软件开发，建筑，生物环境，药学和物理学。他们的共同特点

是都活跃于国内的学术期刊，并积极向国际知名学术期刊投稿。笔者首先通过

e-mail 与其联系，在征得同意后对其进行了问卷调查和面谈。在这 15 名教师中，

10 名来自浙江工业大学，3名来自浙江科技学院，2名来自杭州师范学院。其中

12 名在国内大学获得博士学位，3名获得硕士学位，10 人具有出国学习经历。

根据其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的情况，笔者将他们分为 A（发表两篇以

上论文）、B（发表 1~2 篇论文）、C（未发表论文）三组（见表一）。  

               表一 调查对象分组一览表  

      组别    职称  

        A    教授 2名，副教授 2名  

        B    教授 1名，副教授 3名，讲师 2名  

        C    教授 1名，副教授 1名，讲师 3名  

     在研究工作前期，我通过 e-mail 形式征得调查对象同意并随后获得每名调

查对象的简历和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上的学术论文 1~2 篇。在对上述个人资料仔

细分析后，调查对象接受了问卷调查。结合问卷数据，拟定面谈问题并随后对每

名调查对象进行了 30~40 分钟的面谈。  

    三、结果  

1 、写作时遇到的困难  

所有调查对象都认为自己的词汇量不够理想。这是影响他们英语写作水平的一个

重要因素。因为他们不能准确地描述自己的研究过程和结果，更不能准确地表达

自己的研究结论和观点。尽管所有调查对象都承认词汇量不够理想，但其程度却

因调查对象的专业学科的不同而不同。如生物环境和药学专业的教师认为词汇量

不够严重影响他们的写作质量，因为他们不能自如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而软件开

发，建筑和物理学专业的教师，却认为词汇量不够对自己的写作有一定影响。究

其原因，前两个专业的学术论文主要依靠文字来描述，需要大量的语言技巧，如

描述物体的形状、大小、色彩等。而后面三个专业常常使用数学公式、几何图形

等非文字手段来阐述研究过程和结果。与文字相比，数字和图形能更准确地显示

研究结论，更直观地体现事物之间细微的差异。这一结果与 A.Okamura 的结论相

似，他认为在非英语环境中，人们更擅长于用英语撰写定量学术论文[4]。  

 
       在本次研究中，B 组和 C 组中的多数教师认为，尽管自己已经掌握了一定的词汇量和表

达方式，但措辞不当是他们在写作中遇到的一个相当大的问题。同时，多数调查对象都承认，

在选择不同的杂志时应该考虑潜在的读者群，并因此而悬着签订的语言形式，因为这是杂志

社选择录用学术论文的一个重要条件，但部分调查对象由于过分关注语言的准确性而无暇顾

及读者群，选择恰当的表达方式。  
       多数调查对象提出的另一个共同困难是缺乏有效的手段来推销自己的研究成果，提高论

文档次，进而提高论文发表的成功率。学术期刊发表的论文是一种被某一特定的专业文化所

确定认可的专业语类，论文的语篇宏观结构以及论文作者对语言形式的选择不但受制于作者

“想说什么”，而且还受制于特定的专业语篇社团所拥有的约定俗成的规范[5] 。多数调查对

象认为，尽管已经基本掌握了专业学术论文的语篇宏观结构，也在论文中使用了专业领域约

定俗成的结构，尽量准确地使用专业词汇和语言形式，但总感觉比自己的论文与英语国家的

作者写的论文相差甚远。一名调查对象提出，“他们的论文中有时用主动语态，有时用被动

语态，总是那么自然得体，但自己在写文章时总是避免使用被动语态，感觉主动语态更有把

握，但效果却差远了”。再如对限制性定语从句和非限制性定语从句，演绎法和归纳法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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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等都是困扰他们，影响写作质量的因素。  
         2、 克服困难的策略  
        （1）学习策略。为提高自己的英语写作水平，所有的调查对象都使用了一定的英语学

习策略。这些策略可以分为两类：以专业知识为中心的学习策略和以语言本身为中心的学习

策略。  
        以专业知识为中心的学习策略的目的是获取基本的科研论文的写作技巧，都与通过专业

学习有关，如大量阅读自己专业领域的科研论文，增加撰写论文的经验，收集有用的词组等。

以语言为中心的学习策略的目的是达到以英语为母语的研究者的写作水平，如向英语国家的

研究者请教英语写作中出现的语言问题等。  
         在刚开始用英语撰写学术论文时，所有的调查对象都使用了以专业为中心的学习策略。

他们认为，从宏观的角度看，这种学习策略不仅可以帮助自己获取相关的研究背景知识，构

建一个强有力的论点，还能够帮助他们找到适合自己发表论文的杂志。但 B 组和 C 组中多

数教师在阅读他人的论文时，重点阅读论文的研究过程和结论部分，而忽略了引言部分。引

言部分总结了他人在某一研究领域的研究工作，并分析了其利弊。仔细阅读引言部分不仅可

以帮助读者构建一个强有力的观点，更重要的是可以从中吸取教训，避免在自己的研究中出

现同样的失误。从微观的角度看，调查对象认为这种策略有助于他们将一些专业领域内约定

俗成的表达方式牢记在心，并将之用于自己的写作中。所有的调查对象都承认有必要使用以

语言为中心的学习策略，但只有 A 组中的教师才能持之以恒地使用这一策略。多数调查对

象都陷于这样的矛盾之中：意识到有必要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但只能尽可能少地花时间在

写作上，因为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里，他们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研究工作。因此抽不

出额外的时间提高英语水平。A 组中的多数教师却热衷于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大量阅读知

名作者用英语写的文章（包括自己研究领域内和领域外的文章），向英语教师和英语国家的

研究者请教等。  
        （2）写作策略。调查数据显示，调查对象使用的写作策略似乎是随他们论文发表经历

的变化而变化。在写作过程中，A 组和 B 组中的多数教师使用母语思考和英语写作，少数

使用英语思考和写作；C 组中几乎所有教师都用母语思考和写作，然后翻译成英文。在写作

时，如果想不出适当的表达方式，有论文发表经验的教师会马上查字典，而较少使用同义词

或近义词，而经验较少的教师较多使用同义词或近义词，甚至使用母语代替。有经验的教师

往往将自己的论文看作是读者之间的互动，是一种社交活动；他们会仔细考虑自己希望论文

等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因而他们在措辞时更加小心谨慎。  
        四、讨论  
        调查数据显示,15 名调查对象在用英语撰写学术论文时经历了相同了困难, 即词汇量不

够, 措辞不当, 缺乏有效手段提高写作水平。但由于使用了不同的策略来应对这些困难， A
组和 B 组的部分教师在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的成功率大于其他教师。这一结果可以从

Krashen 的情感过滤假说[6]、O’Malley 和 Chamot 的学习策略[7]和 Selinker 的中介语石化现

象[8]角度进行分析。  
        根据 Krashen 的情感过滤假说，不同的情感因素在语言习得过程中产生不同的影响。不

恰当的情感（如学习动力不够、过度焦虑等）会对语言输入产生阻碍，使其无法进入到语言

习得机制，当然就不能进行语言习得了。在本次研究中，论文发表较成功的教师将自己的文

章看作是和读者之间的互动，关注的不仅是文章能否发表，还看重自己想要通过文章产生的

影响，因此他们会根据潜在的读者群仔细措辞，认真阅读其他研究者文章的引言部分，了解

过往同类研究的成败之处，并引以为戒。他们虚心向他人请教并乐于阅读知名作者用英语写

的任何领域的文章。他们的这种学习动力被称为“融入性动力”，即学习者喜欢并欣赏所学的

语言以及相联系的文化，他们希望自己更像目标语社会中的成员，并能为目标语社会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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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部分调查对象写文章的目的是将其发表，较少顾及读者群及文章能产生的影响等因素，

阅读同类文章时重点在于了解某一次研究的过程及结论。这一种学习动力被称为“工具性动

力”，学习者将目标语看作是一种工具，希望掌握目标语后能给自己带来实惠，如提高社会

地位和经济收入等。大部分研究者认为，“融入性动力”比“工具性动力”对语言学习更有促进

作用，也是预示语言学习成功与否的因素[9]。  
         O’Malley 和 Chamot 将学习策略分为认知策略（学习时应用的具体的策略）、元认知策

略（对学习进行监控，规划和估计的策略）和社会策略（用于人际交往和情感控制的策略）。

本次研究中较成功的调查对象在这三种策略的选择上都与其他的调查对象不同。他们根据不

同杂志的读者群学者不同的语言形式，将文章视为作者和读者的互动，广泛阅读知名作者撰

写的专业领域内外的文章，热衷于学习英语，虚心向他人请教。他们能较好地运用元认知策

略，有意识地调整自己的学习方式，并有针对性地运用认知策略。因此，他们能在同一竞争

激烈的社会中，在有限的时间里坚持不懈地学习英语并获得成功。 
 中介语是第二语言学习者独立的语言体系，它既有别于学习者的母语体系，又有别于他们

所学习的目标语体系，是一种介于母语和目标语之间的体系。石化现象是指学习者的中介语

的一些语言项目、语法规则和系统知识趋向于固定下来的状态，年龄的增长和学习量的变化

对这种状态不起作用。尽管在以英语为外语的社会环境中，而与学习者的中介语出现石化现

象是不可避免的，但学习时间的长短和学习策略的应用都对中介语中出现错误的数量有着直

接的因果关系[10]。较成功的调查对象坚持不懈通过各种渠道学习英语，并采用了积极的元

认知策略、认知策略和社会策略。因此，他们具有较高的论文发表成功率。  
         五、结语  
         通过调查得出以下结论：虽然所有调查对象都经历了相同的困难，但由于应对困难的

策略不同出现了有的教师比其他教师更成功。本文从情感过滤假说、学习策略和中介语的石

化现象等角度分析了这些策略，结结果表明了积极的策略是他们的论文发表成功的重要原

因。为了成功地发表学术论文，大学教师不仅应坚持不懈地学习英语，还应进行广泛阅读，

学习成功的作者吸引读者注意力，强调自己研究成果的方法，同时还应重视在职的读者群，

使用恰当的语言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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