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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双一流”大学建设要求博士生具有较高的 ＥＳＰ 写作能力，而 ＥＳＰ 词汇是 ＥＳＰ 教学的瓶颈。 鉴于此，本研究

尝试在农科博士生 ＥＳＰ 教学中引入自建的农科英语语料库，建构并运行数据驱动式 ＥＳＰ 词汇教学模式，引导学生利用

语料库的多种功能，对 ＥＳＰ 词汇进行形式、意义和用法的深度探讨。 历时性词汇测试证明数据驱动式 ＥＳＰ 词汇学习行

之有效。 书面访谈揭示出 ＥＳＰ 语料库为掌握专业术语的缩写、词序、拼写形式、选词与搭配等提供有效的帮助，ＥＳＰ 语料

库成为 ＥＳＰ 词汇学习不可或缺的资源和工具，数据驱动学习被认为是“授人以渔”的学习方式，有利于提高学习者自主

学习能力。 本研究对 ＥＳＰ 教学、ＥＳＰ 语料库的建设、数据驱动学习的适用对象以及实施条件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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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引言
在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背景下，

国内越来越多的高校规定博士生在学期间必须发

表高质量国际期刊论文才能毕业。 在此政策推进

下，在国际期刊尤其是在 ＳＣＩ，ＥＩ 索引期刊上发表

论文是我国理工科博士生求学期间的主要目标之

一。 ＳＣＩ 论文写作属于专业领域的英语写作，其
语言属于专门用途英语（Ｅｎｇｌｉｓｈ ｆｏｒ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Ｐｕｒｐ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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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湖北省教育科学规划立项课题“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农科英语语料库网络平台在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２０１９ＧＢ０１５）、华中农业大学研究课程建设项目“英语写作（博士）”（２０１８ＫＣ０３）和华中农业大学教学研究与改革项目

“数据驱动式学术英语写作教学系统构建与实践”（２０１９１０９）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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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ｓ，简称 ＥＳＰ），ＥＳＰ 指与某种特定学科领域相关

的英语，如医学英语、法律英语等。 为了满足高层

次学习者对 ＥＳＰ 的学习需求，很多高校开设了

ＥＳＰ 课程，然而，ＥＳＰ 教学面临的最大困难是 ＥＳＰ
词汇。 ＥＳＰ 词汇是某个学科领域所特有的、具有

特定含义的词汇，语言教师对 ＥＳＰ 词汇往往不甚

了解。 专业领域学术论文语料库汇集专业领域特

定的词汇，展示业内专家在学术文本中对 ＥＳＰ 词

汇真实、地道的使用情况，为 ＥＳＰ 词汇学习提供

权威且专业的范本和样例，增进 ＥＳＰ 教学工作者

和学习者对专业词汇知识的了解。 因此 ＥＳＰ 语

料库为 ＥＳＰ 词汇学习带来新的契机。

２　 理论基础和研究动态
２． １ 语料库与 ＥＳＰ 词汇学习

语料库是基于大量真实文本建立起来的电子

文本集合。 语料库在词汇学习中具有多种优势。
首先，语料库集中提取目标词汇，允许其大量重复

出现。 一语和二语习得研究都证实出现频率（ｏｃ⁃
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是语言习得的关键因素，多数

词汇学习需要反复接触目标词汇，以便获得更多

的输入并实现词汇量的增加（Ｅｌｌｉｓ ２００２：１５０）。
其次，语料库展示目标词汇所在的语境，包括句子

和文本。 词汇复杂而丰富的意义须要在该词与其

他词共同构筑的短语、句子和文本中得以理解。
语境化的词汇学习有利于多维度词汇知识的掌

握，包括词汇的宽度、深度和流利度 （苗丽霞

２０１９：６０），有利于获取词汇多方面的语言信息，
诸如词汇的语义、句法、形态、搭配、体裁以及语篇

信息等均可以通过语境呈现，特定语境对词汇意

义的解读和构建都具有积极作用（邬菊艳 王文斌

２０１９：１３）。 专门用途英语语料库（以下简称 ＥＳＰ
语料库）专门收集某一专业领域的电子文本，为
ＥＳＰ 学习提供专业领域内真实使用的语言材料，
在 ＥＳＰ 词汇学习中优势明显：揭示学科高频词、
展示 ＥＳＰ 词汇的搭配（ｃｏ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ＥＳＰ 词串的使

用（ｌｅｘｉｃａｌ ｂｕｎｄｌｅｓ）、专业技术词汇和经常使用的

半技术词汇（ｓｅｍｉ⁃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学科领域

内作为元语言的连接词等（蔡基刚 ２０１８：１２）。
２． ２ 数据驱动式 ＥＳＰ 词汇学习的研究动态

利用语料库资源、工具与方法进行的语言学

习称为数据驱动学习（Ｄａｔａ Ｄｒｉｖｅｎ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简称

ＤＤＬ）。 这一概念由英国伯明翰大学的 Ｊｏｈｎｓ
（１９９１）提出，其主要思想为：学习者作为语言的

研究者，通过观察语料库数据，概括和归纳语言使

用现象，自我发现语法规则、意义表达及语用特

征，它是一种探究式、发现式、自主式的学习方式。
语料库语言学的发展与 ＥＳＰ 词汇教学研究息息

相关。 数据驱动式 ＥＳＰ 词汇教学研究主要涉及：
通过建立不同学科的小型语料库，发现真实学术

文本中词汇和语法使用的偏好（ Ｊｏｈｎｓ １９９０）；利
用语料库生成专业英语词汇表，进行词汇意义和

用法的辨析（Ｃｏｘｈｅａｄ ２０００）；比较传统查词典词

汇学 习 和 基 于 语 料 库 的 词 汇 教 学。 Ｂｏｕｌｔｏｎ
（２００９）、Ｆｌｏｗｅｒｄｅｗ（２０１０）和 Ｈｕａｎｇ（２０１４） 等学

者的研究结果表明基于语料库索引行的词汇学习

法的学习效果显著优于查词典词汇学习法（查词

义，看例句）。 我国数据驱动式 ＥＳＰ 教学起步较

晚，真正意义上的数据驱动 ＥＳＰ 词汇教学研究始

于 ２１ 世纪初（韩金龙 ２００３，张济华等 ２００９），他
们侧重于探讨 ＥＳＰ 语料库应用于 ＥＳＰ 词汇教学

的可行性，旨在解决专业词汇缺乏的问题以及

ＥＳＰ 词汇教学中教师的角色定位等。
综观国内外研究，国外数据驱动式词汇教学

的实证研究多聚焦于语料库索引行单一功能的应

用，语料库多种功能在词汇教学中的综合应用及

其效果仍有待探索。 国内在语料库数据驱动式词

汇教学方面的研究多处于理论探讨层面，实践研

究还不多见。 鉴于此，本研究尝试利用自建的

ＥＳＰ 语料库网络检索平台的多种功能，进行数据

驱动式 ＥＳＰ 词汇教学的实践研究，旨在解决非英

语专业博士生 ＥＳＰ 词汇教学的瓶颈问题。

３　 语料库数据驱动式 ＥＳＰ 词汇学习的设计

与实施
３． １ 博士生的学习背景

本研究针对两个博士班（共 ６１ 人）的 ＥＳＰ 课

程，设计并实施数据驱动式 ＥＳＰ 词汇教学。 ＥＳＰ
课程是其必修课，６１ 名博士生主要来自 ３ 个农科

专业方向：植物科学、动物科学和生命科学。 大部

分博士生年龄在 ２５ ～ ４５ 岁之间，他们均有一定的

研究经历和较强的自主学习能力。 学校要求博士

生发表 １ ～ ２ 篇专业领域的 ＳＣＩ 论文作为毕业条

件，因此博士生 ＥＳＰ 词汇学习的动机很强。
３． ２ 农科英语论文语料库网络检索平台

利用农科大学各院系博士生导师提供的各自

领域顶尖 ＳＣＩ 期刊论文文献，我们收集来源于生

命科学、动物科学、植物科学、食品科学、水产科

学、园艺林学等 ９ 个学科英语母语者发表的 ＳＣＩ
论文 ８３８ 篇（共计 ５，５３７，１０９ 词），创建了农科英

语论文语料库，并上传至网络，建构了语料库网络

检索平台（ｈｔｔｐ： ／ ／ ａｅｃ． ｈｚａｕ． ｅｄｕ． ｃｎ），实现在 ＷｉＦ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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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下语料库资源的共享。
３． ３ 语料库检索技术培训和 ＱＱ 互动支持

语料库的检索需要一定的检索技术。 在数据

驱动学习开始之前，教师对 ＤＤＬ 学习者进行语料

库检索技术的培训。 教师在课内演示网络语料库

检索平台（ＣＱＰｗｅｂ）的多种功能，引导学生尝试如

频数解析（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ｂｒｅａｋｄｏｗｎ）、分布显示（ｄｉｓｔｒｉ⁃
ｂｕｔｉｏｎ），搭配和语境信息功能，示范提取目标词

汇的正则表达式的编写。 课后学生通过自学

ＣＱＰｗｅｂ 检索手册和 ４ 次检索练习，基本掌握检

索方法。 同时，还创建 ＱＱ 学习群，师生在线实时

互动，讨论并解决 ＤＤＬ 学习过程中遇到的检索技

术、数据解读，语言规律提炼诸多方面的问题。
３． ４ 传统词汇教学与数据驱动式词汇教学

语料库数据驱动式 ＥＳＰ 词汇教学是一种全

新的教学理念与教学模式，它要求学习者利用语

料库提供的数据，探索获取语言使用的规律，逐步

形成从教师指导下的学习到学习者自主的学习模

式。 它在教学步骤、教学方法和工具、目标词汇、
教学材料、师生角色几个方面区别于传统词汇教

学模式。 传统词汇教学采用 ３Ｐ （ 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教学法，包括“讲授—练习—
应用”３ 个步骤。 在课内，教师讲授目标词汇的词

典释义、辨析、搭配用法，提供例句及词汇练习题

的解答。 在课后，学生按照目标词汇大纲，通过查

词典自学词汇，完成词汇练习。 传统词汇教学是

一种自上而下的教学模式，以教师讲、学生听与练

为主，目标词汇根据教师的经验确定或者采用统

一的词汇教学大纲，词汇练习的设计多基于词典

例句或人为生造的句子，与语境割裂。 数据驱动

式 ＥＳＰ 词汇教学是一种自下而上、以学生为中心

的教学模式。 课内部分主要包括“观察—讨论—
结论—验证”教学步骤。 例如，采用数据驱动教

学法辨析 ｃａｕｓｅ 与 ｌｅａｄ ｔｏ 的含义差异时，教师不

直接讲授，而是让学生在语料库中提取目标词汇，
观察其语境，自己得出结论。 学习者通过观察

ｃａｕｓｅ 后面所 接 的 词 ｄａｍａｇｅ ／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
ｄｅａｔｈ 等等，归纳出 ｃａｕｓｅ 带有贬义的结论。 数据

驱动教学的目标词汇大纲来自 ＥＳＰ 语料库中生

成的词表（经过去粗取精的加工处理），体现出

ＥＳＰ 词汇的专业性和特有性。 词汇练习和测试取

材于 ＥＳＰ 语料库中业内专家真实使用的语言

材料。
３． ５ 从引导式过渡到自主式的数据驱动学习

按照教师的干预程度，ＤＤＬ 分为控制式、引
导式和自由式（Ｊｏｈｎｓ １９９１）。 鉴于博士生具有一

定的探索式、发现式的自主学习能力，同时，他们

也是初次接触语料库和数据驱动学习的概念，在
ＤＤＬ 实施之初，采用引导式 ＤＤＬ，教师引导分为 ３
个环节：问题鉴别、数据分类、归纳总结（同上）。
根据 Ｎ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１）对词汇知识的定义，词汇知识

包括形式、意义和用法 ３ 个方面，在引导式 ＤＤＬ
阶段，教师在课堂上组织学生就目标词汇的词义、
形式、用法 ３ 个方面提出问题，分析、讨论以目标

词为节点词提取的语料库数据，总结 ＥＳＰ 词汇特

征和规律，促进 ＥＳＰ 词汇的深度学习。 在学习者

掌握语料库工具的使用和数据驱动学习的方法以

后，教师干预逐渐减少，学习者开始利用语料库独

立探索，完成 ＥＳＰ 词汇练习和测试，解答自己对

ＥＳＰ 词汇的困惑，此阶段为自主式 ＤＤＬ．
３． ６ 数据驱动式 ＥＳＰ 词汇教学的实施方案

数据驱动式 ＥＳＰ 词汇学习伴随着一个学期

（１２ 周，２ 学时 ／周）的 ＥＳＰ 写作课程，每次课内利

用 １５ － ２０ 分钟，采用数据驱动的方法学习 ５ ～ ６
个目标词汇。 课外，平均每两周 １ 次网络词汇练

习，每月 １ 次网络词汇测试。 为了确保学生利用

语料库工具和方法完成此两项任务，要求学生在

词汇练习和测试后附上部分语料库检索记录。 在

学期结束时要求学习者对语料库的使用情况和数

据驱动的词汇学习进行书面反馈。
３． ７ 数据收集和分析

为了检测数据驱动式 ＥＳＰ 词汇学习的效果，
我们收集两个农科博士班（共 ６１ 人）一个学期

ＥＳＰ 课程学习过程中的 ３ 次词汇测试成绩。 ３ 次

词汇测试题型结构一致，包括词义配对题、多项选

择题和填空题 ３ 种题型，分别从词义（３０％ ）、形
式（３０％ ）和用法（４０％ ）３ 个方面考察学习者对

目标词汇认知的准确性。 我们利用 ＳＰＳＳ１９ 中配

对样本 Ｔ 检验分析了 ３ 次词汇测试的总分和 ３ 个

题型的分项得分的差异。
我们还收集 ６１ 名博士生对语料库使用情况

和数据驱动学习认识的书面反馈。 前者要求学习

者汇报利用语料库解决词汇使用困惑的 ３ 个案

例，汇报包括：（１）以问题的形式展现 ＥＳＰ 词汇使

用的困惑；（２）语料库检索结果的截屏；（３）基于

语料库数据得出的结论。 后者主要围绕 ３ 个问

题：（４）你对语料库工具和资源有何认识和感受；
（５）你认为 ＤＤＬ 有何优势和不足；（６）对今后的

语料库扩建，你有何建议，是否愿意参加？ 课程结

束后，你是否继续使用语料库？ 我们对所收集的

书面反馈信息进行分类整理与归纳分析。

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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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果与讨论
４． １ 词汇测试

词汇测试数据的配对样本 Ｔ 检验结果显示：
（１）测试总分从测试 １ 到测试 ２ 无差异（ ｔ ＝ － １．
７５７， ｐ ＞ ０． ０５），从测试 ２ 到测试 ３ 有极其显著的

差异（ｔ ＝ － ４． ４１４， ｐ ＜ ０． ０５），这表明数据驱动式

词汇学习的有效性，同时也表明 ＤＤＬ 可能需要一

段时间让学习者适应语料库工具和方法的使用，
然后才能突显学习效果（见表１）；（２）进一步比较

学习者在词义、形式及用法 ３ 个分项的表现，结果

显示：此 ３ 项都显示出历时性的变化差异，测试 ３
的 ３ 个题型得分均显著或极其显著地高于测试 １
的相应部分，这表明语料库工具的使用能够有效

促进学习者准确地掌握词汇的意义、形式和用法；
（３）但是此 ３ 项也存在差异。 语料库工具对词形

和用法认知的促进效果先快后慢。 在此两项上，
测试 ２ 的得分显著高于测试 １，然而测试 ２ 和测

试 ３ 的得分无统计学意义上差异，说明后期促进

作用趋缓。 词义掌握的历时变化趋势与词形、用
法不同，每次测试的词义得分都显著高于前一次

测试 （Ｍｅａｎ Ｄｉｆｆ． ＝ ２． ３１６， ｓｉｇ． ＝ ０． ０２７； Ｍｅａｎ
Ｄｉｆｆ． ＝ ２． １６３，ｓｉｇ． ＝ ０． ０３８），这表明 ＤＤＬ 对学习

者准确把握词义有明显促进作用，而且这种促进

作用的效果持续且稳定。 导致此 ３ 项上历时变化

趋势不同的原因可能在于：与词义理解相比，词形

和用法更能通过语料库索引行直观呈现，因而更

容易且更快地被认知。
表１ 　 ３ 次词汇测试的配对样本 Ｔ 检验

３ 次测试配对比较 均值差异 标准差 ｔ ｐ

ｐａｉｒ１ 总分 １ － 总分 ２ － ３． ９７ １２． ７８ － １． ７５７ ０． ０８９
ｐａｉｒ２ 总分 １ － 总分 ３ － １０． ３８ １３． ３０ － ４． ４１４ ０． ０００∗∗∗

ｐａｉｒ３ 总分 ２ － ３ 总分 －６． ４１ １０． ７７ － ３． ３６４ ０． ００２∗∗

ｐａｉｒ４ 词义 １ － 词义 ３ － ３． ４１ ５． ５３ － ３． ４８５ ０． ００１∗∗

ｐａｉｒ５ 词义 ２ － 词义 ３ － １． ４２ ３． ７２ － ２． １６３ ０． ０３８∗

ｐａｉｒ６ 词义 １ － 词义 ２ － １． ９８ ４． ８５ － ２． ３１６ ０． ０２７∗

ｐａｉｒ７ 词形 １ － 词形 ２ － ２． ９８ ４． ９２ － ３． ４３４ ０． ００２∗∗

ｐａｉｒ８ 词形 １ － 词形 ３ － ４． ２８ ４． ７６ － ５． ０８８ ０． ０００∗∗∗

ｐａｉｒ９ 词形 ２ － 词形 ３ － １． ３０ ３． ６２ － ２． ０２９ ０． ０５１
ｐａｉｒ１０ 用法 １ － 用法 ２ － ３． ００ ７． １３ － ２． ３８０ ０． ０２４∗

ｐａｉｒ１１ 用法 １ － 用法 ３ － ４． ７５ ５． ３０ － ５． ０６６ ０． ０００∗∗∗

ｐａｉｒ１２ 用法 ２ － 用法 ３ － １． ７５ ５． ７０ － １． ７３６ ０． ０９２
备注：ｐ ＜ ０． ０５ 是有差异∗，０． ００１ ＜ ｐ ＜ ０． ０１ 是显著差异∗∗，ｐ ＜
０． ００１是极其显著∗∗∗

　 　 ３ 次词汇测试的历时比较研究表明：数据驱

动式 ＥＳＰ 词汇学习成效显著，它不仅能够有效促

进词汇总体认知水平的提高，而且能够促进学习

者准确把握词汇的形式、用法和意义。 这与其他

ＤＤＬ 词汇学习的研究结果一致。 Ｈｕａｎｇ （２０１４）
考察采用 ＤＤＬ 方法进行词汇语法模式习得的效

果，结果发现 ＤＤＬ 学习者产出的文本中含有数量

更多的搭配和类链接模式（ｃｏ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ｃｏｌｌｉ⁃
ｇ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使用目标词汇时错误更少，研究

者将这一结果归因于语料库索引行呈现方式有助

于学习者关注到目标词汇的搭配与语法形式，因
而提高目标词汇使用的准确性。 刘萍和刘座雄

（２０１８：５７）认为数据驱动式词汇学习法要求学习

者自己观察、发现目标词汇在形式、意义和用法方

面的细微之处，须要学习者付出更多的认知努力，
加强他们对目标词汇的注意和加工，因而增进理

解，加深记忆，进而促进词汇学习的效果。
４． ２ 语料库使用情况的书面反馈

语料库书面反馈信息揭示出学习者利用 ＥＳＰ
语料库在 ＥＳＰ 词汇学习中获得多方面的帮助。
总的来说，ＤＤＬ 学习者利用语料库工具和资源进

行以下探索：（１）动词时态和语态的用法。 （２）专
业术语中名词的单复数。 例如，有学生探索发现，
由多个名词构成的专业词组或词串（ｂｕｎｄｌｅｓ）其

中修饰性名词没有复数形式，中心名词却可以有

复数形式。 （３）专业术语中的词序问题。 例如，Ａ
基因是 ｇｅｎｅ Ａ，还是 Ａ ｇｅｎｅ？ 检索结果表明，类似

专业术语的英、汉语表达词序相反；（４）专业术语

及缩写形式前冠词 （定冠词？ 不定冠词？ 零冠

词？）和介词的使用。 例如，５ ｄａｙｓ ｐｏｓｔ ｉｎｃｕｂａｔｉｏｎ
（孵化之后的第 ５ 天），缩写为 ｄｐｉ，既然此表达中

已经有时间标记词 ｐｏｓｔ，有学习者困惑该专业术

语及其缩写前是否需要用介词；（５）专业术语中

分词的形式。 例如，专业术语“生长抑制效果”
中，使用现在分词还是过去分词 ｇｒｏｗｔｈ⁃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ｎｇ ／
ｉｎｈｉｂｉｔｅｄ ｅｆｆｅｃｔ；（６）词汇搭配用法。 例如，有同学

探索发现，虽然 ｓｔｕｄｙ 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意义相同，但是

它们的搭配用法却不相同，ｓｔｕｄｙ 更多地和 ｏｆ 搭

配，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则和 ｏｎ 搭配（见图１）；（７）专业术语

中词汇的选择。 例如，学习者不能确定“抗菌肽”
对应的英文表达该选哪个形容词，是 ａｎｔｉ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ｐｅｐｔｉｄｅｓ，还是 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ｉｃ ｐｅｐｔｉｄｅｓ？

由此可见，专业术语中名词的单复数、谓语和

非谓语动词的用法、专业术语的缩写、词序、拼写

形式、实词和功能词的选择与搭配均困扰着 ＥＳＰ
词汇学习者。 这些困惑都能在 ＥＳＰ 语料库中找

到令人满意的答案，ＥＳＰ 语料库为 ＥＳＰ 词汇的使

用提供专业且权威的参考和借鉴。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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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搭配用法

　 　 ４． ３ 博士生对语料库资源和 ＤＤＬ 的评价

绝大多数调查对象对语料库工具资源（９５．
８％ ）和 ＤＤＬ（９３． ６％ ）持积极肯定的态度。 主要

的评价归纳如下：（１） ＥＳＰ 语料库是 ＥＳＰ 学习不

可或缺的资源。 书面反馈中，多位博士生表达类

似的观点：单个专业词汇也许还能在电子词典中

查询，但是对于专业术语或者专业领域特有的词

组及其缩写、多词固定表达的查询，ＥＳＰ 语料库独

具优势。 （２）语料库用概率和频率揭示业内专家

使用专业词汇的总体趋势，这些数据能够用以验

证语言直觉，带给二语学习者语言使用的信心。
有学习者这样反馈：语料库数据展示某个表达所

出现的频次，意义相似的不同表达被用频次所占

的百分比，提供语言直觉的验证方法，增加 ＳＣＩ 论
文写作中选词用语的信心。 （３）ＤＤＬ 是一种授人

以渔的学习方式，提高 ＥＳＰ 词汇学习效率和学习

者的自主学习能力。 有学习者反映：接触语料库

之前，英语词汇学习主要依靠词典、相关文献、教
材以及教师，这些资源对于 ＥＳＰ 词汇学习提供的

帮助十分有限。 首先，专业程度高的词汇在这些

资源中很难查到；其次，即便查到目标词汇，所得

到的、为数不多的几个例句不足以揭示目标词汇

的使用全貌。 相比之下，语料库工具和资源可以

让学习者自己探究专业词汇在专业领域内的使

用，语料库集中呈现大量的语境，足以让学习者把

握目标词汇的使用特征和规律，有助于提高学习

者的自主学习能力，而且经过探索学习所获的知

识更加牢固。 此外，相比其他资源，语料库检索快

捷，词汇的学习效率也得以提高。
书面反馈也揭示出语料库数据驱动学习中存

在的问题和困难：（１）现有农科语料库中专业文

献涵盖面不足以满足不同专业背景学习者的需

求，部分专业的文献在语料库中缺失。 ９０． ３ ％的

博士生表示愿意参与语料库扩建以解决语料库文

献不足的问题；（２）现有的网络语料库检索方式

有待进一步简化。 尽管博士生多少有一点编程基

础，但是 ７５． ８％的调查对象仍反映语料库检索表

达式的编写复杂、繁琐。 即便如此，９２． ７％的博士

生仍表示在课程学习结束后会继续使用语料库，
以提高 ＳＣＩ 论文写作质量，这一结果印证调查对

象充分意识到语料库资源对 ＥＳＰ 学习的重要性。
４． ４ 对 ＥＳＰ 教学的启示

本研究带给 ＥＳＰ 教学以下启示：（１） ＥＳＰ 语

料库的建设。 作为 ＥＳＰ 教学的重要资源库，目前

很多语言教师都在创建具有所在大学学科优势和

行业特色的 ＥＳＰ 语料库。 本研究表明 ＥＳＰ 学习

者对 ＥＳＰ 语料的专业细化程度超出语言教师的

预想，今后 ＥＳＰ 语料库的设计与建设可邀请不同

学科的专业人士参与，以保证语料库文本的代表

性、学科分布的合理性，最大限度地满足不同专业

学习者的需求。 （２）ＤＤＬ 的适用对象。 语料库的

使用存在一定的技术门槛，探究式、发现式、自主

式的 ＤＤＬ 要求学习者具备一定的素质条件和动

机因素。 数据驱动学习的始创人 Ｊｏｈｎｓ（１９９０）对
ＤＤＬ 的适用对象预设为：成年人、具有良好的学

习动机、掌握一定的研究方法和学习技能。 本研

究中，农科博士生面临 ＳＣＩ 论文撰写与发表的需

求，具有较强的 ＥＳＰ 词汇学习动机，作为专业领

域的研究者，其探究式、发现式的学习能力较强，
这可能部分解释本研究中 ＤＤＬ 能够达到预期效

果的原因。 有专家指出能否采用 ＤＤＬ 要充分考

虑学习主体是否具有 ＤＤＬ 学习的条件，否则可能

出现学习者对 ＤＤＬ 不适应，甚至导致学习效果适

得其反（陈坚林 史光孝 ２００９）（３）ＤＤＬ 实施的前

提条件和保障。 本研究中，ＤＤＬ 实施前进行语料

库检索技术培训、ＱＱ 互动群编程高手负责解答

各种检索技术难题、网络语料库平台 ＣＱＰｗｅｂ 兼

容多种分析功能、从引导式 ＤＤＬ 到自主式 ＤＤＬ
有一个自然过渡等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构成数

据驱动学习取得成功的前提条件和保障。

５　 结束语
鉴于 ＥＳＰ 词汇不仅词汇量大且具有专业特

殊性，对 ＥＳＰ 教学构成瓶颈，本研究尝试在农科

博士生 ＥＳＰ 教学中引入自建的农科英语语料库

资源和工具，设计并运行数据驱动式 ＥＳＰ 词汇教

学模式，引导学生利用网络语料库平台的多种功

能，对 ＥＳＰ 词汇进行形式、意义和用法的深度探

索学习。 词汇测试的历时性研究结果证明数据驱

动式 ＥＳＰ 词汇学习的有效性。 书面反馈揭示出

ＥＳＰ 语料库以其业内专家语言的真实性、地道性

和权威性，为 ＥＳＰ 词汇学习提供有效的帮助。
ＥＳＰ 语料库成为 ＥＳＰ 词汇学习不可或缺的资源

和工具。 语料库数据用以验证语言直觉，增强外

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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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学习者语言使用的信心。 数据驱动学习被认为

是授人以渔学习方式，有利于学习者自主学习能

力的提高。 专业词汇的掌握直接影响着专业领域

英语论文的写作质量和研究成果在国际水平的发

表，在双一流建设的背景下，充分利用 ＥＳＰ 语料

库和数据驱动学习可解决 ＥＳＰ 词汇学习的瓶颈、
促进高层次学习者 ＥＳＰ 能力的提高和高水平英

语论文的产出，适应双一流建设对国际化人才培

养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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