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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料库驱动的学术英语写作教学模式探索∗

———以摘要写作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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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书写规范的摘要是学术英语写作中一项重要技能。 本研究以摘要写作为例，探索语料库驱动的学术英语写

作教学模式，并应用于教学实践。 研究主要围绕以下内容展开：相关文献回顾、学术论文摘要语料库的建设与标注、教学

方法探索和教学效果检验。 本研究中运用的技术手段、方法步骤以及数据分析结果对从事相关研究人员具有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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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引言
学术英语是一种特殊体裁，具有独特的语言

风格和复杂的语篇结构。 如何帮助学生掌握这种

体裁的特点并进行规范的写作，成为新时期我国

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 其中，有效教学

又是学术英语写作教学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研
究者不断探索有效教学的理念和实践模式

（Ｂｒｅｅｔｖｅｌｔ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４）。 本研究提出将语料库驱

动学习的理念及语料库技术应用到学术英语写作

教学中，探索一种具有先进教学理念、又切实可行

的学术英语写作教学模式，并开展实践教学。 限

于篇幅，本研究仅选取学术论文摘要写作为研究

对象，希望起到抛砖引玉的效果，本研究的结果对

于学术论文其他部分的写作教学也有借鉴价值。

２　 学术英语写作教学与摘要写作文献简述
学术英语写作在词汇、句型和篇章结构等方

面都具有独特性，也是最具研究价值的一门语言

应用性课程，研究者不断探索如何有效提高学生

的学术英语写作能力，话题主要涉及学术文本体

裁分析（Ｂｅｔｔｙ ２００８，Ｂｒｕｃｅ ２００８，刘辉 ２０１８）、学术

英语写作教学方法（Ｃｏｆｆｉ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３，徐昉 ２０１１，
何中清 ２０１９）、学术英语写作教材开发（周开鑫

２００６，田育英 张玉荣 ２０１２）、计算机及网络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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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术英语写作中的应用（Ｓｔａｐｌｅｔｏｎ ２００５，Ｈｅｌｍｓ⁃
Ｐａｒｋ， Ｓｔａｐｌｅｔｏｎ ２００６） 等。 值得注意的是，王英

（２０１０）、万蕾和司欢欢（２０１５）曾提出把语料库技

术应用到学术英语写作教学中，但这些研究才刚

刚起步，在思想和方法上还不够成熟，亟需深入探

讨。 另外，Ｃｏｏｐｅｒ 和 Ｂｉｋｏｗｓｋｉｌ（２００７）指出，培养

学生的学术写作能力，不仅包括语言知识层面，还
包括学生其他方面的素养，如批判性思维能力、对
文章和文献资料的综合分析能力、分析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等。 语料库驱动的学习，特别强调学习

者的自主学习，以及培养学生观察、分析和总结的

能力，这与 Ｃｏｏｐｅｒ 和 Ｂｉｋｏｗｓｋｉｌ（２００７）的思想不谋

而合。 从目前大学英语课程改革来看，如何有效

进行学术英语写作的教学，培养学生语言应用的

能力，提高其书面表达能力，增强其思辨能力、认
知能力、语言对比能力等综合素质，是教学实践者

与研究者努力探索的方向。
Ｃｏｏｐｅｒ 和 Ｂｉｋｏｗｓｋｉｌ 指出，学术写作任务包括

多项内容，如研究论文、项目报告、文献综述、计划

书、 开 题 报 告、 个 案 研 究、 摘 要 等 （ Ｃｏｏｐｅｒ，
Ｂｉｋｏｗｓｋｉｌ ２００７：２１９）。 在学术英语写作教学中，
摘要写作必不可少。 Ｓｅｉｄｌｈｏｆｅｒ 视摘要写作为教

育之关键，代表着教材或者教学中最为普遍的一

种练习（Ｓｅｉｄｌｈｏｆｅｒ １９９５：２）。 Ｊｏｈｎｓ 将摘要写作视

为外语学习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技能（Ｊｏｈｎｓ １９８８：
７９），Ｍａｃｌｅｌｌａｎ 认为摘要写作能力的提高对于高

等教育中获得学术教育成功而言，具有重要作用

（Ｍａｃｌｅｌｌａｎ １９９７）。 摘要指对研究论文或报告的

总结，以提供论文内容梗概为目的，一般不加评论

和补充解释，使读者对全文有一个确切、简洁的了

解（Ｂｈａｔｉａ １９９３）。 读者可通过阅读摘要，尽快了

解论文的主要内容，并且决定是否有必要阅读论

文全文，因此，摘要往往担负着介绍论文及吸引读

者的重要作用。 另外，摘要通常包含在论文的检

索数据库中，可被独立检索及引用，摘要索引是读

者检索文献的重要工具，摘要撰写的质量直接影

响到论文的检索率，足见摘要写作的重要性。
有大量文献分析论文摘要的文本特征，早期

主要关注对词汇、语言的选择，之后研究重点转向

文本结构。 Ｓｗａｌｅｓ（１９９０）采用话步—步骤模式，
提出学术论文的 ＩＭＲＤ 框架，即介绍 （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
ｔｉｏｎ）、方法（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结果（ ｒｅｓｕｌｔｓ） 和讨论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话步是体裁结构的基本分析单元，
可以为词组或者若干个句子，用来表达同一个连

贯的交际功能的文本或者修辞单元（Ｓｗａｌｅｓ ２００４：
２２８）。 Ｂｈａｔｉａ（１９９３）把这一框架应用到学术论文

摘要的文本分析中，提出论文摘要的 ４ 话步：介绍

目的、描述方法、总结结果和展示结论，在此基础

上，Ｔｓｅｎｇ（２０１１）分析应用语言学学术论文摘要中

四话步的结构特点和动词特点。 尽管学者们对摘

要中话步类型和数量的划分不尽相同，如 Ｈｙｌａｎｄ
（２０００）提出学术摘要中有 ５ 话步，分别是介绍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目的（ｐｕｒｐｏｓｅ）、方法（ｍｅｔｈｏｄ）、结
果（ｐｒｏｄｕｃｔ）和结论（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但他们的分析都

是基于 Ｓｗａｌｅｓ（１９９０）提出的 ＩＭＲＤ 框架。 所以，
本研究尝试运用这一框架来建立学术英语摘要语

料库，从摘要写作这一角度探索语料库在学术英

语写作教学中的运用和效果。

３　 小型学术英语摘要语料库的建设及标注
Ｊｏｎｅｓ 提出数据驱动学习 （ ｄａｔａ⁃ｄｒｉｖｅｎ ｌｅａｒ⁃

ｎｉｎｇ，简称 ＤＤＬ）的教学理念（Ｊｏｎｅｓ １９９１），途径是

在教学中使用语料库，给学生提供大量的真实语

言文本，经过“观察、描写、归纳、阐释”的步骤，在
教师的协助下，学生实现自主学习，以提高学习效

果。 为了实现数据驱动学习，首先是要准备好供

学生使用的语言数据，即建设专门用途语料库。
当然，随着语料库的发展，目前各类语料库的资源

非常丰富，有许多网络版的语料库可供免费使用，
但考虑到教学内容的特殊性，还是建议教师自己

掌握建设语料库的一些技术，也可以组成教学团

队，建设符合教学内容的专门用途语料库。
建设语料库，首先要做好设计，包括研究目

的、语料性质、取样标准、采集途径、文本整理、语
料标注等一系列问题。 具体到本研究而言，研究

目的不仅要给学生提供写作规范，而且要让学生

分析自己的写作，通过对比，诊断问题，观察并总

结学术英语写作的特点及范式，实现自主学习。
因此，我们需要建设两个小型语料库，一个是英语

母语者的学术英语写作语料库，另一个是学习者

的学术英语写作语料库。 母语者的语料，我们选

择国际上具有代表性、权威性的相关英语学术期

刊论文的摘要部分，论文的发表时间设定在最近

１０ 年内，采取随机分层抽样的方法。 学习者的语

料，主要收集学生在学术写作课程撰写的论文摘

要，包括教师的命题写作与学生自由命题写作，自
由命题的话题主要是关于社会或者学校等问题的

调查研究。 受到时间及人力限制，两个语料库各

收集 １００ 篇，具体统计信息见表１。
经过整理后，对语料库进行头文信息标注。

母语者语料库主要包括论文标题、期刊来源、出版

时间、摘要长度等，学习者语料库主要包括学生的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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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性别、专业、摘要的话题、命题或自由写作、
摘要长度等。 标注过的语料保存为文本文档。 语

料库保留两份，一份是干净文本，一份进行深加

工。 首先，使用词性标注软件 Ｃｌａｗｓ，对语料库进

行词性的自动标注；其次，对语料进行话步信息的

标注，主要参照 Ｓｗａｌｅｓ（１９９０）提出的 ＩＭＲＤ 模型，
在语料中人工标注出学术写作摘要的各个话步，
包括目的、方法、结果和结论。 为保证标注的精确

性，我们采用多人同时标注的方法，保证组内和组

间的一致性。 具体的话步标注信息见图１。

表１ 　 自建语料库的具体信息

语料库具体信息 母语者摘要语料库 学习者摘要语料库

容量 １５，７８１ １３，７４３
词类数量 ９，９９８ ５，６４１
句子数量 ５６４ ５８４

图１ 　 语料库赋码标记示例

　 　 ４　 教学方法探索及教学效果检验
４． １ 实验对象

我们选择某高校大二的学生作为实验对象。
目前，该高校正在实施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对部分

学院进行学术英语教学试点，二年级第一学期为

学术英语写作课程。 我们选择 ６ 个班级，其中 ３

个班级为实验班，进行语料库驱动的学术英语写

作教学，另外 ３ 个班级为对照班，进行传统的写作

教学。 每个班级的学生人数为 ２５ 人。
４． ２ 教学方法

按照课程的教学大纲，学术英语写作课程分

为两个模块，第一个模块是训练和培养学生的写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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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基本功，第二个模块是学术英语写作知识的学

习，按照学术论文的结构，从摘要、引言、文献综

述、研究方法、结果讨论等内容分别进行讲解和练

习。 在摘要写作阶段，研究者在实验班使用语料

库驱动的教学方法，具体包括如下步骤：
首先，对母语者语料库进行话步分析。 使用

Ｗｏｒｄｓｍｉｔｈ Ｔｏｏｌｓ 检索软件，分别批量提取语料库

中的 ４ 个不同话步，将同一个话步的文本放在一

起，建成 ４ 个话步的子库。 Ｗｏｒｄｓｍｉｔｈ Ｔｏｏｌｓ 的“只
取功能”不会破坏语料库文本的完整性。 然后对

子库进行词频统计，计算出每个话步使用的高频

词汇。 我们对词频表进行词目归并，把词的屈折

变化形式统一归并到一个词目，如词目 ＰＲＯＰＯＳＥ
包括 ｐｒｏｐｏｓｅ，ｐｒｏｐｏｓｅｓ，ｐｒｏｐｏｓｉｎｇ，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词目

的频数是所有这些变化形式频数的总和。 按照频

数信息，我们选择每个话步使用的核心关键词，作
为教学的重点。 为了锻炼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教师在课堂上向学生展示语料库使用的方法，课
后让学生自己进行词频统计，并根据话步的特点，
找到自己认为重要的关键词在课堂上展示，经过

全班讨论，最后确定每个话步的关键词。 表２是母

语者论文摘要语料库中每个话步的前 ３ 个高频关

键词的统计情况。

表２ 　 母语者论文摘要 ４ 个话步的

前 ３ 个高频关键词

话步 第一个（词频） 第二个（词频） 第三个（词频）

目的 Ｐ ｐｒｏｐｏｓｅ（２６） ａｉｍ（６） ｐｕｒｐｏｓｅ（５）

方法 Ｍ ｄｅｓｉｇｎ（６９） ｍｅｔｈｏｄ（６３） ｄａｔａ（２６）

结果 Ｒ ｒｅｓｕｌｔ（８６） ｓｈｏｗ（４１） ｆｉｎｄ（９）

讨论 Ｄ ｓｕｇｇｅｓｔ（８） ｃｏｎｃｌｕｄｅ（３） ｐｒｅｄｉｃｔ（１）

确定关键词后，使用 Ｗｏｒｄｓｍｉｔｈ Ｔｏｏｌｓ 软件检

索语料库，提取关键词的索引行，基于 Ｓｉｎｃｌａｉｒ
（２００４） 提出的扩展意义单位 （ ｅｘｔｅｎｄｅｄ ｕｎｉｔ ｏｆ
ｍｅａｎｉｎｇ）分析模型，对关键词进行搭配、类链接、
语义倾向和语义韵的分析，找到它的常用搭配词

以及短语单位。 这个分析过程涉及到许多语言学

的知识，以及语料库文本分析的能力，因此需要老

师在课前准备材料，将分析过程及结果在课堂上

展示给学生。 当然，对于程度较好的学生，可以尝

试让他们自己检索与分析文本语料，在观察、分
析、总结的过程中锻炼自主学习的能力。 我们以

ＭＥＴＨＯＤ（表示词目，包括 ｍｅｔｈｏｄ，ｍｅｔｈｏｄｓ）为例，
展示分析过程与结果。 以下是从母语者语料库的

方法话步中提取到的 ＭＥＴＨＯＤ 索引行：

表３ 　 ＭＥＴＨＯＤ 的搭配词

ｐａｐｅｒ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ｃｕｒｒｅｎｔｌｙ
ｕｓｅｄ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ｉｓ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ａｎｄ ｓｏｍｅ ｅｘａｍ⁃
ｐｌｅｓ ａｒｅ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ｉｔ ｉｓ ｃｏｎｃｌｕｄｅｄ
ｔｈａ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ｏ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ｌｙ ｒｅｍｏｖ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ｓｎｏｗ ｃｏｖｅｒ

ｇｉｖｅｎ ｓｏｍｅ ｂａｓ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ｌｉｆｅ⁃ｃｙｃｌｅ ｃｏｓ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Ｉｎｎｓｂｒｕｃｋ．
Ｗｅ ａｒｇｕｒ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ｓ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ｒｅ ｗｅｌｌ ｓｕｉｔｅｄ ｆｏｒ 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Ｓｅｎｓｏｒ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ｐａｃｋａｇ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ｒｉｂｓ ｗｈｉｃｈ ａｒｅ
ｍａｄｅ ｏｆ ＦＲＰ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Ｐ ＞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ｅｘｐｌｏｒｅｓ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ｏ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ｔｈｅ ｔｒａｖｅｌ ｄｅｍａｎｄ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表３ 是通过 Ｗｏｒｄｓｍｉｔｈ Ｔｏｏｌｓ 软件统计的

ＭＥＴＨＯＤ 的搭配词。 通过阅读这些词条，学生可

以身临其境地感受 ＭＥＴＨＯＤ 这个词的使用语境

和变化，作为分析该词的前提。 表４通过扩展意义

单位分析模型找到的一些 ＭＥＴＨＯＤ 的常用短语

单位，作为写作模板呈现给学生。

表４ 　 ＭＥＴＨＯＤ 的常用扩展单位

序号 ＭＥＴＨＯＤ 的扩展单位

１ Ａ ／ Ｔｈｅ． ． ．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ｓ ／ ｗａｓ ／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ｆｏｒ ／ ｔｏ ｐｒｅｄｉｃｔ

２ Ａ ／ Ｔｈｅ． ． ．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ｕｓ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ｓｔｕｄｙ ｉｓ ／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 ．

３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ｓ ｈａｖ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ａ ／ ｔｗｏ…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 ｔｏ． ． ．

４ Ａ ／ Ｔｈｅ． ． ．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ｗａ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ｔｏ． ． ．

　 　 教师将上述分析过程和方法在课堂上呈现给

学生。 之后，将班级学生分组，分配给每组一个话

步的关键词，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按照分析步

骤，在语料库中检索关键词，并进行搭配词和扩展

单位的分析和总结。 然后开展小组间讨论，并在

班级汇报讨论结果，最后归纳总结出每一种话步

在关键词的使用上的规律和特点。
在分析完母语者语料库之后，在学习者语料

库中重复整个分析过程，然后对比两个语料库的

分析结果，发现母语者和学习者之间的差异，找到

学习者的主要问题。 表５ 是学习者摘要语料库中

４ 个话步中出现的部分高频词。 通过与表２ 对比

可以看出，除讨论话步的高频词保持一致外，其他

话步的高频词都存在差异。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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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学习者论文摘要语料库 ４ 个话步的

部分高频词

第一个（词频） 第二个（词频） 第三个（词频）

目的 Ｐ ａｉｍ（２０） ｐｒｏｐｏｓｅ（９） ｐｕｒｐｏｓｅ（４）

方法 Ｍ ｄａｔａ（３２） ｍｅｔｈｏｄ（２４） ｄｅｓｉｇｎ（７）

结果 Ｒ ｆｉｎｄ（４４） Ｒｅｓｕｌｔ（２９） ｓｈｏｗ（１９）

讨论 Ｄ ｓｕｇｇｅｓｔ（２０） ｃｏｎｃｌｕｄｅ ／ ｐｒｅｄｉｃｔ（３）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１）

　 　 进一步对比分析每种话步中关键词的用法，
我们发现母语者和学习者之间还是存在着许多差

异。 例如，关键词 ａｉｍ 在母语者语料库出现 ６ 次，
有 ３ 种基本的扩展单位：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ａｉｍ ｏｆ． ． ． ，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ａｉｍｓ ａｔ． ． ． ，ｔｈｅ ａｉ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ｒｅ． ． ． 但

是在学习者语料库中，ａｉｍ 出现 ２０ 次，有 １７ 次用

作动词，并且用在 ａｉｍ ｔｏ 的扩展单位中。 由此可

见，学习者并没有完全掌握这些关键词的灵活用

法。 通过这些对比分析，学生能够意识到自己语

言使用中的问题，并且加深对所学知识的理解，促
进有效学习。

４． ３ 教学效果评价

为了检验教学效果，我们进行了两种评价：其
一是检验教学的效果，即检查学生学术英语写作

能力是否得到提高；其二是通过访谈和问卷的方

式了解学生对教学方法的评价。 为完成第一种评

价，在开始实施语料库驱动的写作教学时，实验班

与对照班的学生按照要求，针对同一篇论文写一

篇摘要，作为评价的前测。 之后，当整个教学任务

结束后，学生对同一篇论文重写一篇摘要，作为评

价的后测。 对前后两次写作进行评分（评分采用

分项评分和总体评分两种方法，主要关注摘要的

内容、结构与语言，满分为 １０ 分）。 为保证分数

的公正性和可靠性，由两名专业教师分别评分，存
在争议的分数需要经过协商后最终确定。 学生前

后测作文分数的变化可以反映学生写作水平是否

发生变化。
为了了解学生对语料库驱动学习方法的评

价，我们设计了问卷。 问卷调查在课堂上进行。
问卷内容分 ３ 部分，第一部分是学生的基本信息，
第二部分是学生对课程的评价，包括 ３ 个方面的

内容：（１）对课程的总体评价和对学生习作能力

各方面提高的评价；（２）对课程内容的评价；（３）
对使用的一些软件和工具的评价。 这部分共 １３
个题目，答案使用的是李克特 ５ 分点量表（１ 表示

完全不同意，２ 表示不同意，３ 表示中立，４ 表示同

意，５ 表示完全同意），问卷的最后一部分是开放

性问答题，询问学生对课程有何建议。 下面从教

学效果和课程评价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和讨论。
教学效果表现在实验班和对照班学生前后测

摘要写作能力的变化，Ｔ 检验统计结果见表６。

表６ 　 实验班和对照班前后测对比分析

均值 标准差 ｔ Ｓｉｇ

１ 对照班前—实验班前 ７． ３６００—７． ４４００ ． ８８５４７ － ． ７８２ ． ４３６

２ 对照班后—实验班后 ７． ３４００—７． ７３００ ． ８３９４５ － ４． ０５８ ． ０００

３ 对照班前—对照班后 ７． ３６００—７． ３４００ ． ５９５２５ ． ２９１ ． ７７２

４ 实验班前—实验班后 ７． ４４００—７． ７３００ ． ７０７５５ － ３． ５９０ ． ００１

　 　 根据表６数据可见，两个班级在前测时没有明

显差异，但在后测时出现明显差异，对照班与实验

班的后测 Ｔ 检验结果为． ０００。 另外，两个班级各

自的前后测 Ｔ 检验结果显示，对照班没有显著变

化，而实验班出现显著性变化。 这说明，对照班学

生在传统的写作教学方法下，其写作能力没有得

到明显提高，而实验班的学生经过语料库驱动的

学习之后，其摘要写作能力有明显进步，其后测分

数均值要高于前测分数的均值。 实验证明语料库

驱动学习的方法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
通过问卷调查学生对课程的评价和建议，调

查的结果分组进行归纳和展示，详见表７。
表７数据显示，大部分学生（８４％ ）对语料库驱

动的写作教学方法持肯定态度。 另外，学生普遍

认为，通过该学习方法，修辞能力（７７． ３％ ）和语

言水平（８８％ ）得到显著提高。 从具体内容上看，
全部学生同意通过语料库的方法讲解语言特征对

写作能力的提高很有帮助（第 １１ 道题目），另外，
学生对课程其他内容的评价也是非常肯定的（第
６ 至 ９ 道题目），几乎都是 ９０％ 及以上的赞同率。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受课时和精力的限制，我们只

将语料库驱动的方法应用到论文摘要的写作教学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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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由于摘要部分的结构相对较为简单，分析性内

容较少，故没有详细讲解摘要写作的技巧，因此，
学生对于问卷中第 １０ 道题目的认同率较低。 语

料库驱动学习的重点在于自下而上的语言分析，
通过检索语料库，分析语言使用特征，达到掌握语

言使用规律的目的。 由于学生第一次接触到语料

库，尚未完全掌握语料库驱动的学习方法，因此，

适当地引导学生，并配以部分内容的讲解，是非常

有必要的，可以提高教学的效率。 问卷的最后两

个题目是为了了解学生对语料库和检索软件的态

度，从数据上来时，学生是持肯定态度的，这意味

着学生能够掌握和使用这些学习工具，语料库驱

动的学术写作教学模式可以得到推广。

表７ 　 问卷调查中学生对课程的评价

问卷内容
Ⅰ Ⅱ Ⅲ

Ｎ ％ Ｎ ％ Ｎ ％

１． 摘要语料库写作教学对你写作能力提高帮助很大 ０ ０ １２ １６ ６３ ８４

摘要写作教学方法对学术写作以下方面的帮助很大

２． 任务管理策略，包括文本 ／ 文献整理 ５ ６． ６ ４０ ５３． ４ ３０ ４０

３． 修辞能力，包括文章的组织、连贯、过渡和总结等 ２ ２． ７ １５ ２０ ５８ ７７． ３

４． 语言水平，语法、句法结构和词汇正确运用 ２ ２． ７ ７ ９． ３ ６６ ８８

５． 思维能力，发展、扩展观点，逻辑分析等 ９ １２ ３９ ５２ ２７ ３６

课程内容

６． 课程为学生理解普通学术英语写作 ／ 论文写作做出了有益的定位 ０ ０ ８ １０． ７ ６７ ８９． ３

７． 课上话步的讲解和举例对写作能力提高帮助很大 ０ ０ １ １． ３ ７４ ９８． ７

８． 总结的话步结构很有帮助 ０ ０ ３ ４ ７２ ９６

９． 赋码的真实语料很有帮助 ０ ０ ４ ５． ３ ７１ ９４． ７

１０． 写作技巧的讲解很有帮助 ０ ０ ３３ ４４ ４２ ５６

１１． 语言特征的讲解很有帮助 ０ ０ ０ ０ ７５ １００

工具

１２． 语料库中的数据提供了更多、更有用的学习资源 ０ ０ ０ ０ ７５ １００

１３． 网上检索软件可以帮助找到更多单词和话步的例子 ０ ０ ７ ９． ３ ６８ ９０． ７

　 　 注：Ⅰ ＝ 完全不同意 ／ 不同意； Ⅱ ＝ 中立； Ⅲ ＝ 完全同意 ／ 同意； Ｎ ＝ 选择人数； ％ ＝ 百分比

　 　 ５　 结束语
语料库在外语教学中的应用是语料库应用研

究的一个重要方向，Ｊｏｈｎｓ（１９９１）很早就提出数据

驱动学习的理念和方法。 本研究探讨语料库在学

术英语写作教学中的应用，并以摘要写作教学为

例，探讨教学的理念、方法和步骤。 最后通过测试

和问卷调查，检验实施语料库驱动的教学效果，结
果证明该教学方法能够提高学生的学术英语写作

能力。 但囿于研究的规模，本研究尚有一些不足：
首先，本研究只关注摘要写作部分，而语料库驱动

的方法是否适用于学术英语写作的其他部分，则
有待建设完整的学术英语写作语料库，进行更大

规模的实证性研究；其次，由于本研究中使用的语

料库容量有限，关键词和典型用法的提取会受到

频数的制约，如果要真正应用于教学，还需要进一

步扩大语料库规模，基于海量的数据制作关键词

表及其典型用法。 尽管如此，本研究讨论的语料

库驱动的学术英语写作理念及方法，对于教学实

践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并且起到抛砖引玉的作

用，以期引起学界同仁更多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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