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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教学跨学科背景下的第六代大学英语教材探索∗

上海外国语大学贤达经济人文学院　 蔡基刚

　 　 摘　 要　 根据开展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和新文科建设的目的，外语教学改革方向应是跨学

科。 从传统打基础的通用英语教材向为满足学生专业学习需求的专门用途英语教材转移就是一

种跨学科的方向和尝试。 跨学科不是用英语语言知识去学习学科专业内容，而是用语言学中专门

用途英语的语域知识、体裁知识和元话语知识等学习如何用英语来构建和传播各种体裁的内容。

在跨学科外语教学中，教材编写目的是帮助学生掌握各种学科的专门用途英语知识。 在这种跨学

科的教材中，开展基于项目的教学是比较合适的。 学生实施一项基于自己专业的课题项目，最后

用教材中学到的专门用途英语学科知识撰写研究报告或研究论文形式报告，这就实现了跨学科。

跨学科、专门用途英语和项目化是新一代大学英语教材的主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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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教育部召开“六卓越一拔尖”计划 ２． ０
启动大会，会上提出了高校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
文科（简称“四新”）建设。 同年，教育部发布《关于深

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意

见》，要求“以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引

领带动高校专业结构调整优化和内涵提升”。 从教育

部文件看，“四新”的建设目的就是要打破传统专业壁

垒，进行专业结构调整，通过学科交叉融合，建设符合

社会发展和需求的新专业和新方向。
外语教学作为新文科的一个分支，其建设也应从

跨学科方向考虑。 那么外语领域里的跨学科如何实

现？ 是英语专业目前所说的如“外语 ＋ 商务 ／区域国

别 ／人工智能 ／医学 ／工程等”吗？ 或是在大学英语教

材编写中用英语教授农业、医学、工程等专业领域的科

普类知识吗？ 由于外语界对跨学科的不同理解，大学

英语教材发展跨学科方向并没有一致意见。 教材决定

教学内容。 本文就是从外语教学跨学科视角来探索新

一代大学英语教材的方向和特点。

２　 文献回顾

根据董亚芬（１９９１），我国大学英语教材到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共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代教材从１９６１ 年到“文
革”前。 该时期的大学英语教材采取“以课文为中心，以
语法为纲的教学法路子”。 第二代教材从 １９７９ 年到

１９８５ 年，“大体上仍然遵循第一代教材的教学法模

式”。 第三代教材从 １９８６ 年到 ９０ 年代中期大学英语

教学大纲修订前，该时期的大学英语教材的编写原则

是： （１）“文理打通，把教学重点放在语言共核上。 教

材力求做到题材、体裁多样，避免内容过专过偏的文

章；选材应注意趣味性、知识性和可思性”； （２）“语言

基础与交际能力并重”； （３）“突出阅读技能的培养”。
《大学英语教学大纲》修订后的 ９０ 年代后期，我

国大学英语教材出版出现了一个高潮，陆续出版了

《２１ 世纪大学英语》 《新编大学英语》 《新视野大学英

语》《体验英语》《大学英语全新版》等。 “它们的问世

意味着新一代———第四代———教材的开端。” （李荫

华， ２００１）尽管教材从编写体例到练习设计还主要是

结构主义和以教师为中心的传统教学模式，但已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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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培养学生交际能力的融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等教

学法为一体的教学（文秋芳， ２００２）。 然而，随着大学

英语四、六级考试日益被关注，这个时期的大学英语教

材也出现了应试化倾向（程晓堂，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教育部颁发了《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

求（试行）》，提出了“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
的教学目标。 ２１ 世纪的大学英语教材应该如何培养

学生的语言应用能力？ ２００５ 年“大学英语教材国际研

讨会”召开，笔者在会上第一次提出“第五代大学英语

教材” 概念 （黄林， ２００５），其中一些编写原则为：
（１）实用性，即“教材要满足学习者的需求，要反映学

习者目前和将来对语言的使用”； （２）重内容，“不是

纯粹为学习语言而编写语言教材，而是引导学生在学

习学科知识的同时习得语言”； （３）学生为主，“教学

模式不是以教师为中心的灌输型模式，而是以学生为

中心的教学方法”； （４）任务型，练习设计要通过“任
务”的开展来完成语言教学的目标； （５）立体化，“教材

应该充分利用网络技术，突破交际的时空限制，为语言

学习和使用开辟更为宽广的社会交际环境”； （６）多

样化，教材要为不同专业、不同学习阶段的学生服务，
如除了打基础的结构主义教材，还要开发学术英语教

材和特定学科的专门用途英语教材（蔡基刚、唐敏，
２００８）。 自笔者提出第五代大学英语教材概念后，不
少学者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如陈坚林（２００７）提出了

他对第五代教材的设想。 他从理论（建构主义、认知

主义和行为主义）、结构（纸质平面课文、多媒体光盘

和计算机网络学习平台一体）和方法（自主化、个性

化、情景化和协作化学习）三方面进行了分析。
从《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正式颁布后的 ２００７

年起，除了出现《新标准大学英语》《新世纪大学英语》
《２１ 世纪大学新英语》《新 ２１ 世纪大学英语》和《新核

心大学英语》等通用英语教材，也涌现了不少通用学

术英语教材和专门用途英语教材，如《学术英语》 （理
工、医学、社科等系列）、《学术英语》（写作、阅读、演讲

等系列）、《大学专门用途英语》（土木工程、材料科学、
电气工程、林业科学、艺术设计等）。 但是，这些教材

要么还是通用英语教材，要么是通用学术英语教材，要
么很难说是真正的专门用途英语教材。 那么，如果在

外语教学跨学科背景下开发新一代大学英语教材，尤
其是专门用途英语教材，其特点是什么？

３　 新一代大学英语教材编写特点：方向、内容和

方法

３． １　 方向：跨学科

新文科建设的最大要求是跨学科。 大学英语教材

能编写成跨学科的教材吗？ 大学英语能进行跨学科教

学吗？ 首先是对跨学科的理解。 大学英语开展跨学科

教学有两个层次的意义：第一层次是用英语去“跨”学生

所学的专业，如医学、生物、农林、工程和交通等，即“英
语 ＋医学”“英语 ＋机械”等。 这里存在的问题是：这类

“跨学科”中的英语是英语学科知识还是英语语言？
我们认为，用语言（如英语）去教学生专业中的内

容知识不是跨学科，这里的英语只是一门工具。 真正

的跨学科是用英语的学科知识去“跨”他们所学的专

业。 目前说的“英语 ＋医学”“英语 ＋机械”或“英语 ＋
农林”实际上是用英语学习特定学科专业知识的一种

全英语课程教学模式。 因此，如果真正涉及专业内容，
不要说交叉数、理、化和医等硬学科，大学英语教师无

法做到，即使用英语交叉另一文科专业，如历史、外交、
法律和财经也很难胜任。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出版的专

门用途英语教材，内容基本上选择英语教师能驾驭的

浅近的专业科普性文章。 显然，这种交叉并不具有跨

学科性。 当英语在这种教材中的作用只是一门工具，
用英语教医学、工程和农林等内容，英语就不是学科。
这样的教材很难说是真正的专门用途英语教材。 这就

是学术界对专门用途英语形成一种误解的原因，认为

用英语学习其他学科知识的专门用途英语“在实践上

行不通”：学科内容过于深奥、专业，教师不能教；过于

浅显、科普，与以前的文化、社会和文学内容差异不大。
笔者认为，只有当英语提供的不只是单纯的词汇

和句法，依赖的不只是理解医学、工程和农林等专业内

容的听、说、读和写语言能力，所教授的内容不是专业

知识内容的时候，而是用语言学理论教授特定学科

（如医学和工程）在构建和传播知识（如撰写实验报

告）时使用的特定或专门学科的语言，英语才具有学

科性质，才是真正的跨学科和真正的专门用途英语教

材。 因此，我们说新一代大学英语教材的跨学科就是

用专门用途英语的学科知识去“跨”学生的专业。
跨学科学习的第二层次意义是将学生所学的专业

学科和其他专业学科进行“跨”，如学交通的去“跨”工
程，学数学的去“跨”物理，学医学的去“跨”生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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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攻读专业的目的是用学到的专业知识去解决实际

问题。 而无论是他们现在的专业学习和科研，还是毕

业后的职场工作，他们遇到现实世界的问题和挑战基

本都是跨学科的，这些问题仅靠单一学科知识是无法

解决的。 因此，把学生的专业学习限制在一个自己熟

悉的领域是不利于学生成长的，这就是高校目前非常

重视通识教育的原因。 目前世界高校采用的解决方法

就是鼓励学生跨专业选修其他院系的课程。 这是一条

路径，但是学生这种选修具有一定的盲目性。
那么，大学英语这门课程能够在这里发挥作用吗？

大学英语教材如何编写能增强学生跨学科意识，鼓励其

进行跨学科的活动实践，培养其对其他专业学科的兴

趣？ 我们假设，如果教材体现以项目驱动的英语教学模

式，让学生选择一个课题项目来完成科研报告或论文写

作作为课程目标，就很可能会鼓励其广泛地发现问题、
选择课题，然后在解决问题、设计方案时，了解和补充除

自己专业外的某方面的跨学科知识。 在项目驱动下的

教学模式中，学生的好奇心、想象力和视野会大幅增强，
这从我们举办了五届“中国大学生五分钟科研演讲大

赛”学生所递交的论文和做的演讲得到证明（蔡基刚，
２０２１ａ）。 他们的项目都具有一定的跨学科性。
３． ２　 内容：ＥＳＰ

大学英语教学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是单纯语言的

学习还是同时知识的学习？ 是提高他们“去语境”的

听说读写能力，还是提高他们用英语解决实际问题的

应用能力？ 如是后者的话，这种应用能力除了词汇和

句法外，还需要什么知识？ 我们认为，词汇与语法固然

是知识，但这是从小学就开始学习的。 中小学英语教

学的主要任务就是为掌握英语这门工具学习语法、词
汇和句法等语言知识。 严格地说，大学英语要学习的

不再主要是这些语言知识（当然继续打基础是必要

的），而是英语的学科知识。 那么，我们通常说的语用

学、语义学、语音学和句法学等是学科知识吗？ 是的，
但这是英语专业学生要学的学科知识。 对医学、机械

和农林等专业的大学英语学生来说，这不是他们要学

的学科知识。 如果从他们的角度考虑，就应根据学生

的专业学习，从他们的专业需求来选择英语学科知识。
而这个学科知识就是他们迫切需要的专门用途英语学

科知识，或他们专业领域里的特殊英语表达。
如同语用学、语义学、语音学等学科一样，专门用

途英语也是一个具有很强理论依据的学科（蔡基刚，
２０１９），语域、体裁和元话语等构成其主要理论。 例

如，从认识论看，各个学科或领域的认识来源及其知识

发展形成的过程不同。 虽然任何一门学科（如医学或

财经）的理论与知识的产生方式和传播方式都是用语

言（如英语），但除了共核语法和词汇，它们都具有各

自独特的表达范式和话语传统（Ｗｅｌｌｓ， １９９２），这就是

根据特定对象和特定场合进行写作或讲话的语域理论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ｓ）。 同样是研究论文写作，各学科都具有各自

独特的话语方式（Ｈｙｌａｎｄ， ２０１１）。 例如，同样是引用

文献，理工科偏向于突出所引用的信息，把其放在句子

中的主要位置，而把被引作者的姓名放在括号里。 相

反，文科往往突出作者的权威，偏向把被引作者放在句

子，尤其是句首显目位置。

表 １　 各学科信息凸显型和作者凸显型均篇引用比例（Ｈｙｌａｎｄ，１９９９）

学科 信息聚焦型引用（％） 作者聚焦型引用（％）

生物 ９０． ２ ９． ８

电子工程 ８４． ３ １５． ７

物理 ８３． １ １６． ９

机械工程 ７１． ３ ２８． ７

市场营销 ７０． ３ ２９． ７

应用语言学 ６５． ６ ３４． ４

社会学 ６４． ６ ３５． ４

哲学 ３５． ４ ６４． ６

　 　 就体裁（ｇｅｎｒｅｓ）理论而言，根据不同目的，不同内

容和不同对象所形成的文本种类或体裁可以是数以千

计的。 如媒体有电视、广播、报纸和期刊等体裁，但是

它们的话语方式不同。 即使都是书面性质的报刊，其
中也分新闻报道、社论、特写和读者来信等子体裁，它
们各自的写作方式和句法结构都是不同的。 学术体裁

有学位论文、期刊论文、实验报告等。 一本学术期刊里

也有研究论文、文献综述、理论评论等子体裁，它们都

有各自独特的语篇结构、修辞手段和语言特征。 职场

中的行业体裁更是按学科和领域的不同，有法律合同、
庭审辩护、财经报告、商务函电、病例记录、工程合同和

操作说明等。 它们都有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
因此，大学英语教材中要学的学科知识就是用各

个学科中特定的英语（篇章结构、句法结构、表达方

式、修辞手段）来撰写或讲述特定学科的知识内容和

科研成果的各种体裁知识。 如从大学生的专业学习

看，他们需要学习如何用英语写实验报告、研究论文、
学位论文等，毕业后要写工程合同和操作说明等。 而

这就是大学英语要教的学科知识。 所谓专门用途英

语，就是要教各学科各专业的学生在写同样体裁的研

究论文时，能使用他们专业领域默认的篇章结构、句法

结构和修辞手段，就是要教各行业在不同的职场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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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使用的特定交流方式，包括文本结构和句法词汇

等。 这才是真正跨学科和真正的专门用途英语教材。
大学英语中这种学科知识，除了语域知识和体裁

知识，还有元话语知识 （ ｍｅｔａ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 等。 Ｈｙｌａｎｄ
（２００５）认为，无论是写研究论文还是写实验报告，作
者都不仅是单纯的信息交流，在论述论证中必然传递

一定的态度、假设和想法，这就是元话语。 Ｈｙｌａｎｄ
（２００５）构建了一个元话语模式，其中归纳了十种知识

（表 ２）。 如委婉语或加强语的使用频率，第一人称代

词使用与否等，不仅各学科在同一体裁写作时不同，即
使在同一体裁不同部分也不同。 不掌握这些学科领域

的元话语知识，研究论文写作的交流就失败。
３． ３　 方法：项目化

有了教材发展的方向———跨学科，也有了具体的

教学内容———专门用途英语，那用什么方法来实现？
本文推荐项目法（Ｐｒｏｊｅｃｔ⁃ｂａｓｅ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具体而言，
就是 ＥＳＰ 知识教学围绕实施课题项目开展。 课题项

目有两种：第一，基于二手材料的文献调查，即可以让

学生从目前专业科普类的专门用途英语教材的众多单

元课文中选择一个主题，然后开展相关的文献搜索和

调查，对其研究现状进行详细的了解和梳理，最后写出

一个类似文献综述的报告，在班上交流。 如果有八个

单元课文主题，很可能有多篇不同主题的文献综述。
由于对课文主题的理解不同，即使选择同一课文主题，
文献综述的侧重点也有不同。 显然教材的编写目的除

了原来传统大学英语教学目的外，增加了学习如何写

文献综述，这是他们专业学习和科研急需的知识。
第二，基于一手数据的研究。 也可以借助目前的

科普类专门用途英语教材，选择一个主题。 但最佳效

果不再是原来的大学英语教材模式，而是围绕如何写

一篇专业领域内的研究报告或研究论文进行教材编

写。 如一本医学类国际期刊论文写作的教材，单元可

以按研究论文的基本结构编写，如引言、文献回顾、研
究方法、结果汇报、讨论和结论等（蔡基刚， ２０２１ｂ）。
课程的评价是交一篇用英语写的科研报告或小论文。
这样的课程要求学生为写这样的研究性文章从自己专

业中选择一个课题，实施项目研究。 学生通过实验或

调查搜集数据，并根据教材单元的指导完成科研报告。
这也是学生专业学习和科研需要学习的方面。

现有的大学英语教材编写中也有产出导向法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理念，但以项目为导向

的教材较少。 虽然两者理念很相近，但有诸多方面不

同： （１）产出导向法是以教师为中心，输出的任务往往

是教材设计好的，而项目导向法的课题是学生自己发

现的，或自己根据课文主题选择的。 （２）产出导向法

主要是完成一个用英语做的任务，重点是语言使用和

操练。 但在项目导向法中，首先，用英语完成文献综述

或研究报告写作，就要学习如何进行科研写作，学习专

门用途英语学科知识；其次，开展科研和实施项目研

究，需要设计研究方法并采集一手数据。 （３）产出导

向法看重完成任务中所学语言的使用，目的是提高学

生的语言能力或说和写的能力，意义和形式一体化

（毕争， ２０１９）。 但是项目导向法不同，语言提高不是

主要目的，而只是完成项目的手段，它看重的是项目本

身和意义，读写语言能力只是服务性的手段。 （４）要

完成产出导向法的任务，除了语言外，要有生活常识，
但是项目导向法的结果是完成一篇符合学术规范的科

研论文或文献综述，除了语言外，还要学习和使用很多

表 ２　 元话语知识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ｓ 表示句句之间的联系
ａｎｄ， ｂｕｔ，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ｔｈｕｓ

Ｈｅｄｇｅｓ 表示委婉可能和可讨论性
ｍｉｇｈｔ， ｐｅｒｈａｐｓ，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ａｂｏｕｔ， ｉｔ ｓｅｅｍｓ ｔｈａｔ

Ｆｒａｍｅ ｍａｒｋｅｒｓ
显示论述的逻辑关系和

目的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ｉｎ ｓｕｍ， ｔｏ ｃｏｎ⁃
ｃｌｕｄｅ， ｍｙ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ｉｓ

Ｂｏｏｓｔｅｒｓ 加强语气和确定性
ｉｎ ｆａ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ｅｌｙ， ｉｔ ｉｓ
ｃｌｅａｒ ｔｈａｔ

Ｅｎｄｏｐｈｏｒｉｃ
ｍａｒｋｅｒｓ

表示论述在文中提及的

地方

ｎｏｔｅｄ ａｂｏｖｅ，ｓｅｅ Ｆｉｇｕｒｅ ２，
ｉｎ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３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ｍａｒｋｅｒｓ 表示对阐述内容的态度
ａｇｒｅｅ， ｐｒｅｆｅｒ， ｓｕｒｐｒｉｓｉｎｇ⁃
ｌｙ，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Ｅｖ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ｓ 显示文献运用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Ｘ（１９９０）， Ｚ
ｓｔａｔｅｓ

Ｓｅｌｆ⁃ｍｅｎｔｉｏｎｓ 使用第一人称代词说话 Ｉ， ｗｅ， ｍｙ， ｍｅ， ｏｕｒ

Ｃｏｄｅ ｇｌｏｓｓｅｓ
用另一种方式表示内容

看法

ｎａｍｅｌｙ， ｅ． ｇ． ， ｓｕｃｈ ａｓ， ｉｎ
ｏｔｈｅｒ ｗｏｒｄｓ， ｔｈａｔ ｉｓ，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ｍａｒｋｅｒｓ

建立与读者交流的关系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 ｎｏｔｅ， ｙｏｕ ｃａｎ
ｓｅｅ ｔｈａ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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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学科知识和科研论文体裁的写作知识。 （５）产出

导向法的任务设计是根据各种语言场景的交流需要，
有些并非真实需要，只是有潜在交际价值的（毕争，
２０１９），而项目导向法的任务设计是根据学生专业学

习的实际需要，前者的任务是根据教材主题，后者满足

的需要已在语言外，深入到学生所学专业，尤其是从发

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需要实施。
项目导向法与任务教学法（ Ｔａｓｋ⁃ｂａｓｅｄ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有很多相似之处，如关心意义而非语言形

式，基于学生真实交际的需求，依靠自身资源完成任务

而非教材提供的新语言和材料，有明确的交际结果

（即语言是达到某种目标的手段而不是目标等）（Ｅｌｌｉｓ
＆ Ｓｈｉｎｔａｎｉ， ２０１４）。 两者的不同之处是学术和非学

术，前者是为当下学生专业学习的学术需求服务，后者

是为今后生活中的交流需要服务；前者是基于专门用

途英语学科知识，后者仅是语言能力。

４　 结语

自笔者（蔡基刚， ２００４）提出“ＥＳＰ 与我国大学英

语教学发展方向”，已有近 ２０ 年。 尽管 ＥＳＰ 得到学界

和社会越来越多的认同，甚至写进了新的《大学英语

教学指南》，但误解仍然存在，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目前

开发的专门用途英语教材不少是以学科内容为依托，
重视学生专业内容的学习而忽视了专门用途英语学科

知识的教学。 本文认为，在“四新”建设的背景下，大
学英语的教学方向是跨学科。 因此，跨学科的外语教

材是新一代（即第六代）大学英语教材的发展方向。
跨学科不是用英语语言知识去“跨”，或不是用英语作

为一门工具去学习特定学科的专业内容，而是借助

专业内容作为媒介，学习专门用途英语的学科知识，
以让学生掌握特定学科常用的体裁是如何用英语来

构建和传播其理论知识、研究成果和专业信息的。
而在跨学科中学习专门用途英语学科知识最有效的

方法是采用项目为依托，通过项目提高学生专业领

域的科研能力，同时让学生学会撰写专业学科科研

报告，如文献综述、操作说明和研究论文等。 因此，
跨学科、知识性和项目化是第六代大学英语教材的

主要特点和发展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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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ｎ Ｓｉｘｔｈ⁃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ＣＡＩ Ｊｉｇａｎｇ
（Ｘｉａｎｄａ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２０２１６２，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ｉｔｙ ｉｓ ｔｈｅ
ｋｅｙ ｔｏ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ｎｅｗ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ｓ ｉ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Ｌｉｋｅ ｏｔｈｅｒ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ｉｓ ｓｔｒｕｇｇｌｉｎｇ ｔｏ ｆｉｎｄ
ｉｔｓ ｏｗｎ ｗａｙ ｏｆ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ｔａｌｅｎ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ｐｌａｙ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ｏｌｅ， ａ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ｉｓ ｏｆｔｅｎ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ｂｙ ｔｈｅｍ. Ｓｉｎｃｅ
１９８０， ｗｅ ｈａｖｅ ｇｏｎ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ｆｉｖｅ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ａ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ｓｈｉｆｔ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ｓ ｆｒｏｍ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ｆｏｒ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ｕｒｐｏｓｅｓ （ＥＧＰ） ｔｏ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ｆｏｒ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ｐｕｒｐｏｓｅｓ
（ＥＳＰ） ｔｏ ｍｅｅｔ ｔｈｅ ｎｅｅｄｓ ｏｆ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ｍｉｇｈｔ ｂｅ ｔｈ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ｎｅｗ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ｓｉｘｔｈ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ｆｅｗ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ｈａｖ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ｗｉｔｈ ＥＳＰ ｉｎ ｄｅｔａｉｌ. Ｔｈｅ ａｉｍ ｏｆ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ｉｓ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ｓｅ ｈｏｗ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ｅｗ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ｓ ｆｏｃｕｓｅｓ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ＳＰ.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ｔｈｒｅｅ ｐｏｉｎｔｓ.
Ｆｉｒｓｔ， ａ ｐｒｏｐｅ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ｉｔｙ ｉｓ
ｃｒｕｃｉａｌ. Ｍａｎｙ 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ｍｏｓｔ ｏｆ
ｔｈｅｍ ｕｓｅ ｏｎｌｙ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ｏｒ ｎｏｎ⁃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ｓ ｔｈｅ ｔｅｘｔｓ ｏｆ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Ｗｅ ｂｅｌｉｅｖｅ ｔｈａｔ 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ｉｔｙ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ｉｍｐｌｙ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ｓ ａ ｔｏｏｌ ｆｏｒ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Ｔｈ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ｓ⁃ｍｅｄｉｕｍ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ｉｓ ｃｏｍｍｏｎｌｙ ａｄｏｐｔｅｄ ｂｙ ｔａｒｇｅｔ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ｓ 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ｃｔ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ｉｓ ｔｏ
ｔｅａｃｈ ＥＳＰ. Ｓｅｃｏｎｄｌｙ， ｉｔ ｉ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ｔｏ ｈａｖｅ ａ ｐｒｏｐｅ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ＥＳＰ. ＥＳＰ ｉｓ ａ ｂｒａｎｃｈ ｏｆ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ＥＳＰ
ｄｅｖｅｌｏｐｓ ｉｔｓ ｏｗｎ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ｓ， ｇｅｎｒｅ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ａ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ｓ.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 ｒｅｆｅｒｓ ｔｏ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ｓｔｙｌｅｓ
ｕｓｅｄ ｂ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ｎｔｅｘｔｓ， 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ｕｄｉ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ｖｅ ｗａｙｓ.
Ｇｅｎｒｅｓ ａｒｅ ｒｅｏｃｃｕｒｒｉｎｇ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ｅｖｅｎｔ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ｅｖｉｅｗｓ，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ｌａｂ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ｔｈａｔ
ｕｓｅ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ｖｅ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Ｈｅｎｃｅ， ｔｏ ｔｅａｃｈ ＥＳＰ ｉｓ ｔｏ ｔｅａｃｈ ｈｏｗ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ａ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ｉｓ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Ｍｅｔａ⁃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ｓ ｖｏｉ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ｙ
ｃｏｌｌｅｃ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ａｙ ｔｈｅｙ ｓｐｅａｋ ｔｏ ｔｈｅｉｒ ｒｅａｄｅｒｓ. Ｔｏ ｔｅａｃｈ
ＥＳＰ ｉｓ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ｔｏ ｔｅａｃｈ ｈｏｗ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ａ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ａｒ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ｅｄ ｉ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ｔｈａｔ ｉｓ ｔｏ ｓａｙ，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ｔｓｅｌｆ. ＥＳＰ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ｓｈｏｗ ａｎｄ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ｓｕｃｈ ＥＳＰ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ｇｉｖｅ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ｈｏｗ
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ｏｒ ａ ｌａｂ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ｉｓ ｗｒｉｔｔｅｎ. Ｔｈｉｒｄｌｙ， ａ ｐｒｏｊｅｃｔ⁃ｂａｓｅ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ｃａｎ ｂｅ ｕｓｅｄ
ｉｎ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ｓｕｃｈ ＥＳＰ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ｓ， ｇｅｎｒｅ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ａ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ｓ ｃａｎ ｂｅ ａｎａｌｙｓ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ａ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ｔｅｘｔ， ｓｕｃｈ ａｓ 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ａｐｅｒ. Ｂｕｔ ａ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ｗａｙ ｔｏ ｔｅａｃｈ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ｓ ｔｏ ａｓｋ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ｔａｋｅ ａ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Ｔｏ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ｔｈｉｓ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ｔｈｅｙ
ｍｕｓｔ ｃｏｌｌｅｃｔ ｄａｔａ 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ｗｒｉｔｅ ａｎ
ｅｓｓａｙ ｃｏｍｐｏｓｅｄ ｏｆ 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ｔｏ ｒｅｐｏｒｔ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Ｉｎ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ｔｈｅｙ ｎａｔｕｒａｌｌｙ ａｃｑｕｉｒｅ ｔｈｅ ＥＳＰ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Ｉｎ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ｉｔｙ， ＥＳＰ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ａ ｐｒｏｊｅｃｔ⁃ｂａｓｅ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ｍａｙ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ｅ ＥＳＰ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ｔｈｅ ｎｅｗ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ｉｔｙ；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ＥＳＰ； Ｐｒｏｊｅｃｔ⁃Ｂａｓ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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