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盾的发生，促进临床合理用血水平的提高［１２］。

　　随着输血医学学科的不断发展，对输血从业者的专业技能

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进一步带好输血科进修生是教学医

院输血科的重要教学任务之一。对进修生进行全面的培训，能

有效提高科室员工的带教水平，有利于扩大科室和医院的影响

力。教学医院输血科应不断优化管理方式，临床带教教师须不

断探索与改进教学方法，使进修生经过一段时间正规、系统的

培训，操作流程更加规范，诊疗技术得到提高，为基层医院建立

符合标准的输血科、进而提升其医疗安全和品质打下坚实

基础［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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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医学事业的蓬勃发展及国际交流的增多，医学科

研人员及医学生需要将其研究成果用英语在国际杂志进行发

表，如何提高学生的ＳＣＩ学术论文写作能力是目前医学院校英

语教学亟待解决的问题［１４］。医学ＳＣＩ学术论文有其鲜明特

征，专业性强，结构较为规范，有特定的交际目的与交际对象，

因此在语篇结构、社会功能、文体风格等都具有特定的体裁特

点，有一定的写作模式和套路［５］。将过程体裁教学法引入医学

ＳＣＩ学术论文写作教学中，可以使学生掌握特定体裁语篇的交

际目的、图示结构、语言特点及其建构过程，帮助学生提高语篇

意识，更好撰写医学学术论文。

１　过程体裁教学法概述

１．１　过程体裁教学法定义　在我国英语写作教学中，有３种

较有影响力的教学方法，分别是结果教学法（ＰｒｏｄｕｃｔＡｐ

ｐｒｏａｃｈ）、过程教学法（ＰｒｏｃｅｓｓＡｐｐｒｏａｃｈ）及体裁教学法（Ｇｅｎｒ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这３种教学法各具优势，但也各自存在不足。

２０００年英国Ｓｔｉｒｌｉｎｇ大学的ＲｉｃｈａｒｄＢａｄｇｅｒ与ＧｏｏｄｉｔｈＷｈｉｔｅ

将三者优势相结合，提出了过程体裁教学法（Ｇｅｎｒｅ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６］。该教学法能够使写作者从语境出发，完成特定

语篇的各个阶段，教师向学生提供所需要的语境知识、语言知

识，帮助学生明确写作目的、掌握写作技巧、完成特定体裁语篇

的写作。

１．２　过程体裁教学法的具体操作　过程体裁教学法主要包括

范文分析、模仿分析、独立写作及编辑修订４个阶段
［７］。范文

分析，教师可选择典型的语篇向学生介绍与特定体裁有关的社

会语境、交际目的，并让学生了解特定体裁的情景语境，包括话

语范围（ｆｉｅｌｄｏｆ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话语基调（ｔｅｎｏｒｏｆ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及话

语方式（ｍｏｄｅｏｆ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即语场、语旨和语式。进一步分析

该体裁的体裁结构及语言特点。模仿分析，在这一阶段，学生

有意识地将所获得的特定体裁知识运用到模仿写作当中，将获

得的结构及语言特点转化到自己的知识结构中。独立写作，在

这一过程中，学生将根据所给题目及所得体裁知识进行实际写

作，包括列出提纲、打草稿、定稿等。编辑修订，包括同伴互评

及教师批改。

２　过程体裁教学法在医学英语写作教学中的应用

２．１　示范分析，分层展示

２．１．１　确定交际目的及情景语境　教师可以选择该体裁的典

型语篇进行示范分析，引导学生并向学生展示医学学术论文的

交际目的和情景语境。学术论文的交际目的主要向读者展示

其研究内容与成果，吸引其阅读相关研究，从而决定了文章的

语气及作者与读者的关系等。情景语境包括语场、语旨和语

２２４ 重庆医学２０１７年１月第４６卷第３期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高等学校教改工程项目（ＪＧ２０１３０１０４０７）。　作者简介：曹秀平（１９８１－），讲师，硕士，主要从事英语教学方面研究。



式。语场是指正在发生的事情，包括语言发生的环境、谈话的

话题及讲话者的整个活动，医学学术论文语场是对研究目的、

内容、结果、讨论等的描述。语旨指参与讲话者之间的角色关

系，包括他们的社会地位及说话者的态度和想要实施的意图

等，医学学术论文的语旨是特定学科社团的编者和读者，向其

展示其研究成果。语式指语言的交际渠道及语言所要达到的

功能，分为书面语和口语体、正式语体和非正式语体等，医学学

术语篇属于正式的书面文体。

２．１．２　介绍“纲要式结构”　纲要式结构是指有阶段、有步骤

的结构。医学学术论文是当今医学领域报道新知识、新发现的

最重要的渠道。作为独立的语篇会存在差异，但同一语篇体裁

的基本结构是一样的。Ｎｗｏｇｕ（１９９７）将医学学术论文宏观结

构划分为４个部分（ＩＭＲＤ：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Ｄｉｓ

ｃｕｓｓｉｏｎ），即引言、方法（或材料与方法）、研究结果（或发现）、讨

论。这４个部分由１１个语步组成
［８］。引言部分包括语步１～

３，分别为介绍研究的背景信息、回顾相关研究、提出新的研究

目标；方法部分包括语步４～６，分别为介绍数据搜集步骤、介

绍实验步骤、介绍数据分析步骤；结果部分包括语步７～８，分

别为指出与研究目标一致的观察结果、指出不一致的观察结

果；讨论部分包括语步９～１１，分别为强调总体研究成果、阐释

具体研究成果、得出研究结论。其中有８个语步是必须的，分

别为语步２、３、４、５、７、９、１０、１１，有３个语步是可选择性的，包

括语步１、６、８。

２．１．３　介绍语言特点　医学学术论文需要用恰当的语言将研

究成果表达出来，有其独特的语言特点，而每一部分所使用的

语言也各有差异，与各部分的文体与功能相关，包括时态、人

称、从句、名词化及常用句型等等。教师可以通过与学生互动，

引导学生了解医学英语学术论文的语言特点。下面以２０１５年

２月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２０１４年ＳＣＩ影响因子为

５４．４２）的论文为例。

在及物性方面。及物性用小句的形式表现了语言的概念

功能，表达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经历，主要包括物质过程、

关系过程、心理过程、言语过程、存在过程、行为过程。这六大

过程在医学学术论文语篇中均有出现，但在四大部分（ＩＭＲＤ）

中出现的比例各不相同。物质过程，由动态动词表示，在方法

部分出现频次最多；而关系过程，如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ｗｉｔｈ，ｃｏｎｔａｉｎ，ｂｅ，

ｃｏｍｐｒｉｓｅ，ｃｏｎｓｉｓｔ，ｉｎｃｌｕｄｅ在结果和讨论部分出现的最多，如

Ｔｈｅｃａｓｅｃｏｈｏｒｔｓａｍｐｌｅｃｏｍｐｒｉｓｅｄ６４７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ｓｆｒｏｍ．．．，

Ｂａｓｅｌｉｎ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ｐｌａｓｍａ ＴＦＶ ｄｅｔｅｃ

ｔｉｏｎ．．．。

在语态方面。英语医学论文中被动语态使用较多，尤其在

方 法 部 分。如，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ｓ ｗｅｒｅｒａｎｄｏｍｌｙａｓｓｉｇｎｅｄｉｎａ

１∶１∶１∶１∶１ｒａｔｉｏｔｏｏｎｅｏｆｆｉｖｅｒｅｇｉｍｅｎｓ．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ｐｒｏｄ

ｕｃｔｗａｓｗｉｔｈｈｅｌｄｉｆｔｈｅｗｏｍａｎｂｅｃａｍｅｐｒｅｇｎａｎｔ．被动语态的使

用强调动作执行的过程，忽略动作执行者，使文章更具客观性。

在人称方面。为了凸显作者及其团队在研究过程中付出

的努力，有效表达自己的独立研究成果与观点，同时拉近论文

作者与阅读者之间的距离，第一人称如 ｗｅ，ｏｕｒ在每一个部分

都有使用，而在方法与结论部分则更为常见。如ＦｒｏｍＳｅｐ

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０９ｔｈｒｏｕｇｈＪｕｎｅ２０１１，ｗｅｓｃｒｅｅｎｅｄ１２，３２０ｗｏｍｅｎａｔ

１５ｓｉｔｅｓｉｎＳｏｕｔｈＡｆｒｉｃａ．．．，（方法）；Ｏｕｒ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ｒｅ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

ｗｉｔｈｔｈｏｓｅｏｆ．．．，ｏｕｒｆｉｎｄｉｎｇｓ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ｗｉｔｈｔｈｏｓｅｆｒｏｍｏｔｈｅｒ

ｔｒｉａｌｓ（结论）。

在时态方面。在医学学术论文中共有７种时态，如一般过

去时、一般现在时、现在完成时、过去完成时、一般将来时、过去

进行时及现在进行时，而最常见的是前３种。如介绍背景用一

般现在时，说明研究目的用一般现在时，介绍研究过程、方法、

设计和结果用一般过去时，有时用过去完成时。表示作者的结

论，用一般现在时，这是因为科学结论一般具有普遍真理性；如

果作者认为本文不具有普遍性，而只是当时的研究结果，则用

一般过去时。

在情态方面。医学英语学术论文常采用低值（ｃａｎ，ｍａｙ，

ｃｏｕｌｄ，ｍｉｇｈｔ）或中值（ｗｉｌｌ，ｗｏｕｌｄ，ｓｈｏｕｌｄ）的情态表达、隐性客

观（ｐｅｒｈａｐｓ，ａｒｅｕｎｌｉｋｅｌｙｔｏ，ｐｏｓｓｉｂｌｅ）及显性客观（ｉｔｉｓｌｉｋｅｌｙ

ｔｈａｔ，ｔｈｅ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等）的情态表达，论文作者主要通过尝试性

的、客观性的陈述构建新知识并说服读者，从而避免绝对化、主

观化。如，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ｏｆｂｉｏｍａｒｋｅｒｓｏｆｐｒｏｄｕｃｔａｄ

ｈｅｒｅｎｃｅｍａｙ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ｔｈ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ｓｕｃｈｔｒｉａｌｓ．Ｔｈｅｉｎｖｅｓｔｉ

ｇａｔｏｒｓｃｏｕｌｄｎｏｔｅｘｃｌｕｄｅｔｈｅ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ｔｈａｔｔｈｅ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ｓ

ｗｅｒｅｉｎｆｅｃｔｅｄａｔｔｈｅｔｉｍｅｏｆｅｎｒｏｌｌｍｅｎｔ。

在衔接方面。英语是一种重形合的语言，医学学术论文通

过使用恰当的衔接方式，使文章连贯，如指称（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连接

（ｃｏｎｊｕｎｃｔｉｏｎ）和词汇衔接（ｌｅｘｉｃａｌｃｏｈｅｓｉｏｎ）。如Ｉｔｉｓ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ａｔ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ｏｒｓ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ｓ′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ｅｎｒｏｌ

ｌｉｎｇｉｎａｓｔｕｄｙ，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ｔｈｅｉｒ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ａｎ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ｙｌｅｖｅｒａｇｅｔｈｉｓｉｎｓｉｇｈｔｗｈｅｎ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ｎｇ

ｂｉｏｍｅｄ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ＨＩＶ１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这里为了避免重复

使用ｔｈｅｉｒ代替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ｓ，ｔｈｅｙ代替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ｏｒｓ。而为了避

免指代不清产生歧义，多数采用重复（ｒｅｐｅｔｉｔｉｏｎ）的方式进行上

下文的衔接，如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ｗａｓｆｕｎｄｅｄｂｙ…，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ｗａｓｄｅ

ｓｉｇｎｅｄａｎｄ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ｗａｓａｐｐｒｏｖｅｄａｎｎｕａｌｌｙ

ｂｙ…，在一个段落中“ｔｈｅｓｔｕｄｙ”重复３次。

在常用句型方面。医学学术论文每一部分都有其各自句

型。如研究背景的表达，已有报道／有记载／已证明…：ｗｅｒｅｒｅ

ｐｏｒｔｅｄ／ｈａｓｂｅｅｎｒｅｃｏｒｄｅｄ／ｈａｓｂｅｅｎｐｒｏｖｅｄｔｈａｔ…；本研究旨

在…：Ｔｈｅｐｕｒｐｏｓｅ／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ａｉｍｏｆｔｈｉｓｓｔｕｄｙｗａｓｔｏ…；研究

结果的表达，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我们）发现…，Ｉｔｗａｓ

ｆｏｕｎｄｔｈａｔ…／Ｗｅｆｏｕｎｄｔｈａｔ…。

２．２　共同协商，模仿分析　在教师讲解完医学学术论文文体

结构特点、语言特点等方面，学生已对其文体特征有初步的了

解，为了使学生将所学知识吸收消化，变为己有，教师将学生分

为几个学习小组，每组４～６人，再选择同一体裁相关的其他语

篇，让学生进行分析。教师可以布置任务，让学生分组讨论，教

师的角色从知识的传授者变为组织者、引导者、参与者及问题

解答者，同时学生可以克服羞怯心理，积极与组内同学及老师

进行讨论。

首先，进行语篇结构分析。教师可将一篇医学学术论文分

为１１部分，将其顺序打乱，让学生根据语篇结构特点进行重新

正确排序。其次，进行段落分析。包括段落骨架、经典常用句

型、段落间的衔接与连贯。如引言主要介绍研究的背景信息、

回顾相关研究、提出新的研究目标三大部分，请同学们找到表

达此信息的句型、段落中的有哪些衔接手段等。最后，进行语

言知识分析。教师可以设计一些问题让学生去分析，如找到每

一个部分都用了哪些时态，人称代词ｗｅ，ｏｕｒ （下转第４３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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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切口处引流管的通常，换药时严格遵循无菌操作，遵医嘱使

用抗生素。本次回顾分析发现，只有１例发生切口感染，其主

要原因是该患者合并糖尿病，由于糖尿病是消化性疾病，常引

起血浆蛋白下降、血细胞吞噬功能减退及机体免疫力下降，从

而易伴发严重感染，加重病情［１２］。因此，对于术后有合并疾病

的患者应高度重视感染情况的发生。

从本文的研究结果来看，腮腺全叶切除加颈淋巴清扫术的

面神经障碍的发病率最高，而涎瘘最低为０。腮腺恶性肿瘤患

者的并发症发生率较高，但在护理的过程中能够做到勤观察、

早发现、早处理，不但可以降低因为护理措施不严谨而导致的

并发症，还可以降低因为手术方式、病况而导致的并发症发生

的严重情况。经研究分析发现，得到合理护理措施的腮腺恶性

肿瘤患者在出院后其产生的面神经障碍、涎瘘以及味觉综合征

等症状已经有了明显好转，在２年后的随访中，其发病率已经

显著低于住院期间。

但本文是回顾性分析，还没有明确的数据进行支撑。今后

的临床护理研究中，可以给予更多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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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了几次，被动语态有几个，如何进行情态表达的等等。

在这一过程中，学生通过模仿分析，建立体裁概念，逐步掌

握与该体裁相应的结构特点、语言特点及写作策略［９］。

２．３　独立写作，学以致用　在这一阶段，学生有意识地将所获

得的特定体裁知识运用到模仿写作当中，将获得的结构及语言

特点转化到自己的知识结构中。在这一过程中，学生将根据所

给题目及所得体裁知识进行独立实际写作，包括列出提纲、打

草稿、定稿等写作过程。教师可给学生布置相关专项写作任

务，让学生进行仿写，让学生尽量模仿教师所讲的典型范文，将

语篇结构、语言特点及常用句型运用到写作当中，使学生从宏

观结构到微观语言掌握医学文体的共性特征，并进行反复操

练，让学生进行独立写作。

２．４　师生共评，编辑修订　这一阶段包括自己修改、同伴互评

及教师批改。首先，在学生进行写作练习后，可以先自己进行

查漏补缺、改正错误。其次，学生可相互交换作文，从语篇结

构、语言特点、常用句型等方面是否符合医学英语的文体特征

进行互相评价，指正错误，发扬优点。之后，教师可对学生的写

作进行批改，进行总体及个体点评，让学生扬长避短。

３　结　　语

医学学术英语有其独特的写作特点及语篇结构，将过程体

裁教学法运用到学术语篇写作教学中，使得写作课集目的性、

逻辑性、时效性及趣味性为一体，从教师示范分析，到学生小组

讨论合作分析、独立写作到师生、生生互评，不仅培养了学生合

作学习及自主学习的能力［１０］，而且让学生认识到医学英语文

体独有的体裁特征，使学生逐步提高语篇意识及写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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