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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坛对医学本科生学术英语能力提升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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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讨学术论坛对医学本科生学术英语能力重要性及认知满意度提升的影响。方法 选择

2020年参加学术论坛决赛的44名学生,运用李克特5级量表,在参加学术论坛前、后分别对18项学术英语能

力进行重要性和满意度问卷调查。随后运用Kendall
 

一致性检验和配对t检验分析学生认为重要且满意度调

查前、后比较有统计学意义的项目,以及学生认为重要但满意度调查前、后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的项目。
结果 学术英语各项能力重要性及满意度排序的Kendall一致性检验结果显示,医学生参加学术论坛前、后口

语表达和文献阅读重要性及写作能力满意度的认知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医学生对团队合作能

力、沟通协商能力、发表意见能力、听懂提问能力和回答问题能力的满意度在参加学术论坛前、后比较,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学术论坛可有效提升医学生对口语表达和文献阅读重要性及写作能力满意

度的认知,并可促进科研团队精神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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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英语能力对医学生而言至关重要,这关系到

医学生能否用外语直接汲取医学领域的国际前沿信

息和交流科研成果,毕业后能否用英语开展工作与研

究[1]。但在中国语境下,医学本科生用英语进行国际

学术交流的机会不多,因此,海军军医大学、福建医科

大学、重庆医科大学等医科院校开展了本科生模拟国

际学术论坛。随着论坛的开展,与学术论坛相关的研

究也陆续展开,如巩珊珊等[2]从专门用途英语视角探

讨了临床医学八年制学生医学学术英语课程设置与

医学人文英语论坛的关系;蔡基刚[3]通过对5种不同

的学术论坛进行观察和分析,探索基于学术论坛教学

的特点和方法。然而,对学术论坛的具体成效还鲜有

研究。因此,本研究拟从医学本科生对学术英语能力

重要性认知及其提升满意度的角度,探讨学术论坛对

医学本科生学术英语能力提升的影响。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某医科大学报名参加2020年本科生国际学

术论坛进入决赛的44名选手作为跟踪调查研究的对

象。调查自2020年7开始,10月结束。参加学术论

坛前测评共回收44份调查问卷,学术论坛后测评共

回收41份调查问卷。
1.2 方法

学术论坛分初赛准备、复赛、半决赛和决赛4个

阶段进行。(1)初赛准备:上报人员及选题,①论坛宣

传,让学生了解活动内容与安排;②学生自由组队、学
生导师互选、确定并上报研读文献及选题、寒假备赛;
③初筛,选出有资格参加海报展评的小组(约24组)。
(2)复赛:以海报展评形式进行,①海报展示、摘要陈

述、英文问答;②评判标准,海报内容、现场交流情况、
总体印象,考查对文献内容理解是否透彻,摘要呈现

是否完整严谨,拓展展望是否创新,对研究领域和文

献知识是否思路清晰,英语交流是否自如等;③评委

现场打分,评出一二三等奖,一等奖进入半决赛(约15
组)。(3)半决赛:以文献陈述、现场答辩形式进行,①
文献陈述,每组3~4名成员使用PPT轮流汇报,对
选题的发展进程及最新研究成果进行综述,并提出创

新见解;②现场答辩,专家和外语教师针对小组计划、
研究意义等进行提问,小组全员答辩;③评价标准,考
察小组成员的语言能力及内容熟悉度,考虑选题意义

及文献价值;④专家和外语教师现场合议,评出一二

三等奖,一等奖进入决赛(8组)。(4)决赛:仍以文献

陈述、现场答辩形式进行,①文献陈述,每组3~4名

成员使用PPT轮流汇报,对选题的发展进程及最新

研究成果进行综述,并提出创新见解;②现场答辩,评
委针对陈述内容进行提问,小组全员答辩;③评价标

准,表达准确、语言流畅、表述清楚、反映迅速、思维敏

捷,见解独到;④评委现场打分,评出特等奖2项,一
等奖3项,二等奖3项、最佳团队奖、最佳创意奖。学

生以小组形式(每组4~6名)报名参加,全程使用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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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陈述和答辩。论坛的宗旨是锤炼学生的学术英语

交流能力、创新思维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本研究采

用了问卷调查法。调查问卷运用能力描述语列出了

18项学术英语能力。要求研究对象在参加学术论坛

前、后分别对这18项学术英语能力的重要性和满意

度在李克特5级量表上打分。重要性指在参加论坛

阶段该能力的重要程度,其中1代表“完全不重要”,5
代表“非常重要”。满意度指对本科生目前在该项能

力的表现是否满意,1代表“非常不满意”,5代表“非
常满意”。能力描述涵盖听、说、读、写,以及其他能力

(自主学习能力、团队合作意识和能力、沟通协商能

力)共5个方面。为确保问卷有效性,正式使用前对

21位决赛选手进行了预测,根据学生意见进行完善,
以确保指标描述清晰、有效。同时,问卷通过信效度检

验,重要性和满意度的克隆巴赫系数(Cronbach’s
 

α)分
别为0.922和0.963,均大于0.9,问卷具有非常好的信

度。采用因子分析的方法,重要性和满意度的抽样适合

性检验值(KMO值)分别为0.783和0.861,均大于

0.7,问卷结构效度较好,可以作为调查问卷。
1.3 统计学处理

论文采用IBM
 

SPSS23.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
量资料用x±s表示,采用配对t检验对学生前后评

分进行比较;采用非参数检验方法(Kendall
 

W
 

test),
对能力重要性排序和满意度排序一致性进行检验;检

验水准α=0.05,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医学生参加学术论坛前、后口语表达和文献阅

读重要性及写作能力满意度的认知比较

问卷结果显示,医学生认为所有能力都“重要”或
“非常重要”,均值在4分以上。参加学术论坛前,医
学生对“能用英语正确处理长句、轻读重读、连读等的

朗读”和“能用恰当的英语启转话题、强调重点、修正

口误、避 免‘冷 场’等”的 重 要 性 认 识 得 分 分 别 为

(4.05±0.78)、(4.22±0.70)分;参加学术论坛后,医
学生重要性认识得分分别为(4.38±0.71)、(4.50±
0.64)分,参加论坛前、后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参加学术论坛前、后学生对“能读懂英文医学

文献”的重要性得分分别为(4.55±0.60)、(4.75±
0.44)分,参加论坛前、后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除“具备团队合作的意识和能力”和“具备沟

通和协商的能力”外,学生对能力满意度的自评分均

值都在4分以下。参加学术论坛前,学生对“能在完

成英文汇报或摘要初稿后从内容、结构和格式等方面

进行修改”和“能用英文撰写学术会议发言稿,文字表

意明确,逻辑清晰”的满意度分别为(3.70±0.82)和
(3.55±0.85)分;而参加学术论坛后,满意度分别为

(3.95±0.68)和(3.78±0.83)分,参加学术论坛前后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表1  医学生参加学术论坛前后对学术英语各项能力重要性和满意度评分比较(x±s,分)

项目
重要性

参加前(n=44)参加后(n=41) t P

满意度

参加前(n=44)参加后(n=41) t P

能听懂专业相关的英文陈述、获取要点和细节 4.40±0.81 4.53±0.55 0.93 0.36 3.63±0.84 3.73±0.88 0.61 0.54

能在学术交流过程中听懂对方用英语提出的问题、
表达的观点和态度

4.55±0.55 4.75±0.49 1.95 0.06 3.73±0.82 3.90±0.78 1.31 0.20

能听懂他人在学术交流过程中的英文讨论 4.43±0.59 4.50±0.68 0.62 0.54 3.65±0.83 3.78±0.83 0.90 0.38

能用英语在学术交流过程中发表意见、逻辑清楚、
观点突出

4.78±0.42 4.78±0.42 0.00 1.00 3.48±0.91 3.68±0.86 1.43 0.16

能用英语对专业领域相关内容进行提问、表达清楚、
句子连贯

4.43±0.55 4.50±0.56 0.77 0.45 3.53±0.82 3.65±0.95 0.84 0.41

能用英语回答针对专业领域相关内容提出的问题、
逻辑清楚、观点突出

4.63±0.49 4.0±0.46 1.36 0.18 3.43±0.96 3.60±0.81 1.27 0.21

能用英语正确处理长句、轻读重读、连读等的朗读 4.05±0.78 4.38±0.71 2.48 0.02 3.53±0.91 3.63±0.9 0.70 0.49

能用恰当的英语启转话题、强调重点、修正口误、
避免“冷场”等

4.22±0.70 4.50±0.64 2.91 0.01 3.48±0.91 3.48±0.68 0.00 1.00

能读懂英文医学文献 4.55±0.60 4.75±0.44 2.24 0.03 3.93±0.86 3.90±0.71 -0.16 0.87

能在阅读过程中理解英文医学文献中的研究方法 4.43±0.55 4.50±0.72 0.55 0.58 3.70±0.76 3.75±0.84 0.39 0.70

能通过阅读英文医学文献找出其中的要点和细节 4.50±0.68 4.70±0.52 1.75 0.09 3.75±0.71 3.88±0.82 1.04 0.30

能在阅读英文医学文献中适时概括已读过的内容 4.58±0.50 4.53±0.64 -0.50 0.62 3.78±0.70 3.80±0.69 0.23 0.82

能独立撰写英文摘要、文字表意明确、逻辑清晰 4.33±0.66 4.45±0.64 0.96 0.34 3.60±0.87 3.60±0.93 0.00 1.00

能用英文撰写学术会议发言稿、文字表意明确、
逻辑清晰

4.40±0.67 4.47±0.72 0.57 0.57 3.55±0.85 3.78±0.83 2.04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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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1  医学生参加学术论坛前后对学术英语各项能力重要性和满意度评分比较(x±s,分)

项目
重要性

参加前(n=44)参加后(n=41) t P

满意度

参加前(n=44)参加后(n=41) t P

能在完成英文汇报或摘要初稿后从内容、结构和

格式等方面进行修改
4.30±0.72 4.43±0.64 1.22 0.23 3.70±0.82 3.95±0.68 2.24 0.03

具备自主学习能力 4.68±0.47 4.78±0.42 1.00 0.32 3.88±0.69 3.90±0.74 0.22 0.83

具备团队合作的意识和能力 4.70±0.46 4.80±0.41 1.28 0.21 4.18±0.68 4.38±0.63 1.84 0.07

具备沟通和协商的能力 4.75±0.49 4.75±0.44 0.00 1.00 4.13±0.56 4.22±0.70 0.94 0.35

2.2 医学生学术英语各项能力重要性排序的 Ken-
dall一致性检验

对医学生各项能力重要性平均得分排序进行

Kendall检验,结果具有很强的一致性(Kendall
 

W=
0.947,χ2

 

=32.211,P=0.014)。“能用英语在学术交

流过程中发表意见(逻辑清楚、观点突出)”“能在学术

交流过程中听懂对方用英语提出的问题、表达的观点

和态度”“能用英语回答针对专业领域相关内容提出

的问题(逻辑清楚、观点突出)”的重要性排位分别为

第1、5、6,但在满意度指标上(表1),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
 

能力重要性排位前6的见表2。
 

2.3 医学生学术英语各项能力满意度排序的 Ken-
dall一致性检验

 

对前后测各项能力满意度平均得分排序进行了

Kendall检验,结果具有很强的一致性(Kendall
 

W=
0.937,χ2=31.86,P=0.016)。从表2可以看出,“具
备团队合作的意识和能力”“具备自主学习能力”和
“具备沟通和协商的能力”的重要性认识排名分别为

第2、3、4名。3项能力的满意度排名则分别为第1、

4、2名,见表3。

表2  医学生学术英语各项能力重要性排序的Kendall一致性检验排序

项目 平均秩次(x±s) 排序

能用英语在学术交流过程中发表意见(逻辑清楚、观点突出) 1.50±0.71 1

具备团队合作的意识和能力 2.00±1.41 2

具备自主学习能力 3.50±0.71 3

具备沟通和协商的能力 4.00±2.83 4

能在学术交流过程中听懂对方用英语提出的问题、表达的观点和态度 5.50±2.12 5

能用英语回答针对专业领域相关内容提出的问题(逻辑清楚、观点突出) 6.00±1.41 6

表3  医学生学术英语各项能力满意度排序的Kendall一致性检验排序

项目 平均秩次(x±s) 排序

具备团队合作的意识和能力 1.00±0.00 1

具备沟通和协商的能力 2.00±0.00 2

能读懂英文医学文献 4.00±1.41 3

具备自主学习能力 5.00±1.41 4

能在学术交流过程中听懂对方用英语提出的问题、表达的观点和态度 5.50±2.12 5

能在完成英文汇报或摘要初稿后从内容、结构和格式等方面进行修改 6.00±4.24 6

3 讨  论

  随着医学学术领域国际交流合作的不断深入,医
学生学术英语能力的重要性愈加凸显[4]。学术论坛

为学生提供了展示和锻炼该能力的平台。本研究对

论坛的教学效果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论坛对若干学

术英语能力提升有影响,但对个别重要能力的提升作

用不够明显。
3.1 双导师指导可提升医学生对口语表达和文献阅

读重要性及写作能力满意度的认知

本论坛以医学知识为内容,以英语为交流载体,
采用双导师制,对学生进行指导,进而达到提升医学

生学术英语能力的目的[5]。有研究认为,英文陈述需

要学生有较好的口语表达能力[6]。而口语传情达意

需要通过语音语调、词句重音、节奏和语速等手段来

实现,不能忽略语音的重要性[7]。为解决该问题,英
语教师针对突出问题精讲精练。而现场答辩需要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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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口语交际和临场应变能力。为此,语言教师模拟

决赛答辩,实时点评,传授实战技巧。本学术论坛以

医学知识为依托,全程贯穿英文文献阅读。专业导师

指导学生搜索、阅读和汇报文献。事实上,在医学本

科生教育培养过程中,文献阅读相对匮乏[8-9]。学术

论坛弥补了这一不足,为专业导师培养学生提供了平

台,可提升学生文献阅读能力,培养科研兴趣和科研

思维[10]。

3.2 团队赛可促进医学生团队合作意识和能力、自

主学习能力及沟通和协商能力

团队精神是科研团队的灵魂,是科研团队成员为

了团队的利益与目标而互相协作,尽心尽力的意愿与

作风[11]。论坛之所以采用团队赛制,就是为了培养学

生的科研团队精神。(1)组员要对参与论坛的目的形

成共识,即锻炼学术英语交流能力;(2)小组内部需分

工明确,组员各司其职并发挥特长,充分调动积极性

和创造力;(3)组长不仅要专业知识扎实,还应有较强

的责任感和领导力,凝聚团魂;(4)组员要定期向导师

组汇报进展,吸取意见,调整改进,明确下一阶段计

划。团赛让学生从初赛就十分重视团队合作,可有效

促进科研团队精神的培养。

3.3 “大讲堂+小课堂”可弥补论坛对医学生学术交

流关键能力提升不足的缺陷

本研究结果显示,论坛未能提升学术论坛的若干

关键能力,如意见发表能力,问题的听觉获取能力、问
题的回答能力等。这说明论坛的教学指导模式仍有

不足。现在的论坛如同“大讲堂”,导师组指导主要集

中在实践层面,缺乏理论性、系统性和连贯性,重结果

轻过程,一定程度上影响学生专业知识和语言能力的

整体提升。因此,语言教师需结合学生和导师的需

求,提炼论坛所需关键能力,与专业导师共同开设如

《国际学术会议英语》的“小课堂”,优化重组各主流教

材内容,构建课程模块并设置明确目标。课堂上讲授

学术交流基础知识、相关语言形式与技能,把教学过

程模拟成学生准备和参加一个国际学术交流活动的

过程[12],这样就与论坛接轨,形成整体任务型教学模

式,最终共同促进学生学术英语交流能力的发展。
综上所述,论坛虽对学术英语能力提升有一定促

进作用,但在一些重要能力上未起明显作用。因此,
在现有指导的基础上,建议语言教师与专业导师深化

合作,共同开设课程,形成整体任务型教学模式。此

外,本研究针对学术论坛的具体成效进行了实证研

究,填补了该方面空白,后续将针对课程与论坛结合

实施的教学成效展开进一步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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