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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专门用途英语中的一支，通用学术英语已成为近年来的课程建设热点。从生态视角出发，采用

问卷调查及走访的方式，对通用学术英语课程建设进行实证研究。调查结果显示，课程生态中学生和教师对课程的

需求和认知是关键，教学中涉及的教材和测试模式等也不可忽视。在课程建设中，应在教学阶段逐步扭转学生对语

言学习的陈旧认知，更新教师的个人知识体系，注重通过阅读加强学生的语言逻辑思维训练，设计合理的课程教学

任务，科学规划考试模式，从而建立优质的通用学术英语课程体系，使学生在学习、生活和未来工作中能够恰当有

效地使用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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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提出当前我国的教育

战略任务之一是 “开创教育对外开放新格局。全面

提升国际交流合作水平，推动我国同其他国家学历

学位互认、标准互通、经验互鉴”。为呼应这一目

标，2020年《大学英语教学指南》 ( 下文略为 《指

南》 ) 中明确提出“大学英语课程可通过专门用途

英语教学让学生学习与专业相关的学术英语或职业

英语，获得在学术或职业领域进行国际交流的相关

能力”，在教学目标中提及 “要培养人文精神和思

辨能力，使学生在学习、生活和未来工作中能够恰

当有效地使用英语”。为建立优质的通用学术英语

( EGAP) 课程体系，需要分析教学生态系统中各相

关因素与周围环境的关系，提出可行路径，并进行

动态调整，以确保达到育人效果和教学目的。课程

生态中学生和教师对课程的需求和认知是关键，教

学中涉及的教材和测试模式等也不可忽视。鉴于此，

课题组采用问卷和采访调查，结合普通高校通用学

术英语课程建设近五年的经验，对课程的生态化建

设途径进行探究。

一、生态教育和学术英语

“生态”一词最初见于生态学，是指一定地域

( 或空间) 内生存的所有动植物之间、动植物与其

所处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它强调系统中各因子之

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以及功能上的统一，含有

系统、整体、联系、和谐、共生和动态平衡之意。

美国学者劳伦斯·克雷明 ( Cremin，L. A. ) 在 《公

共教育》一书中正式提出了 “教育生态学”概

念［1］。国内学者黄国文［2］提出外语教学与研究是整

个生态环境的一个组成部分，人 ( 教师、学生、管

理者等) 与社会环境 ( 国家、社会、经济体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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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体制等) 和自然环境形成的是一个有机的整

体，是多元的关系，人与环境相辅相成，采用生态

视角探讨外语教学与研究的问题是摆在我们面前的

任务; 陈坚林［3］认为用生态学视角审视外语教学，

即根据生态学的原理，考察教学系统内部诸要素与

周围环境的相互关系、相互作用，研究各种教学现

象及其成因，探讨外语教学的生态特征和功能及其

演化和发展的基本规律。除了运用系统论的方法，

还应以生态学视角来看待和处理外语教学中的各种

问题; 胡芳毅［4］进一步表示，在生态语言学视阈下，

大学英语教学的生态圈包括教师、学生和教学生态

环境三个要素，教师、学生作为生态个体要与生态

环境形成一个有机整体，需要构建协同教学、协同教

研、协同创新的教师学习共同体，完善大学英语教学

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圈。从生态角度建构大学英语教学

是外语教育发展的有效途径，也是一种主流趋势。

Hutchinson ＆ Waters 于 1987 年提出学术英语

(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下文缩略为 EAP )

是专门用途英语 ( English for Special Purpose，下文

缩略为 ESP ) 的一个分支［5］，后由英国学者 Jordan

将其细分为通用学术用途英语 ( English for General

Academic Purpose，下文缩略为 EGAP ) 和专门用途

学术英语 ( English for Special Academic Purpose，下

文略为 ESAP) ［6］。通用学术用途英语旨在训练学生

在各学科中通用的听、说、读、写等学术英语交流

能力。蔡基刚［7］提出学术英语是由大学英语教师开

设，主要培养学生用英语进行专业学习的学术交流

能力，是一门从基础英语到双语教学或全英语教学

的衔接性课程; 姚成贺［8］提出由于我国高校办学层

次不同，定位、类别、生源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

学术英语教学发展不平衡，改善大学英语教学现状

应从我国教育文化、教育政策、教学环境等实际情

况出发，体现大学英语工具性的学业用途英语应与

体现人文素质教育的跨文化课程相结合，共同建构

符合当代大学生需要的大学英语课程体系。鉴于此，

从学校实际情况出发，需要建设一门从通用英语

( English for General Purpose，下文略为 EGP ) 转向

具备学术思维、具有 “用英语学习”概念的 EGAP

课程，“不仅仅传授语言知识，培养学生听说读写

语言技能，更主要的是培养学生这种终身受用的独

立思考的批判性思维能力”［9］。通过英语课程训练

学生的批判性思维，使其不论在工作、交际还是各

类商务洽谈中，都能够做出审慎客观的判断和决定，

形成求真务实的精神，塑造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为确保 EGAP 课程可以融入大学教育生态系统，

教学生态圈内各因素和谐共生和可持续发展，厘清

教师和学生对于课程的认知和课程功能的理解十分

必要，籍此设立清晰的教学目标，使课程达到金课

的“两性一度”标准。本研究基于福建省某高校

EGAP 课程的建设情况，采用问卷加访谈的方式，

了解课程中相关各方的认知、态度和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课程生态化建设的可行途径。

二、调查及数据

课题组在近五年的课程建设中，针对已修习或

计划修习学术英语的学生进行调查，通过问卷星平

台发放并收回问卷 1 032 份，问卷均完整作答。问

卷调查对象中已修习该课程人数为 443 人; 问卷主

要对学术英语的学习需求、学习难度和学习建议三

个维度进行调查。调查数据显示，不同专业背景的

学生均有在学业中使用英语的需求; 学生的学习难

度体现在对课程功能的认知误区，对于课程建议与

通用英语差异不大。

( 一) 学生调查

1. 课程需求调查。根据需求层面及专业差异分

析 ( 表 1) ，学生对于阅读本专业相关外文文献资料

的需求最高，管理学科和人文学科学生对双语或全

英语课程有较高的需求，同时部分学生具有出国留

学和参加国际化语言测试的需求。针对学术活动中

的语言需求，尤其是专业教师对学生学术语言能力

的需求，主要从文献阅读、文献摘要或学术写作进

行调查。表 2显示有近 60%的学生面临课程中的外

语阅读能力要求，同时学习中的输出需求相对较低，

不足 50%。从学生个人认知上，对于文献的阅读属

于强需求 ( 图 1) 。综上可得，学生对于学术英语的

需求倾向于强输入弱输出，与传统通用英语教学中

的侧重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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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Q7 ( 多选) 当前或今后学习是否有以下需求 /%

Tab. 1 Q7 ( multiple choice) Current or future need in your study

学科
选修全英语或
双语课程

用英语阅读本专业
文献和专业资料

听外籍专家或学者
的英文讲座或授课

出国留学或作为
交换生出国学习

参加托福雅思 GＲE

等国际化英语测试

理工学科 22. 85 51. 07 21. 47 12. 73 12. 27

管理类学科 38. 33 50. 42 27. 50 12. 92 16. 25

人文学科 35. 71 42. 06 19. 84 19. 05 17. 46

表 2 专业课教师对学生提出的外语要求 /%

Tab. 2 English ability requirement from your major teachers

需求 完全没有 几乎没有 偶尔有 有 经常

阅读本专业的英语文献资料 13. 08 26. 94 33. 62 23. 55 2. 81

用英语写摘要或文献综述、或实
验报告、或小论文

21. 22 29. 36 23. 74 22. 97 2. 71

图 1 学生对于外文文献阅读重要性的认知
Fig. 1 Students’acknowledgement of reading materials written in foreign language

2. 课程难度反馈调查。课题组从课程相关教学

内容中归结学习困难点，调查学生对课程学习难点

的普遍感受。问卷结果 ( 图 2、3) 显示，学生偏向

以词汇相关问题作为课程主要难点，句式结构、文

章结构等次之。在实际教学实践中发现，学生在阅

读中对于文章体裁、目的、功能、结构等因素漠视，

强于寻求特定信息以进行 “阅读理解”测试题目的

完成，一旦脱离测试环境，则产生阅读障碍，并将

阅读障碍简单归因于词汇能力欠缺。针对学术写作

和学术口语，或因调查的学生并未实际过多进行相

关训练，或使用需求较低，反而将其认为是难度相

对较低的学习要点。在学术英语的语篇中，词汇信

息往往不是限制学生对课程内容的理解，而是逻辑

和语篇结构以及有效的阅读方法。这一点在针对已

修习课程学生的调查中得到验证 ( 图 4) ，60%学生

认为逻辑思辨为通用学术英语课程学习过程中的

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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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如有上面 ( Q7) 的需求，你目前或可能感到的困难是 ［多选题］

Fig. 2 The difficulty you are facing if you have the need mentioned in Q7: ( multiple choice)

图 3 直接用英语搜索和阅读专业文献资料对你而言困难在于 ［多选题］

Fig. 3 The difficulties of searching and reading professional related materials lie in: ( multiple choice)

图 4 (已修习或正在修习 EGAP学生) 你认为学术英语课程中的难点是 ［多选题］

Fig. 4 ( students who have learned or learning EGPA) What are the difficulties in EGAP learning? ( multiple cho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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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课程建议。问卷的最后一道为开放式问题，

调查学生对于学术英语 ( EAP ) 课程的建议。学生

诉求主要集中于增加口语训练、增加课堂趣味性、

增加词汇语法训练等。这些需求与 EGP 课程中学生

的诉求类似。值得注意的是，有学生提出 “开设针

对不同专业的学术英语课程”，体现学习者在学术

英语需求方面的觉醒，但可能混淆了学术英语和各

专业方向专门用途英语的用途。同时也有学生要求

“循序渐进，考虑学生学习程度”，说明通用学术英

语课程相较于通用英语有一定的难度提升。

( 二) 授课教师访谈调查

作为课程教学的实施者，大学英语教师长期从

事通用英语课程教学，在转向通用学术英语

( EGAP) 课程教学中，课程的难度和教师所面临的

挑战变大。为此课题组对承担 EGAP 课程教学和有

意承担相应教学任务的 11位教师进行访谈，内容主

要包括: 对 EGAP 课程的认识、备课授课难度、授

课心得等三个方面。

针对课程认知，教师反馈主要集中在课程架构

和课程功能两个方面。教师们提出课程架构与 EGP

有一定程度的交叠，但是其授课材料的专业性较强，

从技能训练转向思维训练，课程内容导向从解决实

际问题出发，而非脱离生活语境的虚假交际。受访

教师均表示 EGAP 课程可以实现学生语言实际运用

和逻辑思维锻炼，对于学生的未来学习帮助较大，

不再是针对特定考试的学习。教师们普遍认为课程

内容紧扣《指南》，对于应用技术型本科院校的英

语学习者会有很大帮助。

针对授课难度，教师反馈因课程名称带有 “学

术”二字，学生会对课程产生误读，将其狭义理解

为“科研工作者才需要学习的课程”，进而产生畏

难心理。课程需要向学生讲解篇章逻辑及批判性思

维内容，7位教师认为 “难度较大”，3 位教师认为

“有一定难度，但是可以逐渐掌握”。对于课程教学

内容中的困难主要集中在教材框架，与之前使用的

EGP 综合类教程有较大差异，且缺乏足够的备课资

源，个人寻找教学辅助材料有一定挑战，尤其是国

内学术英语教学尚处于起步阶段，未能找到合适的

拓展材料，使备课时间和备课精力投入都远大于

EGP 教学。同时，课程需要引导学生从语言基础知

识学习转向逻辑思维培养和批判性思维训练，课文

讲解由注重词汇翻译教学转向重视语篇、结构、写

作目的及体裁的分析，学生的参与度不高，反馈较

慢。学术英语教学内容不似 EGP 有 CET4 /6 这样的

参照学习目标，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受到影响，如前

期 EGP 教学中如果没有涉及相关内容，课堂教学不

易形成流畅沟通。

针对授课心得，5 位教师表示在接触 EAP 或

EGAP 教材后，个人的教学思路得到较为明显的拓

宽; 6位教师表示之前教学中较少从逻辑和思辨角

度进行篇章分析和语言输出训练，经过一轮的

EGAP 教学准备或教学实践后，对原来 EGP 阶段学

生所存在的语言错误问题能从更高的角度提出建议，

而不是只拘泥于简单的词句错误; 3 位教师表示参

与课程教学和课程建设后，个人的科研水平有一定

提升，论文写作中更注重语篇逻辑，并对交叉学科

有一定兴趣，尝试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进行语言

学科的相关研究; 当问及是否与其他学科教师交流

或了解其他学科的基本研究内容、基本定义时，多

数教师表示接触较少，与其他学科交际不多，对部

分学科完全不了解，导致教师对部分教学文章题材

较为陌生，备课难度倍增。

( 三) 非英语专业教师调查

课题组还设置了针对校内非英语专业教师的调

查，以获取这些教师对 EGAP 课程学习的态度。因

学生对于 EGAP 课程的认知和学习动机不仅受英语

课堂和教师的影响，也受各专业教师对外语学科态

度的影响。调查采用 “公共英语调查问卷”，避免

非英语专业教师对于 “学术英语”概念陌生而产生

误解，但在问卷中内嵌包含学术英语课程功能的问

题，主要调查非英语专业教师对于语言学科助力专

业学科学习的重要性问题，所调查的内容与 EGAP

课程功能及整体教育目标一致。

受访的 49位教师均对英语的重要性表示认同，

其中 41位教师在课堂上强调英语学习的重要性，这

对增强学生的学习动机极其重要。然而针对公共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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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政策或本校的教学方案，教师们却缺乏足够了解，

65. 3%的教师对 《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毫不知

情，九成教师表示对本校英语课程改革不了解。

问卷涉及学术英语相关内容的题目为 “针对语

言逻辑对于思辨能力培养” ( 表 3) ，35%的教师表

示从未思考过相关问题，另有 2 位教师不认同这一

提法，其中人文学科类教师对于此提法赞同度高于

其他学科，而工科类教师对此提法最为陌生; 针对

课程的功能体现 ( 图 5) ，“思辨能力培养”的分值

仅与满足学分的提法接近，更为功利性的 “四、六

级考试”得分仅次于教师们熟悉的宏观表述，即
“跨文化交际能力”或“人文素养”。

问卷后的采访中，部分教师的反馈与学生在开

放式问题中的反馈接近或类似，即重视口语和交际

培养、增加基础技能训练等。在询问个人科研中英

文学术论文撰写、摘要翻译等相关问题时，部分教

师反馈为“使用机器翻译后人工修改，格式内容差

别不大，但是要确保数据准确”，也有教师提出
“根据刊物需求即可，英文摘要没有人关注”。针对

要求学生阅读课程相关专业书籍或材料中存在的困

难，这些教师的反馈集中在 “专业词汇不足是主要

影响因素，文章主要还是看数据和结果”，而对于

篇章体裁、架构以及逻辑呈现模式并未关注，或认

为没有必要关注。针对 EGAP 课程，这些专业教师

的认知将其等同于各专业英语课程，或是等同于英

文原版教材教学，认为教学难点主要还是集中在学

科专业词汇的拓展和相关术语的准确翻译。至于其

他知识，包括逻辑和批判性思维，这些教师认为可

以在其他专业课程中体现，不一定需要通过语言

课程。

表 3 对于英语语言的逻辑性可以较好提高学生的思辨能力的判定 /%

Tab. 3 To what extent do you agree that the logic in English language

can improve the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y of students in a much better way?

学科 十分认同 认同 未思考过 不太认同 不认同

文科 58. 82 11. 76 29. 41 0. 00 0. 00

工科 25 25 40 10 0. 00

管理学 33. 33 33. 33 33. 33 0. 00 0. 00

法学 55. 56 0. 00 33. 33 11. 11 0. 00

图 5 公共英语课程的作用
Fig. 5 Function of public English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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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调查结果分析

以学生为主体的调查中，学生对于输入性的学

习需求强于输出，这一需求应在课程建设中得到重

视，在 EGAP 课程教学中加大篇章阅读量和长篇幅

阅读。起初受访者认为 EGAP 课程的难点和重点与

EGP 并无太大差异，在修习课程后认知发生改观。

这一现象是因为传统 EGP 教学中“长期采用结构主

义的教学方法，普遍使用词汇语法教学模式，注重

课文精讲细度和模仿操练，在教学目标上注重知识

的灌输与掌握”［3］37。即便在新技术参与的现代英语

教学中，仍有大学英语教师将词汇作为教学和考查

的重点，导致学生形成 “语言学习 =词汇学习”的

误区，未能形成向 EAP 转向的良性引导。陈立

青［10］也认为中国英语教学界长期存在的注重词与句

的解读、忽略语篇结构自下而上的教学模式严重限

制了学生建构能力的培养，不仅不能实现有效的意

义建构，更妄谈对所获得的信息进行批判性解读和

评价。从生态寓意而言，能量的摄取－消化－输出概

念不应被忽视，要 “通过激发内生表达动力创造思

想内容，同时还要将内容创造与语言模仿有机结合，

强力打造语言表达能力”［11］。因此，在课程建设中，

设计篇章读后写作训练如摘要写作、续写、改写等

教学活动，既可改进学生的学习偏向，亦可使思维

能力在语言输出过程中得以提升，让学生作为教育

生态中的个体得到健康成长。

针对 EGAP 教师的调查体现 EGP 教师的最大薄

弱点是学科知识结构相对单一，且由于长期从事

EGP 教学，在教学中 “屈就”学生的情况较为明

显，重于应试需求的讲解，一旦脱离考试则无所适

从，相关学科的知识涉猎不够，既不够扎实、也不

够全面［12］，使个人备课工作面临挑战。在教学实践

过程中亦呈现积极反应，即教师个人发展前景通过

课程建设提升，教师个人的教学经验亦可反哺至

EGAP 教学，使大学英语系列课程质量获得提升，

教师职业生涯实现可持续发展。

关注思辨和逻辑的 EGAP 课程，在进行课程思

政教学中有了更多的可能。在 EGP 课程教学中，针

对环境、校园、留学、友谊等题材的思政教学，能

提供给学生正确的引导，但是缺乏思考和逻辑辩证，

针对热点话题的深思缺位，这也体现在学生的语言

输出中。自 2020 年初爆发新冠肺炎疫情以来，

EGAP 的课程思政内容中大量添加国内外的相关报

道，引导学生用批判性思维工具和逻辑思维能力进

行辩证分析，有效驳斥国外对中国抗击疫情的歪曲

报道。这一做法，在未来的课程思政建设中将继续

深入挖掘。

针对非英语专业教师对于公共英语的功能分析，

公共英语的应试性即满足考研或者四、六级需求这

一刻板印象依然根深蒂固，语言学习进而催生思辨

能力的提高这一重要事实被忽略。从生态整体概念

而言，非英语专业教师对于语言的功能认知基本等

同于为考试服务的空心课程，对语言学习能够在学

术领域为学生提供帮助期望较低。非英语教师重视

英语课程，但是并不了解英语课程，甚至存在一定

误解，在此认知水准下给学生带去有关 EGAP 相关

课程的影响较为消极。

学生与教师在开放式问题中均侧重口语及交际

能力，这固然是积极的思路，接近跨文化交际能力

等宏观表述。称其为宏观，是因为多数的各项专业

学科评估中，对于外语学习的指标要求仅有如此宏

观且模糊的规定，未有更为细致的要求。教师对于

跨文化交际能力简单理解为口语能力和日常与外国

人沟通，并未理解交际中的思维逻辑差异是需要深

度训练的。这一模糊的认知，同样让学生对课程的

认知产生消极影响。

英语教师和非英语教师在工作中的交集甚少，

使得英语教学生态圈和大学教育生态圈内的交流不

足。如课程建设只注重 EGAP 微观生态系统内的要

素，而不考虑大学教育作为整体生态圈的发展。当

学生需求和课程内容上形成强关联，但在英语教师

和其他教师间形成弱关联，就可能使 EGAP 课程成

为一个难以融入大学教育生态圈的微生态系统，这

一微系统生态的持续发展一旦缩小，势必影响国际

教育宏观背景下的大学教育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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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问题

在课程建设中，课题组还注意到两个不容忽视

的因素，应在课程建设路径中予以思考。EGAP 教

材在难度和架构应与 EGP 接近但又有所区别。EGP

教材中涉及的逻辑、思辨等信息多数属于隐性知识，

重点训练内容为词汇、语句、翻译等知识技能。

EGAP 教材应将逻辑思辨知识作为显性知识进行讲

授，但在编写架构上不应和 EGP 教材差别过大，所

选文章篇幅不宜过长。通过设计合理的课程教学任

务，将逻辑和思辨方法 “以明晰的语言进行课堂传

递，自然会对学生的思维模式和逻辑能力产生有效

且强烈的影响，进而改善其语言能力”［13］。在教学

实践初期，教师们选用的教材篇章偏向学术研究领

域，多数为专业学术论文，课堂活动亦围绕论文写

作和项目调查展开，学生反馈不积极，且因伙伴效

应影响后续的选课人数。

课程考核模式亦值得商榷。目前国内并未出现

针对 EGAP 或者 EAP 的专门考试模式，国际标准化

考试诸如培生学术英语考试 ( PTE) 或雅思考试 A

类 ( IELTS for Academic purpose) 具有类似功能，但

所涉及的部分题型和出题方式对于长期接受 EGP 训

练的学生而言十分陌生。课题组采用的考试模式是

结合 CET系列考试题型和 IELTS阅读以及 PTE 的摘

要写作为一体，在形成性评价中注重学生小组课题

研究和热点问题分析，这一测试模式的有效性和针

对性还需时间考验。

五、结语

课题组选用的实施通用学术英语课程的调查对

象是福建省一所应用技术型普通高等院校，在这一

层级的高等院校中，语言教育目标要契合 《指南》

提出的在学习、生活和未来工作中能够恰当有效地

使用英语，要符合吴岩提出的金课标准，即高阶性、

创新性、挑战度。所谓 “高阶性”，即知识能力素

质的有机融合，要培养学生解决复杂问题的综合能

力和高级思维; 所谓 “创新性”，是课程内容反映

前沿性和时代性，教学形式呈现先进性和互动性，

学习结果具有探究性和个性化; 所谓 “挑战度”，

是指课程有一定难度，对老师备课和学生课下学习

有较高要求。在课程建设中，我们认为以下方式是

必要的: ( 1) 针对教学对象，在 EGP 阶段进行循序

引导，EGP 课程教师需要学习和了解 EAP 课程的相

关内容和目标，并在 EGP 教学阶段逐步让学生理解

英语学习的重要性和乐趣所在，扭转对语言学习的

陈旧认知，主动加强学习; ( 2) 注重通过阅读加强

语言逻辑思维训练，以篇章摘要、改写、续写等活

动训练提升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通过对热点话

题的分析，建设课堂思政教育的同时提升学生学习

的积极性; ( 3) EGAP 教师的个人知识体系更新是

教学进步的关键。通过主动积极学习，与其他专业

学科教师保持良性沟通，构建教师共同学习体，由

此将英语教学微生态环境内信息传导至外围生态圈，

让理工科思维、逻辑素养和语言素养在交流中碰撞，

以拓宽 EGAP 教师个人职业前景，保持生态可持续

发展; ( 4) 教材应选取编写架构学生熟悉的 EGP 教

材模式，但是带有显性的 EGAP 知识要点，篇章难

度有一定提升，但不宜以学术研究为教学活动核心;

( 5) 科学规划考试模式和考题形式，参照国际已有

的考试体系，结合高校特色及学生学情，个性化定

制考试模式和标准，精心设计题目，考查学生的思

辨能力和分析能力。

本研究在问卷设计上尚存在一定缺陷，调查上

也有进一步深入的空间，针对高校内部各专业的人

才培养计划、办学规划等未进行深入分析，同时教

师个体差异、选课学生群体的专业间差异、课程考

核模式、现有在线课程应用等因素亦为生态环境中

的重要因子，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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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mpirical Study on Ecological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of English for General Academic Purpose

XING Fanfu

( School of Humanities，Fuj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Fuzhou 350118，China)

Abstract: As a branch of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 ( ESP) ，English for general academic purpose ( EGAP)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English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in recent yea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y，an empirical

study is conducted on the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of EGAP by using questionnaires and interviews. Ｒ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key of the ecology of EGAP courses lies in the requirement and acknowledgement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Meanwhile，textbooks and testing modes should be seriously considered. In the course construction of

EGAP，it is necessary to bring about a radical change in students’obsolete perception of language learning，and a

thorough update on teachers’knowledge system. Focus should be laid on the language logic training via reading

courses. EGP course system with superior quality can be ensured by designing rational teaching tasks and scientifical

testing mode. And this system will help students appropriately and effectively use English in their future study，career

and life.

Key words: English for general academic purpose，curriculum construction，ec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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