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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调查本科生医药专业英语学习动机减退现状及其学习动机减退诱因。方法 以南方某中医药大学学习医药专业

英语的本科生为研究对象。采用课堂观测法、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进行调查。结果 本科生医药专业英语学习动机减退现象

普遍存在，主要表现为课堂参与度低、被动参与、学习积极性低及课堂学习效果差。教师、教材、课程设置、学习兴趣和学习目

的等均为学生医药专业英语学习动机减退的诱因。结论 激发本科生医药专业英语学习动机宜根据其诱因从加强师资队伍

和教材建设、合理安排课程设置、明确学习目的、培养学习兴趣以及现代化技术与传统教学优势互补等方面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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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auses of demotivation among undergraduates who learn medical and pharmaceutical Eng⁃
lish.Methods Undergraduates studying medical and pharmaceutical English in a Chinese Medicine University in southern China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The means of classroom observation，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interview were applied for the in⁃
vestigation.Results Demotivation in medical and pharmaceutical English learning was common among the undergraduates，which
mainly performed as low and passive class participation，low learning enthusiasm and poor learning effect in class.The teacher，
teaching materials，curriculum setting，learning interests and goals were all the causes of students’demotivation in learning medical
and pharmaceutical English.Conclusion To stimulate undergraduates’learning motivation in medical and pharmaceutical Eng⁃
lish，we should empower the teaching staff，improve the teaching materials and the teaching curriculum，difine learning goals，spark
students，learning interests，and make the best use of both modern technology and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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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医疗卫生事业的国际交流对医学和英语

知识兼备人才的需求逐步增加，因此专门用途英语

教学逐渐成为 21世纪英语教学的主流。为顺应时

代发展和社会需求，各高校针对各专业都开设了对

应的专业英语，医药专业英语教学在各方面也取得

了一定进展，但其教学效果仍有待提高。有研究者

表明本科生对医药专业英语的学习积极性不高，造

成该课程的教学效果不理想［1］，特别是学生学习动

机亟待强化，因此本研究以胡卫星、蔡金亭（2010）构
建的英语学习动机减退模型为主要参照［2］，以南方

某中医药大学为例，调查了本科生医药专业英语学

习动机减退情况及其诱因，并提出合理化建议，以期

对激发本科生医药专业英语学习动机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南京中医药大学 2017年春季学期

开设医药相关专业英语课程的所有班级，涵盖课程

包括2013级基础专业英语、2013级针灸推拿专业英

语、2014级中医专业英语、2015级中药专业英语（2
个班）、2015级药物制剂专业英语、2015级生物制药

专业英语（2个班）、2016级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英

语（2 个班），共计 345 位学生，其中男生 97 人

（28.1%），女生248人（71.9%）。

1.2 调查方法 课堂观测法、问卷调查法以及访谈

法。四个年级共计抽取 6个班级进行观测，每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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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观测2课时。研究团队成员携带制定的学生课堂

行为观测表，进入所选取班级进行实地观测，每2分
钟记录一次被观察学生的课堂行为，以了解学生医

药专业英语学习动机减退外在表现。调取所抽选6
个班级的课堂录像以观测师生课堂言语行为互动

概况，每个班级选择2个课时（80 min）进行观测，每

隔10 s记录一次师生课堂言语互动行为。组织研究

人员至各班级进行问卷调查，问卷共包括两大部

分，单选题和量表题。单选题主要收集受试者基本

信息及其医药专业英语学习动机减退自评。胡卫

星、蔡金亭（2010）构建的英语学习动机减退模型主

要从归因（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焦虑（课堂焦虑

和使用焦虑）、兴趣（语言兴趣和文化兴趣）、目的

（近期目的和远期目的）、效价（重要性和代价）、学

习环境（实践、管理、教材、教师）六个方面测定影响

学生英语学习动机减退影响因素，并从个人行为

（注意力、持续性、主动性和学习时间）对动机减退

表现进行评估。因此本研究结合中医院校医药专

业英语相关研究，分别从学习动机减退行为、教师、

教材、课程设置、学习兴趣和学习目的六方面设计

量表，采用Likert 5级量表计分。得分越高表明学生

医药专业英语学习动机减退外在表现越明显或相

关诱因对学生学习动机减退影响越大。最后从各

班级课堂观测对象中选取1～2位同学进行访谈，并

对参与研究的教师进行访谈，旨在深入挖掘师生对

医药专业英语学习动机减退的认识，以及对各诱因

的深层看法和建议。

2 结果与讨论

共回收问卷345份，有效问卷318份，其中男生

81（25.5%），女 生 237（74.5%），问 卷 有 效 率 为

92.17%。量表部分总体内部一致性信度α＝0.883，
总体效度KMO＝0.805。
2.1 医药专业英语学习动机减退现状 有效调查

结果显示：轻微减退、严重减退、完全减退和没有减

退的百分比分别为46.5%（148人）、40.3%（128人）、

8.2%（26人）和 5.0%（16人）。可见，对于医药专业

英语的学习，95.0%的学生存在动机减退现象。根

据课堂观测和访谈结果，学生医药专业英语学习动

机减退现象普遍存在。主要表现为课堂参与度低、

被动参与、学习积极性低、课堂学习效果差。注意

力、持续性和主动性三个外在行为表现的均值均＞

3，说明其学习动机减退外在表现显著。结合课堂

观测和问卷调查结果，学生医药专业英语学习动机

减退在注意力方面主要表现为课上很难对教师正

在讲授的内容保持关注［M（均值）＝3.10］、走神或

玩手机（M＝3.26）等，整体课堂参与状态较差。持

续性方面，52.4%的学生表示医药专业英语学习过

程中遇到困难时，就想放弃、中途放弃制定的医药

专业英语学习计划等。学生对自身医药专业英语

学习没什么想法，主要听从教师安排（M＝3.44）、上

课被动参与（学生被动言语行为12.97%比主动言语

行为 2.23%）、课前不预习（M＝3.50）、课下不复习

（M＝3.60）等反应出学生主动性严重不足。

2.2 学生医药专业英语学习动机减退诱因 课堂

观测、问卷调查和师生访谈结果显示教师、教材、课

程设置、学习兴趣和学习目的均为学生学习动机减

退的影响因素。综合三方面结果，本课题组总结了

本科生医药专业英语学习动机减退诱因及教学中

存在的问题。

2.2.1 师资综合素质欠缺 调查结果显示多数医

药专业英语教师多为医药专业课教师，他们虽有深

厚的学科知识，但由于缺乏正规的、系统的语言教

学培训，英语授课能力仍有所欠缺，口语表达能力

也有待提高，这一发现与诸多研究者的结论相

近［3⁃4］。教师偏向于以词汇讲解、翻译课文为主，其

授课模式较单一，且师生缺乏互动。如部分学生反

应医药专业英语教师发音不标准；76.3%的学生表

示“医药专业英语教师上课形式单一、师生互动少

等（M＝3.05）”；75.5%的学生表示“医药专业英语教

师照本宣科等（M＝3.04）”。此外，生物制药班的 2
位男生反应“教师调动不起来学生的积极性”、“教

师对选修课不太重视”等。个别教师也表示课本上

的内容确实比较枯燥无趣，很难使课堂形式丰富多

样，所以上课主要是讲解教材，分析课文中某些句

子的语法现象、零星的讲解一些单词和词缀，学生

的学习积极性并不高。

2.2.2 教材鱼目混杂，优质资源匮乏 本研究调查

结果显示，目前医药专业英语教材主要分为以下几

种：全国统一规划教材、外校引进的教材（中英文对

照）、学校自编教材（全英文）、学校自编打印教材

（全英文），这反应出目前医药专业英语教材质量参

差不齐。本研究中有 75.6%的学生表示“教材篇幅

长、专业术语生僻、复杂、难度大（M＝3.07）”、50%
以上的学生认为教材排版单调、欠缺插图、内容以

理论讲解为主，实用性较低。佟小辉的研究也表示

医药专业英语教材篇幅长、专业词汇多、难度大，再

加有些词汇涉及到未学专业知识，学生面对枯燥单

调的文章、满篇结构复杂、专业性强的词汇难以招

架，从而产生畏难心理，久而久之，就会失去学习动

力［5］。此外，学生还反映生词表所列词汇偏少、生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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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音标、打印教材很糟糕，根本不想看等。2013级

基础专业英语班的教师还反映教材存在一些错误，

但是一直没有得到逐步完善。

2.2.3 课程设置合理性相对不足 据问卷调查结

果，72.2%的学生认为该课程只开设一学期，且为考

查课（M＝3.23），所以对专业英语不够重视。83.4%
的学生认为该学期专业课安排较多或专业知识学

习任务繁重，自身精力有限（M＝3.48），根本无暇顾

及专业英语。将医药专业英语设置为选修考查课，

开设一个学期，仅占 36个学时，课时所占的比例非

常有限，这对于医药专业英语的学习远远不够。王

楠研究结果也表示许多高等中医院校医药专业英

语开设时间短、课时数有限、学分少、可选可不选的

现状使得学生认为学校对该课程不够重视，从而导

致自身对其重视程度也大打折扣，学习主动性和积

极性缺乏［6］。2016级的学生表示“更深入的专业课

程还没怎么学，学习专业英语也没太大必要，可以

到大三、大四再学”。该班的任课教师也认为医药

专业基础知识会影响学生医药专业英语的学习，课

堂上也确实出现过专业基础知识和医药专业英语

内容衔接不上的情况。但个别学生认为“学习医药

专业英语障碍并不大，对专业知识的要求不是很

高，可以当作科普性知识看待”“根本没有必要开设

该课程，自己借助网络、电子词典等现代工具完全

可以自学”等。

2.2.4 学习目的“功利化”，学习兴趣降低 调查结

果显示，内部诱因中学习目的对学生医药专业英语

学习动机减退影响最为显著。有66.6%的学生表示

“选修医药专业英语课程是为了拿学分”，多数学生

未打算在该领域进行深造、从事相关科研，或者根

本不明确将来要从事什么行业。访谈结果表明医

药专业英语为必修/限选考查课，大部分学生认为考

查课容易及格且采用等级制计分，只有个别奖学金

对考查课成绩等级有要求，不如把精力更多地投入

到必修考试课上。此外，学生还表示借助诸多现代

化翻译软件，没必要记这么多医药专业英语词汇，

除非要到国外交流；而且花费精力记忆大量专业词

汇意义不大，不经常用还是会忘记；医药专业英语

对自身将来发展影响不大；甚至有同学认为自身是

学中医的，完全没必要学习医学英语等。以上结果

说明将医药专业英语设置为必修/限选考查课，且其

在奖学金评定中分量过轻，导致学生的学习目的产

生偏差，多数学生以其容易拿学分/及格为由，精力

投入过少［7］；少数学习积极者又以限选课分量轻而

不愿花费过多时间和精力；还有一部分学生对未来

规划模糊，从而导致其随大流，认为医药专业英语

成绩合格即可。学习兴趣方面，问卷结果显示有

30.8%的学生不喜欢自己的专业，51.7%的学生对专

业英语没兴趣。究其主要原因是自身专业兴趣或

英语兴趣不高，面对满篇陌生的专业词汇和冗长的

或医药文献，自然更提不起兴趣，甚至丧失学习的

积极性，这一发现与李文娟等研究结果相同［8］。

3 医药专业英语学习动机激发的几点建议

3.1 提升教师综合能力和素质，实现教学切合学生

需求 作为教学活动的引导者，教师在激发学生医

药专业英语学习动机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此，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①教师需基于课程特点和学生需

求优化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精心制作教学课件［9］。

如教师可以结合专业特色使教学方法灵活多变，合

理利用多媒体开展多样的现代化教学，选择图、文、

音和视频等教学资源、设计真实场景模拟、角色扮演

等课堂活动引导学生主动参与课堂、学以致用［9］。

②学校及学院需从自身情况出发，敦促教师参加医

药专业英语教学培训；或定期举办小型的专题讲座，

促进任课教师交流，巩固自身医药专业英语知识和

教学能力［10］；各学院也需经常组织医药专业英语教

师互相观摩、交流，培养优质的教学团队。

3.2 深化教材建设，丰富辅助资源 教材是师生之

间进行交流的媒介，各学院应不断地与师生保持沟

通，据其改进意见对教材进行针对性的持续创新与

内容迭代，也可以与其他高校相关学科组织交流教

材编写，共同探讨，实现教材资料共享，满足本科生

医药专业英语学习的个性化需求［9，11］。同时，教师

不能只单一地对教材知识进行讲解，而是要做到不

局限于教材，基于学生自身需求和兴趣灵活地阐

释、拓展并补充相关内容，例如，可采用相关杂志刊

物、医药产品说明等作为扩充资料，进而提升授课

内容的全面性、先进性和时效性［9，12］。

3.3 科学调整课程设置，完善评估体制 学生对医

药专业英语的认知、重视程度和精力投入直接受课

程设置的影响，针对该课程多为选修考查课、分量

轻、学生重视程度差的现状，建议妥善平衡医药主

干课程和医药专业英语课程的关系，广纳师生意

见，根据课程开设宗旨、人才培养目标、学生及社会

需求合理设计教学内容、时间、课时以及考核方式，

明确课程性质和课程定位［9，11］，引起学生对该课程

的重视。例如①根据医学主干课程开设进度，分期

开设医药专业英语课程，如同步开设中医类专业课

程和中医类专业英语课程［9］。同时，根据专业课程

进度分学期开设医药专业英语听、说、读、写等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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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这样既实现了医药专业英语学习的连续性，又

保证了学生能力训练的全面性［9］。②将医药专业英

语设为必修考试课，实施多元化考核，如在知识考

核的基础上，增加实际应用考查，此外，还应提高其

在学生综合素质评定中的分量等［9］［11］。

3.4 寓学于用，明确学习目的；寓学于乐，培养学习

兴趣 因为刚接触医药专业英语，大部分学生并未

明了自身学习目标，往往认为该课程就是学习医药

英语词汇、读译课文、修学分，很容易丧失学习动力

和兴趣。因此，教师和学校需要立足于医药专业英

语对学生就业、研究等方面的影响实施教学，帮助

学生明确学习目的和内容，使其切身感受医药专业

英语的实际用途。例如，①教师可拓展医药产品说

明书读译、英文文献撰写翻译技巧等教学内容，从

而引导学生学以致用，激发其求知欲，使其意识到

该类课程教学旨在“原汁原味”地理解、吸收医药专

业知识及学术前沿思想，从而将自身培养成国际化

医药人才［9，13］，而不是仅仅为了拿学分。②学校也

可以尝试采用产⁃学⁃研合作教学模式，与中医药外

资企业及相关行业建立合作关系，实现联合培养，

在实践中升华学生对医药专业英语的认知［9，13］。③
教师还需要丰富授课方式，如开展术语翻译、抢答

比赛、医药专业英语人文知识拓展等课堂活动增加

授课内容的愉悦性，引导学生积极参与，提高学习

兴趣，激发学生内在学习动机［9］。教师和学校还可

以加强奖励评估机制，如凡积极参加课堂活动者得

到加分，提高该课程在奖学金评定中的分量，激发

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④学校相关部门和各学

院还应该立足医药专业英语人才的社会需求制定

合理的教学大纲，指明教学方向［15］。

3.5 充分利用现代化技术，与传统教学优势互补

近些年，新兴教学资源如在线学习、公开课和微信

等迅猛发展，且该类资源因自身“针对性强、内容少

而精、教学时间短、趣味性强和教学资源在线共享

等特点备受师生欢迎”［9，14］。因此，学校可建立专门

的医药专业英语学习网站和微信公众号。如在学

习网站上设立各类医药专业英语课程的简介、教学

大纲、精品教学课件和微视频、学习园地、学科前沿

与应用动态、师生互动、校外链接等栏目［9，16］。课程

简介和教学大纲有利于学生明确学习目标，精品教

学课件可帮助优化学习资料，弥补教师和教材的不

足，精品微课程和学科前沿与应用动态（尤其是中

医的海外发展等资料）可以让学生体验多样的课堂

教学，深入了解学科发展动态及实际应用，这不仅

可以增加学习乐趣，还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学科和文

化自信，进而激发其学习动机［9］。建立相应的微信

公众号，让学生随时、随地的进行零碎学习，实现由

繁化简、由难到易的学习，从而减轻学生负担［9］。此

外，搭建这些多样化的现代科技学习平台离不开医

药专业英语教师的共同努力和研发，这可以有效地

促进教师不断学习，提高自身综合素养。

4 结语

综上所述，尽管目前本科生医药专业英语学习

动机减退现象普遍存在，但本课题组坚信，通过各

方面的努力，医药专业英语教学效果一定会有所提

高，从而为现代社会培养出复合型医药人才，促进

中医药国际化进程。此外，本研究仅对一所中医院

校学习医药专业英语的本科生进行了调查，研究结

果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后继研究仍需进一步扩大规

模，以扩大研究结果的广泛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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