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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1 月，教育部新文科建设工作组发布的《新文科建设宣言》指出：“文科教

育融合发展需要新文科。新科技和产业革命浪潮奔腾而至，社会问题日益综合化复杂

化，应对新变化、解决复杂问题亟需跨学科专业的知识整合，推动融合发展是新文科建

设的必然选择。进一步打破学科专业壁垒，推动文科专业之间深度融通、文科与理工农

医交叉融合，融入现代信息技术赋能文科教育，实现自我的革故鼎新，新文科建设势在

必行。”学科英语是外语学科和专业学科相互交叉、彼此融合的产物，符合国家“新文

科”建设的时代愿景。开辟外语学科建设的全新思路，是当前外语教学改革的重要突破

方向。

“中国科学院大学研究生教材系列”将切实满足特定专业学生群体的英语学习需求

作为教材编写的重要依据，充分考虑到具体学习者群体的学习目标和学习诉求，具有以

实际应用为导向的根本特质。该系列教材不仅关注教材编写前期的需求分析，同时重视

教材试用阶段使用者的实际反馈，因为我们认为，直面使用者反馈是确定教材价值的关

键一环，是重新审视学习者需求的宝贵机会，更是反复改进教材质量的可靠抓手。

“中国科学院大学研究生教材系列”融入现代信息技术，运用语料库的数据处理方

法，整理归纳学科英语的语言特点和语篇特征。语料库方法可以十分客观快捷地捕捉学

术语篇中的词汇、短语、搭配、语块、句子结构等语言层面的使用规律，正在成为学术

和学科英语研究领域新近涌现的热点之一。然而，语料库技术运用于教材编写的尝试却

寥寥无几，该系列教材无疑为语料库方法运用于教材编写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语料库

的运用不仅能够呈现自然学术语境中真实的语言使用，更为重要的是，能够引导学习者

建立适合自己微观研究方向的专业文献语料库，并将其作为未来学术生涯的开端以及追

随学术生命成长过程的见证。学科英语语料库一方面可以成为研究者文献阅读经历不断

累积的记录，另一方面也可能成为研究者写作不竭的灵感源泉和他们未来指导学生进行

总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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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写作的宝贵财富。基于学科英语语料库的教材建设在“授人以鱼”的同时也在“授

人以渔”，而学习者也会因此获得“授人以渔”的能力。

我们正处在一个教育变革的时代。新的时代呼唤符合国家发展需求的教育理念和新

颖实用的教学方法，同时也鼓励教师队伍努力探索新型的教材编写模式。“中国科学院

大学研究生教材系列”积极响应时代的要求，是国家“新文科”建设指导思想下的勇敢

尝试。

该系列教材的出版得到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材出版中心资助，在此表示感谢。

    高 原

2022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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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纪初，清华大学出版社曾出版过一本名为《英汉双语化学入门》的教材。该书曾入

选教育部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是当时国内少有的着眼理工科专业英语

的教科书。此书作者为已故中国科学院院士、南开大学化学系教授申泮文先生。他不仅以此

教材为本科生开课，通过原汁原味的英语介绍化学专业基础知识，还在书中向读者传授了

快速自学英语的方法。在当时的科学家群体中如此真诚关心学生英语学习之人实属罕见。

近年来，我国学者在国际科研舞台上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而能否用英语在国际

顶级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无疑是衡量我国科研人员水准的主要依据之一。这就对我国科

学专业领域的学习者和科研工作者的英文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拿化学专业来说，用

英语撰写毕业论文并尽可能发表在国际期刊上已成为国内各大高校化学专业对研究生的

基本要求。无论是为了应对眼前毕业需要还是为了谋求未来学术发展，英文专业论文写

作能力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本教程旨在帮助化学专业的同仁更有效率地提高英文论文写作水平，在国际发表过

程中少在语言问题上走弯路。

内容概览：

本教程共分为五章。第一章介绍如何自建专业语料库及其基本应用。第二章至

第五章分别聚焦论文的 Introduction、Methods、Results 和 Discussion 部分，其中每章

开头为 Corpus in Use 活动，引导学生利用自建专业语料库探索该章节所聚焦的论文部分

的主要语言特点及难点；每章中间为一系列设计连贯的教学活动 （Activity），用来操练各

部分的写作重点；每章结尾按照写作逻辑和语言功能列出了该论文部分的常用功能语句

（Functional Expressions and Sentences）。本教程还在附录部分为读者提供了常用化学词缀表

（Appendix II Common Affixes in Chemistry）、常用化学缩略语和首字母缩写词表（Appendix III 

Common Chemical Abbreviations and Acronyms）以及一篇选自 Nature Chemistry 的示例论文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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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IV Model Research Article）。全书活动练习配有答案（Appendix I Keys to Exercises）。

教程特色：

一、基于语料库编写。全书教学活动中所用的语言实例和常用功能语句均基于编者

建立的化学专业语料库，利用语料库软件 AntConc 检索结果，辅以人工识别筛选而来。

为了建立用于编写本书的语料库，编者收集了来自 JACS、Nature Chemistry、Inorganic 

Chemistry、ACS Catalysis、Analytical Chemistry 等国际期刊的论文共 280 篇，主要涉及

无机化学（50 篇）、有机化学（50 篇）、物理化学（50 篇）、分析化学（50 篇）、高分子

化学（50 篇）和其他专业方向（30 篇）。

二、授之以渔。本教程指导学习者自建化学专业语料库，并通过 Corpus in Use 活动

帮助其练习使用语料库软件进行检索，传授学生自主探索本学科论文语言特点的方法。

三、精讲多练。本教程针对学生论文写作时的痛点和难点，设计了大量的教学活动

（Activity），帮助学生高效、切实地提高论文写作能力。学生通常需要在活动中完成一个

层层递进的学习过程，即 “观察例文  理解逻辑  识别功能语句  练习功能语句用

法  在语境中运用功能语句” 。教学活动之间必要之处配有语言精练的讲解，既能帮

助学习者进一步理解所学，也不会对非英语专业人士造成过大的阅读负担。全书的讲解

部分均在灰色方框内，用斜体字呈现，例如：

The main purpose of the Introduction of a paper is to justify the research. ... so they can 

tell a better story based on the whole picture of the research. (See Page 9.)

教程适用对象：

化学及相关专业研究生；化学方向学科英语教师。

本教程既可帮助学习者短时间内掌握化学英语论文写作的核心，也可作为论文写作

的案头参考工具书，还向读者介绍了自建学科语料库的学习方法。希望这本教程能为读

者的科研论文写作与发表助一臂之力。并且，和申泮文先生一样，编者也祝愿化学专业

的朋友们都能学好英语。

杜 朋

2022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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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What Is a Corpus?

A corpus is a principled collection of texts, written and/or spoken, which is stored on 
a computer (Biber et al., 1999). This collection of texts can be used for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This analysis can be carried out rapidly by using a computer.

There are several online corpora available, such as BNC (British National Corpus), BAWE 
(British Academic Written English), and COCA (Corpus of Contemporary American English). 
Learners of English can use them to improve their English by observing authentic language 
examples, which is more reliable than a speaker’s intuition. For example, if you search for lack 
in BNC, you will get the following concordance.

Figure 1.1

By observing this concordance, we can see that of should not be used after the verb lack. For 
students who study chemistry, however, a chemistry-specific corpus needs to be built to enable 
these students to learn language features in chemical research articles. 

1.2  How to Build a Chemistry-specific Corpus

You can build this chemistry-specific corpus by collecting chemical research articles. To 
guarantee the size of this corpus, you are expected to collect at least 30 full articles from your 
target journals. It may be difficult for an individual to build such a large corpus, but this can 
be done by working together with your classmates. You and your classmates can build your 
chemistry-specific corpus and learn how to use it in the following step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