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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培养更多具有国际视野的动物医学专业人才，笔者分析了动物医学专业英语课程教学现

状，并对动物医学专业英语课程体系进行改革，增加了大学英语课程教学和动物医学学术英语课程教

学的结合阶段，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英语写作能力、学术创新能力和学术英语交流水平均得到了提

高，教学效果得到了明显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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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物携带的病毒给人类的生产生活带来巨大影
响，同时也严重制约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因此，在动
物医学领域的学术交流，特别是与其他国家的研究数
据共享，大大加快了全球对抗病毒的步伐。 因此，提
高我国动物医学领域的国际学术交流水平，培养更多
具有国际视野的动物医学专业人才成为当前动物医
学专业英语课程教学的当务之急。 笔者分析了动物
医学专业英语课程教学现状，并对动物医学专业英语
课程体系进行改革，以期提高我国动物医学专业英语
的整体水平。
１　 动物医学专业英语课程教学现状

目前，我国动物医学专业的本科学制分为四年制
或五年制，其英语课程教学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
（本科一年级和本科二年级）是通过为期两年的大学
英语课程培养学生的语言技能；第二阶段（本科三年
级）是通过为期一年的动物医学学术英语课程培养
学生的学术阅读能力［１］。 这种设置适用于高校所有
专业，既考虑到学生的入校英语水平，也考虑到学生
的日后学术实践活动，符合大部分普通高校本科阶段
英语教学的基本目标。 动物医学作为医学和动物学
的交叉学科，其学术英语的特点是专业性强、存在大
量的外来英语单词、学术文献种类多、表达严谨［２］。

然而，由于学生在第一阶段的学习中很难接触到动物
医学专业词汇，因此，当从第一阶段进入到第二阶段
时，往往表现得比较吃力，导致动物医学学术英语课
程的教学难度很大。
２　 动物医学专业英语课程体系的改革

改革后，将动物医学专业英语课程分为三个阶
段，将大学英语课程和动物医学学术英语课程整合为
一个体系（见图 １），两者相互融合，相互促进，达到“１
＋１＞２”的效果，从而实现学生学术交流能力和专业创
新能力的协同发展。

第一阶段（本科一年级）为大学英语课程教学阶
段，目的是培养学生基本的英语技能，夯实英语基础，
为下一步学习动物医学学术英语课程做好语言支撑。

第二阶段（本科二年级）为大学英语课程教学和
动物医学学术英语课程教学的结合阶段，相当于从大
学英语课程到动物医学学术英语课程的过渡阶段，其
目的是解决学生直接学习动物医学学术英语课程难
度较大的问题。 教师通过将动物医学文献作为语言
输入材料，分析其特点，讲授学术论文的写作方法以
及技巧［３］。 例如：动物医学学术英语在语法结构上
的特点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大量使用名词化结
构，二是大量使用长句和定语从句，三是名词作定语
或缩写词的现象比较频繁，四是广泛使用被动语态；
病例报告多以“时间＋症状（措施） ＋原因＋结论”的结
构表示；药品说明常常不以完整句式呈现，而是采用
“成分＋剂量”的方式；在词汇方面，动物医学学术英
语中有一类词汇被称为“两栖词汇”，是一些普通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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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动物医学专业英语课程体系

汇作为医学专业术语时具有与普通意义不同的医学

含义［４］，在动物医学文献中使用的频率较高（如“ｃｏｌ⁃
ｏｎｙ”在大学英语中被解释为“殖民”，但是医学含义
被解释为“菌落”；“ｈｏｓｔ”在大学英语中被解释为“主
人”，但是医学含义被解释为“动物主体”；“ ｉｎｈａｂｉｔ”
在大学英语中被解释为“居住”，但是医学含义被解
释为“寄生”）。 另外，在教学中采取了贴近实践需求

的模块制，按类别分为学术文献、药品说明书和病例

报告 ３ 个部分，有针对性地进行教学，考虑到学生还

处于专业基础课的学习阶段，教师在动物医学学术英
语教学材料的选择上，需结合实际需要，选择难度适

中的学术英语教材。
第三阶段为动物医学学术英语课程的教学阶段，

主要以实践为主，以培养学生的学术交流（口语交流

和书面交流）能力为目标。 由于动物医学学术英语

的特殊性，在学术文献中有很多医学专业术语，因此
这个阶段的教学重点是动物医学领域特有的专业术

语，其特点为“一词一义” ［４］，且有些属于拉丁语外来

词。 例如，ｄｅｒｍａｔｏｐｈｙｔｏｓｉｓ 被解释为皮肤藓菌病，ｄｅｒ⁃
ｍａｔｏ 为皮肤学科 ｄｅｒｍａｔｏｌｏｇｙ 的缩写，ｐｈｙｔｏｓｉｓ 是拉丁

语，表示细菌；ｍｉｃｒｏｓｐｏｒｏｓｉｓ 被解释为小孢子菌病，ｍｉ⁃
ｃｒｏ 作为前缀表示微小的，ｓｐｏｒｏｓｉｓ 是拉丁语，指孢子
菌。 另外，在教学中，教师要经常为学生创造虚拟学

术交流情境，提供“学以致用”的机会［５］，达到学术英

语能力内化和个性化。
３　 动物医学专业英语课程体系的改革效果

改革后的动物医学专业英语课程体系注重语法

教学和学术写作教学，在教学内容选择上，通过提高
药品说明书、动物病例报告等说明文的比例，减少

叙事类等人文社会生活类文章的比例，来提高学生

的学术英语水平。 在授课过程中，特别强调了复合

句、从句的结构解析以及时态的使用［４］ ，保证文章

表意的唯一性和严谨性，使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不

断提高。
改革前，为了确保写作质量，学生更愿意选择简

单句或简单的复合句［６］，但是改革后，学生在写作中
经常使用复杂句型，固定搭配更加准确。 学生对于学
术写作的时态、语态基本没有错误，表意严谨。 通过
反复的练习以及仿写，学生的写作能力不断提高。

设置大学英语课程教学与动物医学学术英语课
程教学结合阶段，增加了学术英语的课时，既丰富了
教学内容，又充实了教学语料，使大学英语课程教学和
动物医学学术英语课程教学无缝衔接。 尤其对于一些
英语基础比较差的学生，认为该阶段的学习方向性更
强，学习效率得到明显提高；而对于一些英语基础比较
好的学生，认为结合阶段可以巩固语法知识，熟练学术
英语的句式，建立学术思维，培养学术创新能力。
４　 结语

当前及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动物医学专业人才的
国际化培养将是动物医学专业教学中的当务之急。
动物医学专业英语课程体系改革提高了学生的阅读
理解能力、英语写作能力、学术创新能力和学术英语
交流水平，提升了教学效果，更有利于培养更多具有
国际视野的动物医学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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