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外语(双月刊)
Modern Foreign Languages (Bimonthly)

2022 年5月
第45卷 第3期

May 2022
Vol.45 No.3

* 本文得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高校高精尖学科“外语教育学”建设项目(2020SYLZDXM011)和教育部新

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2021050084)的资助。

【【栏目前言栏目前言】】能动性是哲学、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多个学科领域的重要研究主题，也是近

年来国际应用语言学领域关注的热点和前沿话题，相关研究方兴未艾。研究者一致认为，外

语教师能够依据具体的社会语境发挥能动性创造职业发展机会，而外语学习者则能发挥能动

性发掘语言学习机会，即他们都是积极的能动性主体。本专栏的四篇实证研究论文从不同的

理论视角考察不同课程教学环境下教师及学习者的能动性表现及其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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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本研究从生态视角出发，采用个案研究法探讨我国高校两位EMI学科教师语言教学能

动性的表现形式和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 EMI学科教师语言教学能动性表现为探索与创

新、或适应与顺从，即积极探索相关语言教学策略，采取措施革新EMI教学方式，或适应已有

较成熟的教学模式，维持教学现状；2) 两位学科教师语言教学能动性都与过往英语学习经历、

EMI教学环境和未来职业目标密不可分。痛苦难忘的英语学习经历、自由的EMI教学环境和

进取的职业目标促进语言教学能动性发挥；平淡顺畅的英语学习经历、封闭的EMI教学环境

和保守的职业目标抑制语言教学能动性发挥。本研究表明高校应为EMI学科教师营造良好

的EMI教学氛围，促进学科教师与语言教师合作，提高教师语言教学能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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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I Subject Teachers’Language Teaching Agency:
An Ecological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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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sing the case study method,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manifestation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language teaching agency of two EMI subject teachers from an ecological perspective.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EMI subject teachers manifest their language teaching agency in
exploration and innovation, or adaptation and compliance, that is, actively exploring relevant
language teaching strategies and taking measures to reform EMI teaching methods, or adapting to
existing more mature teaching models and maintaining the teaching status quo; and (2) their
language teaching agency is inseparable from their English learning experiences, EMI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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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 and career goals. The painful and unforgettable English learning experience, the free
EMI teaching environment, and the enterprising career goals facilitate language teaching agency,
while the smooth and plain English learning experience, the closed teaching environment, and the
conservative career goal play an inhibitive role.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universities create a
favorable EMI teaching atmosphere for EMI subject teachers, promote the collaboration between
subject teachers and language teachers, and improve teachers language teaching agency.
Key words: subject teacher; agency; language teaching; ecological perspective; EMI

1. 引言

高等教育全球化和国际化促使英语媒介教学 (English⁃medium instruction,
EMI)在世界范围内迅猛发展。EMI是指在非英语国家或地区，使用英语教授学

科知识 (Dearden 2015)。2001年教育部推行“使用英语等外语进行教学”政策以

来，多数高校依据办学特色开设各类 EMI课程，以期服务国家“走出去”的发展战

略和增强我国高校国际竞争力 (束定芳 2017)。EMI 的有效实施主要取决于教

师，能同时承担学科教师和语言教师的角色 (Pavón Vázquez et al. 2015)。
我 国 EMI 教师为学科教师，大多数尚不具备用英语教授学科知识的能力

(Macaro 2017)，因而他们能否发挥语言教学能动性、在学科教学中关注语言并发

掘语言教学机会对 EMI的有效实施显得尤为重要 (Lo 2019)。
教师能动性一直是教师发展领域的研究热点，教师能否发挥能动性是教育

政策实施和教学改革成功的关键因素 (高雪松等 2018)。相关研究主要关注教师

如何发挥能动性并采取行动应对当前教学面临的诸多挑战，以及教师能动性的

影响因素。当前，EMI实施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 (Dafouz & Smit 2018)，其中学科

教师如何处理语言与学科知识的关系尤为凸显 (Dafouz 2021)，这将最终影响学

科教师的教学行为、学习者的学习成效和 EMI 政策的实施效果 (Kayi⁃Aydar
2015)。目前我国外语界鲜少关注 EMI 学科教师发展。同语言教师相比，我国

EMI学科教师多有留学背景 (李颖 2015)，语言学习经历更为丰富，但多缺乏语言

教学经验，教学环境和职业发展定位也异于语言教师，因而有必要探讨学科教师

如何发挥能动性处理 EMI涉及的语言教学问题，以及哪些因素影响其语言教学

能动性的发挥。

2. 教师能动性及相关研究

能动性 (agency) 是人类行为的重要特征，也是社会学科争论的焦点之一。

学者们从后结构主义、社会文化理论及身份⁃生命历程等不同理论视角对能动性

进行阐释 (Eteläpelto et al. 2013; Priestley et al. 2015; 高雪松等 2018)，并将能动性

研究大体归为三类：个体观、个体⁃社会观和时间观。个体观认为能动性是个体

的内在潜质，个体有意识地进行选择和行动，从而实现自我调节和个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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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ller & Harteis 2017)。个体⁃社会观当前更受学界青睐，即个体的能动行为受

社会文化中介调节 (Ahearn 2001)，与社会结构之间密切联系 (徐锦芬、龙在波

2020)。该视角从两者互动关系研究能动性，但忽略了能动性的动态发展特征。

时间观认为能动性随时间变化，并在参与社会实践活动的过程中涌现出来，个体

根据过往经历、当前情境和未来目标动态建构能动性。能动性的多维性和复杂

性表明任何一种观点都不能详尽解释其内涵。本文结合这三种观点，从生态视

角出发，探讨教师能动性的表现形式和影响因素。

“迭代”维度
过去·个体
•生活史
•职业史
•个人信念
•价值观
•职业技能
•专业知识

感知和评估
•文化因素
•结构因素
•物质因素

“实践⁃评估”维度
现在·社会

能动性表现
◆ 选 择
◆ 行 为

“目标”维度
未来·个体
•职业目标

短期目标
长期目标

•个人目标
短期目标
长期目标

图 1 教师能动性生态框架 (改自 priestley et al. 2015 和Biesta et al. 2015)

Priestley 等 (2015) 和 Biesta 等 (2015) 提出教师能动性实现的生态视角和模

型，具体由“迭代”(iterational)、“实践 ⁃评估”(practical ⁃ evaluative) 和“目标”

(projective) 三个维度构成。本文在此框架基础上，结合以上能动性研究的三种

观点，构建教师能动性的生态框架 (见图 1)。该框架以“过去⁃现在⁃未来”时间维

度为主线，以个体维度和社会结构维度为辅线。“迭代”指能动性受个体过去经历

的影响，包括生活史和职业史，同时还包含信念、价值观及职业技能和专业知识

等个体因素。“目标”指能动性受教师未来职业发展目标和个人目标的影响，包括

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实践⁃评估”指能动性受当前工作环境的影响，包括社会

文化宏观环境、学校组织结构等中观环境及具体教学物质条件等微观环境的影

响；这一维度上，时间和社会结构等因素重合，共同影响能动性的发挥。个体通

过感知和评估当前环境来发挥能动性，具体表现为个体选择和实践行为。因此，

教师能动性是指教师根据个体经历和职业技能，形成教学相关的信念和价值观，

并预设未来职业发展和个人发展目标，通过综合评估当前教学环境，做出相关教

学选择和教学行为。总之，生态视角强调教师能动性随时间变化，并与当前教学

环境互动而涌现出来。

徐锦芬 张姗姗 生态视角下 EMI学科教师语言教学能动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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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语教学研究领域，能动性相关研究多聚焦课程改革、职业发展和教学实

践中教师能动性的表现形式。高雪松等 (2018)和Yang & Clarke (2018) 分别从社

会文化视角和活动理论视角探讨课程改革背景下外语教师如何发挥能动性。前

者发现专门用途英语教师能根据课程改革要求做出与教学研究相关的选择并采

取行动，从而规划符合自身特点的职业发展前景。后者发现外语教师主要采取

被动顺从模式，但通过参与教学研究和反思，能动性反而增强，教学改革效果远

超预期。以上研究从教育管理者视角出发，为促进课程改革中教师能动性发挥

及职业身份转变提供参考。还有一些研究关注教师如何发挥能动性促进职业发

展和改善教学实践。陶丽、顾佩娅 (2016) 发现教师面临职业发展瓶颈时采取选

择和补偿两种能动行为，即选择职业发展目标并采取相应的行动策略，或通过认

知及行为调整弥补教学实践不足。徐锦芬、范玉梅 (2017) 则从微观层面探讨课

堂教学过程中教师能动行为，即通过改编教材任务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教师能动性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教师能动性受到教师过往经历和社会环境

的共同影响。Feryok (2012) 从活动理论视角探讨教学外的个人经历和行为如何

影响英语教师职业能动性发挥，而这些经历对教师职业发展的影响贯穿其一

生。Haneda & Sherman (2016) 从教师工匠 (job⁃crafting perspective) 视角研究教

师能动性，认为教学行为既受到教师过往经历和未来目标的影响，也受到教育机

构宏观政策和人际关系等微观教学情境的影响。Pappa et al. (2019) 探究了 EMI
教师能动性的抑制因素和促进因素，研究发现教师英语水平、课堂教学资源、时

间等为抑制因素；而教师自主性、开放性和社区支持为促进因素。Ruohotie⁃
Lyhty (2015) 发现新手教师教学能动性的关键因素是教师对环境的敏感性。该

研究认为教师主动从教学环境中获得给养，在和环境互动时发挥教学能动性。

张姗姗、龙在波 (2021) 基于活动理论发现高校英语经验教师的专业发展能动性

受到教师信念、人际关系和机构支持等因素的影响。

以上研究表明教师能动性研究多侧重于宏观教育政策和教学改革背景下的

教师能动性表现形式，而关注教师如何发挥能动性来改善教学实践和提高教学

效果的研究相对较少。这些研究多聚焦社会环境维度，较少关注时间维度或多

维度交叉的作用。随着 EMI 在全球范围内兴起，EMI 教师发展问题也亟待解

决。EMI是学校政策制定者基于高校全球化和国际化趋势做出的自上而下的策

略选择，较少关注教学和教师发展。EMI教师一般自我定义为学科教师而非语

言教师 (Aguilar 2017)，但 EMI 的实施离不开语言及语言教学问题的有效解决

(Tan 2011)。学科教师应正确处理语言发展和学科学习之间的关系，通过合理解

决语言教学问题来促进内容学习 (Lazarević 2019)，因此有必要探讨学科教师面

对 EMI政策和教学挑战时如何发挥语言教学能动性。鉴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

研究问题：1) EMI学科教师如何发挥语言教学能动性？2) 哪些因素影响 EMI学
科教师语言教学能动性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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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方法

3.1 研究参与者

本研究采用个案研究，遵循方便抽样原则选取两位学科教师。他们分别来

自中西部两所双一流高校，均有留学或国外访学经历，具体见表 1。

姓名

黎冰

许淳

性别

男

男

年龄

39

30

教龄

9年

2年

职称

副教授

讲师

学位

博士

博士

所教学科

工程类

理科类

高校类别

理工类

师范类

校外工作经历

2年

无

表 1 教师个人信息表

3.2 数据收集与分析

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两位教师的半结构性访谈和非参与性课堂观察。访谈

主要围绕教师能动性展开，引导两位教师回顾与语言教学相关的事件，并倾听教

师对这些事件的解释和说明。每位教师分别进行 3次深度访谈，每次访谈间隔 1
个月左右。第 1次访谈关注参与者的过往学习、工作经历、职业发展规划和 EMI
教学环境，约 60分钟；后两次访谈根据课堂观察讨论 EMI教学实践和语言教学

能动性，每次约 90分钟。此外，研究者还与两位教师有多次非正式交流，对访谈

数据进行补充和验证。

访谈用汉语进行，并录音和转写。所有转写数据先进行内容层面的整

理 (Braun & Clarke 2006)，以确定与研究主题相关的部分，将每位教师的访谈

按时间顺序形成个案数据。然后进行跨个案研究，横向和纵向对比两位教

师语言教学能动性的特征和影响因素，通过反复研读数据进行编码和主题

分析。

4. 结果与讨论

语言教学能动性的表现形式根据教师个案分别陈述，能动性的影响因素通

过跨个案研究对比后综合陈述。

4.1 语言教学能动性的表现形式

1) 黎老师：探索与创新

黎老师访学归国后必须承担一门 EMI课程教学。他表示接到任务后既高兴

又担心，为更好地承担该任务，黎老师自费报名参加了语言技能培训课程：

我觉得英语口语对这门课最重要，我对英语口语还是比较担心，怕不能胜任

英文授课，所以我利用暑假在校外培训机构报了一个口语培训班，毕竟第一次用

英语上专业课，我希望自己不要太差。

开课前，黎老师将 EMI教学效果直接归因于学科教师的英语口语能力，并积

极参加英语口语技能培训以期提高口语水平，胜任 EMI授课要求。

徐锦芬 张姗姗 生态视角下 EMI学科教师语言教学能动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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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学过程中，为更好地向学生呈现与专业相关的前沿知识，黎老师积极寻

求国外导师和同学的帮助，获取与专业相关的英文文献、新闻报道和英文短视频

等教学材料。他认为教材的英文内容有局限，而大量阅读英文原文能提高 EMI
学习效果：

我觉得教材上的内容有些过时而且偏重理论，所以我向国外导师和同学

找来一些前沿的英文材料，我们这个行业更新换代快。我希望最新的英文材

料和视频能帮助学生切实通过阅读英文了解行业最新知识。没人告诉我怎

么上这门课，也没有其他老师可以请教，我就只能自己摸索，但我觉得这种方

法有用。

黎老师发现当学生请教语言问题时，自己还存在很多英语知识盲区。因此，

他积极与大学英语教师交流，并开展一学期合作教学。黎老师逐渐认识到 EMI
课程也为学生提供英语学习的契机：

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专业教师，而语言教学是英语老师的事情，上这门课之前

英语水平应该过关……专业上我没问题，但解答英语，尤其是教材中的复杂句

子，我真讲不明白。外语学院开设了汽车英语，一位英语老师来教室听课，我从

她那儿学了很多，就主动提出和她一起合作教学。通过合作，我对 EMI 教学有了

新的认识……我不仅是专业教师，也应该承担一些语言教学任务……课堂上能

独立设计专业英语练习，还能对语言问题进行适当反馈。在学校我是首次尝试

合作教学的老师，学院也很支持这种跨学院之间的合作。

以上分析得出，黎老师在教学过程中经常主动探索 EMI 教学策略并付

诸实施。这些策略都与语言教学相关，例如，参加培训班提高口语水平、获

取英文最新资料、与英语教师合作教学等。这些选择和行为说明黎老师在

面对 EMI 教学的潜在或实际挑战时，从自身语言能力出发，提前做好语言准

备，并根据教学实际问题积极采取行动寻求教学创新，体现出语言教学能

动性。

2) 许老师：适应与顺从

作为海归教师，许老师也必须承担一门 EMI课程，但他对待此任务与黎老师

截然不同。许老师所授的 EMI 课为省级示范课，已有相对成熟的固定授课模

式。作为新手教师，他只需要旁听经验教师，适应并模仿这种授课模式就能顺利

通过新教师教学考核任务。

我们有个教授带着，作为助教，我听了一年的课。第二年就由我完全来接这

门课，按照他的上课模式就行，没有觉得需要提高自己的英语技能，学校也没有

提供培训渠道，只需要通过学校最终的教学考核就行。

许老师在英国完成博士后，他对自己的英语水平较为自信，也有丰富的教学

资源。但他的目标是顺利通过学校的新教师考核，因此他并没主动为提高教学

效果去寻找可补充的英语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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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去找其他额外的教学材料，学生能把教材上的英文全部看懂就很好

了。但是我会用到一些教具来讲解一些原理，这些讲解都用中文讲，不过用英文

板书和 PPT。
许老师对英语和英语教师在 EMI 中的作用也持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英语

学习仍是学生个人的事情，与学科教师无关，而且 EMI 教学也不需要和英语教

师合作。

我们是专业老师，没有必要和英语老师合作吧。我的英语还行……我觉得

英语老师不能起什么作用，这门课也不教语言，基本不会和学生交流英语学习情

况……英文教材对学生确实有一些难度，但学生都很优秀，他们课堂回答问题和

课后作业都是英语，他们知道英语的重要性，应该会努力。

以上分析得出，两位学科教师首次面对 EMI教学任务，都能根据自身英语水

平和当前环境做出抉择，继而采取行动。但他们的语言教学能动性表现形式不

同：黎老师表现为探索与创新，主动与英语教师合作以提高 EMI 授课效果和个

人英语语言技能。许老师表现为适应与顺从，以完成 EMI 课程团队的教学任

务和顺利通过学校考核为目标，尽快适应团队已有的教学模式，未主动采取语

言教学策略。

4.2 语言教学能动性的影响因素

两位教师不同的语言教学能动性与其个人过往经历、当前 EMI教学环境以

及未来职业目标密不可分。

1) 过往经历

两位教师的过往经历直接决定其 EMI 语言教学态度。黎老师在学生

时期英语一直是薄弱科目，正是通过个人努力学习英语，才改变了人生

轨迹：

我高中时英语就特别差，每次考试都在 60分左右……高三那一年，为了考上好

大学，我只能拼命学习英语，后来高考英语 120多分，进了一所 211……我连续两次

没过四级，就把高考的劲拿出来，最后过了四、六级和研究生考试。研究生以前我一

直很讨厌英语，觉得学英语真没什么用，但上研后才发现英语太重要了，否则连专业

文献都看不懂。读博以后我喜欢上英语，以前是迫于考试压力，之后是真心想学。

黎老师的英语学习经历直接影响其语言教学能动性。正是学生时代的英语

学习经历让黎老师感同身受，他希望通过这些经历来告诫学生英语学习的重要

性。过往的 EMI 负面学习经历也提醒他不要成为不负责任的 EMI 教师。正如

Sisson (2016) 研究所示，教师作为学生时的负面学习经历也会促使教师努力改变

目前的教学状态。黎老师除了过往学习经历，个人的工作经历也影响其语言教

学能动性的发挥：

我研究生毕业后在一家大型国企上班，当时有很多国际技术交流，需要专业

英语，那段时间我真的庆幸研究生阶段有好好学习英语，要不然我还真应付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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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这两年的企业工作经历让我觉得英语真的非常重要，我经常把这些经验讲

给学生，也经常把课本知识和企业实践，还有行业现状联系起来。

许老师的英语学习比较顺利，本硕博连读后直接进入国外高校博士后，然后

进入国内高校工作。由于没有校外工作经历，他从主观上没有将学科知识和语

言教学联系起来，很难意识到学生 EMI学习中的语言困难，也不会积极采取相关

语言教学措施：

我对英语没什么特殊感觉，也没遇到什么困难，觉得英语也不难学，挺顺利

的，基本上没有因为英语而影响过升学，虽然我英语不是最好，但每次大考成绩

都还行。我本硕博直接读完后就出国了……大学时的双语教学没啥印象，反正

我不觉得难……学生应该能自己学好，我们不太管语言问题。

两位教师正是基于这些过往经历而形成独特的个人英语学习信念和价值

观，并在当前教学现实和教学实践中选择性地激活并纳入这些英语学习信念和

价值观，因而产生不同的语言教学抉择和行为。

2) 当前 EMI教学环境

除过往学习和工作经历外，两位教师所在高校的 EMI教学环境也影响其语

言教学能动性的发挥。黎老师所在高校为工科院校，所开设的 EMI课程没有形

成固定的教学团队，教师有较大教学自主权。同时该校外语学院开设了相关专

门用途英语课程，大学英语教师与部分学科教师有过一些接触：

学校和学院都没有相关培训，完全是自己摸索……虽然上大学也上过这门课，但

当时对老师不满意，所以我就想自己一定要把这门课上好，尤其要重视英语和专业之

间的关系，不仅是学习一些专业英语词汇，这样太肤浅了……我上这门课自主权比较

大，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后来和一位英语老师合作教学，学院也特别支持。

许老师在师范院校，该 EMI课程为一项省级双语示范课程，已经有较为成熟

的教学团队。该校外语学院没有开设专门用途英语课程，学科教师和英语教师

并无交集。许老师作为团队重点培养的年轻教师，只需熟悉并尽快适应原有教

学模式即可，而该模式只讲解专业知识，基本不涉及语言教学：

我一进校就进入这个双语教学团队，我们团队负责人是教学名师，听课一年

后，按照他的授课模式就行，基本不需要自己发挥……只讲专业，没有语言教学，

我觉得这门课和英语没啥关系。

以上对比可以得出，两所高校 EMI的教学文化因素、结构因素和物质因素截

然不同。黎老师所在高校有合作文化、教师有较大教学自主权，且能为教师合作

提供物质支持，这些都有利于教师发挥语言教学能动性(Ruohotie⁃Lyhty 2015)。
另一所高校没有合作文化，教师教学自主权薄弱；虽然有教学团队物质支持，但

较为封闭的教学模式实则限制个体能动性的发挥。这些因素相互交错，两位教

师在各自教学实践中感知并评估这些因素，从而做出能动性选择和行为，体现了

个体能动性的复杂性和涌现性等生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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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未来职业目标

两位教师的未来职业目标定位也影响其教学能动性。黎老师有积极的职

业发展目标，他认为 EMI 教学能促进深度英语学习，从而了解行业最新状态：

我还挺高兴接这门课，因为可以继续保持英语学习，了解我们这个专业的

前沿知识……我经常把我的英语学习经历讲给学生听，他们是本科生，我不

希望他们走我当年走过的路，希望他们重视大学英语学习，这对这门课学习

也有帮助……我当年的双语教师不负责任，讲得不好……我不想成为他那样

的老师，所以我在教学中做了很多创新，希望学生真正学到专业前沿，也能提

高英语。

而许老师认为该授课任务是对自身英语水平的肯定，也是完成教学考核的

重要一环，职业目标相对保守：

我被选中参与这个双语教学团队很高兴，这说明我的英语是得到认可的。

还有我上这门课督导要不停地听课，只有达到要求才能满足学校教学考核……

按照我们教授的方法讲课肯定能过考核，这些有经验的老师上课时并没有涉及

语言教学策略。

可以看出，黎老师希望通过 EMI 教学提高自身英语水平和保持专业敏感

性，这是黎老师的职业发展长期目标；同时希望学生通过 EMI 课程认识到英语

学习的重要性，切实提高学习成就感和满足感，这是个人的职业发展短期目标。

许老师认为自身英语水平是入选 EMI教学团队的主要原因，因而没有进一步提

高英语能力的长期目标；而通过教学考核是其职业发展的短期目标。不同的未

来职业目标投射到当前教学实践中，进而促使两位教师采取不同的语言教学能

动行为。

教师能动性的生态视角认为个体总是通过“他们所处的环境行事”(act by
means of the environment) 而不是简单地“在”环境中行事 (act in the environment)
(Biesta & Tedder 2007)。简言之，能动性通过个人与生态环境的相互作用而实

现，而生态环境包括个体的信念与价值观，成长时间轴与当前社会结构

(Priestley et al. 2015)。本研究中，黎老师的语言教学能动性与其过往英语学习、

企业经历和未来职业发展目标有直接关系，教师合作传统和开放自主的 EMI教
学环境是其能动性发挥的可及资源和社会结构。同时，生态视角认为尽管当前

社会结构与环境能提供个体行动潜能，但这种行动并非一定发生 (徐锦芬、龙在

波 2020)，即个体需要对社会环境具有一定的敏感性，而这一敏感性又与个体成

长历程等个人因素交叉作用。黎老师的过往经历使促使其在英语教师来 EMI课
堂听课后，主动提出合作教学；黎老师充分利用了这一合作教学的环境给养，借

助大学英语教师丰富的语言教学资源提高 EMI授课效果。这说明教师能动性表

现为教师借助教学环境中介，进而自主选择并采取行动，具有涌现性特征

(Larsen⁃Freeman 2019)。而许老师虽有教学团队支持，但自身顺利的英语学习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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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和保守的职业发展目标导致其没有主观意愿去改变现有 EMI 教学环境。

因此，学科教师语言教学能动性既受制于又得益于 EMI 教学环境。这同

Ruohotie⁃Lyhty (2015) 的研究结果一致，即教师的环境敏感性是教师能动性发

挥的重要因素。生态视角强调即便个体具备特定能力，他们能否发挥能动性

还取决于这些能力和特定生态条件之间的相互作用 (White 2018)，体现了教师

能动性的时间维度、社会结构维度和个体维度共同作用的生态特性 (Priestley
et al. 2015)。

5. 结语

本研究对两位学科教师进行了个案和跨个案分析，研究发现 EMI学科教师

语言教学能动性表现为探索与创新、适应与顺从。个人过往英语学习史、职业

史、未来职业目标和 EMI 教学环境交叉作用，共同影响学科教师语言教学能动

性。英语学习的逆境、积极的职业目标和自由的 EMI教学环境促进语言教学能

动性；英语学习的顺境、封闭的 EMI教学环境和保守的职业目标抑制语言教学能

动性。

高校开设 EMI课程不能仅依靠学科教师自身英语水平过硬，更应该提供相

应的配套教学政策，例如给予学科教师一定的教学自主性。同时，高校可以营造

EMI课程中的语言教学氛围，例如，促进学科教师与语言教师合作(Lo 2019)，提
高学科教师对语言教学的敏感性，最终促进学科教师发展、教师身份转变和 EMI
的有效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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