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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双语教学背景下学期大作业对本科生
学习的提升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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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英双语学期大作业是双语课程传热与流体流动的数值计算的核心教学任务。此研究以

2013、2014 和 2015 三届学生作为研究对象，通过统计连续三年的教学数据，详细分析了英语课程大作业对

促进理工科学生学习效果的提升作用。研究表明，布置英语学期大作业后，学生的英语科技学术论文写作

和口语表达水平明显提高，课堂互动提问水平有了明显提升，课堂参与度不断提高，参与英语大作业的学生

比不参与的学生有更明显的进步。学生反馈及教学实践效果表明，设计优良的英语学期大作业促进了双语

教学水平的提升，对本科生的双语学习效果产生了明显的催化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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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在高等教育语境下，中英双语教学是指在部分

课程中采用优秀外国原版教材并使用英语授课的一

种教学方式。在教育国际化的大背景下，一大批高

等院校为促进自身发展，顺应时代潮流，已经开始大

规模地推广和建设高水平双语课程。双语教学通过

课堂授课、课后练习与讨论等方式为学生提供一个

使用中英双语探讨学术问题的平台，有助于提升学

生综合素质和国际竞争力，为学生未来就业、继续深

造等打下坚实的基础。然而，现实中，本科生，尤其

是理工专业学生的英语基础薄弱、科技文英语口语

表达与写作水平参差不齐的现状对理工专业教师用

双语讲授专业知识提出了重大挑战，教师迫切需要

使用合适的教学策略来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1］

布置学期大作业是本科教学中常用的教学方式

之一。对于理工学科来说，设计优良的大作业是培

养专业技能的重要手段，能够帮助本科生在科学理

论和实际应用之间建立互通的桥梁。［2］而且，大作业

能够促进学生进一步理解课程内涉及的诸多概念和

方法，特别是针对使用中英双语教学的课程来说，语

言的因素为课程推进增加了额外的难度。因此，用

英语完成大作业对于学生理解课程内容、活学活用

课程知识起到了更加关键的作用。
目前，国内学术界对理工专业教学中布置学期

大作业这一问题已经有了一定的研究，研究的内容

主要包 括 大 作 业 内 容 的 介 绍 或 者 教 学 实 践 的 探

索。［3－5］可惜的是，很少有文章针对中英双语大作业

的相关问题和教学实践过程中所产生的增益作用进

行研究。［1］

本文通过连续三年的教学实践，以华南地区某

重点高校理工院系本科生三年级学生为研究对象，

深入探讨了中英双语大作业对学生的课堂投入程

度、师生互动、科技英语表达能力、成绩产出等方面

的促进作用。

二、课程背景介绍

传热与流体流动的数值计算是针对高年级本科

生开设的专业选修课，选用帕坦卡编著的 Numerical
Heat Transfer And Fluid Flow［6］作为主教材。

课程设置的考虑首先在从传统意义来说，“传

热学”和“流体力学”是该学科高年级本科生的必修

课。随着高等教育国际化，学校对学生用英语进行

学术写作并发表论文的要求不断提升，熟练使用英

语进行学术研究已经成为新一代大学生的必备技能

之一。因此，课程设置强化了用英语搜集资料、课堂

讨论和课后完成作业的要求。其次在于团队协作能

力对于理工专业学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平时布置

的课后习题、期中期末考试都是由学生独自完成的，

而学期大作业的难度和复杂度较高，工作量较大，必

须在有限的时间内通过合理的分工协作才能够顺利

完成。高年级本科生非常有必要接受团队协作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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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问题的训练。

三、双语学期大作业的设计

学期大作业的布置时间为期中考试之后的两

周。通过半个学期的学习，学生已经初步掌握了完

成大作业的基本方法。课堂上，教师采用渐进式的

双语教学策略，逐步提升教学难度和英语讲授内容

的比例，让学生在课堂上能够从逐步听懂并适应英

语授课向自主使用英语讨论的方向转化。因此，学

期双语大作业首先要求学生用中文设计作业提纲，

经教师审核批改并给出修改意见后，学生再以此为

框架用英语完成作业。2013 级大作业题目为计算

流体力学的经典例题———用 SIMPLE 算法求解方腔

内粘性不可压流动，即假设在一个正方形的平面方

腔内充满不可压缩粘性流体，左、右、下边界固定，上

壁面以一定的速度运动，使用 SIMPLE 算法求解该

方腔内流体流速的定常解，并画出重要参数的二维

图。2015 级大作业题目与 2013 级类似，将边界条

件进行了改动，将运动的上壁面改为了固定上壁面，

但是增加了左侧和右侧的两个流体流入和流出的

小口。
最后英语大作业的内容如下: ( 1) 写出二维纳

维斯托克斯方程; ( 2) 将计算域平面离散化; ( 3) 选

择恰当的格式，离散控制方程; ( 4) 处理边界条件;

( 5) 确定收敛判据; ( 6) 使用计算机语言编写程序并

调试; ( 7) 显示计算结果并分析; ( 8) 撰写英文报告。
大作业要求以 2—3 人组成小组完成，提交的文档需

包括假设条件、推导过程、结果分析以及程序源代

码。编程语言推荐使用 Python2．7，因为该语言简单

易学。为了激励学生完成大作业，规定期中考试得

分 85 分以上，且大作业得分 90 分以上的人可以获

得期末免试资格。对于未获得免试资格的学生，大

作业将作为奖励分计入其平时成绩( 平时成绩占总

评的 20%) 。

四、大作业的效果

为了考察中英双语大作业所产生的作用，本文

以选修该课程的 2013 级( 50 人) 、2014 级( 50 人) 和

2015 级( 44 人) 共 144 名本科生作为研究对象，其

中，2013 级和 2015 级布置了大作业，2014 级作为对

比组，未布置大作业。
( 一) 大作业的参与情况

2013 级全班 50 名学生中，参与大作业的共有

30 人，分为 10 个小组，占选课总人数的 60%; 未做

大作业的有 20 人，占选课总人数的 40%。期中考试

85 分以上的 8 名学生全部提交了大作业，参与率为

100%; 期中考试 85 分以下的 42 名学生中，有 22 人

提交了大作业，参与率为 52．4%。显然，免试的可能

性刺激了学生参与大作业的积极性。
2015 级 44 名学生 中，参 与 大 作 业 的 共 有 36

人，分为 13 个小组，占选课总人数的 81．8%; 未做大

作业的有 8 人，占选课总人数的 18．2%。70 分以上

的学生 中，除 1 人 以 外，其 他 所 有 人 都 参 与 了 大

作业。
期中考试是对学生阶段性的检查，由于期中考

试成绩与能否免试直接挂钩，期中考试的得分对学

生是否选择做大作业有较大的影响。2013 级 20 名

未做大作业的学生中，有 7 人期中考试得分在 70 分

以下，占 70 分以下人数的 77．8%。期中考试得分 80
分以上的学生中，只有 2 人未做大作业，占 80 分以

上人数的 11．1%。2015 级学生在做大作业之前就

已听说了参与大作业的益处，因此大作业的参与率

非常高。总的来说，免试是参与大作业的一个刺激

因素。虽然用英语完成大作业提升了作业难度，但

由于教师在布置学期大作业前进行了层层铺垫，学

生对使用英语进行科学研究的需求较为迫切，大部

分学生都愿意尝试大作业。
由于大作业难度较大且完成时限较短，并非所

有参与大作业的小组都顺利完成了大作业。在作业

完成过程中，学生要有良好的问题分析能力、团队分

工和协作能力以及计算机编程能力才能按时完成大

作业。2013 级参与大作业的 10 个小组中，有 4 个

小组合计 12 名学生最终顺利完成了大作业，通过审

核，这些作业的英语表达基本符合要求。有 5 个小

组 15 名学生仅仅完成了前 5 个步骤，由于英语表达

和团队沟通问题未能最后完成大作业。2015 级参

与大作业的 13 个小组中，有 5 个小组 14 名学生顺

利完成了大作业。有 5 个小组 14 名学生仅仅完成

了前 5 个步骤，未能完成计算机程序的编写。另有

3 个小组 8 名学生虽然完成了大作业，但得到的结

果是错误的。总体而言，大作业完成率为 39． 1%。
这说明因为需要学生用英语讨论较为复杂的学术问

题，该大作业对本科生来说有一定难度，但是通过努

力，绝大多数学生能够克服困难。总体而言，学生对

大作业的反馈良好。
( 二) 促进师生互动

布置英语大作业之后，学生在出勤、课堂上提

问、回答以及课后思考的积极性上有了明显的提高。
课程过半之后，随着双语学期大作业的进行，课堂、
课后的提问从原先的每堂课寥寥无几逐步提升到每

堂课约 10 人次( 2013 级) 和约 5 人次( 2015 级) 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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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由于教师在课堂上针对大作业的布置与完成进

行了相应的铺垫，并且教师通过采用交互式双语教

学模式，用中英文交替讲解教学内容，尤其是对内容

较难的部分先用中文进行讲解，再用英文进行复述，

学生完全理解所学内容。这样的方式也在一定程度

上激发了学生学习的兴趣，也刺激了学生和老师的

多维互动。布置大作业之后，学生提问次数较之前

有了显著的提高。从提问的内容来看，布置大作业

之后的提问所涉及的问题更具体，更能抓住细节，而

且所提问题更具有连贯性和递进性。
( 三) 提升学习效果

2013 级参加期末考试的人数为 47 人，有 3 人

获得了免试资格。2015 级参加期末考试的人数为

41 人，也有 3 人获得了免试资格。从期末考试的成

绩来看，参与大作业的学生比未参与大作业的学生

有了明显的进步。2013 级学生中，参与大作业的学

生期中考试平均分为 80．2 分，期末考试为 92．2 分，

平均增幅为 15．0%，且 26 人成绩显著提高，仅有 1
名参与大作业的学生期末成绩退步。未参与大作业

的学生期中考试平均为 69．0 分，期末考试为 72．3
分，成绩平均增幅为 4．7%，有 14 人成绩进步，有 6
人成绩有较大的退步。2015 级学生中，参与大作业

的学生期中考试平均分为 74．6 分，期末考试平均分

为 81．4 分，平均增幅为 9．1%，有 27 人成绩有提高，

有 6 人成绩轻微下降。未参与大作业的学生期中考

试平均分为 55．8 分，期末考试平均分为 54．0 分，成

绩平均增幅为－3．2%，有 2 人成绩进步，有 6 人成绩

退步。由此可见，参与大作业的学生成绩平均增幅

比不参与大作业的学生高了大约十个百分点。
2013 级和 2015 级本科生均需完成大作业。作

为对比组，2014 级本科生没有布置大作业。从平均

分来看: 2013 级本科生期中考试平均分为 75．4 分，

期末考试平均分为 83．7 分，期末相比期中提高了

11．0%; 2015 级本科生期中考试平均分为 71．2 分，

期末考试平均分为 76．4 分，期末相比期中提高了 7．
3%; 2014 级期中考试平均分为 75．2 分，期末考试平

均分为 71．3 分，期末相比期中下降了 5．2%。在学

生基础差别不大、考试难度差别不大的情况下，布置

了大作业的 2013 级和 2015 级学生的表现在考试分

数上明显优于未布置大作业的 2014 级学生。

五、总结

在中英双语讲授的传热与流体流动的数值计算

课程中，教师通过设置有一定难度的双语学期大作

业，让学生在实践中运用课堂上习得的知识，锻炼利

用英语进行科学研究的技能，让学生在学到专业知

识的同时，提升了自主运用英语进行科学研究的水

平，锤炼了学术英语中最为重要的口语表达和书面

写作的技能。学生开始用中英双语完成大作业后，

课堂提问人数明显增多，课堂教学气氛更为活跃，学

习效果得到了有效提升。对比三个年级的期中考试

和期末考试成绩可以发现，从整体上来看，参与大作

业的学生的成绩有了明显的进步。本研究中的课堂

统计结果表明，参与大作业的学生成绩平均增幅比

不参与大作业的学生高了大约十个百分点。对比

2013 级、2014 级和 2015 级学生在本课程中的表现，

布置大作业的 2013 级和 2015 级学生期末考试平均

得分均高于期中考试平均得分，而未布置大作业的

2014 级学生期末考试平均得分反而低于期中考试

平均得分，表明设计精良并且实施严谨的中英双语

大作业对学生的学习效果有非常明显的促进作用。
从学生的反馈以及教学实践中收到的良好效果

来看，精心设计的中英双语学期大作业已经成为理

工类课程辅助教学的一种有机组成部分。渐进式和

交互式的双语教学模式为学生顺利完成大作业提供

了保证，不仅有助于提升教学质量，提升学生学术英

语水平，使学生的研究性学习能力得到充分的锻炼，

而且对提升本科生的全方位学习成效以及学生与国

际学术界接轨的能力有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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