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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与通用英语(General Enghsh，GE)相比，专门用途英语(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ESP)有其特殊性 ，因 

此 ESP教学与GE教学有共同点，也有其特殊之处。互联网的普及为人们提供了丰富信息资源，也为 ESP教学模式提供 

了新的思路。在分析 ESP特性的基础上，本研究探讨将在线协作探究学习 (Web-based Collaborative Inquiry Learning， 

WCIL)引进 ESP教学的理论与实践可行性。研究以社会建构主义理论为理论基础，探讨将作为典型 WCIL模式之一的网 

络主题探究 (WebQuest)引入 ESP教学的理论可行性 ；以医学英语教学为案例，探讨将网络主题探究引人 ESP教学的实 

践 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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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上世纪 60年代起 ，GE已经无法满足社会发展的 

需求，在此背景下 ESP应运而生。随着市场需求的推 

动以及学术界和商业界对学习者需求的 日益重视 ， 

ESP在全球范围内得到迅速发展。【1j伴随这一趋势，如 

何实现 ESP有效教学也成为日益关注的课题。ESP与 

GE之间有共同之处。也有其特殊之处，不能直接照搬 

GE的教学模式。在ESP有效教学模式这一问题上，有 

人认为以往 ESP教学忽视教学法的应用，嘲有人则建 

议根据课程的设计、目标和成果选择不同教学方法。[31 

协作探究学习是一种在教师指导下，学生以团队 

形式参与决策和解决问题．并具有较强参与动机和自 

我调控能力的学习模式。 协作探究学习既具有探究 

学习的四大构成步骤要素，即生成假设、收集数据、解 

释证据和形成结论，f5]也具有协作学习的成分。即学习 

任务的完成以小组成员的协作性探究来实现。随着互 

联网的普及 ，教师可设计各种基于网络的协作学习任 

务，学生也可获取与某一主题相关。以文字、图形 、音 

频、视频等媒介携载的大量信息．因此产生了在线协 

作 探 究 学 习 (Web—based Collaborative Inquiry 

Learning，WCIL)。悯 本研究 旨在探讨将最典 型的 

WCIL模式：之一——网络主题探究(WebQuest)引进 

ESP教学的理论与实践可行性。 

二、ESP的特性 

ESP课程是为了实现学习者在某一学术领域或 

职业上的成功而设置的课程。[YlESP将英语这门全球 

性语言融人到学习者的专业区域，为其提供有趣且可 

理解的英语学习情境，为其在未来工作场所用英语交 

际、展示自己的职业技能或实施与工作有关的职能作 

准备。[81因此 ESP课程的设置必须考虑以下问题：为 

哪些学习者而设?他们有怎样的语言背景?他们在实 

践工作中需：要何种语言技能?他们对开设的ESP有何 

期待?这些问题决定了ESP课程的设置必须建立在需 

求分析的基础上，[91这是 ESP课程与通用英语课程的 

主要区别所在。 

虽然对 ESP的概念及其涵盖的范围至今仍存在 

争议，但在ESP应具备何种特征这一问题上学者们基 

本上达成了：共识。尤其以CarverI 01的 ESP三个共性和 

Strevens|“】的ESP绝对特性与可变特性被众多学者所 

认可 。Carver认 为 ESP课程具有以下三个共同特点。 



 

(1)强调学习材料的真实性。这种真实的学习材 

料来源于特定学科、职业，适合学习者以自我引导或 

探究性任务来学习。 

(2)强调以目的为导向。ESP教学是为学习者未 

来的职业服务 ，具有明确的目的和 目标 ，因此为了迎 

合未来工作情境的需求 ，ESP教学应为学生设计模拟 

交际任务。 

(3)强调学习者 自我引导。ESP教学的目的是使 

学习者向使用者转变，ESP学习者在何时学习、学习 

什么和以何种方式学习等问题上有 自主选择的空间。 

为 了解决 ESP定义存在的争议 ，Strevens提 出 

ESP应具备四个绝对特性和两个可变特性。其中绝对 

特性包含 ：ESP教学设计 旨在满足学习者 的特定需 

求 ；ESP教学内容必须与特定学科、职业相关 ；ESP的 

语言需在语意、句法、语篇以及篇章分析等方面与这 

些学科、职业相适应；ESP课程在设计上与 GE课程形 

成对照。可变特性则包含 ESP教学可能只限定在促进 

学习者语言技能上(听说读写)；ESP教学可以不局限 

于预设 的教学方法。 

从 以上 ESP特性可总结 出，ESP课程强调对学习 

者需求进行分析：注重英语与某一学科、职业的衔接， 

重学科知识、学科技能 ，语言技能居其次；教学内容的 

选取不局限于课本，具有较强的灵活性，强调真实材 

料的应用．尤其注重选材 自特定的学科、职业；注重学 

习者的实践，强调学习者的 自主性 ；教学方法具有更 

大的灵活性。基于 ESP的以上特性 ，ESP教学被视为 

英语语言教学(ELT)领域的一种独立活动 ，【 2】已形成 

独具特色的教学方法，吸取了除应用语言学之外的其 

他各学科(ESP所服务的特定学科)的理念和方法，这 

也是 ESP与 GE主要区别所在。 

当前 ESP教学存在争议的：另一焦点是教学内容 

的真实性问题。[131Bojo6ic[ 4l认为 ESP教学材料必须具 

有真实性、时效性和专业性。Anthony[ 5]反对根据 ESP 

课本 内容进行授课 的做法 ，认为老师不应成为课本的 

奴隶。Lorenzo[ 则强调 ESP教学内容应首要选择来自 

具体情境的语言学习材料，而不是关注语法或语言结 

构。随着新世纪的到来，ESP教学材料的发展也呈现 

出新的特点，其中之一就是 ESP教学渐渐脱离课本， 

转而以一种更折中的方法来选取 ESP教学内容。【 ．7]在 

此背景下。为 ESP教学引入网络资源的想法越来越受 

到学者的重视。 

三、基于 WebQuest的 ESP教学 

(一 )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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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ina&Hamel[181认为 ，理想的社会建构主义学 

习环境以学习者为中心，能够提升学习的真实性、互 

动性和支架效应，为学习者提供可理解的输入和输 

出，并允许学习者与学习媒介(如互联网)进行修正性 

互动。因此理想的社会建构主义学习环境应具备以下 

特征 ：[191以学习者为中心．学习者有实施解释的自由； 

借助基于情境和经验的活动来增进学习的真实性，实 

现学习者新旧知识的联系；为学习者提供反思、监控、 

协商及分享多重表征的机会 ；有助于“支架效应”的产 

生，使学习者更关注形式和意义 ，更有效地实施意义 

的协作构建：提倡基于项目的学习，为情境化学习和 

协作学习的发生提供必备的条件。从理想社会建构主 

义学习环境的这些特性来看，WCIL可成为 ESP学习 

的理想环境。 

WebQuest是一种具有“支架效应”的学习结构， 

其以在线资源和真实任务激发学习者对开放式问题 

进行探究的兴趣 ，借此促进学习者参与团队学习的积 

极性并实现个人技能发展． 是一种典型的 WCIL模 

式。[2l咱 其诞生，WebQuest就是一种将在线资源和“以 

学习者为中心”并基于活动的学习相结合 ，实现技术 

与教育理念融合的有效教学手段。㈤随着互联网的发 

展，学习者获取与某一主题相关的信息在数量和种类 

上大大增加。互联网上的信息资源与课本上的不一 

样 ，往往是贴近生活 ，具有真实性 ，而且是未经解释和 

筛选的资源。在此背景下，将 WebQuest引入 ESP教 

学，学习者就可以借助各种复杂主题来构建意义，尤 

其是一种鼓励学习者在真实世界中相互协作并检验 

各 自想法的手段。 

WebQuest创始人 Dodge认为．[241设计由具体主题 

引导的WebQuest活动。能够使学生有效利用时间，将 

更多的精力集中在信息的利用上，而不是寻找信息， 

因此可促进学生的分析、综合、评价等高阶思维能力 

的发展。通过利用互联网寻求所需信息，并对信息进 

行加工、管理，可以实现学生的控制学习。[251这种做法 

还可将学生的兴趣融人其专业、学科的内容区域里， 

使学生的学习变得更积极。[2oq在 WebQuest实施过程 

中，老师既指导学生实施以学生为中心的在线学习． 

又不过多干涉学生的探索学习过程．让他们充分利用 

课外时间加工、利用学习材料，[z71实现有效自主学习。 

WebQuest学习过程中因学生互动而产生的交际 

情景，因学生反思自己的表现和进行意义协商而出现 

的合作态度，以及学生以协作的形式应用计算机和互 

联网等现象，都说明借助 WebQuest来实现学生的交 

际语言发展符合社会建构主义理论。[2S]WebQuest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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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合项目设计或合作学习等具有团队性质的学习活 

动，【 即学习者需要相互协助才能更有效地完成信息 

搜寻 。并陈述 、展示这些探究成果。当小组各成员拿着 

自己在互联网上获取的信息进行讨论互动时，他们不 

但要制作一个汇集词汇和句法结构的最终报告或总 

结性演示，还要以交互而且是近似真实的方式进行协 

商，以解决针对某个问题应提供什么信息或给出什么 

解决方案等问题。在这一讨论互动过程中，他们有机 

会 接触 到组 内不 同成员 的不 同见 解 、主张 。 因此 

WebQuest可以实现支架效应的产生，这既有学习者 

之间语言水平差距的原因，也有学习者在任务的每一 

步骤都存在信息沟的原因，而支架效应的出现将促使 

学习者进行更高水平的认知加工。1301 

南以上分析可知 ，WebQuest是一种有效的教学 

工具，它为学生提供了真实情境下的大量互动机会， 

使学生的学习活动更有意义、更有体验性和激励性。 

Sox&Rubinstein—AvilaI 将 WebQuest视为基于网络 

的跨学科的协作学习活动，是将技术、专业知识和可 

理解性输入融人二语学习的有效工具。将 WebQuest 

引入ESP教学．既可以为学生学习和使用 ESP提供 

真实语料，1321也可实现传统的语言型外语教学向内容 

型教学或内容与语言融合型教学转化。【33 将 WebQuest 

引入 ESP教学可带来以下具体益处：强调信息资源的 

作用，尤其是从网络获取的各种真实信息，使 ESP学 

习者获得接触大量真实材料的机会，尤其是与某一具 

体学科、职业相关的材料 ：为学生提供基于真实情境 

的互动机会 ，学生既获得以实践形式学习 ESP的机 

会，也培养了协作学习能力．实现社会建构主义学习； 

促进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强调学生的自主学习意 

识；强调目标语的作用．要求学习者以目标语为工具 

在线获取信息，并以目标语为工具展示在线探究成 

果：提高学习者学习自己学科、职业的兴趣。 

(二 )教学原理 

DodgeI341认为在 WebQuest的三个节点需要采用 

“支架”．WebQuest活动的设计也以Dodge提出的三 

阶段“支架”原理为指导。首先，学生在线获取所需信 

息时，需要使用“接受支架”(Reception Scaffold)，即设 

计 WebQuest之前，教师必须分析学生已有知识技能 

和即将实施的新任务之间的距离。为了有效应用 

WebQuest于 ESP教学 目的．教师需考虑学生的专业 

背景与实际需求。选择与其专业相关的主题。为学生 

提供的参考网站必须具备三种条件．即与学生的专业 

相关，有利于完成任务，可供学生阅读的外语网站。其 

次 ，当 学 生 获 取信 息 后 ．需 要 “转 换 支 架 ” 

(Transformation Scaffold)反思并发现所获信息的价 

值：WebQuest活动要求学生检索信息，并对其进行讨 

论、提炼 、加工、应用；每一次 WebQuest要解决的问题 

都不是从网络获得现成答案，都需要有创造性的思维 

活动；每一次 WebQuest成果的完成都需要学生综合 

应用已有的语言、计算机、网络等方面的知识与技能。 

最后，学生创作某项作品来展示 自己的探究成果时． 

需要 “产品支架”(Production Scaffold)。教师设计的 

WebQuest任务包里对学生作品有具体要求与提示 ， 

指导学生完成作品。三阶段“支架”说明WebQuest是 

以教师引导下的学生搜寻、解释、分享、创作、解决问 

题并共同创造有意义的产物的过程 135] 

(三)教学实践—— 以医学英语教学为例 

1．教 学过程 

该教学案例以某医学院中医专业大三学生为受 

试，共 75人 ，以自由组合分成 l2组，每组 6至 7人。 

受试 已经过两年大学英语学习．正处在医学英语 

(English for Medical Purpose)学习阶段。该课程教学 

内容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旨在培养学生的EMP 

阅读技能，每个学习单元包含精读和自愿阅读两部 

分，内容涉及医学科普知识和医学专业知识，涵盖当 

前医学热点问题和国外最新医学观点 、动态：第二部 

分是医学英语术语学习．内容涉及医学英语术语的词 

源、特点、构词法和基本构成成分等医学英语词汇学 

知识 。整个课 程 授课 时问 为一学期 ．期 间 教 师 以 

WebQuest作为课堂教学的辅助 ，为学生布置三次 

WebQuest任务，并将学生的WebQuest表现计为期末 

总评成绩的 30％。每次任务完成期限均为两周，以 

PowerPoint展示探究成果。三次 WebQuest主题分别 

为 ：Chinese Medical Education VS．American Medical 

Education；A Community Poster： Using Antibiotics 

Properly； Chinese Traditional Medicine： Yesterday， 

Today，and Fomorrow。 

2．教学效果 

要探讨有关教学策略、教学方法、教学模型等的 

应用效果，首要关注的是它们对学习者的学习和成就 

所产生的影响。[361本研究对学生的 WebQuest作品实 

施评价，并以试验后问卷了解学生对基于 WebQuest 

的 ESP学习的态度 。 

(1)WebQuest作品评价 

本研究根据 DodgeI371设计的WebQuest作品评价 

标准，从内容是否紧扣主题、获取信息的网站广度、整 

体制作效果、内容结构编排以及语法与词汇等五个维 

度评价学生的WebQuest作品，了解学生获取、分析、 



评价、合成及展示在线 EMP信息的技能及其协作学 

习效果。三名评价人以 “学生 WebQuest作品评价标 

准”对学生 3次 WebQuest产生的 36件作品进行评 

价 ，每个维度满分 4分。评价采用如下程序 ：熟悉 

WebQuest作品评价标准 阅读 WebQuest任务书一 

评价作品 提供反馈。 

图 1 学生WebQuest作品得分 

由图 1学生 WebQuest作品得分可知 ，三次 

WebQuest作品在“内容是否紧扣主题”项的平均分由 

高走低。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学生过度关注信 

息的来源和 PPT的整体视觉效果，对所获信息与任务 

主题的相关性有所忽略。说 明在 ESP教学 中应用 

WebQuest时，教师指导学生获取信息源并提供相关 

参考网站仍然有必要，这一点在试验后问卷调查中也 

得到证实。 

三次 WebQuest在“获取信息的网站广度”项的得 

分均在 3．5以上，并呈上升趋势 ，说明学生从较多网 

站上获取信息，这对学生在线获取信息的技能有所促 

进，这一技能的提高对强调学习内容真实性和实践性 

的ESP课程的学习有重要意义。Abbit&Ophust3Sl~认 

为，WebQuest活动本身就是一种高级的组织机制 ，既 

有助于学习者完成阅读任务 ，也有助于其从链接资源 

中辨别关键信息，准确定位高质量的信息资源。 

“整体制作效果”涉及 PPT模板和所用图片与主 

题的相关程度、内容与背景的对比度、字体大小等。作 

品整体制作效果凝聚着小组成员的努力，是学习者协 

作效果的一种体现。图 1显示该项得分不断攀升，说 

明WebQuest有助于提升学习者的协作技能，具有脚 

手架效应，同时学生应用技术的技能也获得提高，尤 

其在应用搜索引擎和制作 PowerPoint上。 

“内容结构”一项得分的递增，说明学生设计 、编 

辑 PI 时越来越注重内容的组织性、条理性 ，使获取 

的信息能够以合理的结构展示。内容结构能集中体现 

WebQuest作品的展示效果，其组织性和条理性既能 

够展示在线探究成果，也能体现出小组成员协作的效 

果。 

作品的语法与词汇在所有五项指标中得分最低 ， 

也没有逐步提高的迹象。虽然 WebQuest成果展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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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出现令人满意的语言质量，但 ESP教学强调由传 

统的语言型外语教学向内容型教学或向内容与语言 

融合型教学转化，[391同时 ESP是一门重学科知识 、技 

能 ．语言技能居其次的课程，因此这一项得分不理想 

并不能对 WebQuest引入 ESP形成重大障碍。Tsa 的 
一 项 EFL教学研究结果显示 ．参与 WebQuest活动的 

学生在词汇习得和阅读两项技能上获得了提高。虽然 

本研究并没有针对学生的词汇习得和阅读技能进行 

评估 。但由于学生有机会在线大量接触 目标语 ，因此 

认为学生在 WebQuest活动中可习得 EMP术语，并可 

提高阅读 EMP文献的技能。 

(2)试验后问卷调查 

将 WebQuest引入 EMP教学，目的在于促使学生 

应用网络获取所需信息 ，进行讨论互动，评价所获信 

息的价值，制作成果展示，生成显性和隐性的学习成 

果，最终实现EMP知识技能的发展。试验后问卷调查 

表根据“环境、互动与成效”理论框架 设置了在线学 

习体验、协作学习体验、感知的发展、学习动机等四个 

类别。问卷项结合 WebQuest相关研究 f42Jf43】以及 

WebQuest在 EMP课程的应用特点制作而成。完成三 

次 WebQuest任务后 ，向受试发放了75份问卷，回收 

67份，回收率 91％，对收集的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和 

相关分析。 

①描述性分析 

附件二描述性统计 分析结果显示 ，学生对 

WebQuest活动过程中的在线学习体验(M=3．42，S．D． 

=
．8705)、协作学习体验(M=3．5821，S．D．=．9104)、感知 

的发展 (M=3．5224，S．D．=．8130)和学习动机 (M： 

3．5141，S．D．=．8164)均表示满意。 

a．在线学习体验 

学生认为 WebQuest使他们在互联网上获取大量 

有助于 EMP学习有帮助的信息 (M=3．6567．S．D．=． 

7697)，而且信息的获取很方便 (M=3．5970，S．D．=． 

9055)。每一个WebQuest任务包里老师都向学生交代 

了具体的任务 目标和要求 ，因此学生在线获取信息更 

有方向性 ，避免了盲 目的信息搜索(M=3．8358，S．D．=． 

7706)。学生可以集中精力搜索、收集、分析并应用与 

某个 EMP主题相关的信息，有助于学生深入探索某 

个 EMP领域，掌握该领域的相关知识(M=3．4776，S． 

D．=．8591)。但学生反馈，利用互联网获取与EMP相关 

的信息 ，学习负荷较大(M=2．8657，S．D．=1．0283)，也 

离不开教师的指导(M=3．6418，S．D．=．8294)，此外学 

校现有的硬件设施未能有效支持他们的在线信息搜 

索(M=2．8358，S．D．=．9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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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协作学习体验 

学生反馈 WebQuest有助于协作学习意识 (M= 

3．5672，S．D．=1．0762)和团队意识 (M=3．6866．S．D．= 

1．0182)的培养，仅凭个人能力难以完成任务 (M= 

3．6866，S．D．=1．1175)。从学生作品中的小组成员分 

工报告可知，小组内的角色分工一般有收集信息、解 

读信息、设计内容编排 、制作幻灯 ，以及对措辞、拼写 

和语法进行校对等分工。信息收集过程中，他们往往 

会获取与某一主题相关，却又多于实际需求的信息 

(M=3．7761，S．D．=．8496)，因此他们还要通过共同讨 

论来决定信息的取舍。在讨论过程中，他们互换信息， 

表达各自的观点与态度，因此可接触其他成员的不同 

主张和见解(M=3．8507，S．D．=．8212)，并在共同解决 

问题的实践中锻炼 自己的交际能力 (M=3．3582．S．D． 

=
．9645)。WebQuest这种既有分工合作，又有共同讨论 

的学习模式有助于知识的联合建构 ，实现协作学习 

EMP。Leahy&Twomey 也认 为 ，虽然并非 所有 

WebQuest都是 小组活动 ，但 以小 组策略实施 的 

WebQuest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协作技能，也可兼顾学 

习者的各种学习需求。 

e．感知的发展 

在参与WebQuest活动过程中，学生除了浏览任 

务书中提供的网站外，还浏览其他与任务主题相关的 

网站，因此有机会接触大量与 EMP相关且来 自真实 

情境的知识 ，这对他们学习EMP有促进作用 (M= 

3．4776．S．D．=．9902)。WebQuest能提高学生利用网络 

检索所需信息的计算机网络应用技能 (M=3．8806，S． 

D．=．7492)．提高获取信息的能力 (M=3．8657．S．D．=． 

7492)。利用网络获取信息是新世纪大学生必备的技 

能之一，而网络携载的大量信息却往往让大学生无从 

下手。WebQuest作为有主题引导和任务要求的在线 

资源探究任务，为学生在线信息检索提供了方向性指 

导．学生在活动中也获得机会应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评 

判所获信息的价值。 

依据建构主义学说，互动包含个人认知互动和交 

际互动。前者强调学习者根据自己已有知识经验积极、 

主动构建知识，I451后者强调知识的构建要基于交际情 

景及学习者之间的互动。I46／WebQuest活动既包含学习 

者个人角色分工的要素，也包含小组成员共同讨论的 

要素，因而促进学生交际技能和协作能力提高的同时， 

也可促进学生个人认知和学习自主性(M=3．6567．S．D． 

=
．7498)，满足ESP强调学习者自主的特性。 

WebQuest任务包对学生上交的作品提出具体要 

求，也提供评价作品的标准。为了达到这些要求和标 

准，学生不仅要上网检索所需信息，还必须在内容编 

排、措辞、语法、课件制作等方面投入很大的一[夫 ，这 

不但锻炼学生分析问题(M=3．4328，S．D．=．7828)和解 

决问题(M==3．2836，S．D．：．7940)的能力 ，也锻炼 了学 

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M---3．2388，S．D．=．8544)。 

总之 ，WebQuest既有助于学生英语知识和医学 

专业知识的结合与发展，也可提高其应用计算机网络 

的技能，尤其是检索信息与应用信息的能力，因而是 
一 种可培养学生 EMP综合能力的学习模式。 

d．学习动机 

学生认真地参与了WebQuest任务 (M=3．8507． 

S．D．=．7834)，愿意同小组的成员分享 自己获取的信息 

(M=4．0896，S．D．=．6211)，也愿 意输 出个人 观点 、主 

张，与他人分享(M=4．1194，S．D．=．616o)，这进一步说 

明 WebQuest是一种能够培养学生 作意识的活动。 

但学生并不十分认可自己能够在 WebQuest活动中获 

得 乐趣这一说法 (M=3．0448，S．D-=。8605)，说 明这种 

活动虽然能够促进学生知识技能的发展，也能够提高 

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但并非所有人都能够在其中愉快 

学习．表明将 WebQuest应用于 EMP教学实践时，必 

须在任务和问题的设计上更多地考虑学生 的兴趣和 

实际需求。学生也并不认同 WebQuest提高自己学习 

EMP的信心这种说法 (M=3．0，S．D．=．8348)，说明 

WebQuest虽然对 EMP教学有促进作用，但只能是教 

学策略之一，仍需借助其他教学手段。 

②皮尔逊相关分析 

表 l 学生 WebQuest问卷调查表四个类别相关分析 

在 线学 合作学 感知的 学
习动机 

习体验 习体验 发展 

在线学 相关系数 

习体验 显著性(双尾 ) 

协作 学 相关系数 ．276* 

习体验 显著性 (双尾 ) ．024 

感知的 相关 系数 ．440** ．620** 

发展 显著性 (双尾 ) ．000 ．0o0 

学习动 相关 系数 ．4l5术： ．667** ．703** 

机 显著性(双尾) ．O0o ．O0o ．O0o 

在．o5水平(双尾 )上相关 ； 在．001水平(双尾 )上相 关 

表 1皮尔逊相关分析结果显示。WebQuest过程 

中的在线学习体验与协作学习体验有一定的相关(r=． 

276*)，表明：有了让学生满意的在线学习经历，他们才 

会认可 WebQuest的协作学习成分，与小组其他成员 

积极配合 ，共同完成任务；同时，满意的在线学习体验 

必须基于组内成员之间的良好合作意愿与合作关系。 



其次。在 WebQuest中获得知识技能的发展将使学生 

对在线学习及其与同伴协作学习都感到满意 (r=． 

440**；r：=．620**)；满意的在线学习体验和协作学习体 

验是学生在 WebQuest活动中获得知识技能发展的基 

础和前提．如果学生个人未能在活动中获得知识技能 

的发展．在线获取信息、与他人讨论、共同完成任务等 

行为均不足以激发其参与 WebQuest的兴趣。知识技 

能发展与学习动机也存在很强的相关(r==．703**)，表明 

知识技能获得发展的学生对 WebQuest有很强的参与 

动机，对该活动持认同态度。在 WebQuest活动中，让 

学生感到满意的在线学习体验和协作学习体验可激发 

学生参与 WebQuest活动的学习动机 (r=．415"*；r=． 

667**)。而学生有积极参与 WebQuest的动机则说明 

他会积极地利用网络实施与 EMP主题相关的探究 ，也 

愿意与同学合作完成 WebQuest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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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 论 

ESP注重英语与学科、职业的结合，其教学内容 

不局限于课本且强调真实材料的应用，教学方法具 

有很 强 的灵活 性且 强调 学 习者 的实践 与学 习 自主 

性。WebQuest则是一种强调信息、目标语、协作以及 

“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学习活动，其特性能够较好地 

迎合 ESP课程教学的需求。在网络信息资源大大丰 

富、网络信息资源可获取性大大提高的当今社会，把 

在线资源探究学习活动作为教学策略引人 ESP课程 

教学实践 ，为灵活而又有不定性 的 ESP课程教学提 

供了可供参考的教学模式。本研究即验证了将在线 

资源探究学习活动引入 ESP教学的理论与实践可行 

性，也为 WebQuest在外语教学领域的应用提供了思 

路与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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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和师生关系的基础上建立新的教学结构．在信息技 

术的支持下寻求一种新的教学系统平衡，创生一种最 

优化的课堂教学模式。为此，我们应深入挖掘信息技 

术的潜力，领悟数学教学的精髓 ，让信息文化与人的学 

习活动整合而成为有机的连续体和统一体，让信息技 

术成为人类自我发展的推动者．达到整合教学的最高 

境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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