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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n the light of “Content-Based Instruction (CBI)” methodology, explores the direction 
and methods of Advanced English course and reformation on its mode, and puts forward the 
three-dimensional dynamic research teaching model.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 and the 
three-dimensional dynamic research teaching model were carried out comparatively in two parallel 
natural junior classes (Eng 1502 and Eng 1504), English Department, the College of Foreign Lan-
guages,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show that the three-dimensional 
dynamic research teaching model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students’ English comprehensive 
ability and the productive skills of listening and writing,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mprehensive ability of logical mathematics,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nd critical thinking, 
making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students’ motivation of English learning, awareness of class partic-
ipation and cooperative ment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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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内容依托式教学(Content-Based Instruction，简称CBI)为理论基础，在教学实践中探索高级

英语课程教学方法和模式改革的方向和办法，提出了三维动态研究型教学模式，并将其和传统教学法

分别在武汉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2015级两个平行自然班(英语1502和英语1504)进行对比实

验。实验结果表明，该模式能显著提高学生英语综合能力及听力、写作产出性技能；促进数理逻辑、

人际交往和人文思辨等综合能力的发展；对学生的英语学习动机、课堂参与意识及协作精神产生积极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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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高级英语是英语专业高年级阶段的主干必修系列课程，其教学对象为本科三、四年级学生。该课程

既延续基础英语课程的任务，更是为高年级阶段英美文学、语言学、翻译等课程提供有力保障，其成

败决定本科学生四年整体培养的结果与质量。近年来，四川、甘肃、江苏、湖南、江西等省已试点高

级英语课程教学改革，如四川外语学院提出的“四功能”外语教学观[1]、兰州交通大学研究的网络教

学平台支持的自主创新性学习[2]、湖南科技学院实施的任务型教学理念下高级英语课程教学方式改革

实践[3]等。 
英语教学模式的研究一直是国内外二语习得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如 Ellis [4]、Pica [5]、李克勇[6]、

王金巴[7]等取得的研究成果。我国高级英语课程广泛使用的教学模式有以“教师为中心”的传统教学模

式、以“自主学习”为主要目的多媒体教学模式和以“学生为中心”的网络教学模式等三类。如何突显

人文素质培养和批判性思维训练，培养创新型、复合型人才是当前教学改革的重点。本论文采用 CBI 教
学法优化教学，以课文主题内容为中心，利用学校网络教学平台，制定更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的教学内

容，探索建立适应新形势下的高级英语教学模式，促进我校英语专业课程教学改革的深入。  

2. 理论基础 

“以学科内容为依托”的教学模式(Content-Based Instruction，简称 CBI)是以非语言的其他学科内容

或某个主题为依托，将语言教学与学科内容相结合的一种学习第二语言教学模式[8]。内容依托式教学将

语言形式与意义的学习统一起来，消除了在大多数教育环境中将语言学习和学科知识学习人为分割的状

态[9]，有利于激发学生通过目的语言思考、学习新知识，有利于学生把听、说、读、写四种语言技能自

然地融合在一起[10]。 
CBI 教学理论汲取了 Krashen 的第二语言习得理论、认知学习理论、交际法理论、合作性学习理论，

以及有关大量阅读的动机和兴趣等多方面的研究成果，因而具有较强的理论基础、可实践性和有效性[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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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I 的教学理念认为：1) 把语言作为学习学科知识和获得信息的手段而不是学习目的时候，人们的语言

学习会更成功；2) 当学习者觉得自己获得的信息有趣、有用而且会达到期望的目标时，第二语言或外语

学习将更为成功；3) 只有教学针对学生的需要才能取得最好的学习效果。与此相应，CBI 遵循三个主要

原则：1) 以学科知识为核心；2) 语言材料要真实；3) 要适应特殊学生群体的需求。 

3. 三维动态研究型教学模式构架 

本论文结合当代语言教学方法，通过总结和分析近年来我校英语专业高级英语课程教学过程，以

CBI 即内容依托教学法为主要理论依据，探索教师、多媒体、学生“三位一体”合作的教学模式。该

模式以课文主题内容为中心，以内容相关的知识为补充，在网络学习平台的辅助下开展多种教学实践

活动，突出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将课内课外、教与学有机地融为一体，采用启发式、合作式和互动式

的教学方法，学生在主题内容下的课内外活动中获得知识，实现自主学习和合作学习的培养目标，具

体框架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Advanced English 3D dynamic research teaching mode 
图 1. 高级英语三维动态研究型教学模式 

3.1. 课前–基于网络教学平台的听说训练 

语言知识的传授不是语言教学的最终目的，多媒体网络条件下高级英语教学在培养学生综合运

用语言的能力方面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它可以较真实地模拟语言环境，充分调动学生听、说、读、

写各种语言技能。依托武汉理工大学现有的网络教学平台，建立新型的网络课程有助于更系统、全

方位、多媒介地指导学生开展自主学习。多媒体特有的虚拟现实技术可以创设与所学内容相似的情

景，学生可以在此环境下进行虚拟仿真训练。例如，讲授《我有一个梦想》(I Have a Dream) [12]这
一单元时，在视听媒体的辅助下，学生可直观地欣赏和分析马丁▪路德▪金的精彩演说，同时，教师

还可虚拟一个演说环境，要求学生进行限时演讲。这样的训练方式临场感强，能多方位提高学生听

说技能和对学习内容的适应能力。网络教学平台所特有的交互功能可以有意识地培养学生以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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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创新为核心的思维方式，形成流畅的外语语脉，让学生从多个层面上接触内容广泛的材料，

并在综合运用听说读写等语言技能的过程中，加深对社会和人生的理解，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和创

造思维能力。 

3.2. 课中–教师培养学生多元能力 

3.2.1. 树立学生人文意识，增强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 
作为英语专业学生三年级课程，高级英语有着不同于其他课程的特殊任务-与考研以及英语专业八

级考试直接关联，这直接决定了该课程的授课方式应区别于以往精读课程。课文所涉及的文化背景知

识既是学生学习和理解文章的敲门砖，又是连接英美文学、语言学等其他科目的桥梁。良好的导入能

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引导他们深入探索相关方面知识。要想探讨文章背后的文化内涵与人文精神，

学生必须做好充分的预习工作，学生除了了解文章的创作背景、总体结构、主题思想、写作风格等，

还应关注与文章相关的历史地理、宗教文化等知识。教师设计与课文内容相关的 Suggested Topics，让

学生按小组收集资料进行准备，推出代表在课堂上做 10 分钟的 Oral Presentation，针对学生口头陈述

的不足，老师对背景知识进行补充，为后面课文的深入理解扫清障碍。例如，在讲授《我的朋友爱因

斯坦》(My Friend, Albert Einstein)一课前，教师提出一个建议性的话题：“Why has Albert Einstein so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modern technology?”学生们通过查询资料，会看到一个伟大科学家质朴的人格，

也知道了现代科学对于国家兴衰的影响，当今社会竞争意识强烈，没有领先的科学技术，没有先进的

创新意识，势必影响国家的发展，而对于单个学生而言，多维发散性思维能力将有助于其树立人文思

想，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 

3.2.2. 由释义型向鉴赏型转变，提升学生阅读力和鉴赏能力 
语言不仅是表达的工具，更是审美的媒介，没有文化内涵的语言学习是死板僵硬的，缺乏创造力

和想象力。文学将语言学习提升到审美高度。高级英语课文选材具有一定专业性，文化底蕴深厚，课

文语句的理解有一定难度，教师在传统授课的过程中把大量的时间都花在了分析课文句式语法或是讲

解背景知识上，课程结束，学生对于文章的理解仅限于支离破碎的知识点，远不能领会作者的深层写

作意图。新大纲新的教学目标要求，必须从传统的释义型转向对于名家名篇的理解能力与独立思考能

力上来，进而提高学生的文化素质和跨文化交际能力。例如，课文《生活对我意味着什么》(What Life 
Means to Me)是一部自传性作品。文章用诙谐幽默的语调写作，反衬的却是作者悲惨的人生经历和资

本主义社会对劳动者的冷酷和残暴。教师应引导学生体会作者给我们揭示的主题及其人文主义关怀。

课文中作者的坚强生活信念和乐观主义精神让学生反思自身遭遇，以便更好地面对挫折、理解和领悟

生活。 

3.2.3. 采用批判性阅读方式，提升学生思辨能力 
思辨能力的发展不但是高等学校教育的核心目标之一，也是高级英语新大纲的新要求。传统高级

英语课程的功能是灌输知识、考试训练，而对思考能力和方法的训练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和实施。

对于英语专业学生而言，在掌握听、说、读、写、译等各项基本技能的同时，还应具备一定的思辨能

力。在高级英语课堂上，教师应尽力把对课文的教学变成利用课堂引导、促使学生运用各种阅读技能

理解、分析课文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充分调动学生积极性，发挥主观能动力，学会运用批判性思维对

文本进行分析、评价、整合。在课文学习中采取提问–讨论–回答等形式，就上述问题学生以双人组

或小组形式展开讨论，然后给出答案，教师再做精讲点拨。学生就课文中蕴涵的思想、观点、人物情

感、文章写作风格以及课文与现实结合的内容展开讨论，在学习语言技能的同时拓展文化学习，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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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辨能力。例如，在讲授《一次性社会》(Things: The Throw-Away Society)中，教师可提出启发性问题

“What do you think of the throw-away society？”引导学生进行分析、思考、研讨，从而训练学生的思

辨能力。 

3.3. 课后–学生专业技能巩固与拓展 

一门课程的教学不仅涉及课堂教学，同时课后练习及实践环节的作用也不容忽视。课堂讨论后教师

要求学生将课堂讨论内容整理成文，完成写作练习；由教师认真批改，肯定其进步之处并指出不足。此

外，教师应引导学生利用网络平台进行各项技能巩固。学生围绕教师提出的主题讨论交流，形成各自的

判断，表达自己对问题的理解以及解决问题的不同思路，相互分享各自的想法，相互答疑、争辩和评价，

相互合作解决各种问题。这样，网络学习平台将“个别化学习”、“集体教学”、“合作学习”等多种

学习方法巧妙地结合起来，多途径促进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的训练。 

3.4. 多元化评价体系 

除采用传统的终结性评估，如期中、期末考试外，新的评估体系更注重形成性评估，即对学生学

习过程的全程评估，以促使学生努力学习。采取课内评价与课外评价相结合、期中考查与期末考试相

结合、书面测试与口头测试相结合、线上学习与线下学习相结合的方式进行。1) 课内：评价考查学生

的课堂表现和语言输出的质量，占总评分的 15%；2) 期中考查：采取笔试或口试形式，占总评分的 20%；

3) 课后作业：学期论文、小组活动和网络平台学习表现，占总评分的 15%；4) 期末考试占总评分的

50%。这种评价手段突破了只注重结果，不注重学习过程的传统评价模式，形成性评价更具有合理性、

连贯性和客观性，有利于学生把主要精力用于扩大知识面和灵活运用学过的语言知识，而不是死记硬

背书本内容。 

4. 实证研究 

4.1. 研究样本 

本研究旨在探讨三维动态研究性教学模式能否用于指导高校英语专业高级英语课程教学，具体回答：

1) 三维动态研究性教学模式能否提高学生的英语综合能力和专项技能？2) 学生对该模式的接受度和反

馈如何？受试对象为武汉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 2015 级的两个平行自然班，英语 1504 为实验班，

英语 1502 为对照班，每班各 25 人。其中男生 6 人，女生 54 人，平均年龄 19 岁。 

4.2. 研究方案 

本研究以一学年作为一个完整的周期。此间实验班由笔者施教，对照班由另一名性别、学历、教龄

相当的教师施教。研究前两班学生整体英语水平无显著差异，可认为开始于同一起点(t = 0.264, P = 0.793 > 
0.05，参见表 2)。两班使用相同的教材，教师经常磋商以保持教学大纲、进度、课时分配、相关教学设

施的一致。 
两班课内处理课文的程序相同，包括介绍背景资料、阅读课文、学习词汇、短语和语法点、划分段

落、总结段落大意和主旨大意、分析文体风格和写作技巧、解答习题。不同之处在于对照班采取传统英

语教学模式，教师主要采用直接法、语法翻译的方法。课堂以教师讲解为主，学生回答老师的有关提问。

实验班采取三维动态研究性教学模式，课前学生们基于网络教学平台进行英语听说训练，课堂上教师用

多元化的教学方式培养学生的多元能力，课后利用网络教学平台进一步强化教学效果。两班教学活动比

较详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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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Comparison of the main teaching activities of the two classes 
表 1. 两班主要教学活动比较 

 课前 课中 课后 
对 
照 
班 

预习课文，学生自己查词典， 
明白文章大意。 

主要采用直接法、语法翻译的方法。课堂以教师讲解为主，

学生回答老师的有关提问。讲求词汇、语法和篇章结构的

仔细讲解，兼顾听说读写技能的训练。 

写作训练或背诵教师提供的与

课文主题相关的短文。 

实 
验 
班 

教师将教学任务发布到武汉理工大学

网络教学平台，学生根据教师安排，

自主进行英语听说训练，并搜集有关

学习资料。完成任务的学生可根据自

己的需要与兴趣，进入教师为学生提

供的学习网站，自主选择学习内容。 

教师在课上基本用全英文授课(在解释某些抽象概念是可以

用少量的汉语)，并且利用包括多媒体，PPT，视频与音频

材料等多媒体手段有重点地介绍基本概念、重要历史事件、

地理地貌以及社会文化现象。尽可能活跃课堂气氛，营造快

乐学英语的氛围，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并进行问题驱动，鼓励

学生尽可能地使用英语做口头陈述或分组讨论等。 

教师将一些常用的词汇和句型

发布到网络教学平台上，要求学

生将讨论过的内容整理成文，完

成写作练习。并建立多渠道的师

生、生生以及学生与外界的交流

方式，进一步强化教学效果。 

4.3. 测量工具 

4.3.1. 英语综合能力测试 
在实验前和试验后采用英语专业四级真题试卷来测量受试者的英语水平，内容包括听力、阅读、词

汇、完型填空和写作五大项总分为 100 分。英语专业四级作为国家级考试，其信度和效度都是可以信赖

的。作为学生英语能力测试的试卷题型相同，难度也相当，因此，两次考试之间具有可比性。 

4.3.2. 教学调查问卷 
在完成三维动态研究性教学模式实践后，笔者采用调查问卷和随机访谈的形式了解学生对该教学模

式的认可度。 

4.4. 数据收集与分析 

4.4.1. 前后测 
前测于研究开始前一周进行。被试者在教室参加了英语综合能力测试，所有试卷当场收回，确认有

效。后测在最后一个教学周进行。被试再次参加了英语综合能力测试，并填写了教学调查问卷。 

4.4.2. 试卷评分 
客观题由机器阅卷，主观题由两班任课教师共同评阅，每题的最终得分为两名评分者各自给出分数

的平均值。两班的英语前后测成绩经整理后输入电脑进行分析，统计平均值、标准差，进行独 t 立样本

检验，并对学生的教学反馈意见做质性分析。 

4.5. 结果与讨论 

4.5.1. 该教学模式对学生英语综合能力的影响 
笔者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对两次测试总成绩进行了组间和组内比较(见表 2)。结果显示，研究开始前

两班学生整体英语水平无显著差异，但研究结束时实验班的英语综合成绩高于对照班，差异显著(t = 3.348, 
p = 0.002 < 0.05)。同时，研究结束时对照班的成绩有提高，差异显著。与之相比，实验班进步更明显，

后测的总成绩均分高出对照班(+6.44)，达极显著水平。 
 
Table 2. Comparison of English comprehensive ability between groups and groups 
表 2. 组间及组内英语综合能力比较 

组别 
平均分(Total = 100) 标准差 独立样本 t 检验 

pretest posttest gain pretest posttest 
pretest Posttest 

t p t p 
实验班 68.07 80.82 12.75 8.81 6.01 

0.264 0.793 3.348 0.002 
对照班 67.37 74.38 7.01 9.03 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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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 该教学模式对学生英语专项技能的影响 
为进一步对比研究前后学生专项技能上的变化，笔者对两次测试的英语分项成绩做了组间和组内比

较(见表 3)。独立样本 t 检验显示，研究前两班学生的各项英语技能无显著差异，但后测时实验班在听力

和写作上有显著进步，差异分别达到统计要求，说明实验班的听、写技能明显提高。 
 
Table 3. Comparison of English-specific skills between groups and groups 
表 3. 组间及组内英语专项技能比较 

技能 组别 

平均分 标准差 独立样本 t 检验 

pretest posttest gain pretest posttest 
pretest posttest 

t p t p 

听力 
实验班 21.32 24.12 2.80 1.71 1.83 

1.917 0.057 4.455 0.000 
对照班 20.86 21.42 0.56 1.75 2.02 

单选 
实验班 11.86 14.06 2.20 2.79 2.59 

0.902 0.369 0.739 0.464 
对照班 11.48 13.33 1.85 2.92 3.41 

完型 
实验班 6.37 8.94 2.57 1.79 0.90 

0.650 0.517 3.161 0.003 
对照班 6.33 7.92 1.59 1.91 1.10 

阅读 
实验班 13.09 16.59 3.50 4.62 3.45 

−1.248 0.214 1.898 0.065 
对照班 14.21 15.08 0.87 5.40 1.53 

写作 
实验班 15.42 17.12 1.70 2.08 0.99 

1.642 0.106 7.133 0.000 
对照班 14.49 14.63 0.14 2.17 1.17 

4.5.3. 实验班教学调查问卷结果 
三维动态研究性教学模式在实施了一学年之后，我们对学生做了有关该模式的问卷调查，如表 4 所

示，大部分学生对该模式是持肯定态度的。 
 
Table 4. Survey results of the three-dimensional dynamic research-based teaching model 
表 4. 关于三维动态研究性式教学模式的调查结果 

 完全同意 同意 一般 不同意 

你是否喜欢这种教学模式 20% 52.5% 27.5% 0% 

你是否支持运动多媒体和网络进行教学 28% 45% 27% 0% 

该教学模式有助于提高英语综合语言能力 12% 62% 26% 0% 

该教学模式培养了人文素养 20% 53% 27% 0% 

该教学模式增进学习环境和谐融洽 26% 62% 12% 0% 

该教学模式增强了自主学习能力 16% 61% 23% 0% 

 

当问及“本学年高级英语课堂上的收获”时，学生的反馈归纳如下： 
1) 学习动机得到激发 
学生们表示，教学方式方法的创新激发了他们的自主学习的积极性。三维动态研究性教学模式下，

教师通过借助网络教学资源，充分考虑学生的兴趣，采取混合式教学，以循序渐进的方式，让学生课下

自学，然后课上开展班级讨论，将教师的讲解与网络平台学习相结合。他们认为“和以往死气沉沉的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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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气氛不同，大家都想积极参与进来”，“大家主动展现自我堂上多了交流，学生真正变成了主导者”。

同时，学生们通过网络平台上进行的英语学习极大地挑战了其现有的英语水平，学生体会到了未来对英

语的专业需求，也坚定了学好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信念。 
2) 专项技能得到提高 
学生普遍反映在听力、口语和写作方面进步较大。三维动态研究性教学模式提供了一种有利于语言

习得的学习环境，其依靠网络资源使语言输入变得更多样化、真实化，以内容为依托的英语教学为学生

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进行相互交流。有学生写道：“小组讨论活动大大提高了我的听力”、“辩论对于口

语和听力的提高很有帮助”。 
3) 综合能力得到提升 
三维动态研究性教学模式以学生为中心，注重学习过程中的体验，注重自主学习和独立思考能力的

培养。课上教师将网络资源与教学相结合，根据学生课堂表现及教学任务布置作业，课后学生借助网络

资源自主学习，与教师的课堂教学形成互补。该模式丰富了学生语言的同时发展了其对于信息的采集、

识别、分析等能力。学用结合的机会不但增强他们学习兴趣以及学习上的自我管理能力，同时使学生思

辨能力也得到了提高。学生们表示：“‘三位一体’合作式教学模式让我的思维更灵活了，同时我也知

道了该如何自学”。 
对于学习内容、分组形式等，学生们也提出了合理化建议。例如，能否由学生自己在网络学习平台

上选择感兴趣的内容进行学习？能否不由教师固定分组，而让学生自由组合成小组？在设计教学活动时

能否考虑不同性格学生的需求与爱好？这些建议对后续研究具有启迪意义。 

5. 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 与传统教学模式相比，三维动态研究性教学模式下的高级英语

教学能显著提高学生的英语综合能力及听力、写作技能；2) 促进学生逻辑数理、人际交往和思辨

等综合能力的发展；3) 激发英语学习动机，对学生的学习主动性、课堂参与意识及协作精神产生

积极的影响。 
尽管在教学实施中还存在着诸如教师和学生一时间不适应、教师压力增加、学生要转变英语学习的

价值观念等问题，但这种课堂教学的优势是明显的。它促进了教学理念和教学组织形式的转变，师生在

课堂中各自地位和角色的根本性改变。学生的学习兴趣浓厚了，在课上和课下的投入增加了，英语综合

能力加强了。研究结果已表明高级英语课堂上三维动态研究性教学模式的可行性和有效性，相信它会随

着不断实践、总结、反思和再实践日趋成熟，在高校英语专业教学改革中占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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