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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讨基于CBI主题依托模式对冶金专业英语课堂的影响。通过引入CBI主题依托模式，运用6-T
教学法，旨在提高学生在冶金专业英语课堂中的语言能力和专业知识水平。本研究采用实验设计，将参

与者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组接受基于CBI主题依托模式的教学，对照组接受传统的教学方法。通

过对实验组和对照组学生的学习成绩进行比较分析，对学习体验进行问卷调查。发现基于CBI主题依托

模式的教学对冶金专业英语课堂具有积极的影响。教育工作者可以在课程设计和教学实施中结合实际冶

金专业背景，选择相关主题进行教学，以促进学生在英语学习和专业知识掌握方面的综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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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impact of the Content-Based Instruction (CBI) theme-based instru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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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al model on metallurgy major English classrooms. By integrating the CBI theme-based instruc-
tional model and employing the 6-T teaching method, the objective is to enhance students’ lan-
guage proficiency and professional knowledge levels in metallurgy English classrooms. The study 
adopts an experimental design, dividing participants into experimental and control groups, where 
the experimental group receives instruction based on the CBI theme-based model. In contrast,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s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learning out-
comes of students in both groups and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n their learning experiences are 
conducted.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instruction based on the CBI theme-based model positively im-
pacts metallurgy major English classrooms. Educators can integrate actual metallurgy backgrounds 
into curriculum design and teaching implementation, selecting relevant themes for instruction to 
promote students’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in English learning and mastery of professional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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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各国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国内外高校之间也建立起更为广泛的联系，英语

成为了世界各高校学子学术交流、研究的语言媒介。大学英语是高校必修课，在高校教育中备受重视，

被视为培养学生全球素养和职业发展能力的关键要素。但从历年四、六级考试及平时测试来看，英语学

习对于理工科学生来说较为困难，他们往往更注重逻辑思维和实验操作，而忽视了对语言技能的培养和

提升，学生积极性不高，投入产出不平衡[1]。“以学科内容为依托的语言教学”(Content-Based Instruction，
简称 CBI)作为一种创新的教学方法，强调以学科内容为主，通过内容学习语言[2]。这种教学方式不仅有

助于激发学生对英语阅读的兴趣和热情，还能使他们在掌握专业知识的同时提高英语水平。那么，对于

理工科专业的学生来说，CBI 主题式教学是否能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是否会对他们

的英语学习能力产生积极的影响？本文以冶金工程英语为例，旨在通过实证研究探讨 CBI 在理工科专业

英语教学中的应用效果。 

2. CBI 教学模式的理论基础与发展 

CBI 的主要理论依据是二语习得理论和认知心理学理论。根据 Krashen 提出的第二语言习得假说

(Acquisition-Learning Hypothesis)，语言学习应注重有意义的内容学习。认知心理学强调语言教学的内容

与学习者的生活经验和其已有知识之间的联系，以便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使他们在语言学习中主动建

构知识意义[3]。CBI 教学(Content-Based Instruction)理念起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加拿大蒙特利尔开展的沉

浸式实验教学(Immersion Programme)。20 世纪 80 年代，这种以学科内容为依托的教学模式在西方兴起，

即以非语言的其他学科内容或某个主题为依托，学习第二语言或外语，是将语言教学同学科内容相结合

的教学模式。CBI 教学模式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不同的教学模式，如主题依托教学模式：在语言课

堂教学中，教学大纲围绕主题展开，教师通过讲授主题内容实现语言教学目的。主题模式主要由语言教

师来承担授课任务，教学评估包括语言测试和过程评价，如课堂讨论等手段来进行；辅助模式(Adjun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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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ruction)：分别由语言教师和专业教师讲授语言课和专业课，语言课教学为专业课教学服务。教学评估

包括专业课测试学科知识和语言课测试语言知识并加过程评价；保护模式(Sheltered Subject-Matter In-
struction)：将有语言困难的非母语学生与母语学生隔离起来，由专业课教师用特殊的英语对其讲授专业

课。该模式以测试学科知识的掌握程度来考察学生的语言水平，不进行专门的语言测试[4]。Met 提出以

内容为依托的教学模式连续体，认为在 CBI 外语教学过程中，语言与内容之间的结合是一个连续体，从

纯粹的语言驱动向语言与内容融合再向纯粹的内容驱动发展。在语言基础相对薄弱的学习阶段，可以采

用纯粹的语言课或者主题依托模式。随着语言基础的不断提高，可以逐步过渡到以专业内容为依托的辅

助模式或保护模式，甚至可以采用部分或完全浸入式(partial or total immersion)教学模式[5]。 

3. CBI 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近年来，多位学者对 CBI 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应用进行了研究。曲蕾和王宇(2016)指出，CBI 主题

依托模式通过真实、有意义的内容，为学习者创造了语言使用的逼真环境[6]。有研究者尝试将 CBI 与翻

转课堂、微课等新型教学方式相结合，以创造更加灵活、个性化的学习环境，如陈曦蓉(2019)探索了基于

慕课与雨课堂的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在商务英语教学中的应用，验证了 CBI 理念在促进学生商务交流能

力方面的有效性[7]。在 ESP (专门用途英语)教学中，CBI 的应用以及它对学生学习动机和态度的影响是

一个重要研究方向。李晓媛(2013)在中国教育语言学研究会第四届年会上，特别讨论了 CBI 教学模式如

何深化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并强调了其在实践中的重要作用。 
当前，大学英语教学存在与行业需求脱节、教学方法传统等问题[8]。特别是在理工科专业英语方面，

如冶金工程英语，其教学往往未能充分利用 CBI 教学模式的潜力。然而，随着我国有色金属行业的迅速

发展和科技创新的需求，培养既懂外语又通专业的复合型人才显得尤为重要。 

4. 研究方法 

面对大学英语教学与行业需求之间的脱节，以及传统教学方法在理工科专业英语方面的局限，特别

是在冶金工程英语等领域，显然需要一种更为有效的教学模式来应对。而随着我国有色金属行业的蓬勃

发展和对科技创新的迫切需求，培养具备外语交流能力和专业知识的复合型人才已成为当务之急。在这

一背景下，内容依托式教学法(CBI)的潜力逐渐受到关注。为了探究 CBI 在冶金工程英语教学中的实际效

果，本研究采用 CBI 的主题教学模式。 

4.1. 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江西理工大学 2022 级的 82 名冶金专业学生为研究对象。这些学生被随机分为两组：实验

组(41 人，标记为实验班 A)和对照组(41 人，标记为控制班 B)。在实验过程中，实验组接受内容依托式

主题教学法(CBI)的指导，而对照组则接受传统教学法。 

4.2. 实验过程 

实验组采用 CBI 的主题教学模式，结合《冶金工程英语课程》的特点，运用 Stoller 提出的 6-T 法(主
题 Theme、文本 Text、话题 Topic、线索 Thread、任务 Task、过渡 Transition)来组织教学。通过明确主题、

选择相关文本、引出话题、建立线索、设计任务和注重过渡等步骤，旨在提高学生的专业英语水平和相

关学科知识掌握程度。对照组则采用传统教学法，按照常规方式进行教学[1]。 
主题(Theme)：首先确定与冶金行业紧密相关的核心主题，如冶金工艺、设备和技术等，确保教学内

容的专业性和针对性。 
文本(Text)：根据主题选择专业相关的英语文本，如技术报告、行业新闻等，作为学生阅读和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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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话题(Topic)：每节课围绕文本内容引出讨论话题，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加深对冶金专业知识的理解。 
线索(Thread)：通过明确的线索将不同话题和文本串联起来，帮助学生形成系统的知识框架。 
任务(Task)：设计一系列与课程目标和文本内容相符的学习任务，如阅读理解、词汇练习等，以提高

学生的语言应用能力。 
过渡(Transition)：注重教学环节的顺畅过渡，确保学生能够顺利从一个话题或任务转移到另一个。 

4.3. 研究假设 

在对实验组和对照组的教学方法进行深入探讨之后，本研究进一步考虑了 CBI 主题依托模式在冶金

专业英语教学中的潜在效果。基于对现有研究的回顾以及对实际教学情况的观察，研究提出了两个核心

假设： 
1) CBI 主题依托模式在冶金专业英语课堂中对促进学生的学科知识和语言能力的整合发展有影响吗？ 
2) 在冶金专业英语课堂中实施 CBI 主题依托模式后，学生的通用英语能力是否明显提升？ 

4.4. 数据分析 

为了评估实验效果，本研究进行了前测和后测。前测采用学生入学时的高考英语成绩作为基准数据(见
表 1)，后测则使用实验结束后的大学英语四级考试成绩。所有数据均通过 SPSS22.0 软件进行分析处理。 

 
Table 1. Analysis of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scores of experimenta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表 1. 实验组与控制组高考成绩分析 

高考成绩 实验组 控制组 

90 分以下 3 3 

90~110 分 13 10 

110~130 分 19 23 

130 分以上 7 6 

平均分 462.81 463.82 

 
Table 2. t test 
表 2. t 检验 

项目 分组 N 均值 标准差 t df Sig. (双侧) 

笔试成绩总分 控制组 41 412.73 48.513 −2.841 80 0.006 

 实验组 41 447.22 60.727    

听力分数 控制组 41 130.34 27.252 −1.46 80 0.148 

 实验组 41 139.15 27.377    

阅读分数 控制组 41 152.34 24.367 −3.241 80 0.002 

 实验组 41 171.83 29.805    

作文分数 控制组 41 130.05 15.998 −1.399 80 0.166 

 实验组 41 136.24 23.405    

 
结果如表所示，笔试成绩总分的控制组均值为 412.73，实验组均值为 447.22，则实验组比控制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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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9；t = −2.841，p = 0.006，p < 0.05，按 α < 0.05 水准拒绝原假设，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表明实验组

和控制组在笔试成绩总分上存在显著性差异(见表 2)。 
在笔试成绩总分和阅读分数方面，实验组表现均显著高于对照组(笔试成绩总分：t = −2.841，p = 0.006；

阅读分数：t = −3.241，p = 0.002)。这表明 CBI 主题依托模式在提高学生的整体英语水平和阅读理解能力

方面具有显著效果。CBI 教学法有效地将学科知识与语言学习相结合，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时提高了语

言运用能力。此外，通围绕特定主题的学习能让学生深入地理解和记忆，提高了学生深度学习的能力。 
然而，在听力和作文方面，两组之间未发现显著差异(听力：t = −1.46，p = 0.148；作文：t = −1.399，

p = 0.166)。实验期间 CBI 教学法主要侧重于阅读和主题讨论，对听力技能的训练相对较少；且听力技能

的提高需要长时间打磨训练，短时间内无法立竿见影。至于作文，未发现显著差异究其原因在于教学方

法直接影响写作技能加之实验周期相对不足。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 CBI 教学法在听力和写作技能培

养方面的应用及优化策略。 
由此可见，CBI 主题依托模式在提高学生的整体英语水平和阅读理解能力方面优势显著，但在听力

和写作方面的提升效果尚不明显。 

5. CBI 主题依托模式对冶金专业英语课堂的影响分析 

为了深入了解学生对英语学习的态度、动机以及内容依托教学法的影响，笔者基于 Gardner (1985)
的态度动机测试理论，设计了包含 14 个封闭式问题和 1 个开放式问题的调查问卷。本次问卷调查主要从

学生对内容依托式主题教学模式的满意度(见表 3)和认可度(见表 4)两个方面展开，综合探讨了学生在课

堂参与、教学实例联系、内容调整、教学方式及课堂互动等方面的感受，并评估了他们对新教学模式相

较于传统模式的看法。此外，问卷在发放前还进行了严格的信度和效度测试，确保调查内容能够稳定、

准确地反映学生的真实想法和情况。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55 份，有效回收率高达 98.18%。 
 

Table 3. Students’ satisfaction with teaching design in CBI thematic teaching mode 
表 3. 学生对内容依托式主题教学模式中教学设计的满意度 

项目 非常赞同 赞同 不确定 反对 完全反对 

学生参与冶金英语课堂的活动方式更加丰富 25.93% 50.00% 12.96% 7.41% 3.70% 

教学过程中老师通常与冶金具体例子联系起来 35.19% 50.00% 11.11% 0 3.70% 

老师会根据学生知识接受程度适时调整授课内容 31.48% 55.56% 7.41% 1.85% 3.70% 

教学方式让冶金英语生动有趣 24.07% 51.85% 14.81% 5.56% 3.70% 

调动学生积极性，课堂互动效果良好 22.22% 59.26% 12.96% 1.85% 3.70% 

 
Table 4. Students’ recognition of CBI thematic teaching mode 
表 4. 学生对内容依托式主题教学模式的认可度 

项目 非常赞同 赞同 不确定 反对 完全反对 

我认为该教学模式优于传统的教学模式 27.78% 59.26% 9.26% 0 3.70% 

我认为这种模式解决了传统课堂的弊端 27.78% 55.56% 9.26% 3.70% 3.70% 

我希望将这种模式引用到其他学科的课堂中 24.08% 59.26% 9.26% 3.70% 3.70% 

 
在内容依托式主题教学模式满意度调查的问卷中，75.93% (非常赞同以及赞同)的学生明确表示，在

这种模式下，课堂活动的方式变得更加丰富多样，有效地提升了冶金专业同学的参与度和学习兴趣。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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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高达 85.19% (非常赞同以及赞同)的学生赞赏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能够将理论与冶金专业实例紧密结合，

这种教学方法不仅增强了知识的实用性，也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应用所学内容。更值得一提的是，有

87.04% (非常赞同以及赞同)的学生感受到教师会根据他们的知识接受程度灵活调整授课内容，这种个性

化的教学安排充分体现了该模式在适应学生需求方面的卓越灵活性。因此，内容依托式主题教学模式在

促进冶金专业学生参与和丰富课堂活动方面表现出色，但还需进一步提升教学方式的趣味性，并关注少

数持不同意见的学生需求，以实现教学模式的全面优化。 
有少部分学生认为内容依托式主题教学模式作用不大，11.11% (完全反对以及反对)的学生明确表示，

在这种模式下，课堂活动的方式并没有更加丰富多样，也没有有效地提升冶金专业同学的参与度和学习

兴趣。3.7% (完全反对以及反对)的学生认为该教学模式并不优于传统教学模式，对于冶金专业的学生来

说并没有解决传统课堂的弊端。 
综上描述，与传统的教学模式相比，大多数学生认为该模式在提升教学效果方面表现出明显的优势，

他们更倾向于这种新颖、富有创意的教学方式。他们还认为该模式成功地解决了传统课堂中存在的一些

弊端，如内容单调、缺乏互动等，为课堂教学注入了新的活力。这些积极的反馈不仅体现了学生对当前

学科的满意，更展现出他们对将该模式应用到其他学科的强烈期望。这种跨学科的应用潜力进一步证明

了内容依托式主题教学模式的广泛适用性和深远影响力。 

6. 结论与建议 

CBI 主题依托模式在冶金专业英语课堂中对促进学生的学科知识和语言能力的整合发展有显著性影

响，在冶金专业英语课堂中实施 CBI 主题依托模式后，学生的通用英语能力有明显提升。语言与专业的

融合，英语学习与冶金专业知识融合使学生能在实际情境中应用英语来学习和理解专业知识。将课程内

容与实际应用场景相关联，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动机和兴趣，使他们积极参与学习。在 CBI 主题教学中，

运用 6-T 教学，选择与冶金专业相关的主题和文本作为学习内容，例如冶金工艺、金属材料、合金制备

等，让学生将英语语言技能与专业知识相结合，提高学习的实际应用性。围绕文本引出冶金专业相关话

题注重培养学生在冶金专业场景中的语言实践能力。设计各种相关任务和活动，例如模拟面试、撰写技

术报告、参与小组讨论等，让学生能够运用英语语言技能解决实际的冶金问题。 
通过主题教学，学生将在实际情境中应用英语，提高他们的语言应用能力和交际能力。主题依托教

学鼓励学生主动探索和发现知识，培养他们的自主学习能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除此之外，学生通常需

要与同学合作解决问题，这有助于培养他们的团队合作和沟通能力。还可以帮助学生将英语学习与冶金

专业知识相结合，促进他们对冶金领域的理解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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