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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CBI 教学理念对商务英语专业商科相关专业课教学质量的提高有着积极的意义。分析了

CBI 内涵及其理论依托，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研究了 CBI 理念下商务英语专业商科相关专业课的教

学模式，阐述了 CBI 理念在其中的具体运用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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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内容为依托的教学理念（ content-based 

instruction,CBI）提倡通过学习学科知识来提高语言

技能，是“内容教学与语言教学目标的融合”(Briton 

1989:17)，是一种全新的教学理念。这一教学理念发

源于加拿大。1965 年，加拿大首先在幼儿园开展浸

入式教学（immersion education），让讲英语的孩子

在讲法语的环境中学习法语，使法语学习变成一种

自然的过程。随后，这种教学理念被广泛运用到欧

美发达国家并在世界范围内流行开来。现在，很多

国家的学校不仅将 CBI 教学理念作为外语教学的主

要方式，更作为提高教师教学能力的一个切入点进

行应用（谢亚军，2012）。本文首先对 CBI 教学理

念以及其理论进行分析，并就如何将这一先进的教

学理念具体实施到商务英语专业商科相关专业课中

进行深入、细致的探讨，以期给商务英语专业商科

相关专业课教学质量的提高提供有益参考。 

一、CBI 教学理念及其理论依托 

实际上，我们现在很难给 CBI 下一个非常精确

的定义，因为 CBI 只是一种教学理念，本身并不是

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总体来看，CBI 是一种将主题

内容或者学科内容与语言教学紧密融合的一种外语

教学理念。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学生不再是通过

传统的学习纯粹的语言材料来提高外语水平，而是

在学专业知识的过程中学习语言，这一教学理念方

法让学生摆脱单纯的学习语言而不能提高专业知识

水平的困境，取得了一举两得的效果。例如，在教

授外语的同时，可以将语言与专业课，如社会科学、

心理学、经济学、数学等学科中的话题或知识融合

在一起。（Crandall & Tucker 1990: 187）CBI 教学理

念有多种比较具体的教学模式，主要可分为五种：

沉浸模式（Immersion Model）、保护模式（Sheltered 

Subject Instruction）、辅助模式（Adjunct Language 

Instruction）、主题模式（Theme-based Instruction）、

内容操练模式（Content for Practice）。每一种模式

侧重点及具体使用范围都不同，需要根据具体情况

选择使用。 

总体来看，CBI 主要在基于交际理论、第二语言

习得理论以及建构主义理论上建立起来的一种先进

的教学理念。交际法是 CBI 的核心理论基础。其次

是第二语言习得理论。克拉申（Krashen）的二语习

得理论对 CBI 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的理论主要由

五个假设组成：习得与学得区分假设；自然顺序假

设；监控假设；输入假设；情感过滤假设（李

莉,1997:118-121）。其理论打破了传统的枯燥语法

练习方法，提倡将语言放在具体的语境中学习，让

外语学习像母语习得那样自然而然地发生。建构主

义认为学生所收获的知识主要来自自身学习及生活

经验，要求教师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促进学生学习。 

二、CBI 融入商务英语专业商科相关课程的必

要性 

尽管商务英语专业已经在全国很多学校设立，

但总体上来看商务英语专业的教学还处在一种探索

阶段，需要我们花大力气研究。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商务英语专业几乎都开设了不少与商科相关的专业

课程，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一专业的“商务性质”。

以湖南商学院商务英语专业为例，学校开设了经济

学原理、管理学通论等商科相关专业课程。商务英

语商科相关专业课程既不同于其他纯经济类专业的

教学模式，也与传统的精读、泛读等课程教学模式

不同，至今这类课程的定位、教学方法、模式、应

该注意的方面等还处在摸索阶段，需要我们仔细研

究。CBI 教学理念将内容学习与外语能力提高融合在

一起，非常符合商务英语商科相关专业课的需求，

因而有必要通过这一教学理念来提高这类专业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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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学质量。以下就这具体如何实施进行细致分析。 

三、课程具体实施原则及方式 

（一）课程设置原则 

根据克拉申 i+1 输入理论，学生的语言输入难度

应该略高于学生现有的外语水平，不能过高，否则

学生会产生畏惧、沮丧等挫折感，影响学习效果。

基于这一原则，CBI 理念下的商科相关专业课的设置

不仅要考虑到课程本身的难度，还要考虑学生实际

英语水平。CBI 强调在学习学科专业知识的过程中提

高外语能力，这就意味着英语专业商科相关专业课

的教材、课堂讲授、问题回答、课后作业等教学环

节都应该用英语来完成，使学生在这种沉浸式的氛

围中提高语言技能并掌握专业知识。商科相关专业

课程难度也存在很大的差异，如商务礼仪课程的难

度相对经济学原理类的课程难度就要小，因此，CBI

理念下的课程设置应该考虑课程的难度，将理论性

较弱排在低年级进行教学，理论性较强的课程排在

高年级，例如商务函电、商务概论等可以安排在大

一、大二，西方经济学原理、国际贸易实务、国际

金融、货币银行学等课程可以安排在大三、大四。 

（二）选用合适的教材 

CBI 理念下的商科相关专业课的教材的选择和

使用是摆在教学首位的。CBI 理念的核心是基于原汁

原味的语言，倡导使用以英语为母语人编写的教材。

但是国外原版教材的质量也是良莠不齐，因此，教

师要对教材进行细致甄别，然后选择合适的原版教

材。从目前的实际来看，大多数商科相关专业教材

是国内引进版本。总体上看，这类教材可读性强、

思路清晰、语言生动 ，具体生动的例子较多，但一

般来说这类教材相对国内中文教材要“厚实”得多，

有些语言难度也较大。原则上，教师在选择教材的

时候应该遵循克拉申的 i+1 原则，教材应该略高于

学生现有的水平，而又不能太难而让学生感到沮丧

和失去信心。有些学者主张自编外文教材，实际上

从中国英语教师的英语水平和专业素养来看，能达

到这一层次的极少。因此，我们一般不提倡自编外

文教材。但是，教师可以结合原版教材的实际情况，

编写辅助性的资料，以帮助学生对专业知识以及某

些较难语言点的理解，这样可以促进学生在提高英

语的同时也加深对专业知识的理解。另外，为了确

保教材适合学生现有的认知水平，在决定教材前教

师可以先在开课前抽取一部分学生对教材进行初步

阅读和试用，以提出反馈意见，教师然后根据自己

的判断和学生的反馈做出抉择。这种师生之间的平

等沟通可以防止教材选用中出现的偏差。 

（三）具体教学实施 

CBI 是将内容学习和语言学习相结合的教学方

法理念，但不同学者对“内容”和“语言”有着不

同的理解和侧重。有些偏向于内容，有些偏向于语

言，有些认为应该等量齐观，平等对待。那么，商

科相关专业课的教学应该以什么为侧重点呢？笔者

以为，不同的课程应该有不同的侧重点。基本的原

则应该是，如果这门课的侧重于英语的交际能力则

应该将重点投入到“语言”上，比如商务谈判、市

场营销等课程，而理论性较强的课程应该侧重于“内

容”。从 CBI 具体教学模式来看，专业比较简单，较

容易理解的课程在教授的时候可以采取完全沉浸法

模式，即所有的课堂讲授、问题回答、课堂讨论、

作业等都运用英语来完成，创造一种全英的学习环

境，让学生在提高英语的同时或者专业知识技能。 

对于专业性较强的专业课程，可以采取辅助式

教学模式（Adjunct Model），具体可以采用专业课加

语言教学（subject course plus language instruction）。

Briton 等认为，辅助式教学中的语言和内容融合可以

通过团队设计（team design）来实现，即语言教师负

责教授语言技能，内容教师则负责学术内容。

（Briton 1989:85）然而在现有师资条件下，这种

合作教学暂时还无法实现。笔者认为，对于这类理

论性较强，内容难以理解的课程，绝对不能一味地

强调完全浸入式，否则学生对所学内容无法理解和

吃透，既不能学好语言，也不能学好专业知识。实

际上，教师可以指定与英文教材内容紧密相关的中

文教材和资料，要求学生对两个语言的教材和资料

课前进行认真预习。尤其是专业性较强的词汇，老

师应该要求学生在课前自学查出意思并记下来。现

在几乎每个学校都购买了 CNKI 数据库，教师还可以

引导学生对难以理解的理论问题在数据库搜索相关

文章，仔细阅读一些中文文献，然后在课堂上主要

用英文授课。也就是说，在让学生对中文阅读后有

了基本知识的前提下进行部分浸入式的教学模式。

将部分浸入式和辅助模式相互结合起来，以期达到

良好学习效果。 

（四）商科相关专业口语提高模式 

CBI 理念下的商科相关专业课的教学不仅要注

重专业知识传授，还要特别注重口语的训练，这一

点也是当前所忽视的。众所周知，这类专业课有相

当多的专业术语和特殊表达，教师应该创造多种途

径，提高学生专业口语水平。教师可以采用 CBI 的

主题模式（Theme-based Instruction）来提高学生的

口语。具体来讲，课前严格要求学生将基本的专业

术语意思查出来并记忆背诵，对于商务交流背景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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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理论性较弱的课程，例如商务礼仪沟通等，可

以要求学生在课前做情景模拟对话，并在课堂上抽

取部分学生演示，作为平时成绩考核的一部分。对

于理论性较强的部分，例如西方经济学、管理学原

理等，可以给学生布置主题式讨论、关键术语辨析、

理论要点概括及评判等作业，要求学生形成讨论组

在课前进行深入细致讨论，教师课堂上可以抽查，

作为平时考核的重要部分。这种模式让学生沉浸在

良好的英语口语氛围中，不仅提高了一般的口语表

达能力，更重要的是在实际演练中逐渐掌握并熟悉

专业词汇、专业英语的口语表达方法，同时还可以

培养学生的合作意识以及批判性思维能力。这种围

绕着术语、专业词汇、专业理论为主题的模式既给

学生带来一定的挑战性又符合克拉申的 i+1 原则，

效果非常明显。 

（五）写作能力提高模式 

写作是商科相关专业课的重要内容，然而这类

写作难度较大，与普通的英语作文写作存在很大差

异，是学生的薄弱环节。首先，这类写作内容带有

学术性，探讨的话题和使用的语言应该是学术性的、

非常正式的，其写作模式与四、六级作文有很大差

异。因此，教师首先要向学生教授这类写作的内涵、

目的、基本方法等，然后教师可以展示一些范文，

让学生熟悉这类写作的特殊性。写作的话题可以是

书本上的，教师可以让学生对书本上的某个观点、

原理、术语提出自己的看法，并将这种观点、支撑

的论据以及最终的结论用英语表达出来。同时还可

以要求学生在每次口语小组讨论的基础上撰写小论

文，让学生知道如何简要陈述别人的观点，如何将

自己的观点清晰展现同时给予有理有据的支撑。例

如，在讲授西方经济学中的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关系

的时候，就可以让学生查阅自己，并给出自己对供

给与需求之间某些特殊的关系的看法。通过这种小

论文的写作模式，不仅可以提高学生专业英语写作

能力，还能提高他们的批判性思维，让学生在练习

中学会学术论文英语的基本方法，为以后的深造和

在公司中的实际应用打下良好的基础。 

（六）教师素质能力培养 

英语专业商科相关专业课程对教师的要求非常

高。一方面教师需要有良好的语言功底，另一方面

教师还要对专业知识非常熟悉和精通，然而从目前

国内的情况来看，能达到这一高要求的教师还是非

常少，因此有必要采取多种模式解决师资问题。第

一种途径是从国外直接专门人才，外教在进行这类

课程教学的同时可以帮助同类课程的其他老师提高

专业水平，从而提高整体水平。第二是出台相关政

策，通过奖励的形式鼓励英语教师提高专业素养或

专业教师提高英语素养，以便能胜任这类课程的教

学。同时，还可以安排基础较好的教师到国外进修

语言类课程或者专业类课程，或者聘请外国专家直

接为教师进行专门培训。另外，鼓励教师尤其是专

业为英语的教师攻读商科类专业的学位。 

（七）学生的情感调动 

克 拉 申 的 情 感 过 滤 假 设 （ Affective Filter 

Hypothesis）主要包括三类因素：动机、自信心、焦

虑程度。（Krashen 1982:76）他指出，动机强、自信

心强、焦虑程度低的学生能更好地习得语言。不得

不承认，CBI 理念下的商科相关专业教学难度较大，

学生既需要掌握大量的术语、词汇和特殊用法还要

对理论性东西有深入了解，因此在开课前教师首先

要让学生意识道课程的挑战性，鼓励学生树立信心，

同时还要采取多种措施降低学生的焦虑感，从而提

高教学质量。但是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绝对不能因

为此类课程有较大难度就降低标准和要求，那样只

会适得其反。 

四、结语 

CBI 教学模式已经在全球流行开来，早已经被证

明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外语教学理念。中国商务英语

专业的教学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我们对其教学目

的、模式、方法、教材、学生心理等的研究还处在

摸索阶段。将 CBI 教学理念运用到商务英语专业商

科相关专业课教学中能够真正使商务英语学生提高

商务方面的技能以及理论素养，同时还能大大提高

学生的英语水平甚至思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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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专业数据库建设的经费投入。
[3]
图书馆所购置的电

子资源，其著作权为合法著作权人及其相关的数据

库出版机构所拥有，自建数据库著作权为作者和河

北工程大学所有，对其中的数目数据库的开放主要

是尊重作者的署名权，一般不涉及著作权的问题。 

2.信息资源的获取方式的保护 

图书馆提供的电子资源主要用于校内的教学、

科研、学科建设和文化生活之用，要求读者以正常

的使用方式使用电子资源，不得使用软件工具批量

恶意下载，不得设置代理服务器来阅读或下载电子

资源，图书馆也没有采取任何技术手段向校园网 IP

之外的用户提供电子资源文献服务，坚决杜绝以营

利为目的的任何电子资源的使用与获取。 

3.侵权责任的追究 

为保护知识产权，图书馆制定了“关于电子资

源合理使用的版权声明”，对违反规定造成侵权后果

者，图书馆会立即采取停止措施，协助数据库出版

商解决问题，也会协助学院、学校有关部门进行侵

权追查，并作出严肃处理。 

河北工程大学图书馆在电子资源建设过程中取

得了一定的成绩，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也采取了一

些有效的措施，与其他河北省骨干大学一样，图书

馆在知识产权专门人才培养上尚有欠缺，在知识产

权技术保护措施投入方面严重不足，建议图书馆加

大技术保护，在防火墙技术、访问控制技术、数据

加密技术、数字水印技术、信息确认技术等方面进

行合理使用，为图书馆的数字资源安全使用建立屏

障，为图书馆知识产权保护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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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notion of CBI is valuable to the improvement of teaching quality of business-related course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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