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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本文报告传统的英语专业精读课如何在内容—语言融合式教学（CLIL）模式

下实现语言、思辨和学科能力的协同发展。研究采用历时混合研究法对某重点高校英

语专业本科二年级一个自然班的精读教学进行为期一学期的跟踪，收集了课堂实况录

像、学生英语作文、学生自评、反思日志及访谈等数据。学生在CLIL模式下的精读课

上有可能实现语言、思辨和学科能力的协同发展，表现为：1）学生的语言发展主要体

现在高级词汇习得、学术语言能力及语言意识的发展，具体表现为英语书面语词汇复杂

度、密度和多样性出现显著增长；2）思辨能力得到提升，具体表现为高阶思维活动出

现频数显著增长，看问题的观点和视角更加多元，以及学科知识与概念的渗入和运用； 

3）CLIL框架下的精读课堂有效地促进了学生语言、思辨和学科能力的相互调节，以及在

教师中介作用下的协同发展。本研究丰富了国内基于CLIL模式的外语课堂教学实践，为英

语专业基础阶段技能课教学改革提供了实证基础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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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内容—语言融合式教学（Content and 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 以 下 简 称CLIL）源 于20世

纪90年代中期兴起于欧洲的双语或多语教育模

式，其目的一是“增强多语言、多元文化公民身

份意识”，二是“改进外语教学法”（Morton & 

Llinares 2017：1）。近几年，CLIL则用于指任何

融合了内容和二 /外语的教学模式。相关研究认

为，因在语言学习中引入了学科内容，CLIL教

学模式为学习者语言和认知能力（特别是高阶思

维能力）的深度融合创造了条件，有利于二者协

同发展（Dalton-Puffer 2011；Lorenzo & Rodríguez 

2014；Ruiz de Zarobe 2015）。如何将语言学习、

思辨能力培养和学科能力发展有机融合，实现三

者协同发展是近几年国内外语教育界逐渐兴起的

焦点话题（Chang & Xia 2011；常俊跃 2015；孙

有中 2011；吴晶、常俊跃 2011；张莲、孙有中 

2014；张莲等 2013；赵秀艳等 2014）。应该说，

这是国内外语界对过去几十年外语教育教学传统

反思的结果。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外语专业在人才培养方

面取得了巨大成就，满足了国家对外开放对外语

人才的基本需求；但越来越多的学者也意识到，

国内语言和学科内容分离、整体偏重语言技能训

练的外语教学传统在培养“国际化、高层次应用

型和研究型外语类专业人才”方面存在培养能力

不足的问题（孙有中 2019：2）。学界已就国内外

语（尤其是英语）类专业定位、人才培养目标等重

大问题形成了一些基本共识（教育部高等学校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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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2018；查明建 

2018），但对于如何在课程设计、教学操作中表达

专业的学科属性，实现专业目标和能力要求仍存

在诸多困惑。简言之，如何在确保语言能力发展

的同时实现思辨能力和学科能力协同发展实质上

已成为当前外语类专业教育改革的关键问题。本

文从一个实际教学案例出发，试图分析探讨上述

问题的解决方案和可能存在的其他问题。

2.	 CLIL模式兴起的动因及其学习机制

的社会文化理论解读

上述问题并不是国内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本科

教育独有的问题，其他国家（如美国）也存在同样

的争议和困惑。2010年，《现代语言期刊》（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增刊发表长篇文章，探

讨美国高等外语本科教学和评价体系改革以及纳

入融合式课程体系的问题。作者认为，在语言

学习层面，当前盛行的交际能力（communicative 
competence）框架下的语言教学模式并不能支撑

高等外语教育环境下学习者的“智力发展目标”；

在文学—文化学习层面，整个教学体系中也没有

一个能将内容和语言学习自始至终连接起来的概

念框架（Byrnes et al. 2010：9-10）。Urlaub（2017）
指出，20世纪90年代早期开始的对美国高等外语

本科教育的批评聚焦其所谓的“两层课程”（two-
tiered curriculum），即将低年级段的语言技能训练

和高年级段的知识学习完全割裂的课程设置，消

弭这种割裂的方法是倡导CLIL模式。他认为，这

一改革不仅能使外语教育更好地满足专业内部

和外部的需求和利益，最重要的是能够促进学

习者的学习（MLA Ad Hoc Committee on Foreign 
Languages 2007）。

从历时角度来看，CLIL模式的实践研究重点

经历了两次转向：首先是从CLIL模式的实施对语

言学习成效的影响到论证需要采纳真正意义上的

语言和内容融合观，再到探究CLIL模式在促进

学生学科素养（subject literacies）发展方面的潜力

（Nikula 2017）。20多年的相关研究表明，CLIL模

式将二 /外语学习和学科内容学习融合了起来，并

因此为语言和思维（特别是高阶思维）的协同发展

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具有相对优势。其理据是，

引入学科内容的语言课程能够：1）有效扩大语言

接触量，为（学术）语言内化创造基础条件（Guk & 

Kellogg 2007；Paltridge 2002）；2）创设学科语境，

为复杂意义协商、高级思维活动提供语境，有利

于高阶思维能力的发展（Nuthall 2002）。

上述理据之学习机制可从社会文化理论

（Sociocultural Theory）角度得到解释。社会文化

理论解释了人的认知发展过程。其基本观点是，

人的高级心智活动源于社会文化活动，此外还受

到工具调节的影响（Lantolf 2000；Vygotsky 1978；

Wertsch 1985）。其中，语言是最重要的心理调节

工具。如此，在二 /外语学习的情境下，语言不

只是学习对象，也是最重要的心智调节工具，用

语言调节解决问题（尤其是复杂的问题）正是学习

语言的方式（Lantolf 2000）。Swain（2006：96-98）

的解释是：“当我们用语言调节解决问题时，无论

问题是关于如何遣词造句以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

还是关于如何解释实验结果或诠释他人行为的意

义，都会促成言语活动（languaging）的发生。”这

一观点对二 /外语学习的重要启示是：我们需要

给学生提供什么样的语言材料才能促成更有效的

调节？我们需要开展什么样的学习活动才能更有

效地促成语言学习和高阶思维能力发展的相互调

节？这两个问题成为二 /外语教学作出重要抉择

（如学 /教什么、怎么学 /教）时的基础考量。本文

考察的一项英语专业基础阶段技能（精读）课改革

的教学案例，改革的目标是通过实施CLIL教学模

式，实现语言技能训练、思辨和学科能力培养的

有机融合（孙有中、金利民 2010；张莲、孙有中 

2014；张莲等 2013）。拟回答的问题是：在CLIL

模式下，1）精读课如何影响学生语言能力发展？

2）精读课如何影响学生思维能力发展？ 3）学生语

言和思维的发展如何相互调节？

3.	 研究方法

3.1 案例课堂简介

本案例课堂是某重点高校英语专业本科二年

级精读课，共有25名学生，所用教材为《大学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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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英语教程 精读3：社会与个人》，教材内容围绕

社会学与社会、社会组织和社会问题三方面主题

展开。授课教师具有社会与文化研究背景和丰富

的教学经验。教学流程包括课前、课中和课后三

个环节。教学活动包括学生课前独立预习（如阅

读课文，了解相关议题背景知识并提前处理课文

中的生词、难句等）、小组报告、课堂讨论、课后

小作文、学习反思日志等。思辨性阅读和讨论是

主要的课堂活动形式。在此过程中，教师注意引

导学生关注语言形式，并通过重述、任务链（task 

chains）等方式，为语言知识的复现创造条件，即

在复杂意义协商过程中引导学生深度加工语言。

学生在课后需要复习语言知识，独立完成教材中

“语言进阶”部分的练习，并就课堂讨论议题自由

选取角度撰写反思作文，进一步深化其思维过程，

促进语言知识的内化。

3.2 数据收集与分析

研究采用历时混合研究法，对案例课堂进行

为期一学期（2017年9月—2018年1月）的跟踪，

数据收集情况见表1。

表1 案例课堂教学数据收集情况

序号 数据类型 目的 规格/数量

1 课堂实况录像
了解精读课堂教学安排（如教
学目的、典型课堂互动方式
等）（van Lier 2004）

为期一学期 15 节精读课堂的实
况录像和实地观察笔记。

2 精读课学习状况调查问卷
了解学生语言和思维发展成效
自评情况

（Cronbachα>0.86）

采用Likert五分量表形式，涉
及学术语言能力、口语表达能
力、社会学学科知识和分析论
证能力四个维度。

3 课后作文 确认学生的语言和思维发展状况

每月一篇，600—800 词不等；
语言和思维质量分别从词汇复
杂度和思维复杂度两个维度进
行测量（Anderson & Krathwohl 
2001；Lu 2010）。

4 学生反思日志
了解学生在课程及自身学习过
程中的收获、面临的挑战及对
课程的建议三个方面的反思

由学生期末提交，共 21 篇；分
析依据“扎根理论”（Glaser & 
Strauss 2006）展开。

5 深度访谈
了解学生整体的学习成效和对
课程的感知与判断

6 名学生自愿接受 30 分钟左右
的访谈；访谈语言为汉语。

三位编码者参与质性数据编码，编码者1负

责所有数据编码，编码者2和3分别负责30%的

作文数据和反思、访谈数据编码。三名编码者间

信度均大于80%。

4.	 结果与讨论

如前所言，本案例中精读课堂拟透过CLIL

模式改革让学生参与学科语境下的“意义构建”

（meaning-making），促成（复杂）语言和思维活动

的发生。本节从语言学习、思辨能力发展和语言

与思辨相互调节三个方面分析和讨论该模式的促

学特征和学习结果。

4.1 语言学习和发展状况

首先，CLIL课堂的意义语言学习活动能让

学生体验学科语境下的意义建构过程（meaning-

making in a disciplinary context）（Swain et al. 

2018）。比如，教师在帮助学生理解文意的基础

上，通过设置重述（paraphrase）任务引导学生对

学术语言进行二次深加工（见片段1）。

片段1（课文重述）：

1 T: Okay, the next function, the seventh one.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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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 you summarize the point in this paragraph 

and comment on this? Summarize the point 

and make a comment? Volunteers? Linda,  

please?

2 S: The poor also has a cultural function. When 

the more affluent people by protecting the 

culture or cultural life … that are on the verge of 

extinction … the affluent they actually take the 

responsibility of protecting themselves.

3 T: Summarize it in one sentence. You need some 

time to think? 

4 T: Who can summarize it in one sentence? 

5 S: The poor can create some culture appreciated 

by the rich people.

6 T: The poor can create their own culture and this 

culture is appreciated by the rich, so the culture 

solely belongs to the poor. Can you give some 

examples?

该片段显示，教师通过让学生归纳段落大意

（如话步1、4），促使其从文章中提取重要内容信

息并进行高度概括。这正是促成（学术）语言与思

维深度融合的过程。有学生在后续受访中指出：

Paraphrase更有帮助，因为讨论的话我自己也

能完成思考的过程……但是paraphrase就要

求你必须再用另一种表达方式，更简练地把

它说出来。（S2-20180102）

这一现象提示CLIL课堂中的学生需要在表

达（即 languaging）的过程中不断延伸自身中介语

系统，用语言表达复杂思想，从本质上促进语言

和认知的相互调节（Swain et al. 2018）。教师则根

据学生回答实时提供教学支架，在意义课堂互动

（meaningful negotiation）中创造更多的语言和内

容学习机会（Guk & Kellogg 2007；van Lier 2004）

（详见片段2）：

片段2（会话互动中的教师即时反馈）：

1 T: Yeah, the society is reinforcing. Yes, can you 

speak louder? 

2 S: I think the society is reinforcing your 

perception of identity.

3 T: Yes, your gender identity, very good. You 

could say you don’t have a choice. That’s a 

problem. Actually we (actually) don’t have a 

choice. It’s already there. It is already arranged 

like this … blue for boys, pink for girls and 

nobody has ever asked why. Or we all take 

it for granted. So that’s the influence of the 

society. That’s social learning, the power of 

social institution to form our gender identity. 

We even don’t have a choice because all the 

clothes for boys are made in blue. Very good. 

Then you could say after learning sociology 

you could have a perception … that actually 

there’s no such an intrins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lor blue and man, masculinity. 

Very good. 

上述片段显示，教师在延伸学生话语的过程

中对学科概念理解进行了进一步阐述和补充。这

一过程不仅有助于深化学生知识的理解，也引导

学生发现自身语言的局限和差距（Swain 2006），

激发其主动学习动机和提高隐性习得学术语言的

潜在可能性。这其实是CLIL模式下精读课语言学

习与发展的第二个重要机制，即CLIL模式蕴含着

相对丰富的语言资源（linguistic resources）（Ruiz 

de Zarobe 2015）。基于学科且相对丰富的二 /外语

学习资源有利于学生用语言表达复杂思想，并在

此过程中，不断锤炼、反思自身语言。大量典型

的开放式课堂讨论为师生合作会话（collaborative 

dialogue）（Swain et al. 2018）创造了条件。教师

通过扩充学生话语，对其进行即时、有针对性的

语言反馈（van de Pol et al. 2010）。

上述学习方式的效果得到了其他相关数据的

支持。首先，“精读课学习状况调查问卷”因子

分析结果显示：学生自评CLIL模式精读课对自

身口语表达、词汇、语法语篇知识及学术语言

能力的提高都有帮助（详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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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语言学习效果自评结果

自评内容 均值 标准差

语言维度 3.91 0.17

口语表达 3.82 0.95

词汇习得 4.24 0.66

语法语篇 3.92 0.80

学术语言 3.95 0.87

其次，课后小作文单因素方差分析显示，学

生书面语词汇复杂度在第二和第三次作文间显著

增长（MD=0.054, p=0.000），词汇丰富度在第三和

第四次作文间显著增长（MD=0.928, p=0.000）（见

表3）。这些数据提示，CLIL模式引入学科内容，

为意义语言使用创设真实语境，以及为语言知识

的复现创造条件——尤其体现为特定议题下学科

概念和词汇的高频使用——共同促成了CLIL精读

课堂的语言学习效力。

表3 四次小作文语言及思维质量描述性统计

作文
词汇复杂度 词汇丰富度 高级思维能力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作文 1 0.29 0.05 0.79 0.79 1.74 1.59
作文 2 0.28 0.05 0.77 0.76 2.62 1.99
作文 3 0.34 0.04 0.78 0.62 2.91 1.48
作文 4 0.33 0.04 0.88 0.70 2.92 1.53

注：词汇复杂度指文本中复杂词汇占总词汇数的百分比（Lu 2010）。
词汇丰富度为“修正类符—形符比”：T/√ 2N，“T”为文本中类符总数，“N”为文本中形符总数（Lu 2010）。
高级思维能力包括：演绎、推理、归因、类比和评价（Anderson & Krathwohl 2001；Watson & Glaser 2012）。

4.2 思辨能力发展机制和状况

CLIL课堂学习活动对学生的认知挑战较高。

教师通过不断追问、延伸学生话语，引导学生进

行高质量会话探究（dialogic inquiry）（Wells 1999），

促成多元视角的形成，深化学生思维过程（详见片

段3）。

片段3（高质量会话探究）.

1 T: Yes, we read that lesson of Max Weber on 

bureaucracy, right, so that reminds you of what 

have said, go on.

2 S: Students will be conscious of their ranking 

and their position. I think it’s not very easy to 

change this position.

3 T: What do you mean by “it’s not easy to change 

this position”?

4 S: I guess within a short time a person is not 

very likely to change their grace within a very 

short time. It’s a comparatively stable, solid.

5 T: So? 

6 S: So…

7 T: So what is the effect of being locked in the 

class position?

8 S: I guess worship and affirmation to better.

9 T: Worship for the better classes or better 

positions?

10 S: Yeah, that’s despise, it’s a little bit worried but the 

kind of thing go to the little ones or the first ones.

片段3显示，教师通过一系列引导和追问（如

话步3、5、7）促使学生不断拓展思维深度和广度，

并通过在会话中搭建支架（Lantolf 2000）（如话步

7），促使学生不断推进论证过程，完善论点。一

位同学受访时指出：

我觉得每次同学说观点的时候，老师都会反

问。反问她觉得这个观点能否站得住脚。然

后经过老师反问，或者是其他同学觉得她说

得不太好之后，会把她这个观点反驳掉。然

后有些好的想法，老师也会再重复一遍，或

者老师觉得她这个观点很好，会再重复一遍。

（S5-20171227）

开放式讨论还能提高学生的课堂参与度，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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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生生互动及学生间的相互支持（peer scaffolding）

（Donato 1994）。片段4即其中一个典型案例。

片段4（课堂讨论中的生生互动）

1 S1: But I think masculinity only concludes the 

traits of being a man, not includes gentle. It 

means the original traits of being a man. It is not 

a positive or a negative word. It’s neutral, so I 

think rudeness can also be a kind of masculinity, 

whether you choose to be that or not. 

2 S2: A prototype. 

3 S3: Actually I think in Chinese traditional 

society boys are kind of encouraged to say dirty 

words.

4 S4: I think it has to be defined as masculine, 

because otherwise it  can only be called 

uncivilized, or unevolved. Can it be terminated? 

It cannot. 

5 T: Well, it’s a controversial. Because our text 

doesn’t focus on that, I can leave the debate to 

you. So that’s the puberty stage. And then we 

come to…

6 S1: I was worrying that the very deep attraction 

lies in the feminine part of a gentleman or lies in 

the masculine part of a female, masculinity.

这一现象提示我们，不同学生可以就同一议

题展开深度讨论，并在讨论中相互质疑和补充。

相比传统的教师主导型课堂而言，CLIL课堂能赋

予学生更大的自主性（autonomy）。这种参与感既

能提高学生的表达欲望，还能让其感受论辩的过

程。有同学在受访中表示：

可以看到不同观点之间的碰撞，比如说A反

驳了B，B又怎么反驳A……看他们思维过程。

可以学着去说服别人，或者怎么完善自己的

观点，建立（自己）思想的框架和体系。（S3-

20180102）

上述学习过程的有效性也得到其他相关数据的

支持。首先，“精读课学习状况调查问卷”分析显

示，学生自评CLIL模式精读课对自身学科思维方

法的形成，对社会现象的理解力，看问题的视角和

深度、批判性和客观性的提高都有帮助（详见表4）。

表4 思辨和学科能力发展效果自评结果

自评内容 均值 标准差

思维维度 4.20 0.19

学科思维和方法 4.06 0.71

对社会现象的理解力 4.19 0.77

看问题的视角和深度 4.39 0.73

看问题的批判性、客观性 4.26 0.77

其次，课后小作文分析显示，学生高阶思维

出现频数在四次作文中持续增长，低阶思维出现

频数逐渐下降。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学生

高级思维活动在第一和第三次作文间显著增长

（MD=1.17，p=0.026）（详见上文表3）。

上述数据提示，基于CLIL模式的精读课堂能

促进学生在讨论中调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激发不同观点和视角，提升个体思维品质。

4.3 CLIL模式下语言和思维发展的相互调节

CLIL模式下语言发展和思维发展之间相互调

节。首先，学科语境的引入为语言学习创造了真

实、有意义的环境，促使学生深度加工语言，促

成学生运用（复杂）语言表达复杂思维。这不仅是

语言学习的过程，也是丰富认知视角、启迪思维

发展的过程。换言之，是两个过程相互调节的过

程。其次，CLIL模式在语言学习中引入学科知识，

能促使学生扩大语言接触量，并为语言学习提供

丰富的认知资源（Dalton-Puffer 2011）。学生为获

取学科知识，需要深度加工语言，用语言表达复

杂思维、解决复杂问题，而这正是语言学习和内

化的重要方式（Swain et al. 2018）。正如学生在受

访时提道：

……上个学期我们说有时候我们回答复杂问

题说不下去了就会用中文了，然后这个学期

我们就是强行的就是让自己用英文，其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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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都会有这个自觉，就是我一定要用英文。

虽然说可能开始磕磕绊绊，但是到后来就好

了。（S2-20180102）

语言知识的内化需要以大量训练为基础

（Swain 2005），CLIL模式为语言学习提供真实语

境，语言知识在意义使用中逐渐得到内化。

此外，学生在深度加工学术语言的过程中，

可以隐性获得学科思维和方法。学术语言作为学

术团体内部最基本的意义建构资源，也是团体内

部的行为、认知和价值基础（Horner 2014）。因

此，理解、内化学术语言的过程，也是用语言解

决实际问题、参与学术团体内部实践的过程。这

其中同时蕴含着高阶思维能力训练和价值观念的

建构等。有学生在受访时表示：

一部分就是这些名词像Macdonaldization，我

们去麦当劳就会想到这个……就是消费主义

啊，就是会想到这些。另一部分就是他的这

个学术语言的组成方式，就是这已经内化到

我们思维方式里了。（S2-20180102）

语言学习本身真正成为认知发展的过程：学

生运用所学语言、概念和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并

在此过程中逐渐获取学科思维、观点和视角，实

现语言、思辨和学科能力的协同发展。

5.	 结论与启示

根据上述分析与讨论，本研究得出如下结论：

基于CLIL框架的精读课能够促成语言、思辨和学

科能力的协同发展。具体表现为：1）CLIL模式

精读课引入学科知识，为语言学习提供更丰富的

语言学习资源，推动真实的复杂意义协商，并在

此过程中促成语言、学科知识内化；2）用语言表

达复杂思维、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即认知发展

的过程，也是语言和思维相互调节的过程；3）语

言学习围绕学科内容展开不仅提高了学生的语言

学习效率，也有助于促进他们学科意识和学科思

维的发展。

上述结论对英语专业课程改革具有一定启

示：1）语言和思维发展在外语教育中密不可分，

割裂两者之间的联系，既有悖于人的认知发展规

律，也不能体现外语专业教育的初衷；2）CLIL

模式的实施从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英语专业教学中

语言技能训练与专业能力发展脱节的问题，可以

为未来英语专业课程改革的发展方向提供借鉴和

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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