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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ＩＬ 模式在基于 “一带一路”
知识体系的大学英语慕课中的应用

唐婷婷ꎬ常淑丽ꎬ曾　 筝ꎬ杨馥瑶ꎬ李丝贝

(成都工业学院外语与国际教育学院ꎬ四川 成都 ６１１７３０)

摘　 要:大学英语课程需要响应时代呼声ꎬ面向«大学英语教学指南»的新要求ꎬ进行跨文化教育ꎬ培养学生对中国文化的阐释

能力ꎮ 因此ꎬ构建一门基于“一带一路”知识体系的大学英语慕课势在必行ꎮ 以课程团队自主建设的“丝路英语—漫谈一带一

路”为例ꎬ讨论如何运用 ＣＬＩＬ 的基本理论提出有创新性的慕课设计方案ꎬ重构课程框架ꎬ丰富课程内容ꎬ优化活动设计ꎬ完善

评价考核ꎬ为开发一门有创新性的慕课提供思路ꎮ
关键词:“一带一路”倡议ꎻ ＣＬＩＬ 教学法ꎻ大学英语慕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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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３ 年以来ꎬ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由理念转化

为行动ꎬ从愿景转化为实践ꎬ在互联互通各个领域

取得积极进展ꎮ 共建“一带一路”为推动我国与沿

线国家区域交流合作提供了新契机ꎬ也对新时期教

育改革和人才培养提出了新要求ꎮ «共建“一带一

路”教育行动»倡导:高等教育要立足国家发展战略

和地区参与共建“一带一路”规划ꎬ深化教学改革ꎬ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ꎮ ２０２０ 版«大学英语教学指南»
指出目前大学英语课程有两个重要任务:一是要进

行跨文化教育ꎬ让学生通过英语学习增进对不同文

化的理解ꎬ加强对中外文化异同的认识ꎬ培养跨文

化交际能力ꎻ二是培养学生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阐

释能力ꎬ服务中国文化对外传播ꎮ 两个任务的达成

需要在课程建设、教材编写、教学实施等各个环节

细化落实ꎮ 慕课资源建设作为大学英语课程建设

的重要抓手ꎬ需要响应时代呼声ꎬ将“一带一路”的

知识体系与语言教学有机融合ꎬ诠释互联互通的理

念和实践ꎬ树立跨学科关联思维ꎬ助力培养具有国

际视 野、 具 备 跨 文 化 交 际 能 力 的 人 才ꎮ ＣＬＩＬ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ｄ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ꎬ即“内
容与语言融合式教学法ꎬ强调知识获取与技能培养

并重”ꎬ本文将把这一理论应用于课程建设ꎬ分析现

有高校慕课平台上同类慕课的优缺点ꎬ在此基础上

讨论如何构建课程框架ꎬ丰富课程内容ꎬ优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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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ꎬ完善评价考核ꎬ为自主开发一门基于“一带一

路”知识体系的拓展类英语慕课提出设计方案ꎮ

一、ＣＬＩＬ 教学方法

ＣＬＩＬ(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ｄ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理论起源于欧洲ꎬ是一种“运用外语教授非语言学
科内容ꎬ以使学习者获得学科知识和语言技能双重
能力 的 教 学 方 法 ” [１]ꎮ 学 者 们 强 调ꎬ 这 里 的
“ｃｏｎｔｅｎｔ”不仅仅是指通常所说的学科ꎬ还可能是主

题式的ꎬ跨课程的ꎬ跨学科的或聚焦公民身份的科
目ꎮ ＣＬＩＬ 理论研究的核心ꎬ一直围绕着如何将内容

和语言整合在一起展开ꎮ 科伊尔(Ｃｏｙｌｅ.Ｄ)等学者
提出了 ＣＬＩＬ 的课程框架———４Ｃｓ(图 １)ꎬ４Ｃｓ 指内

容(ｃｏｎｔｅｎｔ)、认知(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交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和文化(ｃｕｌｔｕｒｅ)ꎬ以此确立了 ＣＬＩＬ 教学模式的四大

要素和基本框架:在课目知识的传递中培养多元语
言应用的能力ꎻ在真实情境的互动中深化对主题内

容的理解ꎻ在思辨和处理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发展跨
文化交际的意识ꎮ ４Ｃｓ 课程框架明确了课程开发中

的四大要素及其关系ꎬ为 ＣＬＩＬ 式的课程设计与建设
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基本思路ꎮ

图 １　 基于 ＣＬＩＬ 的 ４Ｃｓ 框架

ＣＬＩＬ 教学模式的本土化实践起步相对较晚ꎮ
国内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 ＣＬＩＬ 理念的介绍及国

外研究成果的综述ꎮ 黄雪萍和左璜(２０１３)介绍课
目与语言整合式的兴起ꎬ概念界定和课程建构对我
国外语教学的启示ꎮ 米保富(２０１５)探讨 ＣＬＩＬ 的概

念内涵ꎬ提出国内的 ＣＬＩＬ 研究应充分结合本土语
境ꎬ扎根具体教学实践ꎬ创建系统科学的 ＣＬＩＬ 分类

体系ꎮ 另有部分学者探讨了 ＣＬＩＬ 模式应用的可行
性ꎬ并在教学中做出了初步尝试ꎮ 王秀文(２０１１)就
西安外国语大学旅游管理英语课程应用 ＣＬＩＬ 的可
行性做了一定分析ꎮ 郭月琴(２０１３)针对 ＣＬＩＬ 在大

学英语写作中的应用效果开展了对比试验ꎬ发现教
师素质、学生语言能力和教材是影响 ＣＬＩＬ 教学效果

的主要因素ꎮ 赵永青(２０２０)等学者对大连外国语

学院从 ２００６ 年开始内容语言融合教学的课程改革

过程展开回顾ꎬ为 ＣＬＩＬ 的本土化理论创建和教学实

践提供了借鉴ꎮ 迄今为止ꎬ尚未发现关于大学英语

类慕课的 ＣＬＩＬ 模式建构和应用的相关研究成果ꎮ

二、ＣＬＩＬ 模式在大学英语慕课中的应用现
状分析

　 　 课程团队就目前国内主流慕课平台上运行的

大学英语类慕课进行了整理ꎮ 涉选慕课平台包括:
“中国大学 ＭＯＯＣ”“学堂在线”“华文慕课”“知到”
等ꎬ就课程分类和定位来看ꎬ以上平台开放运行的

大学英语类慕课主要覆盖了大学英语课程的三种

类型:(１)通用英语课程ꎬ例如:大学英语、大学英语

视听说、大学英语学术写作、英语演讲艺术等ꎬ旨在

培养不同层次的语言单项技能或综合运用技能ꎻ
(２)专门用途英语课程ꎬ例如:商务英语、市场营销

英语、人工智能英语、医学英语等ꎬ旨在增强学生使

用英语进行学术交流、从事专业工作的能力ꎻ(３)跨
文化交际课程ꎬ例如:英语畅通中国、印象英美、跨
文化交流等ꎬ侧重丰富学生的中西方文化知识ꎬ培
养跨文化意识ꎮ

这三种类型的课程中ꎬ仅有零星课程涉及“一
带一路”部分区域或部分领域的相关内容ꎬ基于“一
带一路”的知识体系或主题设计的英语类在线共享

课程资源屈指可数ꎬ课程资源较为匮乏ꎮ 针对这三

类课程ꎬ团队择选了其中获评国家级精品在线课程

的三门(表 １)作为调查样本ꎬ应用 ４Ｃｓ 理论框架ꎬ就
其主要内容和基本框架做了进一步梳理(表 ２)ꎮ 调

查发现ꎬ三种不同类型的大学英语慕课ꎬ基于不同

的课程定位和教学目标ꎬ体现出各自的设计侧重和

优势特色ꎮ 专门用途类和跨文化交际类的课程不

同程度地呈现出 ＣＬＩＬ 教学理念的元素和特征ꎮ 例

如市场营销英语ꎬ侧重体现了内容和交际两个要素

的融合ꎬ模拟真实情景开展会话和沟通ꎬ文化输入

和认知提升相对隐性ꎮ 而学英语游世界这类跨文

化交际课程ꎬ着重强调知识传输和跨文化意识的培

养ꎬ语言和交际能力的训练则相对弱化ꎮ

表 １　 调查样本课程的基本信息

课程类型 课程名称 负责人 学校 开课平台

通用英语
课程　 　

大学英语
综合课程

林骊珠
国防科技
大学　 　

中国大学
ＭＯＯＣ

专门用途
英语课程

市场营销
英语　 　 刘亮星

广东外语
外贸大学

中国大学
ＭＯＯＣ

跨文化交
际课程　

学英语游
世界　 　 高杨 吉林大学 知到

５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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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调查样本课程的设计侧重分析

４Ｃｓ 大学英语
综合课程

市场营销
英语

学英语
游世界

以单元独立主
题为线索ꎬ完
成听说读写译
等语言技能的
综合训练

英语讲授市场
营销英语关键
知识点ꎬ及专
业术语和表达
方式

英语介绍国
内外人文风
情 为 主 线ꎬ
开拓旅行见
识认知ꎮ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培养听说读写
译 综 合 运 用
能力

培养市场营销
的会话技能和
沟通技巧

培养日常沟
通的基本听
说技能

Ｃｏｎｔｅｎｔ

储备语法ꎬ语
用ꎬ词汇相关
知识ꎻ拓展不
同领域的通识
性知识

介绍市场营销
的基础理论ꎬ
储备职业领域
的专业术语和
表达

介绍国家和
地区的基本
国 情、 风 土
人情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记忆、运用 记忆、思辨 感知、记忆

Ｃｕｌｔｕｒｅ 隐性输入 隐性输入 显性输入

　 　 因此ꎬ借鉴优质精品在线课程的设计思路ꎬ将
ＣＬＩＬ 教学理念及其 ４Ｃｓ 理论框架引入课程设计ꎬ探
索构建一门基于“一带一路”知识体系ꎬ以英语为媒
介ꎬ将内容输入、交际能力培养、认知构建与文化传播
有机融合的大学英语慕课具有创新性和实践意义ꎮ

三、基于“一带一路”知识体系的 ＣＬＩＬ 式课
程“丝路英语”设计方案

(一)课程定位和目标

课程命名为“丝路英语—漫谈一带一路”ꎬ简称
“丝路英语”ꎬ是一门面向普通高校在校学生及具备
一定语言基础的学习者的公共通识课ꎬ呼应共建
“一带一路”教育行动ꎬ以英语为授课媒体ꎬ弘扬丝
路精神ꎬ阐释“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理念、实践行
动ꎬ阶段成果及发展愿景ꎮ 根据 ＣＬＩＬ 的 ４Ｃｓ 框架ꎬ课
程目标分成三个层次:

知识目标:认识与理解“一带一路”倡议的理念ꎬ
行动及愿景ꎻ了解沿线国家的政治制度ꎬ经济发展状
况ꎬ社会文化环境和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进展和
成果ꎻ拓展相关学科和专业涉及的专业知识和词汇ꎮ

能力目标:通过听、说、读、写全方位语言技能
训练ꎬ掌握英语综合运用能力ꎬ树立跨文化交际意
识ꎬ培养学科关联的思维能力和中国文化的阐释
能力ꎮ

素质目标:围绕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ꎬ正确认
识世界和中国的发展趋势ꎬ提升人文素养ꎬ根植家
国情怀ꎮ
(二)课程框架和实施策略

“丝路英语”内容多元ꎬ涵盖政治、经济、科技、

人文等多学科多领域的知识ꎬ在进行课程设计时ꎬ
需要特别关照学习者的语言能力和认知水平ꎬ系统

地、循序渐进地将学科知识ꎬ语言知识和跨文化认

知规划到每一个教学环节ꎮ 梅耶(ＭｅｙｅｒꎬＯ.)提出

的 ＣＬＩＬ 的金字塔模型(图 ２)是“一套具体的、系统

的ꎬ经得住实践考验的教学设计和课程实施的参考

工具”ꎮ 这项工具贯穿了教学设计的全过程ꎬ包括

主题的确定ꎬ媒介的选择(学习技能＋输入脚手架)ꎬ
任务设计(认知ꎬ交际＋输出脚手架)ꎬ和成效检验

(评价和反思)ꎮ 根据在线共享课程的特点ꎬ对这项

工具的应用做了个性化的解读ꎮ

图 ２　 ＣＬＩＬ 金字塔模型

１.主题的确定主要关系课程内容的选取和分

解ꎮ 课程划分成为八个独立的主题单元ꎬ分别是:
古代丝绸之路、一带一路倡议、丝路沿线区域与国

家、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

心相通ꎬ涵盖“一带一路”倡议的历史沿革ꎬ内涵概

念ꎬ合作机制及互联互通的五大合作重点ꎮ
２.媒介的选择涉及两个方面:搭建内容输入的

脚手架和语言技能的提升ꎮ 在线课程的特点决定

其内容输入主要体现为文本、音频和视频三种方

式ꎮ “丝路英语”的内容输入通过课程讲义、教学视

频和拓展阅读资料逐层搭建脚手架ꎮ 课程讲义呈

现小节的教学目标、教学提纲和重难点ꎮ 教学视频

引入话题ꎬ介绍基本概念ꎬ讲解行业相关的知识和

术语ꎮ 课程团队按照八个主题单元主题ꎬ设计制作

３７ 个教学视频ꎬ每个视频的时长控制在 １０ 分钟左

右ꎬ配英文字幕ꎬ方便学习者反复观看ꎬ加深记忆ꎮ
拓展阅读部分提供小节话题相关的语篇资料ꎬ包括

政策规章、新闻报道、学术文献等ꎬ助力知识的内

化ꎮ 语言技能的培养通过各个教学环节的多模态

输入实现ꎮ 全过程英文讲授ꎬ词汇、表达、句法文本

化呈现ꎬ基于真实语篇的拓展阅读材料ꎬ交互式的

听力练习和会话练习ꎬ全面帮助学习者习得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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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技能ꎮ
３.任务设计及输出脚手架的搭建ꎬ体现在单元

板块设计和教学流程的设计中ꎮ 每个主题单元分

解成了四个板块ꎬ包括:知识概览、案例分析、地方

经略和专家访谈ꎮ 知识概览呈现宏观概念ꎬ上层规

划和成果数据ꎬ帮助获得关于主题内容的粗略认

识ꎻ案例分析解读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协同

合作的亮点案例ꎬ对互联互通相关领域的规划ꎬ进
展和成果进一步引申和探讨ꎻ地方经略分析四川省

在基建、贸易、金融、文化领域参与共建“一带一路”
倡议的重点部署和具体举措ꎻ专家访谈展现“一带

一路”参与者的直观体验ꎬ提供更为多元的阐释和

评价ꎮ 借此层层递进的板块设计ꎬ引导学习者从多

元文化的角度观察、感受、理解、认知、进而激发思

考ꎬ培养学科关联的思维技能ꎮ 教学流程设计关照

到课前、课中、课后的交际互动ꎮ 观看教学视频前ꎬ
教师在话题讨论区提问互动ꎬ引导学习者对关键知

识点进行归纳和概括ꎮ 观看视频后设置见面讨论

课ꎬ时长 ４５ 分钟ꎬ分成如下的步骤:话题引入、深度

讨论、故事分享、提问和解答ꎮ 要求参与者阅读背

景材料ꎬ结合本单元的案例ꎬ运用本章学到的词汇

和语句ꎬ分享自己的看法ꎬ提出实践的方案ꎬ由此降

低输出的难度ꎬ把跨文化交际的意愿转化成能力ꎮ
４.成效检验可以依托平台的功能ꎬ设计过程性

考核和终结性评估ꎮ 通过视频弹题ꎬ单元测试和期

末测试给予即时的学习反馈ꎬ测试的主要形式是单

项选择、多项选择和判断等客观题ꎮ 帮助学习者复

习课程的内容和语言知识点ꎮ 同时可以利用平台ꎬ
记录学习者的学习过程ꎬ包括:学习时长ꎬ登录次

数ꎬ讨论区参与情况等ꎬ检验学习的参与度和活跃

度ꎮ 其中ꎬ过程性考核为 ６０％ꎮ 包括:学习进度

(１０％)ꎻ学习行为(习惯、互动等 ２０％)ꎻ单元测试

(３０％)ꎮ 终结性考试为 ４０％(基于教学内容的知识

考核和英语能力考核)ꎮ
(三)课程设计方案

根据课程框架和实施策略ꎬ针对具体的教学步

骤提出大体的设计方案ꎬ每个单元分成 ５ 个环节ꎮ
以第四主题单元———政策沟通为例ꎬ如表 ３ 所示ꎮ

样例单元的设计方案可以验证“丝路英语”这

门慕课具备 ＣＬＩＬ 金字塔的典型特征:脚手架学习ꎬ
认知参与和跨文化交际ꎮ 视频和文本提供输入脚

手架ꎬ测试和讨论搭建输出脚手架ꎮ 学习者可以了

解到例如双边区域合作、备忘录、数字丝绸之路倡议

等政策沟通的相关知识ꎬ还可以掌握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Ｃｏｏｐ￣
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ꎬ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ꎬ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表 ３　 丝路英语第四单元教学设计方案

环节 课程资源 流程描述

课前
准备

１ 份课程讲义

教师在线发布课程讲义ꎬ明
确单元教学目标和重难点ꎻ
在讨论区提问互动ꎬ引导话
题的关注和思考ꎮ

视频
学习

６ 个教学视频
视频 １:知识概览—
政策沟通的基本概念
和成果清单ꎮ
视频 ２:案例分析—
双边区域合作的机
制ꎬ以中非合作论坛
为例
视频 ３:案例分析—
多边合作的国际组
织ꎬ以上海合作组织
为例
视频 ４:案例分析—
特定领域的合作规
划ꎬ以数字丝绸之路
倡议为例
视频 ５:地方经略—
四川以 “一带一路”
建设为引领的战略
部署
视频 ６:专家访谈—
对话一带一路的智库
学者

学习者观看教学视频了解政
策沟通的内涵ꎬ合作机制及
具体形式ꎻ掌握政策沟通领
域的专业术语和词汇表达ꎻ
了解各方共商共建的过程ꎬ
感受合作共赢的丝路精神ꎮ

视频
弹题

１２ 个视频弹题
视频学习过程中随机弹出客
观选择题ꎬ填空题和判断题ꎬ
回顾知识要点ꎮ

拓展
阅读
资料

４ 篇拓展阅读文章
１.«“一带一路”国际
合作高峰论坛圆桌峰
会联合公报»
２.«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和新西兰政府关
于加强 “一带一路”
倡议合作的安排备忘
录»
３. «共建 “一带一路
“教育行动»
４.«中国(四川)自由
贸易试验区总体方
案»

教师在线发布阅读资料ꎬ并
提供在线答疑辅导ꎮ 学习者
通过拓展学习ꎬ了解不同层
次ꎬ不同领域政策沟通的具
体成果和形式ꎮ

单元
测试

１ 份测试(５０ 个测试
题目)

学习者在限定 １ 小时内在线
完成测试ꎬ题型包括听力ꎬ阅
读ꎬ翻译ꎬ人机交互ꎬ实时反馈
测试结果ꎮ

课后
讨论
和反
思　

１ 份小组讨论任务书

引导学习者组成小组合作学
习和讨论ꎬ模拟 “一带一路
“高峰合作论坛ꎬ代入国家角
色ꎬ演绎对话沟通的过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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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等类似的专业术语和词汇ꎬ并通过测试

和讨论加深记忆ꎬ最后按照讨论任务书的任务设

置ꎬ梳理拓展阅读资料ꎬ模拟“一带一路”高峰合作

论坛ꎬ扮演如巴基斯坦或意大利等参与国的与会代

表ꎬ用习得的词汇和语句相互对话沟通ꎮ 在输入到

输出的过程中学习者从低阶思维的感受ꎬ理解和记

忆ꎬ一步一步提升到高阶思维的对比、判断和调查ꎬ
完成认知参与ꎮ 并在知识学习、案例探究和语言交

际中不知不觉地养成跨文化的意识ꎬ体验到共商共

建的丝路精神ꎮ

四、“丝路英语”慕课的应用及后续研究展望

“丝路英语—漫谈一带一路”建设完成后ꎬ已经

依托公共在线教育平台智慧树ꎬ面向高校学生和社

会学习者开放ꎬ目前选课人数总计 １ 万 ４ 千多人ꎮ
课程团队为学习者提供在线服务ꎬ组织在线测验、
作业、考试、答疑、讨论等教学活动ꎬ及时开展在线

指导与测评ꎮ 并根据测评反馈和学生参与效果ꎬ不
断优化和更新教学资源ꎮ

同时ꎬ这门慕课还作为我校大学英语高阶拓展

课“丝路英语”的线上部分ꎬ与线下小班教学有机结

合ꎬ开展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实践ꎮ 课程团队将跟

踪线上和线下教学的运行情况ꎬ运用 ＣＬＩＬ 模型对教

学实践的实施情况进行观察ꎬ获取学习者的认知参

与、脚手架学习、技能培养和跨文化维度等方面的

信息和数据ꎬ进而对课程应用的教学效果ꎬ教师发

展以及教学技术与 ＣＬＩＬ 课堂整合等方面开展进一

步研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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