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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more and more Chinese soldiers going abroad and participating in 

the international affairs, military academies are required to cultivate a large number 

of military personnel with solid command of military English ability in application. 

How to improve cadets’ language skills and expand their military knowledge as well 

in the military English teaching is a critical problem that each English teacher is faced 

with. Content-based instruction provides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military English 

teaching, while a six-T’s approach enables CBI to be better applied.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design an eight-hour teaching unit to explain how teachers use six-T’s approach 

in military English teaching to achieve the dual goals of language teaching and content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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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越来越多的中国军人走出国门，参与到国际军事活动中，这迫切要求

军队院校的英语教学能培养出大批具备较强的军事英语应用能力的军事人才。

军事英语教学中如何才能让学员在提高语言知识、语言技能的同时扩充军事知

识是摆在每个英语教员面前的现实问题。CBI 教学模式为军事英语教学提供了

理论指导，而 CBI 下的 6T 教学法使得 CBI 模式具有更好的操作性。本文中，

笔者通过设计一个八学时的教学单元来阐释教员如何在军事英语教学中运用六

个 T 实现语言教学和内容教学的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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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纪以来，我军对外军事交流、参与国际事务以及维护海外利益的任务

日益增多，这就要求我军官兵具备与之相适应的外语能力。军队院校是新型军

事人才生长和培养的重要基地，其英语教学应以英语在军事领域的实际应用为

任务指向，以培养学员岗位任职所需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为目标。2017 年，训

管部颁布实施的新一代《大学英语教学大纲》（以下简称大纲）［1］指出：“大

学英语的教学目标是通过学习，掌握通用英语、军事英语基本知识和应用能力，

培养跨文化交流、批判性思维和自主学习能力，拓宽国际视野，适应职业发展

和对外军事交往需要。”大纲明确了军队院校英语教学中实施军事英语教学的

必要性，将军事英语的学习提到了和通用英语学习同等重要的地位。至此，军

事英语教学在全军院校全面铺开，在新大纲的指导下，军队院校在课程设置、

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做出了探索和实践，但在军事英语教学中如何培养

学员的军事英语应用能力是每个英语教员值得深思的问题。

语言是一种工具，一种载体，要为一定的内容服务，也就是说语言的内涵

是知识和文化。语言离不开知识和文化，离开了内容，运载工具就会失去意义。

对于军事英语而言，则不能离开军事知识和军事文化内容。如果军事英语教学

中只重视军事知识的讲授和灌输，势必不利于学员语言能力的提升；如果按照

传统的教学模式，注重大量语言结构、词汇积累和语法规则，势必忽视语言的

意义。那么如何才让学员在提高语言知识、语言技能的同时扩展军事知识，从

而提升他们的军事英语应用能力？ CBI 教学模式倡导通过学科内容教学达到语

言教学目的的教学理念与军事英语教学的教学目标是契合的，为军事英语教学

提供了理论指导。

1  CBI 教学模式概述

CBI（Content-based Instruction，基于内容的语言教学）是一种语言与内容

有机结合的外语教学模式［2］，它把教学的重点从学习语言本身转移到通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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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学科知识来学习语言。CBI 把语言作为学习内容的媒介，而不是作为语言学习

的终极。这一教学理念起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加拿大蒙特利尔 St. Lambert 的“沉

浸式”（Immersion Teaching）实验班。通过实验班的成功经历，教师发现当学

生们意识到在整个语言学习过程中，他们掌握的是某种知识，而不是为了纯粹

的语言形式而学习，他们的学习兴趣就会大大提高。“沉浸式”实验班的成功

经验受到了苏联、美国、日本等世界各地二语、外语教育者的关注。他们相继

开展实践和试验并取得了很多成功的范例。

Stryker 和 Leaver 认为 CBI 教学模式有三个显著特征：以学科知识为核心；

使用真实的语言材料；课程设置必须符合不同学生群体的需要［3］。CBI 在其

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主题模式、课程模式、辅助模式和专题模式，其中主题

模式是最常用的一种模式。

军队院校军事英语教学目标面向军人职业需求，瞄准英语在军事领域的实

际应用，具有鲜明的岗位指向性。CBI 围绕学生需要获得的内容或信息组织教学，

以达到内容教学和语言教学相互促进、共同提高的目的，这与军事英语教学的

要求是一致的。CBI 教学模式下的学员利用英语获取中外军队体制编制、军事行

动与作战指挥、军事科技与武器装备、联合军事演习、国际维和等方面的军事

知识，因为学习内容和学员的未来岗位息息相关，学生的注意力会集中在内容

上，把英语作为探索知识的工具，可大大调动学员的学习积极性，提高学习效率，

增强学习军事英语的自信心。

2  CBI 下 6T 教学法在军事英语教学中的应用

军事英语教学中该如何把内容和语言学习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1997 年

Stoller 和 Grabe［4］提出 6T 教学法，指的是通过主题（Themes）、课文（Texts）、

话题（Topics）、线索（Threads）、任务（Tasks）和过渡（Transitions）将内容

和语言学习结合起来，连贯一体地进行教学。（1）主题。主题是贯穿课程设置

的主要思想，确定主题要考虑学生的需要和兴趣。（2）课文。广义上讲课文就

是内容，内容并不局限于教材文本。课文主要分为四类：现有材料（内容源自

教材文本、音视频、网上资料等）、教员提供材料（内容源自教员授课、公告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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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材料等）、任务驱动材料（内容源自调研、辩论、图书馆查阅等）和其他

资源（内容源自见习、嘉宾演讲等）。内容的确定不仅要符合主题，而且要考

虑其长度、材料之间的关联、使用语言的难易、学员对内容是否感兴趣等。（3）

话题。话题是基于内容之上对主题更深层次的探讨，可在主话题下设立子话题。

（4）线索。线索是联系各主题之间的纽带。（5）任务。任务是实现学科内容

教学的基本要素。教员必须设计一系列学习任务，帮助学员在学习军事知识的

同时学习语言。设计任务时需要注意的几个方面包括：设计的任务目标要明确；

学员有能力完成任务；学员完成任务后会得到及时反馈等。（6）过渡。过渡把

一个主题之中的若干话题自然地连接在一起，可通过两种方式实现，即话题过

渡和任务过渡。

6T 教学法使得 CBI 模式具有更好的操作性。教员可以利用 6T 法指导某个

教学单元的教学设计。下面笔者设计一个八学时的教学单元来阐释教员如何在

军事英语教学中运用这六个 T，从而实现语言教学和内容教学的双目标。

教学对象是二年级学员，英语水平中上，均已通过大学英语四级，30 人一

个教学班。使用的教材是《军事英语听说教程》（修订版），该教材是新大纲

的推荐教材，教材语言素材真实，内容大都涉及国际间的联演联训、北约组织

的军事行动、联合国的维持和平行动和英美等西方国家的军事活动，情境真实，

语言地道，针对性强。笔者选取的是第七单元，主题为巡逻。我们培养的学员

很有可能在将来的某一天参加国际维和，而执行巡逻任务是维和中最为常见的，

所以这个章节的内容与学员未来的任职岗位需求契合度相当高。八学时的教学

单元涉及三个与主题相关的话题：下达巡逻任务、使用无线电报告位置和使用

无线电报告事件。下达巡逻任务下设五个子话题：巡逻任务、巡逻路线、巡逻

时间安排、巡逻装备和遵守的交战规则。使用无线电报告事件下设两个子话题：

准确报告事件情况和请求支援。

过渡：下达巡逻任务、使用无线电报告位置和使用无线电报告事件这三个

话题之间的联系在于巡逻地图。下达巡逻任务发生在巡逻前，巡逻组长对着巡

逻地图向巡逻小组介绍任务、路线、时间安排、携带的装备和注意事项。巡逻

途中，巡逻小组两次与指挥中心通联，第一次通联内容是报告自己的位置，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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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通联的内容是向指挥中心报告发生的突发情况并请求支援，两次通联都要

用到巡逻地图上的坐标。

线索：本单元的主题是巡逻，本课程的其他主题还有新训、维和、军演、

护航等，新训中学过的 24 小时制、军事字母表，军演中学过的坐标方位、护航

中学过的时间安排，以及维和等主题下学过的各种下达作战 / 训练任务的格式是

联系本主题和其他主题之间的纽带，其他主题积累的知识对理解本主题内容有

辅助作用，并为语言的准确输出打下基础。

任务：将 30 名学员分成三个大组，每组设一名组长，负责组内协调工作。

每一大组可根据问题的难易再细分为若干个小组。第一大组的任务：查找有关

巡逻目的，巡逻任务的阅读材料或新闻。第二大组的任务包括：寻找一段无线

电通联的军事题材电影片段，帮助其他组学员直观地了解通联；熟悉无电通联

中呼号的读法（如 DR40 读作 Delta Romeo Four Zero）以及每个通联术语的含义，

比如 roger，out，over 的含义和区别；熟读有关位置报告的通联对话并准备课上

朗读。第三大组的任务：提炼事件报告和支援请求这类通联对话的格式并总结

通联对话的特点。每个大组可以通过视频、PPT 和提问等方式在课堂上展示自

己的学习成果。最后所有小组的任务：完成单元口语活动，本活动分为三幕。

第一幕，巡逻组长下达巡逻任务，具体指的是，巡逻组长明确巡逻任务、巡逻

路线、巡逻时间安排，并告知队员需要携带的巡逻装备和需要遵守的交战规则，

每一组都要绘制一幅巡逻地图。第二幕，巡逻行进过程中巡逻小组向指挥中心

报告位置。第三幕，设计巡逻行进过程中遇到的突发事件，使用无线电向指挥

中心报告并请求支援。所有学员的任务是：听并点评其他组的口语活动。

课文：课文主要源于教材文本，教员提供的符合学员认知水平和语言水平

的音视频材料、学员受任务驱动查阅的阅读资料、图片和音视频资料等。

6T 教学法指导下展开的军事英语教学中，学员在“有意义的”环境中学习

语言，不仅符合语言习得规律，更有利于培养学员的军事英语应用能力和交际

能力，促进学科知识的增长。教学实践表明，在以巡逻为主题的单元学习过程中，

学员不再受限于是否遵循语法规则，发音是否好听这些问题，而是更加关注内

容以及语言的意义和运用。在最后的单元口语输出活动中，学员更多的是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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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制怎样的地图，设计的巡逻任务是否合理，设计什么样的突发事件，是遇到

埋伏还是巡逻车出现故障了，该发出什么样的请求，巡逻途中的事件报告的语

速是否快于方位报告，才能更加贴近真实情境等。他们在口语展示环节自信地

展现自己的军事英语应用能力，实现了语言学习和内容学习的双目标。

3  结束语

军事英语教学中 CBI 下 6T 教学法的应用可以帮助学员将学习的重点放在课

堂内容上，而不是周而复始的语言形式上，在教员的协助下，利用真实的语言

材料，融入真实的语言环境，通过完成真实的任务习得语言。但同时，CBI 教学

模式下 6T 教学法的应用也要求教员在军事英语教学时处理好军事知识和语言知

识及技能之间的关系，平衡好内容和语言教学的分量，不可偏向某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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