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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导入教学法的理论基础、设计原则及其呈现方式

靳洪刚

摘要

主题导入教学法是一种语言课堂互动与呈现方法，强调以主题贯穿整

个外语教学课堂，以交流互动带动语言形式与功能的学习。在对外

汉语教学界，这一方法最早是由靳洪刚、梁新欣提出（Jin & Liang, 

2004）。时隔近 15 年，外语教学领域在此间发生了一系列变化。随着

领域的变化，这一教学法也从理论到应用得到了相应的扩展及提升。

本文将从三个方面讨论主题导入教学的核心理念及教法 ：1. 主题导入

教学法的课程设计原则及理论基础 ；2. 主题导入教学法须完成的课堂

功能及其应用原则 ；3. 主题导入教学法采取的最佳呈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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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主题导入教学法是本文作者提出的综合汉语教学法的五法之一。

从 2004 至今，本文作者在不同的学术文章（Jin, 2004; Jin & Liang, 

2004; Jin 2015; Jin, 2016）、教学研讨会、教学工作坊中反复强调汉

语教学应以二语习得研究为基础，以输入、互动以及输出为核心，

综合语言学习的不同侧面进行课堂教学 ：即以定式 / 构式为基本输入

单位确立教学重点、由主题导入课堂互动、通过提问互动完成语言形

式、意义的匹配、利用大量、高频真实任务加强语言使用，通过不同

有效反馈纠错促进语言重构，完成语言系统习得（详见 Jin （2016）；

图 1）。这一综合教学法是经过十八年实地检验、上千名留学生课堂

尝试、数百名汉语教师课堂实际操作而形成的一个相对成熟，完整全

面、有系统、有实证依据的汉语教学基本方法。

圖 1. 

綜合漢語教學法的五個子系統及其教學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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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导入教学法主要提供课堂互动与课堂呈现的教学策略，强

调利用有意义的主题来完成教学的内容选择及呈现方法。在对外汉

语教学界，这一方法最早是由靳洪刚、梁新欣提出（Jin & Liang, 

2004）。当时提出这种方法有两个用意 ：一是旨在帮助外语教师在教

学时利用主题、篇章结构的特点及人类处理篇章所使用的特定“基

码”（schema）进行系统、科学的课堂教学与呈现 ；二是提供汉语教

师专业培训的系统互动技巧。从 2004 年到现在，外语教学领域在此

间发生了一系列根本性的变化。例如，1. 之前，外语教学领域并无

专业标准，但现在有了《外语教学标准》1，由此领域得到统整 ；2. 在

语言课程设计上，教学不再是漫无目标，只重过程不重结果，而是

采用以结果为出发点的反向课程设计（the backward curricular design 

principles）；3. 在教学内容上，语言教学不仅仅只包括语言结构， 也要

扩大到跨文化交际的方方面面，即沟通交际、文化学习、学科联系，

语言文化比较、社区应用五个方面 ；4. 在教学目标上，不再只注重

语言知识的学习，而是强调全方位的语言应用能力 ：即注重包括语言

知识与交际技能在内的人际交流、理解诠释、表达演说三种沟通模式

（communicative modes）；5. 在教学手段上，从过去的粉笔加黑板到现

在的电脑科技的课上课下应用 ；6. 在教学评估上，从过去的分技能语

言测试（discrete skill assessment），如听、说、读、写，扩展到综合

能力测试（performance assessment）。

以上发展导致我们进一步思考如何不断完善主题导入这一教学理

念，使其随时代更新，更有效地为课堂教学服务。此外，靳在其 2015

文中只从两个方面概括了主题导入法的设计原则及课堂功能，但没有

就其理论基础、课堂应用原则以及呈现方法进行详细陈述。本文将在

Jin（2015）文章的基础上，从三个方面进一步反思、讨论主题导入教

学法 ：1. 主题导入教学法的课程设计原则及理论基础 ；2. 主题导入教

学法的课堂功能及其应用原则 ；3. 主题导入教学法采取的最佳呈现方

式。此外，本文的部分讨论有所重复 Jin (2015) 某些教学要点，主要

是因为这些教学理念对教学异常关键，且不易掌握，需要多次强调。

二、主题导入教学法的课程设计原则及理论基础

2.1 课程设计的目标与原则

Jin（2015）提出主题导入法的主题要涵盖《外语教学标准》提出

1  全美外语教师学会（American Council on the Teaching of Foreign Languages ACTFL）在 1996 年首次发

布了《二十一世纪外语教学标准》。到了 2012 年，这一标准又根据全球化需求改为《适应全球化需求

的外语教学标准》(World-readiness Standards for Learning Languages) https://www.actfl.org/publications/all/
world-readiness-standards-learning-languages。文中简称为《外语教学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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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五大教学内容，即语言交际沟通、文化学习、学科联系，语言文化

比较、社区应用等五个不同的方面。主题导入法强调教学要从当代全

球化发展的各个方面出发选择、设计不同的主题单元。每个主题单元

要围绕一个主题及数个相关子话题导入有意义的教学互动。以主题为

基础的语言教学要与学生的实际生活环境、学习兴趣、成长过程息息

相关。

主题导入教学法还强调发展学习者在三个方面的语言沟通能力 ：

1. 人际交流 ：学习者能够在对话交流中，提供或获得信息，表达感

情，交换意见 ；2. 理解诠释 ：学习者能够理解并诠释不同主题的书面

或口语信息 ；3. 表达演说 ：学习者能够向听众或观众报告、演讲与不

同主题相关的信息、概念、想法。 以上三种能力属于三种不同的沟通

模式，能够客观、准确地概括人类交际的方方面面，是语言能力的重

要标志。 

主题导入教学法如同其它现代教学方法，强调采用反向课程设计

原则，即以学习结果为出发点来确立学生的语言能力目标，并使用系

统、科学的评估方法检验教学。在其 2015 文章中，靳第一次提出主题

导入教学法采用反向课程设计的原则，并从制定语言能力目标、确定

语言能力表现形式（performance descriptors）、设计课堂活动 / 任务、

实施教学评估这四个方面对反向设计的步骤作出详细说明。

就制定语言能力目标而言，主题导入法强调从学习者的角度出

发，设定学生的最终交际能力目标。学生交际能力目标是根据学习者

的学习需求所制定的包括语言、文化、应用等方面的交际能力目标。

其特点是 1. 在一定的需求分析后制定，反映学习者的学习需求及其终

极使用目标 ；2. 教学目标是双向的， 来自学习者及教师两方面 ；3. 描

述能力目标的语言也必须是学习者可以理解并可用来进行自我监控及

自我评估的一系列简明、清楚的表述。例如，英语的说法是 “can do 

statements”，翻译成中文就是“我能做的事情”或“我的能力”， 具

体能力可以描述为 ：我能在饭馆定位、点菜，我能就大学专业选择谈

自己的看法等。在撰写每个主题单元的学生能力目标时，应使用学习

者易读易懂的语言，通常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1. 语言知识目标（to 

know）；2. 语言技能目标（to do）。用学生的语言来说就是 ：1. 我知

道什么 ；2. 我能做什么。具体能力目标的呈现及内容要求详见本文 4.1

的范例。

就语言能力的表现形式而言，主题导入法强调教师在每个主题

单元中要清楚界定语言能力目标的具体表现形式，即用什么任务及

测量方法可以准确评估。换句话说，教师能否通过客观的语言使用 /

任务评估方法证明学生具备什么交际能力 ：即学生能用所学过的语

言做什么事情，解决什么问题，完成什么真实任务。语言使用标记

（performance indicators）并不是教师的表述，而必须是不同的沟通模

式下（人际交流、理解诠释、表达演说），有真实情景的， 由学生完成

的实际沟通任务。例如，要想证实学生有否能力交流、讨论有关国外

留学的话题，教师要通过使用多重任务进行评估测试，寻找学习者的

能力标记。 其任务可以包括课下阅读留学手册，上网查找留学信息等

理解诠释任务，课上讨论个人留学计划，分析不同留学项目，决定申

请哪个项目等人际交流任务，其后还可让学习者设计行前说明会以及

设计留学简报，并在课上汇报等表达演说任务。语言使用标记可以从

任务的词汇使用、语言结构控制及使用、语言理解、语言表达、交际

策略、文化得体性等方面评估任务完成的质量与数量 （详见图 2）。

圖 2. 

現代常用的語言能力測試方法：三個任務及四項測試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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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语言教学活动而言，主题导入法强调教师须在目标确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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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语言教学活动而言，主题导入法强调教师须在目标确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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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形式清楚的情况下，每个主题单元要针对语言能力目标，设计有

意义的课上、课下教学互动活动及真实任务， 让学习者最大限度地在

真实情景下使用语言。这一阶段的设计原则及方法详见本文第三节。

就教学评估而言，主题导入法强调教师在每个主题单元中应该使

用系统、频繁、客观有效的评估测试方法检验教学结果。以《外语教

学标准》为本的现代测试方法强调涵盖三项任务 ：1. 理解诠释的听力、

阅读任务 ；2. 涉及人际交流的口语或书面对话任务 ；3. 较为正式的

口语或书面表达演说任务。每项任务下又包括一到两个具体任务及一

系列评估标准，如 ：语言表达、语言理解、语言控制、词汇 / 定式使

用、交际策略、文化意识等。一般的任务评估至少要包括六项评估标

准的四项。很清楚，教师只有通过让学习者完成一系列有主题、有系

统的语言使用任务（performance  assessment）才能真正了解学习者的

实际语言交际能力。

总之，主题导入教学法不是一种孤立的课堂教学方式，而是一种

以帮助学习者应对全球化发展为目的，有《外语教学标准》框架，利

用反向设计原则进行的课堂教学方法（Jin, 2015）。

2.2 理论基础

主题导入教学法是在《外语教学标准》、语篇理论和认知理论的

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一种课堂教学及呈现方法。这种方法认为最有效的

教学策略往往是利用学生大脑中已有的思维模式（thinking patterns）、

涉世知识（knowledge of the world）和语言结构来进行课堂中教学重

点的呈现，并进行语言形式和语言功能的匹配练习。语言结构包括词

汇、语块、句法知识，也包括篇章的整体结构（discourse structure）

和句子及段落之间的关联（discourse coherence and cohesion）。主题

导入教学法的理论基础来自三个方面 ：一是主题学习理论（thematic 

learning），二是语篇分析理论，三是心理语言学实验。

主题教学理论是在教育界及其他领域早已应用并被证实的一种行

之有效的教学法（Peters et al, 1995）。这种方法强调课程设计利用一

个共同“主题”与其他学科贯连。到了二十一世纪初，外语教学标准

开始实施，主题单元教学也就成为统整外语教学内容的一种方法。但

在对外汉语教学领域，主题导入的第一次提出是 Jin & Liang (2004)。

这一教学方法强调，以话题为基础的学习（topic-based learning）可

以促进信息及知识的有效联系。其课程设计采用促进联系、思维的

主题串联法，即使用学习者熟悉的生活事实、信息、话题以及主题

将需要学习的概念贯穿起来，进行教学。许多实证学习研究证实，

这种主题学习可以促进学习者的主动学习、促进理解（learning by 

understanding），避免死记硬背（Seefeldt, 2005）。

从语篇分析的角度来看，学生学习的每一篇材料或文章，无论

是对话还是论证，都有其主题，有其规律的语篇结构。语篇结构的分

析，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方面是从篇章的宏观角度分析语篇的整

体组织结构，如故事、说明文、对话等在文体类别上的不同 ；另一方

面是从语篇的最小单位入手，如语块、句子、语段等，分析句子和话

语之间的关系及连贯。前者是语篇的宏观结构（macrostructure），后

者是微观结构（microstructure）。

语篇分析研究早已证实，不同主题的语篇，其宏观结构与微观结

构都不尽相同。从宏观结构来看，作为交际单位的语篇（text），是按

照一定主题的思维模式（thought pattern）、篇章模式（textual pattern）

组织起来的。这两者的组合又称为语篇模式（discourse pattern）。思

维模式是无限的，而篇章模式是有限的。van Dijk (1985) 指出，依主

题不同，篇章模式类型有所不同，常见的有叙事、描绘、列举、程

序、例证、比较、解说、推理、比拟等。此外，Hoey (1983) 认为不同

主题的对话或说明，语篇模式还可以按其功能分为问题—解决办法型

（problem-solving），假定—真实型（hypothetical-real）等模式。我们

语言教学使用的材料大多都在以上列举的语篇模式范围内。

至于语篇模式的心理语言学基础，早在三十年代，就有认知心理

学家开始探索，并提出了 story schema 的概念（Bartlett, 1932）。中文

将 schema 一词翻译成“基码”。根据 Carroll (1986) 的解释，“基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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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定义是语义记忆系统中一种信息结构，它主控一般的，约定俗成的

信息组合。Rumelhart (1975, 1977)、Thorndyke (1977) 与 Tuckey et al 

(2003) 分别用实验的方法证实，人们处理一个有完整构架的故事所用

的时间不但远比一堆杂乱无章的句子短得多，而且记忆量及准确度也

要高得多。他们发现故事的组织构架越接近人们大脑中已建立的故事

模式（story schema），就越容易理解并记忆储存所听到的故事。这就

说明人们的大脑中储存了不同主题、不同类型的“篇章基码”，在处

理叙事篇章时，人们可以自动开启与之相关的“篇章基码”处理故事。

MaCarthy (1991) 指出“篇章基码”就是语篇宏观结构在人脑中的

存在形式。不同主题的语篇往往有其特有的信息排列顺序。开启一种

语篇模式可以带动在大脑中相关的一系列“基码”。例如，故事是一

种叙事模式，与之相关的故事模式有侦探故事，神话故事，或浪漫故

事等，人们在开启侦探故事这一层次的基码时，可以同时开启在其之

上的其它层次的故事基码。

此外，Kintsch (1974)；Meyer 和 McConkie (1973) 的实验还证实，

人们理解、储存、记忆篇章（texts）的过程是依照交际中约定俗成的

语篇结构（communicative conventions of the discourse），也就是微观

结构与宏观结构，在大脑的不同部位完成的。人们大脑中的语篇模式

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并指导语篇理解及记忆的多少及程度。在另一个实

验中，Kozminsky (1977) 让两组被试阅读同一篇文章。但是在阅读之

前，先给他们看两个不同的标题，然后再阅读文章，紧接着进行读

后记忆测试。结果发现，不同的主题导致被试的记忆细节有很大的不

同。研究者认为在语码输入阶段（encoding stage），被试就开启了“基

码”协助语篇理解。由此得出结论，“基码”在有主题的语言处理过程

中起着重要的信息组织作用。Pichert and Anderson (1977) 利用侦探故

事测验被试的记忆。他们让被试分别从被抢人与抢劫者两个角度去回

忆故事，之后又让他们对调角色进行回忆复述。实验发现，角色交换

后，被试不但可以将先前忘记的细节回忆起来，而且第二次的复述结

构更为接近“基码”的核心部分。 这一实验证实在主题框架下，信息

编码和提取过程中，人们都在积极地开启相关的基码。

以上实验对第二语言教学的启示是 ：首先，利用主题 / 话题学习

知识是一种有效的方法 ；第二，在语篇的处理过程中，人们会利用大

脑中已有的语篇模式进行语言理解，储存，记忆和信息提取，因此语

篇的主题及其篇章结构有着极大的利用空间促进第二语言学习者建

立第二语言系统 ；第三，有系统的信息呈现可以促进学习者语篇的储

存、排列更为系统、有效。因此，利用主题及相应的子题呈现课文的

思维模式和篇章模式可以将语言形式及功能有机地结合起来，更有效

地帮助第二语言学习者学习新的语言形式及语言功能。

三、主题导入教学法课堂功能及其应用原则
作为综合汉语教学法的其中一法，主题导入教学法的核心作用在

于课堂互动的引发、持续以及调整上，要求教师通过有主题的课堂互

动来完成语言教学的两个基本功能 / 任务，即课堂的交际与教学两大

功能 / 任务。因此，主题导入法的核心课题就是探讨如何在与学习者

进行有意义交际沟通的同时完成语言教学任务（Jin, 2015）。此外，

主题导入教学还强调遵循三个课堂应用原则，分别是 ：1. 话题核心原

则 ：即主话题与子话题是课堂交流的核心。话题的选择与设定是为完

成课堂双重功能 / 任务服务的 2 ；2. 语言使用原则 ：即教师在完成交际

与教学任务的同时须有效利用语言使用的三个因素，即交际场合、交

际功能、学习者的语言水平 ；3. 交际、教学平衡实施原则 ：即掌握、

控制交际与教学任务的实施顺序及平衡分布，让交际为教学服务，教

学促进更有效的交际（Jin & Liang, 2004; Jin, 2015）。下面逐一讨论。

3.1 课堂语言教学的双重任务/功能：交流与教学

我们知道，为了完成每堂语言课设定的能力目标，教师须精心设

计各种有主题的教学活动。本文作者提出，教师的课堂教学可以视为

2  语言教学的双重任务虽然在 Jin (2015) 以及其他文中多次提到，但因其功能的双重性异常重要，并易导

致教师在这一技巧上掌握不当，顾此失彼，两者失衡，故在此重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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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双重任务的同时完成。也就是说，在每一堂语言课上，教师都肩

负着两个任务 ：即沟通交流与语言教学（见图 3）。

圖 3. 

課堂教學的雙重任務 /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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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的交际任务 / 功能是指课堂教学时教师利用主题单元确立的

主话题、子话题、分话题引发学习者使用第二语言进行讨论、参与的

过程，也是引起学生间可持续或可调整的交际互动的过程。如图 3 所

示，这就是课堂互动的一条“明线”。教师的任务是利用主题，有意

义、真实的交流这条“明线”引发师生与生生互动，其目的是在有交

际上下文，有主题的基础上让学习者接触、使用目标词汇及定式 / 构

式的语言规律、交际上下文及其应用规律。

课堂的教学任务 / 功能是指在有限的课堂时间内，教师根据教学

目标，在一定话题引导下所进行的以匹配语言形式（词汇、语言结构 / 

定式 / 构式等）与语言功能为重点的教学活动，这也是课堂教学的一

条“暗线”。教师要让学生认识到，讨论一个话题，并不能随意，需

要使用一系列与该话题相关配套的目标词汇及目标定式。如图 3 所

示，为了帮助学习者在课上尽快掌握目标词汇及定式 / 构式，以便完

成交际任务，教师要利用真实的交际话题这一表面形式或“明线”，

对目标语言的语音、词汇、语法等进行不断地示范、诊断、加强，上

升，即课堂语言教学的“暗线”。教学任务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完成 ：

一是合班教学中的教师使用提问与学习者进行互动、讨论（不是机械

操练）；二是通过课上小组活动或真实任务让学习者有针对性地练习使

用目标词汇及定式 3。

因此，有效的课堂互动表面上是沿一条有主题的“明线”进行的

交流互动，但实际上是沿一条教学“暗线”，在交流中完成一系列语

言教学计划。教师须灵活使用不同主题及互动策略进行课堂教学，完

成两大功能（交际、教学）。主题导入法不但强调保持课堂功能的平

行性及双重性，两者缺一不可，而且还要维持一个既有认知复杂度、

语篇结构，又有语言难度的交流 （Jin, 2015）。

3.2 话题核心原则

以上提到，主题导入教学法要求语言课堂须以话题为核心，利用

不同的篇章结构、教学主话题涉及的方方面面来完成课堂的两个基本

功能。具体方法是教师在课堂上有能力针对一个主话题或子话题，通

过教师的各种提问来建立其篇章组织逻辑（叙述、说明、分析等）；并

引发、持续真实、有意义的交际互动（明线）。与此同时，教师又要

在话题讨论的互动中介绍、示范语言的篇章结构、使用规律。再通过

诊断、加强、上升等教师提问让学习者接触、理解不同的语言输入、

尝试不同的语言输出，并进行必要的互动调整与语言调整（暗线）。

因此，这里所讨论的主题导入教学法实际上是“主话题导入”的缩略

用法。主题导入法是利用一个子题或话题的内容导入课堂讨论与语言

教学。

为了有效实施以话题为核心的原则，Jin（2015）提出，有必要区

分主题与话题这两个概念。主题的英文是 theme，是指一系列相关事

物、题材的中心议题。如，“全球发展”（global development）是讨论

世界全球化趋势的一个中心议题，在这一主题之下，有一系列与全球

发展相关的子题 ：如全球经济、政治体制、环境保护、教育机会、职

业发展、公民义务等（见图 4）。每一个子题都可以是一个独立的教学

单元，其中包括一课或数课课文。

3  定式是 Jin (2004, 2016) 根据语言组块理论提出的一个教学概念及教学重点选择方法，详细定义见原文。

构式是根据 N. Ellis (2009) 的定义，即从短语到句子及语篇层次的大大小小的语言组块。详细定义见 N. 
Ellis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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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主題與子題的關係

主题 ：全球发展

全球经济 政治体系 政治体系 教育机会 公民义务 全球经济

话题则是英文的 topic，是指对一个事物、概念或观点的不同方面

的讨论或阐述。话题往往是围绕主题中的一个子题的讨论。如“全球

发展”中的“环境保护”是一个子题，也是一个可供学生讨论的话题。

在这一话题之下，可以根据学生水平，叉出一系列子话题 ：如果是中

高级水平，可以从空气污染、食品安全、绿色环境、资源保护、公民

义务等方面讨论（见图 5）。这些讨论一方面反映环境保护的不同侧

面 ；另一方面反映全球发展的方方面面。如果是初中级水平，也许可

以限制在空气污染与原因分析等两个方面。

圖 5. 

主題教學單元的子題擴展

全球发展

环境保护

环境保护 食品安全 绿色环境 公民义务

由此可见，主题是指较大的议题，用来决定一个教学单元的主

要内容及范围。一个教学单元的主题一般都包含 3–5 个子题。而话题

则是用来进行具体课堂互动的基本单位，通常是一个子题或一个子题

下包括的几个具体问题或要点。一般一个子题分 2–3 个话题或课文，

如 ：图 5 的环境保护可以延伸出四个话题 ：空气污染、食品安全、绿

色环境、公民义务等。一般的课堂讨论最多 50 分钟，不可能囊括一个

大主题及其多个子题。所以教师跟学生的互动都是针对一个具体话题

展开， 再由此带出要教给学生的语言知识与技能。

3.3 语言使用原则

除了以话题为核心以外，主题导入教学法特别注重课堂语言使

用原则。为了让学习者最大限度地使用目标语言，主题导入教学法强

调语言教师要与学习者进行有主题的交流，在交流中让学习者了解语

言形式、语言功能、语言使用的关系， 如，交际得体的语言结构与词

汇，使用上下文，交际场合、对象等。因此，教师要熟知交际中影响

语言使用的三个因素 ：1. 交际场合、2. 交际功能、3. 学习者的语言水

平（见图 6），并能在教学中有效控制、调整这三个因素。下面我们逐

一讨论。

圖 6. 

交際過程中影響語言形式使用的三個因素

语言形式的使用

语言场合 语言功能 语言水平

不同的交际场合（正式与非正式，口语与书面语）需要使用不同

的语言形式。与朋友或家人交谈所用的词汇及结构与正式场合不同。

和朋友谈话，可以说，“怎么样？吃了吗？”，但与专业人员交流则要

说 ：“你好”，“各位好！”专业讨论需要用正式场合的结构， 如定义

时，口语可以说 ：“人际交流就是人和人的谈话交流”，但是书面语会

是 ：“所谓的人际交流是指人与人之间的交际互动。”

不同的交际功能 / 话题需要搭配相应的语言形式。谈教学，就要

用教学的专业术语，如“沟通模式”（communicative modes），就不能

随意改变其他形式，因为是为多数语言专业人员接受的术语。谈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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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禁忌”就比“不能说的话”得体。此外，专业交流通常使用正

式的双音结构，如，使用……方法、采取……措施，就比说单音节

的“用”得体。讨论反向设计的程序时，用“首先、其次、最后……”

则较为正式。

学习者在不同的语言发展阶段需要教师使用不同的语言形式与其

互动。初级水平、中级水平及高级水平的学生所应使用的语言形式理

应不同， 教师要特别注意在教学互动中引导学习者调整学习者的语言

形式选择，尽量使其符合当时的语言水平。如中级水平的学生应使用

“我认为”来表达看法，而初级水平则可以说“我觉得”。

由此可见，语言使用需要教师随时控制影响语言使用的三个重要

因素，在此基础上系统设计课堂教学的两大基本任务 ：有主题、有意

义，符合学习者语言水平的交际任务及有针对性、能够提高语言能力

的语言练习任务。

3.4 交际、教学功能平衡实施原则

首先，主题导入教学法的平衡原则倡导课堂交际、教学功能的

实施要遵循一定的顺序， 即交际优先，教学紧跟。这是因为课堂的教

学任务与交际任务的实施呈现一种明线与暗线平行共进的关系（见图

3）。实施时，两个任务 / 功能必须同时滚动，同时完成。但具体操作

要以交际明线作为起点，用有趣内容来引出语言教学的内容。这也就

是说，课堂须用话题带领，由交际牵头，在有意义的交流问答中导出

一系列目标语言形式、功能。教师要一边就话题与学习者展开交流，

一边利用互动中的教师提问引出暗线，进行目标结构的示范介绍，诊

断反馈，加强上升。在这一意义上，交际功能在先，教学功能紧跟。

其次，主题导入教学法的平衡原则强调课堂交际、教学功能保

持平衡分布 ：即交际、教学各占 50%。Jin（2015）指出，如果两者

失衡，会出现两种不可取的情况 ：一种是过分注重交流，学生说到哪

儿，教师就跟到哪儿，漫无目标。另一种情况是教师过分注重语言形

式的操练。第一种失衡情况是教师的提问没有有效利用目标语言形

式，提供语言示范，学习者的输出也不符合其语言水平。如例 1 中的

教师提问 ：

（1）教师 ：	你认为北京的空气污染问题应该怎么解决？

学生 ：		空气污染？对了，我听说北京人现在都不能出门

了。

教师 ：	那你还要不要去北京留学了？

学生 ：	我还没决定。但是空气的问题……

教师 ：	是吗？那如果你不去留学的话，会很可惜。

从例 1 的师生对话可知，教师提问的话题不确定，随便转换。学

习者输出与主话题“空气污染”以及目标语言结构的练习不完全相干

（如“那你还要不要去北京留学？”）。虽然教师从一个话题出发，但

完全没有扩展，很快就随着学习者的回答跳到另一个与主话题无关的

话题。此外，语言练习目标不清楚，缺乏适合学生水平的语言使用示

范。除了第一个问题外，其他毫无语言使用诊断 （如“解决……问题”

的使用）。还有交流的随意性很大，学习者不知道交流的主话题是什

么，就什么问题，利用什么结构，展开谈话、讨论，更不知道应尝试

使用什么目标词汇及结构进行交流。因此，这种课堂教学并没有起到

语言互动教学的作用。一堂课下来学习者不可能获得应有的语言能力。

另一种失衡情况是教师过分注重语言形式，采取机械操练。为了

练习目标结构而将一系列毫无联系的句子堆砌在一起，无主题地随机

问问题。如在讨论环境保护时，一位教师问了以下几个问题（见例 2）：

（2）教师 ：	所谓的可再生能源是指什么？

	 所谓的垃圾食品是指什么？

	 所谓的大数据是指什么？

例 2 这种互动方法显然是为了“操练”目标结构“所谓的……

是指……”。但是问题与问题之间没有话题贯穿，也没有篇章结构联

系，仅仅是使用目标结构将问题串起来。因此，问题与问题之间没有

意义上或个人经验的联系，仅仅是一个目标结构机械地反复出现，机

械操练的痕迹十分明显，但没有交际内容。其结果是 ：要么学习者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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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教师机械重复，简单替代，完全不去处理意义 ；要么很快觉得乏味

而失去兴趣及注意力。

主题导入教学法的提出就是为了帮助教师分解、分析这两个课

堂功能的内在规律及其相互关系，并学会使用一系列有系统的、平衡

的教学策略，帮助学习者掌握语言功能与形式的匹配使用规律。换言

之，主题导入法帮助教师了解掌握如何利用有意义的话题交流将语言

教学任务有效完成。

四、主题导入教学法采取的最佳呈现方式
主题导入教学法的呈现方式可以从三个方面讨论。一是如何呈现

教学的能力目标 ；二是如何根据教学目标设计主话题、子话题及分话

题 ；如何有效地组织呈现话题 ；三是如何设计教师提问，呈现目标语

言形式，并利用两者进行课堂互动。

4.1 能力目标的组织与呈现（Can Do Statements）
前面提到，撰写语言能力目标应包括两个方面 ：首先是语言知

识。这里指与主话题相关的目标词汇、定式 / 构式 ：即句子及两个以

上句子层次的定式 / 构式或段落层次的程式的搭配及语言组块表达。

根据学习者的语言程度，每课的目标词汇应包括大约 15–40 个，目标

定式或交际程式应包括 6–12 个，循环词汇与结构可以根据课文及学习

阶段加入（比例多少可依学习者程度制定）。语言形式的选取要保证

学习者能够使用目标语言形式来进行顺畅、完整、得体的主题交流。

其次是语言技能。即语言功能，也就是用所学的语言知识来叙

述、定义、说明、分析、介绍、比较、举例、评估等。每课的目标功

能应该设定在 4–5 个。一个功能应该约包括数个目标词汇及定式。此

外，教师也要考虑哪几个语言功能可以组合起来完成哪些任务。

每课的第一张投影片应呈现本课所要达到的能力目标中的功能目

标。每个目标要使用一个动词，而且涉及两个方面 ：一是与主话题相

关的几个子话题或功能 ；二是与三个沟通模式相关的语言交际能力。

如在讨论“任务教学设计”这一高年级专业课文时，投影片上的功能

目标可书写如下（见例 3）：

（3） 在本课结束时，学习者能够 ：

 • 阅读理解与任务设计相关的专业文章（理解诠释任务）

 • 讨论交流任务教学设计的原则（人际交流任务）

 • 讨论分析任务的基本组成部分（人际交流任务）

 • 详细报告如何实施任务的三个循环（表达演说任务）

例 3 这样的能力目标呈现，不但包括语言技能目标，而且涵盖三

种语言沟通模式的任务，可以让学习者了解自己在学习“任务教学设

计”这一主话题时，可以获得哪些能力，可以完成什么任务。此外，

在第一张投影片的脚注（notes）中也要详细写出为了达到以上功能

目标，学习者需要学会使用的语言形式 ：包括四个部分 ：本课目标词

汇、目标定式、已学但需复习的循环词汇及定式 （详细呈现方式，参

见 Jin, 2016）。

4.2 主话题、子话题与分话题的设计安排

在主题导入教学的框架下，主话题与子话题、分话题的设计安排

很有讲究。一般在第二页的投影片中要呈现教学的主话题与子话题或

分话题，让学习者清楚地知道课堂要讨论的主题与主要内容有哪些。

首先，关于主话题 ：确立一堂课的主话题要从以上提到的两个课

堂功能 / 任务出发 ：即交际任务与教学任务。因此，教师应十分清楚

一篇课文 / 文章在讨论什么主话题，使用什么篇章结构，有那些相关

的子话题可以帮助说明主话题。通过这些子话题的练习与讨论能让学

习者掌握什么语言知识与语言功能。如在讨论“以标准为本的教学”

这一课文时，主话题与子话题的设计安排可用例 4 的内容呈现在 PPT

投影片上（见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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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主話題與子話題的 PPT 設計安排

第一课 ：以外语标准为本的外语教学包括哪几个方面？（主话题）

内容标准 ：包括五

大教学内容

（子话题 1）

能力标准：注重培养

学生的三种沟通能力

（子话题 2）

能力标准：注重培养

学生的三种沟通能力

（子话题 2）

教学方法 ：利用主

题来组织语言教学

（子话题 4）

（4）  第一课 ：以标准为本的外语教学包括哪几个方面？（主话

题）

 • 内容标准 ：包括五大教学内容（子话题 1）

 • 能力标准 ：注重培养学生的三种沟通能力（子话题 2）

 • 设计原则 ：强调使用反向设计的原则（子话题 3）

 • 教学方法 ：利用主题来组织语言教学（子话题 4）

标题可采用问题或陈述句，但最好包含一些与主题相关的重点

目标词汇与定式。如上例的“包括……内容”、“注重 / 培养……能

力”、“强调……原则”、“利用……来组织……”、“三种沟通模式”、

“反向设计”等都是学习者需要练习的重点词汇及动词搭配。同时，这

一呈现也可以供教师利用以上主题与子题进行信息提问，如 ：“外语教

学的内容标准包括什么？” 引起师生互动。

其次，关于子话题 ：一篇课文 / 文章的学习应围绕主话题设立

3–5 个子话题。每个子话题应有一个标题，如 ：呈现子话题 2 时，可

以采用例 5 的形式 ：

（5）  外语标准提出的能力目标 ：注重培养学生的哪三种沟通

能力？（子话题 2）

 • 外语教学要以培养什么能力为出发点？（分话题 1）

 •  为什么要把五大教学内容和三种沟通模式联系起来？

（分话题 2）

 •  外语教师应该怎样评估学生获得的交际能力？（分话题

3）

以上呈现既与主话题相关，又能用目标结构（词汇与定式）导出

子话题的核心，还能就此练习数个与功能相关的词汇与定式 / 程式。

因此，在设计子话题时要用心考虑使用哪些目标词汇 / 定式 / 程式写

出标题，这些标题的呈现帮助完成哪些交际与教学任务。

再次，关于分话题 ：为了通过子话题练习目标语言形式，每个子

话题下面还需扩展出 2–4 个分话题进行讨论，在每个分话题下面还要

确定教几个关键定式及目标词汇。这也就决定了问几个问题（教师提

问）。也就是说，教师提问应涵盖几个目标定式及词汇，这些提问的

交际功能及教学功能应如何完成？如第一课的子话题 2 ：“注重培养学

生的三种沟通能力”这一子话题又可以分出三个分话题 ：1. 以培养交

际能力为出发点 ；2. 把五大教学内容和三种沟通模式联系起来 ；3. 如

何评估学生获得交际能力。在每个分话题下面，教师可以考虑如何利

用分话题覆盖学习者应学会的目标定式及词汇。这样，预期的师生互

动都可以以子话题 + 分话题 + 目标定式及词汇的方式在投影片上呈

现，以供学习者在与教师在课上互动时参考。以下是课上 PPT 投影片

呈现的一种范式（见图 8）：

圖 8. 

子話題 + 分話題 + 目標定式及詞彙在投影片上的呈現方式

外语标准提出的能力目标注重培养学生的三种沟通能力（子话题 2）

• 外语教学以培养交际能力为出发点（分话题 1）
 •  所谓的……（能力标准）是指……（交际能力）；强调……（能力）的……个方面 /……种

沟通模式 ：（理解诠释、人际交流、表达演说）

• 把五大教学内容和三种沟通模式联系起来 ：以家庭为例（分话题 2）
 •  在设计……（课程 / 课堂教学 / 测试）时，必须（时时刻刻）记得把……包括进去 / 注重 /

强调……

 • 以……为例

• 注重评估学生获得的交际能力（分话题 3）
 • 使用……（科学的评估方法）来测试 / 评估 / 设计……（课程）

 • 利用……（三种沟通能力）来让……完成……（交际任务 / 活动）



1918

圖 7. 

主話題與子話題的 PPT 設計安排

第一课 ：以外语标准为本的外语教学包括哪几个方面？（主话题）

内容标准 ：包括五

大教学内容

（子话题 1）

能力标准：注重培养

学生的三种沟通能力

（子话题 2）

能力标准：注重培养

学生的三种沟通能力

（子话题 2）

教学方法 ：利用主

题来组织语言教学

（子话题 4）

（4）  第一课 ：以标准为本的外语教学包括哪几个方面？（主话

题）

 • 内容标准 ：包括五大教学内容（子话题 1）

 • 能力标准 ：注重培养学生的三种沟通能力（子话题 2）

 • 设计原则 ：强调使用反向设计的原则（子话题 3）

 • 教学方法 ：利用主题来组织语言教学（子话题 4）

标题可采用问题或陈述句，但最好包含一些与主题相关的重点

目标词汇与定式。如上例的“包括……内容”、“注重 / 培养……能

力”、“强调……原则”、“利用……来组织……”、“三种沟通模式”、

“反向设计”等都是学习者需要练习的重点词汇及动词搭配。同时，这

一呈现也可以供教师利用以上主题与子题进行信息提问，如 ：“外语教

学的内容标准包括什么？” 引起师生互动。

其次，关于子话题 ：一篇课文 / 文章的学习应围绕主话题设立

3–5 个子话题。每个子话题应有一个标题，如 ：呈现子话题 2 时，可

以采用例 5 的形式 ：

（5）  外语标准提出的能力目标 ：注重培养学生的哪三种沟通

能力？（子话题 2）

 • 外语教学要以培养什么能力为出发点？（分话题 1）

 •  为什么要把五大教学内容和三种沟通模式联系起来？

（分话题 2）

 •  外语教师应该怎样评估学生获得的交际能力？（分话题

3）

以上呈现既与主话题相关，又能用目标结构（词汇与定式）导出

子话题的核心，还能就此练习数个与功能相关的词汇与定式 / 程式。

因此，在设计子话题时要用心考虑使用哪些目标词汇 / 定式 / 程式写

出标题，这些标题的呈现帮助完成哪些交际与教学任务。

再次，关于分话题 ：为了通过子话题练习目标语言形式，每个子

话题下面还需扩展出 2–4 个分话题进行讨论，在每个分话题下面还要

确定教几个关键定式及目标词汇。这也就决定了问几个问题（教师提

问）。也就是说，教师提问应涵盖几个目标定式及词汇，这些提问的

交际功能及教学功能应如何完成？如第一课的子话题 2 ：“注重培养学

生的三种沟通能力”这一子话题又可以分出三个分话题 ：1. 以培养交

际能力为出发点 ；2. 把五大教学内容和三种沟通模式联系起来 ；3. 如

何评估学生获得交际能力。在每个分话题下面，教师可以考虑如何利

用分话题覆盖学习者应学会的目标定式及词汇。这样，预期的师生互

动都可以以子话题 + 分话题 + 目标定式及词汇的方式在投影片上呈

现，以供学习者在与教师在课上互动时参考。以下是课上 PPT 投影片

呈现的一种范式（见图 8）：

圖 8. 

子話題 + 分話題 + 目標定式及詞彙在投影片上的呈現方式

外语标准提出的能力目标注重培养学生的三种沟通能力（子话题 2）

• 外语教学以培养交际能力为出发点（分话题 1）
 •  所谓的……（能力标准）是指……（交际能力）；强调……（能力）的……个方面 /……种

沟通模式 ：（理解诠释、人际交流、表达演说）

• 把五大教学内容和三种沟通模式联系起来 ：以家庭为例（分话题 2）
 •  在设计……（课程 / 课堂教学 / 测试）时，必须（时时刻刻）记得把……包括进去 / 注重 /

强调……

 • 以……为例

• 注重评估学生获得的交际能力（分话题 3）
 • 使用……（科学的评估方法）来测试 / 评估 / 设计……（课程）

 • 利用……（三种沟通能力）来让……完成……（交际任务 / 活动）



2120

4.3 教师提问的设计及目标形式的呈现

在确立主话题、子话题与分话题之后，如何利用 PPT 投影片的版

面呈现并辅助教师提问应是下一步组织教学的关键。在讨论教师提问

之前，有必要先界定两种类型的教师提问 ：信息提问与教学提问。

信息提问是教师提问的一种，是为引起、持续、调整课堂互动而

设计的教师提问。这类提问的特点是紧扣当课的主话题，根据学习者

兴趣、经验引发学习者之间的讨论。讨论没有预期答案，但包含一定

的语言形式，以信息交换为主。教师的提问往往含有数个与话题相关

的关键词及一两个循环结构。信息提问常常采用的模式是 ：话题 + 讨

论。即教师利用提问提出一个话题， 就这个话题通过一系列的提问引

发出扩展性的讨论。因此，在建立话题时，教师的第一个信息提问的

结构、词汇不宜太难、太复杂，当然，也要视学习者语言水平决定。

信息提问应从建立话题开始，再用话题做背景 / 铺垫，紧接着就话题

的其中一点进行扩展讨论。如“刚才我们谈到了外语教学强调三种沟

通模式，都包括哪三种呢？”。这里的话题“三种沟通模式”由“刚

才我们谈到了……”引出，是一种承前提问，起到联系之前的讨论，

引发下一个话题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提出要进行核心讨论的教师提

问 ：“都包括哪三种呢？”从这个问题可以看出，教师提问并没有大量

包含新的、需要练习的目标形式，如“所谓的……是指……”，而是

将重点放在与话题相关的关键词汇上，如“三种沟通模式”，“包括”

等。因为这里的教师提问是为了建立话题，为下一步练习目标形式做

话题铺垫。典型的建立话题的信息提问在语言结构上要较为简单、清

楚、容易让学习者理解，不能包括太多的新词汇、定式。这类信息提

问要有承前、提供背景、复述等类型的铺垫功能，常用的结构由“刚

才我们谈到 / 讨论到……”；“当……的时候”，“在……问题上”，“既

然你认为……，那……”等。在此基础上提出核心问题，以便建立话

题，引起互动。

教学提问也是一种教师提问，是为了帮助学习者学习新的目标结

构与词汇而设计的教师提问。这类课堂提问的特点是 ：每个提问要锁

定一个或数个明确的语言形式目标，通常包括一个目标定式及数个与

之相关或常常搭配的目标词汇。如“所谓的……（能力标准 / 三种沟

通模式）是指……（语言使用者的交际能力 / 理解诠释 / 人际交流 / 表

达演说）”，“对……（  / 的看法 / 政策 / 观念）表示（欢迎 / 反对 / 同

意）”等。对于教学提问，教师须十分清楚其提问背后的教学目的是

什么，不同目的，其提问模式有所不同。如果是为了示范目标结构的

使用规律，提问中必须包含目标结构及词汇，利用反复多次的提问向

学习者示范目标结构的不同使用方法、规则限制及使用上下文。如在

练习“对……（ / 的看法 / 政策 / 观念）表示（欢迎 / 反对 / 同意）”这

一目标定式时，否定词放在介词“对”之前还是动词“表示”之前十

分关键，教师提问需包含一个类似提问 ；“中国大多数人对星巴克进入

中国不表示欢迎还是表示欢迎？”（强调“不表示与表示”的对比）；

如果提问的功能是诊断，目标结构在教学提问中的出现为可有可无。

在这一阶段，如何使用多种教学提问侦测错误，利用提问提供反馈也

十分重要。在这一过程中，教师的教学提问除了提供正确形式外，

还应引起与学习者的语义协商，如“你的意思是什么？能不能再说一

次？”“你是说‘上船’还是‘上床’？”“你知道中文怎么说 ‘facebook’

吗？”等。反馈后对学习者的回答准确性要有明确的肯定或否定，并

要学生按照要求再次输出 ：即必须使用当时练习的目标形式回答教师

的问题 ；如果提问的目的是加强、上升，教师提问须有一定的、适度

的语言形式上的挑战性。要从复句或复杂结构入手进行提问设计。一

边交流，一边诊断学习者对目标语言形式的使用情况，一边组织新

的提问帮助学习者整合新旧语言知识（有关教师提问的讨论详见 Jin 

(2004)）。

为了辅助教师的有效提问，教师应认真考虑如何在有主话题框架

下设计投影片的版面安排，让课上呈现的主题、子题、目标定式及其

组合排列与使用规律更好地为课堂的交际互动与教师提问服务。换句

话说，投影片的版面设计安排应达到两个目的 ：一是让学习者通过投

影片的书面呈现及教师的口头提问通同时接触两种语言输入，并与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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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同学进行有主题、有意义的目标语互动 ；二是让教师在课上利用

投影片的内容，对目标定式、词汇进行各种示范、诊断、加强、上升

性练习，为学习者提供在交流中反复使用目标语言形式的机会。下面

我们就教学中的课堂 PPT 投影片的设计进行讨论。

4.4 课堂PPT投影片的设计

PPT 投影片的内容是用来课上引导学习者与教师互动，为学习者

提供教学重点的工具（见例 4、5、图 7、8）。其出发点理应是为学

生服务，兼顾教师的教学内容。因此呈现的内容要从学生的角度来衡

量。例如，学生是否看得懂投影片上的信息 ；呈现方法能否让学生了

解当天的主话题，能否将主话题与目标语言形式联系起来。呈现形式

能否让学生迅速找到教师提问所用到的目标语言形式。呈现视觉安排

能否让学生感觉重点突出、逻辑清楚，很快可以抓住重点，与教师及

同学就当天主话题展开互动。投影片下面的 Notes 是学习者看不到的

课堂教学材料，主要用来帮助教师准备课堂教学，分享个人的设计构

想，所以越详尽越好。这一部分一般以话题及提问的形式编写，间或

有解释与说明。

PPT 投影片 Notes 的内容可以用来做教师的备课单。教师提问要

从大多学习者熟悉的内容开始，如课本或阅读内容，提问要有清楚的

目标，这里包括课堂教学的两个平行目标。学生的预期答案要相对固

定、统一。换言之，在课堂教学时，围绕一个话题引发的互动多数由

教学提问开始。根据学习者的语言能力，一个分话题的讨论要准备数

个（2–4）相关的教师提问。在这几个提问中，其中两、三个可以是针

对课文或文章的教学提问，另外一、两个是与个人相关的信息提问，

信息提问的答案也可以较为开放。让我们回到“二十一世纪的外语教

学标准”这一课的设计。当讨论到子话题 2 时，教师提问可以根据原

先课堂投影片的呈现进行设计、安排（见例 6）。

（6） 子话题 2 ：二十一世纪的外语教学标准

  ◦	 	二十一世纪的外语教学标准包括哪几个方面？（内

容标准、能力标准、设计原则、教学方法）

  ◦	 	谈到外语教学标准，专业外语教师应该了解哪些标

准？

  ◦	 	除了我们谈到的标准以外，还包括什么原则和方

法？

 分话题 1 ：外语教学的内容标准

  ◦	 	所谓的外语教学的内容标准是指什么？（五大教学

内容）

  ◦	 	五大教学内容包括哪几个方面？（交际功能、文化

学习、文化与语言比较、学科联系、社区应用）

  ◦	 你认为为什么这几个方面的内容十分重要？

 分话题 2 ：外语教学的能力标准

  ◦	 	除了内容标准外，二十一世纪的外语教学标准还强

调外语教学要以什么为重点？（三种沟通模式）一是

什么？二是什么？三是什么？

  ◦	 	也就是说，要想培养学生的交际能力，外语教师应

该注重培养学生的哪几种交际沟通能力？（交际能 

力 / 三种沟通能力）

  ◦	 	你在教学的时候是怎样把这几种沟通模式联系起来

进行教学的？能不能举一个例子？

 分话题 3 ：外语教学的设计原则

  ◦	 	二十一世纪的外语教学也要以什么为原则／重点？

（反向课程设计）

  ◦	 	反向课程设计强调以什么为教学的出发点？（语言

使用能力）

 分话题 4 ：外语的教学方法

  ◦	 	除了反向设计以外，以标准为本的外语教学还强调

利用什么方法来设计课程 / 教学活动？ （主题单元）

  ◦	 	在你看来，以主题为单元的教学内容对学生来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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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好处？为什么？

从以上教师提问的范例可以看出，教师提问是一种交际讨论的工

具，也是有效教学的基本功。要想与学习者进行有效互动，将话题持

续下去并完成教学任务，教师应从提问入手，并将教学提问与信息提

问结合起来（见图 9）。

圖 9. 

主題導入教學法在課堂實施中的流程圖

教学主话题

子话题 1

子话题 2

分话题 1

信息提问

以话题为主导

引发互动性提问

持续互动性提问

调整互动性提问

教学提问

以语言形式为核心

示范性提问

示范性提问

加强上升性提问

分话题 2

分话题 3

总结以上的讨论，我们知道主题导入教学法是一种现代外语教学

方法。这一方法有其理论基础、设计原则及具体呈现方法。它强调在

全球化外语教学标准的框架下，语言教师应利用反向设计的原则，从

学生须获得的能力结果出发，以主话题为切入点，使用一系列有系统

的教学呈现策略及教师提问，在课上有效地帮助学习者掌握语言功能

与形式的使用规律 （见图 8 的流程图）。主题导入教学方法强调教师

的教学过程须注重突出教师在课堂中的双重任务 ：交际任务与教学任

务。教师在课前应认真考虑如何利用主话题、子话题及分话题等引发

并持续有意义的课堂互动讨论。教师还要有能力通过交际讨论来完成

语言学习任务 ：即让学习者在话题讨论中有意义、有目的地尝试使用

目标定式及词汇，并提供各种必要的教师反馈及加强，以便调整学习

者的语言，进行更有效的交际互动。理想的主题导入课堂都应是从主

话题 + 子话题 + 分话题导入，一边交流一边对目标定式及词汇进行有

目标、有系统的练习。这种练习方式须通过教师提问，对目标结构及

词汇进行示范、诊断、加强并上升，以便为学习者下一步所要做的任

务提供语言框架及交流基础。这种以交流带动教学的课堂互动就是主

题导入教学法的核心。这种教学方法一方面可以作为教学程序及技巧

系统培训教师 ；另一方面可以帮助教师避免教学时常出现的无教学内

容或过分机械枯燥的弊端，提高教学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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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hematic Approach to CFL Teaching:  
Theories, Design & Class Presentation Principles

JIN,	Hong	Gang

Abstract

Thematic	approach	is	a	 language	teaching	and	class	presentation	method,	which	

emphasizes	 the	use	of	a	 theme	or	a	 topic	 to	string	 together	different	parts	of	 the	

classroom	teaching,	especially	 the	mapping	between	form	and	function	 through	

communicative	interaction.	Such	an	approach	was	first	proposed	by	Jin	&	Liang	

(2004)	about	15	years	ago.	Since	then	there	have	been	a	series	of	paradigm	changes	

in	the	field	of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The	approach	naturally	needs	to	integrate	

the	new	ideas	and	directions	in	order	to	reflect	new	changes.	This	article	will	focus	

on	three	important	aspects	of	the	thematic	approach:	1.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curricular	design	principles;	2.	The	dual	 class	 functions	and	pedagogical	

procedures;	and	3.	The	best	classroom	practices	and	presentation	formats.

Keywords: theme,	topic,	communicative	task,	pedagogical	task,	main	topic,	

subtop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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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hematic Approach to CFL Teaching:  
Theories, Design & Class Presentation Principles

JIN,	Hong	Gang

Abstract

Thematic	approach	is	a	 language	teaching	and	class	presentation	method,	which	

emphasizes	 the	use	of	a	 theme	or	a	 topic	 to	string	 together	different	parts	of	 the	

classroom	teaching,	especially	 the	mapping	between	form	and	function	 through	

communicative	interaction.	Such	an	approach	was	first	proposed	by	Jin	&	Liang	

(2004)	about	15	years	ago.	Since	then	there	have	been	a	series	of	paradigm	changes	

in	the	field	of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The	approach	naturally	needs	to	integrate	

the	new	ideas	and	directions	in	order	to	reflect	new	changes.	This	article	will	focus	

on	three	important	aspects	of	the	thematic	approach:	1.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curricular	design	principles;	2.	The	dual	 class	 functions	and	pedagogical	

procedures;	and	3.	The	best	classroom	practices	and	presentation	formats.

Keywords: theme,	topic,	communicative	task,	pedagogical	task,	main	topic,	

subtop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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