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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内容依托式教学(CBI)主张将语言教学构建于专业学科内容之上,倡导将语言教学与专业学科知识教学有机融

合。 法律英语是以英美法为载体的专业英语,其教学以专业法学内容为依托,教学材料真实鲜活,适应“英语+法律”复合

型人才培养的需求。 法律英语教学的实质就是一种以内容为依托的教学,CBI 的教学理念能够很好地契合法律英语教学

的需求。 根据 CBI 的教学理念,法律英语教学要将法律和英语有机融合到一起,课程体系的安排要合理有序,教学方法应

灵活多样,并最终适应涉外法律服务的实际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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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外语教育站在了新起点。 面对新时代国家发展战略,国家对

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目标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面对新的时代特征与社会需求,传统的掌握普通外语技能的

外语人才已不能完全满足社会的需求,既精通外语又懂得专业领域知识且具备专业外语交流能力的复合

型、应用性人才成为社会急需的高层次外语人才。 法律英语是外语专业主动适应国家需求、服务社会发

展的具体体现,其人才培养具有复合型、应用性、国际化的特点,符合新时代对外语人才培养的要求。
但如何有效开展法律英语教学,我们需要从相关语言教学理论与实践中寻求灵感与启示。 “内容依

托式教学”(Content-Based
 

Instruction,简称“CBI”)倡导将语言教学与专业知识教学有机融合到一起,在
教学专业知识的同时提升学习者的语言应用能力,从而能较好地解决英语教学长期以来饱受诟病的费时

低效和专业知识缺失的问题。 CBI 的教学理念完全契合法律英语、商务英语等专门用途英语(ESP)教学

的初衷,成为开展 ESP 教学坚实的理论基础。 本文基于 CBI 理念讨论法律英语教学的特性要求,探讨基

于 CBI 教学理念的法律英语教与学的实践。

1　 CBI 教学理念

CBI 的教学理念最初源于 20 世纪 60 年代加拿大蒙特利尔开展的“沉浸式” 教学实验
 

( immersion
 

programme),指将语言教学构建于某个学科或某种主题内容的教学之上,把语言学习与学科知识学习结

合起来,在提高学生学科知识和认知能力的同时,促进其语言水平的提高( Mohan,
 

1986;袁平华等,
 

2008)。 CBI 围绕学生即将学习的内容或信息组织教学,有利于激发学生通过目的语言思考、学习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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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有利于学生把听、说、读、写等语言技能自然地融合在一起,既有助于学生掌握到各种语言技能,也可

以帮助他们学到未来所需要的各种专业知识(Stryker
 

et
 

al. ,
 

1997;常俊跃
 

等,
 

2009)。 Krashen 的语言输

人假设、Swan 的语言输出假设、Cummings 提出的认知学术语言能力等二语习得理论、合作学习和学习策

略教育等语言学习理论、建构主义、信息深入加工研究以及有关语篇理解过程及文章连贯性方面的研究

等认知心理学理论为 CBI 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Kasper,
 

2000;
 

袁平华,
 

2006)。
CBI 的教学理念认为:(1)学习者把语言作为学习学科知识和获得信息的手段而不是将其作为学习

目的时,语言学习会更成功;(2)当学习者认为获得的信息有趣、有用,并且能达到希望的目标时,语言学

习会更成功;(3)当教学考虑到学生的实际需求时,学生的语言学习效果会更好(常俊跃,2007;杨德祥
 

等,
 

2011)。 与此相应,CBI 的教学应遵循三个主要原则:(1)以学科知识为核心;(2)语言材料要真实;
(3)要适应特定学生群体的需求(Stryker

 

et
 

al. ,
 

1997;袁平华,
 

2006;杨德祥
 

等,
 

2011)。
源于加拿大蒙特利尔开展的“沉浸式”教学实验已充分证实了 CBI 在二语教学中的价值,而在国内,

以大连外国语大学为代表的高校长期开展的 CBI 教学实践也充分证明了其在外语教学中的有效性。 此

外,国内大量学者开展的实证研究也证实了 CBI 教学的有效性。 国内研究表明,CBI 不仅有助于提高英

语学习者听、说、读、写、译等各方面的英语水平(常俊跃,
 

2007;袁平华
 

等,
 

2008;常俊跃
 

等,
 

2009;袁平

华
 

等,
 

2010;刘丹
 

等,
 

2011;高璐璐
 

等,
 

2013;赵秀艳
 

等,
 

2014),扩大学生的专业知识面(常俊跃,
 

2007;
常俊跃

 

等,
 

2009;赵秀艳
 

等,
 

2014),而且对学生英语学习动机(袁平华
 

等,
 

2008;袁平华,
 

2012)、英语学

习策略(袁平华等,
 

2010)、英语学习积极性或兴趣(常俊跃,
 

2007)等产生了积极影响,同时对许多学生

的综合素质甚至就业都产生了积极影响(常俊跃,
 

2007;常俊跃
 

等,
 

2009;赵秀艳
 

等,
 

2014)。 此外,基于

CBI 的教学还能有效提升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袁平华,
 

2010)和思辨能力(杨德祥
 

等,
 

2011),有效解

决英语专业学生普遍存在的思辨缺失。
大量的教学实践和实证研究已充分证实了基于 CBI 教学的有效性。 作为具有专门用途英语性质的

法律英语,也完全契合 CBI 的教学理念,我们可基于 CBI 理论讨论法律英语教学的特性,探讨 CBI 教学理

念对法律英语教学的启示。

2　 法律英语的学科和教学特性

2. 1 法律英语及其学科特性

从学科和课程的角度来看,法律英语有狭义和广义之分。 狭义的法律英语指与普通英语课程相对

的,与商务英语、医学英语、旅游英语等专业英语相并列的一门课程。 广义的法律英语是一个具有独立学

科属性的学科体系,是英语类专业教学领域中一个复合型、应用型跨学科新专业方向,本文的讨论基于其

广义的概念。
就其学科性质而言,法律英语是法律科学与英语语言学有机融合而形成的新兴交叉学科。 根据《法

律英语专业教学大纲》,法律英语是“普通法国家以普通英语为基础,在立法、司法及其他与法律相关的

活动中形成和使用的具有法律专业特点的语言,是表述法律科学概念以及从事诉讼或非诉讼法律事务时

所使用的英语”(法律英语教学与测试中心课题组,2013:
 

2)。 法律英语应当以提高英语语言的实际应用

能力为目标,学习如何用英语处理立法、司法、诉讼和非诉讼法律事务以及从事法律研究工作。 根据法律

英语的学科特点,法律英语起始阶段应该是以美国法为载体学习纯正地道的法律英语
 

(张法连,
 

2018)。
法律英语虽然隶属于法律语言学之下,但法律英语绝不是法律与英语的简单结合,掌握法律英语必须具

备法律和英语两种知识背景。
法律英语不是一门单独的课程,而是一个学科体系,具备独立学科属性。 法律英语课程体系既包括

法律英语精读(美国各主要部门法)、法律英语泛读(案例阅读)、法律英语视听说、法律英语翻译、法律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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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写作、英美法律制度、英美法律文化、法律语言学、WTO 法、中国法概况(英文)、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等知

识类课程,也包含涉外法务谈判、律师实务、庭辩技巧、检察与审判实务、诉辩文书应用、ADR 实务、法律

诊所、模拟法庭等实践类课程(张法连,
 

2019)。
法律英语课程不同于普通的大学英语以及传统的英语专业课程,这主要是由法律英语的课程性质所

决定的。 法律英语是法学和英语的交叉学科,就其课程属性而言,属于专门用途英语(ESP)的范畴,即与

特定专业学科相关联,根据学习者特定需求而开设的英语课程,如商务英语、医学英语、旅游英语等。 法

律英语以法学为依托,以英语为工具语言教与学专业法学知识(尤其是英美法知识),以满足学习者了解

地道的英美法知识、具备用英语交流并解决专业法律问题的能力的需求,培养国家对外开放所需的“精英

明法”法律英语人才及其高端涉外法治人才。 但我们应该明确,法律英语仍然是英语,“法律”是修饰限

制“英语”的。 法律英语是建立在普通英语基础之上的专业英语,因此它基于普通英语又高于普通英语。
只有在学生有了较为扎实的普通英语基本功的基础上,才能有效进行法律英语专业学习。

此外,基于法学的专业内容,法律英语也应体现其特性。 法学是一个典型的实践性学科,课堂所学的

法学知识最终要用于解决实际的法律纠纷,而法律英语学习对象的英美法更是注重实务。 英美法又称普

通法或判例法,与注重成文法和法典化为特征的大陆法系相比,英美法属于不成文法,重视遵循先例,强
调个案公平,依据大量的判例来判案。 因此,法律的实践性决定了法律英语的实践性要求。

总之,与普通英语相比,法律英语具有专业英语特征,它是市场需求催生出的一个新兴专业方向。 法

律英语是一个学科体系,具有典型的实践性特点。 此外,法律英语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交叉学科,它集语

言文学学科和法学学科为一体,和新时代国家对外开放伟大实践紧密相连,有利于改善相关学科发展薄

弱、后劲缺乏的现状,有利于培养新的学科增长点和研究创新点,有利于国家外语能力提升和国家战略实

现,建设好法律英语学科是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保障。
2. 2 法律英语教学特性

法律英语的学科特性决定了法律英语教学的独特性。
首先,法律英语教学具有专业性。 与普通英语没有特定的学科知识支撑相对,法律英语有专门的学

科教学内容,即法律,且主要为英美法(尤其是美国法),包括英美法律制度与文化及主要部门法;与普通

英语旨在培养学生的一般英语应用能力相比,法律英语在学生具备基本的一般英语应用能力的基础上,
对其有更高的要求,注重培养学生用英语表述法律概念、解决法律问题的专业英语能力。

其次,法律英语教学具有系统性。 如上所述,法律英语不是一门单独的课程,而是一个有机的课程体

系,既包括英美法律文化、法律制度、各主要部门法以及其他相关专业课程等法律知识层面的内容,也包

含法律英语视听说、法律英语写作、法律英语阅读、法律英语翻译等技能和能力层面的内容。 因此,法律

英语专业课程的有序开展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既要考虑开设哪些课程,也要考虑这些课程之间的逻

辑顺序问题,哪些是先修课程,哪些是后续课程。
最后,法律英语教学具有实践性。 如前所述,与法学的实践性要求相应,法律英语教学也具有明显的

实践性导向。 法律英语教学既要系统讲授英美法律文化和主要部门法,也需要系统培养学生的法律英语

听、说、读、写、译等实际应用能力,且最终要落实到培养学生能熟练地使用英语来处理实际法律问题的

能力。
总之,法律英语专业教学是以英语语言知识和基本英美法律知识及其应用技能、学习策略和跨文化

交际为主要内容,以外语教学理论为指导,以遵循语言教学和语言习得的规律为前提,集多种教学模式和

教学手段为一体的教学体系。 法律英语专业教学应根据国家和社会对毕业生法律英语综合应用能力(即

听、说、读、写、译的能力)的需求,在帮助学生继续打好语言基础的同时,应特别重视培养学生法律英语实

际应用能力和实践能力,尤其应加大对说、写、译等产出技能的训练强度和考核比重,为学生真正具有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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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的法律英语实践能力打下坚实的基础(张法连,
 

2019)。

3　 CBI 视阈下的法律英语教学

3. 1　 CBI 与法律英语教学的契合

CBI 将语言教学构建于某个学科或某种主题内容的教学之上,语言教学与专业学科知识教学有机融

合。 在 CBI 的教学理念下,语言是作为专业知识教学的手段和工具,而非目的与终结。 在理想的 CBI 情

境下,从某种程度来讲,语言能力是通过专业知识学习附带习得的。 CBI 的教学遵循三个主要原则,即教

学内容以特定学科知识为核心,语言材料真实,适应特定学生群体的需求(Stryker
 

et
 

al. ,
 

1997)。 从法律

英语的学科性质和教学特性可以看出,法律英语教学完全契合了 CBI 的教学理念。
首先,法律英语是涉外法律服务的工作语言,其教学以专业法学内容为依托,教学内容架构于专业法

学知识基础之上。 具体来讲,法律英语的教学内容主要为英美法(尤其是美国法),包括英美法律制度与

法律文化以及各主要部门法,也涉及学生法律英语听、说、读、写、译等实际能力的系统培养。 但无论是专

业英美法知识讲解还是法律英语实际应用能力的培养,其教学内容始终有专业知识的依托,为名副其实

的“内容依托式教学”。
其次,法律英语教学语言材料真实鲜活。 法律英语旨在教授原汁原味的英美法,其教学材料必然真

实可靠,教学材料选取英美法国家主要法律制度、真实案例及相关司法实践活动。 比如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的全国高等院校法律英语专业统编教材,包括法律英语精读教程、法律英语泛读教程、法律英语视听

说教程、法律英语写作教程、法律英语翻译教程、英美法律文化教程等,均采用原汁原味的英美法为教学

内容,教材内容鲜活真实。
最后,法律英语响应国家大力培养涉外法治人才的号召,适应职场“英语+法律”复合型人才培养的

需求。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法律职业也走向全球化,涉外法律市场的巨大需求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

求。 但是,中国涉外法治人才面临巨大的数量缺口,全国范围内,熟知国际法、国际贸易法和 WTO 规则的

律师稀缺,精通外语、能直接参与国际合作与国际竞争的国际人才极其匮乏。 作为英语与法律的交叉学

科,法律英语的目标就是培养精通法律英语又明晰国际法律的“精英明法”复合型应用人才,因此,法律

英语理应承担起培养涉外法治人才的重任。 法律英语既是推动涉外法律服务工作的关键,也是涉外法治

人才培养的落脚点(张法连,2018)。 对于学生来讲,面临单纯的法学或英语就业难的窘境,进行学科交

叉,通过法律英语的系统学习,成为既懂法律英语又懂国际法律的复合型应用人才自然会满足学生(尤其

是传统的英语专业的学生)学习和就业的需求。
总之,法律英语教学的实质就是一种以内容为依托的教学,而 CBI 的教学理念能够很好地契合法律

英语教学的需求。 因此,在 CBI 理论框架下探讨法律英语教学将是有益的尝试(张清,
 

2019)。
3. 2

 

CBI 对法律英语教学的启示

首先,法律英语绝不是简单的“法律” +“英语”,法律英语教学要将法律和英语有机融合到一起。 CBI
的教学理念强调语言教学要与学科知识教学有机融合,认为只有当学习者把语言作为学习学科知识和获

得信息的手段而不是将其作为学习目的时候,学习会更成功。 法律英语是专门用途英语领域最重要的分

支,是系统独立、内涵丰富、实践性很强的新兴交叉学科。 法律英语有其丰富的学科内涵和完整的课程体

系及其相应的教学理念、教学方法、教学原则、测试方法等,其教学应以美国法为载体,系统教授英美法律

文化和美国主要部门法,系统开展法律英语听、说、读、写、译等课程,并注重法律英语实务及其相应的实

际应用能力的提升。 法律英语是法律和英语有机融合的专业语言,决不能把法律知识和英语语言技能割

裂开来学习。 因此,法律英语教学要将英语教学与法律教学有机融为一体,不可偏废。 张法连提出法律

英语教学的目标是培养精通法律英语、明晰国际法律的“精英明法”复合型人才(张法连,2018,
 

2019),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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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榜和袁传有主张法律英语教学要实现法律和英语两大系统的融合,提出培养法律基本功和英语交际能

力“双高”的教学目标(袁传有,2010)。 法律英语教学要通过系统讲授英美法,培养学生相应的法律英语

实际应用能力,使学生具备法律语境下的英语交际能力,即培养会讲法言法语的复合型英语人才。
其次,法律英语课程体系的安排要合理有序。 CBI 的教学理念认为,当学习者认为能达到希望的目

标时学习会更成功。 一方面,法律英语是一种专业英语,基于普通英语又明显高于普通英语,它包含大量

专业术语(包括诸多古英语、法语和拉丁语),且句式冗长复杂,对英语语言要求较高。 因此,要学好法律

英语,首先要具备扎实的英语功底。 据此,法律英语专业教学应建立在学生已具备较为坚实的普通英语

功底的基础之上,如在本科阶段设置法律英语专业,英语基础课程应先行,在大一、大二系统开设英语基

础类课程,打好英语基础后,在大二后半学期和大三再系统开设法律英语类课程。 如果一味强调专业性,
在学生欠缺普通英语功底时贸然全面铺开专业法律英语教学,会使学生“消化不良”,难以达到预期学习

目标,必定会产生挫折感和厌学情绪,正所谓“欲速则不达”。 另一方面,法律英语是一个课程群,法律英

语诸课程也要处理好内部逻辑关系,英美法律文化简要介绍英美法律制度,理应为先行课程,法律英语精

读系统学习各主要部门法,为法律英语的知识基础,应紧随其后,之后才适宜全面开设英美案例选读、法
律英语写作、法律英语视听说、法律翻译等专业方向课程,最后才是法庭演讲与辩论、模拟法庭及相应的

专业实践与实习。
第三,法律英语教学方法应灵活多样,要考虑学生的实际需求。 CBI 教学理念认为,当学习者认为获

得的信息有趣、有用,当教学考虑到学生的实际需求时,学生的学习效果会更好。 根据法律英语的特性,
尤其是其实践性要求,法律英语教学不宜过多采用填鸭式讲授方法。 可参考美国法学教育中主要采用的

案例教学法,通过实际案例来导入主题并通过案例讨论来组织教学,注重课堂问答互动,开展丰富多彩的

教学任务活动。 此外,法律英语教学中还应综合使用图片、录音、录像、电影剪辑、实物、法庭道具等不同

模态组织教学,充分调用各种交际模态,充分发挥不同模态之间的协同、强化作用,在尽可能真实的多模

态情境下组织教学,以提升教学效果。 另外,也要多组织角色扮演、庭审辩论、模拟法庭、庭审观摩、律所

见习等实践性活动,以促进和加快法律英语知识向法律英语能力的转化。

4　 结语

如前所述,基于 CBI 的专业英语教学不仅有助于提高学习者的普通英语能力,而且能够扩大学生的

专业知识,也对学习者的学习动机、学习积极性、学习兴趣、学习策略、思辨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乃至综

合素质甚至就业均产生积极的影响。 作为涉外法务必需的工作语言,法律英语完全契合 CBI 的教学理

念,因此,基于 CBI 教学的良性效应也应在法律英语教学中体现。 此外,法律英语是外语专业主动适应国

家需求、服务社会发展的具体体现,其人才培养具有复合型、应用性、国际化的特点,符合新时代对外语人

才培养的要求,因此,法律英语教学理应产生更深远的积极影响。 我们需要长期且深入地开展针对性的

调研和相应的实证分析以及后续的跟踪研究,系统研究法律英语专业教学对学生各方面能力的培养和综

合素质的提升所产生的积极作用和良性效应,调查法律英语专业毕业生在社会发展和国家建设中所扮演

的角色和作出的贡献,以更好地响应国家大力培育涉外法治人才的号召,推动法律英语学科专业更快更

好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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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al
 

English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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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tent-Based
 

Instruction
 

( CBI)
 

advocates
 

that
 

language
 

teaching
 

should
 

be
 

built
 

on
 

the
 

content
 

of
 

professional
 

disciplines,
 

and
 

that
 

language
 

teaching
 

should
 

be
 

integrated
 

with
 

the
 

teaching
 

of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s
 

a
 

typical
 

ESP,
 

legal
 

English
 

teaching
 

is
 

based
 

on
 

professional
 

law.
 

Its
 

teaching
 

materials
 

are
 

real
 

and
 

vivid,
 

and
 

it
 

meets
 

the
 

needs
 

of
 

cultivating
 

“law+
 

English”
 

compound
 

talents.
 

The
 

essence
 

of
 

legal
 

English
 

teaching
 

is
 

a
 

kind
 

of
 

content
 

based
 

instruction,
 

and
 

CBI
 

can
 

well
 

meet
 

the
 

needs
 

of
 

legal
 

English
 

teaching.
 

According
 

to
 

the
 

teaching
 

philosophy
 

of
 

CBI,
 

legal
 

English
 

teaching
 

should
 

integrate
 

law
 

with
 

English
 

organically,
 

the
 

arrangement
 

of
 

curriculum
 

system
 

should
 

be
 

reasonable
 

and
 

orderly,
 

the
 

teaching
 

methods
 

should
 

be
 

flexible
 

and
 

diverse,
 

and
 

the
 

actual
 

needs
 

of
 

students
 

should
 

be
 

taken
 

into
 

acc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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