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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引言

教材是实现教学的重要载体，它不仅是

课 程 产 品， 也 是 文 化 产 品（Gray，2013；

Graves，2019），几乎所有语言材料都包含文

化信息（Kramsch，1993）。英语教材是促进

学生语言学习、了解目标语文化和世界多元文

化的重要材料，同时也应传承和创新本国文化，

为学生提供使用英语表达母语文化的机会，并

提供理解、分析、评价世界多元文化的空间。

教育部 2019 年 12 月印发的《中小学教材管理

办法》和《普通高等学校教材管理办法》指出，

“教材必须体现党和国家意志，体现中国和中

华民族风格，体现国家和民族基本价值观，体

现人类文化知识积累和创新成果，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引导学生坚定文化自信，成为

担当中华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②。要达

成此目标，英语教材应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将中华文化融入教材中。文秋芳（2019）提出，

英语教材应相对均衡地呈现中外文化内容，其

目的是让中国学习者学习世界文明精华的同时

能够用英语向世界讲述中华文化。然而，英语

教材中鲜有中华文化内容（王银泉，2013）。

本研究借鉴国内外英语教材中的文化呈现

研究，通过对我国 4 套大学英语教材和 3 套

高中英语教材的多元文化教学项目进行标注统

计，拟构建一个英语教材文化呈现的分析框架，

希望对英语教材有机融入文化内容提供参考。

22	 英语教材文化呈现分析文献回顾

英 语 教 材 中 的 文 化 呈 现 研 究 比 较 零 散

（Weninger & Kiss，2015），分别从文化的

不同视角（如性别、意识形态等）关注文化呈

英语教材文化呈现分析框架研制①

张虹 李晓楠 北京外国语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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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的内容（Porreca，1984；Canagarajah，

1993）。其中，多数研究从国别角度展开。比如，

Yamada（2010）按照内圈国家、外圈国家和

拓展圈国家文化的分类，研究日本 6 套英语教

材中呈现了哪些国家的文化。研究发现，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教材中，美国文化比重超过日

本文化，但 90 年代以后，日本文化的比重增

加，占到 1/4。吴晓威、陈旭远（2014）从文

化结构和文化地域角度分析了国内某高中英语

教材中的文化内容呈现。研究发现，教材呈现

最多的国家是英国，其次是美国，中国也是出

现频率很高的国家，教材中经常出现具有中国

特色的文化元素。还有研究结合了文化类型和

国别两个视角。比如，Yuen（2011）通过计算

文化出现频次分析了香港地区两套中学英语教

材中的文化类型和国别的呈现情况。研究发现，

两套教材呈现最多的是文化产品，呈现最少的

是文化观念。从地域来看，两套教材主要呈现

的是目标语国家的文化，而亚洲和非洲文化呈

现得最少。Keles & Yazan（2020）采用 Yuen

（2011）的文化类型框架（文化实践、文化产

品、文化观念、文化人物）以及 Kachru（1990）

的同心圆模型（内圈、外圈、延展圈），对牛

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英语教材 New Headway 
（小学阶段）的 5 个版本的文化呈现进行了

历时研究，发现该教材从 1993 年的第 1 版到

2019 年的第 5 版始终只重视目标语国家文化，

其次是欧洲国家文化较多，而非欧洲国家文化

呈现极少。该研究强调，教材中不同地域文化

呈现比例的不均衡会影响学生理解多元文化、

阻碍其全球文化意识的培养。

除了关注文化呈现内容，亦有少数研究

关注文化呈现方式。比如，Weninger & Kiss 

（2013）对匈牙利的两套英语教材进行符号学

分析，指出教材中的语篇、图片和任务都在构

建意义，但更聚焦于促进学生的语言能力发展，

很少关注文化内涵。该研究提出，教材中的图

片不应仅被当作教材中的空白填充，而应积极

参与文化构建。

综上所述，前期关于英语教材中文化呈现

的分析存在以下问题：（1）文化呈现研究的

系统性不足。没有一个系统的框架从不同维度

对教材文化呈现进行分析。（2）以往研究更

关注文化呈现内容，较少关注文化呈现方式，

且已有研究中文化呈现方式的分析不够科学。

如文化呈现的比重计算方式主要是频次和百分

比，即不论是一篇介绍文化内容的课文，还是

一个文化词汇，均标记为 1 次，这样简单按照

频次计算文化呈现比重的方式合理性欠佳。此

外，文化呈现方式不够细化。已有研究提及语

篇、图片和任务均可呈现文化，但具体如何

计算以不同方式呈现的文化比重，目前没有

更细化的研究。这种不足可能会影响我们对

教材中的文化呈现做出客观判断，无法指导

教材编写者在教材中以有效的方式有机融入

文化内容。

33	 研究思路与流程

为弥补现有英语教材文化呈现分析的不

足，本研究拟在大学英语和高中英语教材分析

的基础上建构《英语教材文化呈现分析框架》

（以下简称《框架》），这是本研究创新点之

一。我们选择 4 套大学英语教材的第一册，以

及 3 套高中英语教材各一册作为研制《框架》

的基础。选取标准考虑以下各因素的多样性，

以减少教材同质化的影响：（1）出版时间——

侧重选取近 8 年左右出版的教材。（2）使用

对象——大学生和高中生。（3）出版社——

国内 4 个不同的教材出版社。

《框架》的基本研制思路与流程如下：第

一，根据呈现内容和呈现方式确立《框架》的

基本维度。参考前人研究成果确立文化内容分

类标准，拟定《框架》文化呈现内容和文化呈

现方式的分类思路，初步保证其系统性。第二，

文化呈现方式标注与《框架》调整。采用自下

而上和自上而下结合的方式对文化呈现方式进

行识别、提取和确立，详细标注不同文化内容

的呈现方式，搭建并完善《框架》更具体和可

操作的子维度，为文化呈现的量化统计提供可

能。《框架》在标注中得到不断的检验与修正。

一方面，根据教材所提供的大量数据补充和完

善呈现方式的覆盖面；另一方面，在标注过程

中检验《框架》的合理性。

44	 《框架》的维度设计和文化呈现内容分

析框架

维度是《框架》的第一重保障。文化内容

研究文献不可胜数，学者可从不同学科视角进

行考察，但确定英语教材的文化呈现分析框架，

则应参考二语 / 外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理论。

《框架》主要从文化呈现内容和文化呈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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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维度出发进行构建。

文化呈现内容指教材中呈现了什么文化。

文化内容可以按照地域分类，可以按照时间分

类，也可以按照学界对文化的不同界定分类。

首先，按照地域，结合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的

大背景以及中国与世界各族人民日益频繁交往

的国情，本文主要以 Kachru & Nelson（1996）、

Cortazzi & Jin（1999）的分类方式为基础，

分为：（1）学习者的母语文化，比如，对于

中国学生的英语教材而言，即中华文化，对

于法国学生的英语教材而言，即法国文化。 

（2）内圈国家文化，即英语作为母语的国家

文化（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

爱尔兰），本文中将其称为目标语国家文化。 

（3）所有外圈、延展圈国家及其他不将英语作

为母语的国家，统一归为国际文化。（4）共有

文化，即不存在较为显著的国家或民族背景、

没有明显地域差异的文化。

其次，基于对文化的不同理解，国外学者

对文化类型的分类方式繁杂多样，比较经典的

是 Brody（2003）对大 C 文化和小 c 文化的

划分。前者指文明，后者指一个群体的生活方

式。Bennett et al.（2003：243）进一步将大

C 文化和小 c 文化称为“客观文化”，将人们

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信念描述为“主观文化”。

在此基础上，《外语学习标准》（National 

Standards in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oject，1996）将文化分为产品（大 C）、实

践（小 c）和观念（主观文化）。Moran（2001，

2009）在这三类基础上相继添加了人物和社群

这两个文化要素。国内诸多学者对文化种类划

分亦发表过自己的看法（费孝通，1996；胡

文仲，1999 等）。其中，牛新生（2002）将

文化分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社会文化、行

为文化和观念文化。本文从英语教材主题内容

出发，尝试兼顾国内外分类方式的不同特点，

采纳与国内学者划分方式较为契合的 Moran

（2009）的分类，将文化分为文化产品（cultural 

products）、文化实践（cultural practices）、

文化观念（cultural perspectives）、文化社群

（cultural communities）和文化人物（cultural 

persons）5 个类型。文化产品指为了满足人类

生存和发展需要所创造的产品，是最容易认知

的文化的物质形态，包括物质产品、建筑和艺

术形态，是文化教学最直接的内容。比如，英

语教材中呈现的美国短篇小说家欧·亨利创作

的《最后一片叶子》、中国的剪纸艺术、人工

智能技术等都属于文化产品。文化实践指人类

生活和行为方式，包含节日习俗、行为准则等，

比如英国的下午茶文化、法国的聚会礼仪。文

化观念包括感知、信仰、价值和态度，决定了

文化产品和文化实践，比如儒家思想、名人名

言等。文化社群指根据不同的民族、语言、

性别、种族、宗教、社会经济阶层等不同的

群体划分的文化，是国家 / 民族等层面的文

化，比如黑人文化。文化人物指某一文化群

体的知 名 人 物， 例 如 袁 隆 平、 爱 因 斯 坦、

甘地、毕加索。综合以上三种分类方式，《框

架》 的 英 语 教 材 文 化 内 容 呈 现 分 析框架如 

表 1 所示。

55	 《框架》文化呈现方式及其权重的构建

与调整

文化呈现方式指文化内容在教材中如何呈

现，主要分为显性和隐性两种。借鉴周小兵等

（2019）对显性文化呈现方式的划分，本文将

显性方式定义为文化内容在语言输入材料部分

呈现，包括明显以文化为主题的阅读语篇、听

力语篇和视频语篇（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020），以及专门呈现文化知识的板块等。隐

性方式指文化内容在练习中呈现。

《框架》文化呈现方式的具体构建与调整

过程是：首先，我们确定显性和隐性呈现两个

维度，在此基础上开始构建《框架》呈现方式

的初稿。我们对教材内容进行开放式编码，关

注文化内容的具体呈现方式。

第一步先确定文化内容出现在教材中的位

置，如果是在输入材料部分即归为显性，如果

是出现在练习部分，即归为隐性。第二步再看

具体是通过什么方式呈现了文化内容，然后我

们对这种呈现方式进行编码。第三步是对该方

式赋予相应的权重。

表 1 英语教材文化呈现内容分析框架

地域 母语文化 目标语国家文化 国际文化 共有文化

类型 文化产品 文化实践 文化观念 文化社群 文化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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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有 4 位编码者，分别代表教材编

写者、出版者、使用者（教师和学生）角度。

不同编码者对相同文本独立编码的一致性是

检验编码者信度的重要指标（陈婷、李兰，

2021）。在信度上，首先由本研究的两位成员

进行独立编码，随机抽取 7 套教材中约 20%

的文本和图片，分别从呈现位置、呈现具体方

式和权重三方面分别构建初步分析框架。两位

编码者完成编码后，对其编码情况进行编码者

一致性检验，Cohen’s Kappa 为 0.91，说明编

码者一致性程度较高。对于不一致的编码，我

们邀请了课题组另外两位编码者进行编码，完

成后与前两位成员的结果比对，并讨论协商至

结论基本一致。

该框架有两处创新，其一，我们基于对

7 套教材的分析将显性和隐性方式进行细化，

各衍生出多种具体的呈现方式。其二，我们对

每一种呈现方式添加权重，即依据文化呈现方

式不同，赋予 1 至 10 分不等的权重，对更加

重视或凸显文化内容的呈现方式赋予更高的权

重。以显性呈现方式为例，如果一篇文章全篇

介绍京剧，这个语篇就被赋予 10 分的权重，

因为这是显性呈现文化最强的一种形式；如果

一篇文章讲述了张大千和毕加索两位艺术家，

且篇幅均衡，这两位文化人物的权重都是 8 分。

以隐性呈现方式为例，有这样一道汉译英的练

习题：“京剧是一种民间艺术，其历史悠久，

是中国最古老的传统艺术之一（folk art）。”

这句翻译的文本虽然和中华传统文化相关，但

其目的主要是考查学生是否会用 folk art 这种

表达来做翻译，所以我们将这种文化呈现方式

归为隐性，权重为 1 分。尽管该练习提及了“京

剧”这一中华传统文化项目，但是其焦点是检

验学生的语言能力，在教材中的功能是促进学

生学习运用语言，而不是直接提升文化意识。

权重的赋值经过 4 位编码者反复协商，直至达

成完全一致的意见。给不同的呈现方式赋予权

重这一做法突破了以往研究不考虑呈现方式的

差异性，仅以频次计算的弊端，改用权重与频

次相乘的分值来看文化呈现的强度③。

然后，我们将《框架》初稿应用于教材进

行编码，以此检验《框架》初稿的系统性、合

理性，并进行内容、维度的增加、合并和分拆，

进一步优化《框架》。在编码过程中，我们发

现《框架》初稿中呈现方式的界定与教材使用

者的实际情况存在差异，我们基于这些差异对

《框架》初稿进行调整与拓展，在修订过程中

不仅关注文化内容呈现的位置，也充分考虑文

化内容在教材中的教学功能。第一，调整部分

呈现方式及其权重。例如，依据周小兵等（2019）

的研究，我们统一将输入材料和练习中出现的

语篇在《框架》初稿中归在显性方式维度。但

根据两位编码者的学习经历，如果练习不是关

注文化，而是关注语言学习的话，学习者在做

这个练习时更关心如何把练习准确完成，而不

会关心练习中出现的文化内容。因此，我们将

练习中出现的文化语篇这一方式从显性维度

调整到隐性维度。我们做出这一调整的原因

在于，我们协商后将语篇出现的位置作为决

定显性和隐性的一个要素，即显性方式指在

向学生输入知识的语篇和文化知识板块中呈

现文化的方式，隐性方式指在任务或练习位

置呈现文化的方式。以某教材练习中的多元

文化语篇为例（图 1），该语篇虽然介绍了

徐悲鸿及其作品《赛马》的文化内容，但它

在教材练习中的实际目的是要求学生使用名词

从句改写画线句子。因此，我们将练习中的单

一文化语篇、练习中多元文化语篇中的主要文

化、同等比重的两种或多种文化以及次要文化

调整为隐性呈现方式。

图 1 某教材练习中的多元文化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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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英语教材文化呈现方式分析框架

显性呈现

方式 权重 说明

1 单一文化语篇 10 以某一种文化内容为主题且通篇介绍该文化的语篇

2 多元文化语篇中的主要文

化
9

在以多种不同文化内容为主题的语篇中，占据较大篇幅的

文化内容

3 多元文化语篇中同等比重

的两种或多种文化
8

在以多种不同文化内容为主题的语篇中，占据篇幅相似的

两种或多种文化内容

4 多元文化语篇中的次要文

化
7

在以多种不同文化内容为主题的语篇中，占据较少篇幅的

文化内容，和“多元文化语篇中的主要文化”相对

5 单一文化知识板块 6 通篇介绍某一种文化内容的文化知识板块

6 多元文化知识板块中的主

要文化
5

在介绍多种不同文化内容的文化知识板块中，占据较大篇

幅的文化内容

7 多元文化知识板块中同等

比重的两种或多种文化
4

在介绍多种不同文化内容的文化知识板块中，占据篇幅相

似的两种或多种文化内容

8 多元文化知识板块的次要

文化
3

在介绍多种不同文化内容的文化知识板块中，占据较少

篇幅的文化内容，和“多元文化知识板块中的主要文化”

相对

9 图片/引言 2
在语篇、知识板块等非练习部分呈现的、体现文化内容的

图片和引言

10 背景文化信息 1
作为背景信息，帮助理解上述文化语篇、图片、引言或其

他显性呈现文化的文化信息，包括人名、地名、媒体名等

隐性呈现

方式 权重 说明

1 练习中单一文化语篇 5
在练习/活动部分呈现的、以某一种文化内容为主题，且通

篇介绍该文化内容的语篇

2 练习中多元文化语篇中的

主要文化
4

在练习/活动部分呈现的、以多种不同文化内容为主题的语

篇中，占据较大篇幅的文化内容

3 单一文化表达 4
考察学生表达某一种文化内容的练习/活动。例：Introduce 
Beijing Opera to a group of students from another country 

4 多元文化表达 3
同时考察学生表达多元文化内容的练习 /活动，涉及跨

文化比较。例：Search online to find mor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English and Southern Chinese tea cultures 

5 练习中多元文化语篇中同

等比重的两种或多种文化
3

在练习/活动部分呈现的、以多种不同文化内容为主题的语

篇中，占据篇幅相似的两种或多种文化内容

6 练习中多元文化语篇中的

次要文化
2

在练习/活动部分呈现的、以多种不同文化内容为主题的语

篇中，占据较少篇幅的文化内容，和“多元文化语篇中的

主要文化”相对

7 文化理解练习 2

考察学生对某种或多种文化内容的理解的练习/活动，包

括解释某文化内容的意义、对某文化内容的感受等。例：

Which part of the story about Beethoven impressed you most？
Why？

8 练习中的图片/引言 2 在练习/活动部分呈现的、体现文化内容的图片和引言

9 背景文化信息 1
练习/活动部分，作为背景信息，帮助理解上述隐性文化语

篇等内容的文化信息，包括人名、地名、媒体名等

10 语言练习 1
在以考察学生词汇、语法或翻译等语言知识为目标的练习/
活动中出现的文化内容

注：文化表达包含与文化相关的写、说、文化翻译三种方式；语言练习包含词汇练习、语法练习和语言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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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拓展文化呈现方式。在《框架》初

稿中，我们认为可以统一用“文化知识板块”

统领这种呈现方式，但在标注过程中，我们发

现这一板块的内容有时是单一文化呈现，有时

是多元文化呈现，且各种文化所占的篇幅也不

一样。据此，我们将这一板块进行细化拓展，

分为：单一文化知识板块、多元文化知识板块

中的主要文化、多元文化知识板块中同等比重

的两种或多种文化、多元文化知识板块中的次

要文化，并对它们赋予不同的权重。

经调整，文化呈现内容和文化呈现方式两

个大维度不变，文化呈现方式依据文化出现在

教材中的位置不同来界定显性和隐性，且每种

方式各包含 10 种不同的子方式（见表 2）。

这是一个自上而下、再自下而上的双向构

建过程，不仅有理论的指导与支撑，而且在教材

分析实践中从教材编写出版者和教材使用者视角

进行验证与修订，使其更具科学性和合理性。

66	 结语与展望

本文基于国内外二语 / 外语文化教学理论

与实践，通过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结合的方式，

从文化呈现内容和文化呈现方式两个维度构建

出《英语教材文化呈现分析框架》，是针对英

语教材文化呈现分析的一个探索性研究。基于

此框架，我们对国内 4 套大学英语教材、3 套

高中英语教材进行了文化呈现研究，发现该框

架适用于不同英语教材的文化呈现分析，验证

了框架的合理性和较为广泛的应用性。

今后的研究可以在以下方面进行优化和

深入：第一，可以应用此框架对国内外不同出

版社、不同版本、不同学段的英语教材进行文

化呈现分析，进行纵向或横向比较研究，为我

国英语教材文化呈现的编写工作提供反馈。第

二，可以从更多一线教师和学生使用的视角，

通过课堂教学观察、访谈等方法对此框架中的

维度或权重进行调查，基于强度和学习效果之

间关系的实证数据调整框架。第三，对更多英

语教材的文化项目进行提取和编码，进一步完

善已有框架中文化呈现内容和呈现方式的子维

度。目前教材中文化教学内容的量化研究相对

薄弱，关键原因之一是缺乏研究工具及相关标

准（周小兵等，2019），《框架》为这一类

研究提供了一个具有操作性的工具。希望通过

本《框架》的构建与优化，使其能成为英语教

师、教材编写者及有关研究者开展课堂教学、

编写教材以及对教材进行分析与评价研究的指

导框架。

注释

①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世界主要国

家中小学外语教材文化呈现比较研究”（编

号：21BYY122）的阶段性成果。

②  教育部. 中小学教材管理办法[OL]. h t tp: //

www.moe.gov.cn/srcsite/A26/moe_714/202001/

t20200107_414578.html. 教育部. 普通高等学

校教材管理办法[OL]. http: //www.moe.gov.cn/

srcsite/A26/moe_714/202001/t20200107_414578.

html. 访问日期：2022-02-17.

③ 强度=权重*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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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ing a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the Representation of Cultures in  

English Textbooks
Abstract: The field of language education has 

witnessed an emerging body of research analyzing 

cultural content in English textbooks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The frameworks utilized in those 

studies for the analysis, however, have paid little 

attention to the form of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Based 

on the pilot analysis of seven English textbooks, the 

study develops the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the 

Representation of Cultures in English Textbooks, 

which revolves around the content and form of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which respectively includes 

ten specific sub-dimensions. More importantly, 

different forms of representation are given different 

weights, thus mitigating the defects of previous 

research that has delved into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through mere calculat ion of frequencies and 

percentages. This framework suggests implications 

for textbook compilation, textbook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and intercultural teaching.

Keywords: English textbooks;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in 

textbooks;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the representation 

of cultures; content of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form of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