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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研究

以学 习者为 中心的英语教材 ： 特征 、 表现与启示

郭 宝仙

（华东师范大学 教师教育学院 ， 上海 ２ ０ ０ ０ ６ ２ ）

摘要 ： 英语教材作 为 学 习 的读本 ， 应有助 于培养学 习 者 的 自 主 学 习 能 力 ， 对学

习 者
“

友好
”

， 便于 学 习 者理解 ， 教材元话语能 强 化其语篇 功 能 与人际功 能 ， 满足

学 习 者情意和认知 需求 。 结合我 国 和韩 国教材样例 分析 ， 发现英语教材编 写 可从 中

获得一 些启 示 ， 进一步加强 以 学 习 者为 中 心 的特征 ， 具体 包括加强 目 标 的整体性和

内容的 一体化 ， 引 导学 生 明 确 学 习 预期 ； 增 强 学 习 内容的选择性 ， 促进学 习 的 内 外

衔接 ；
突显 内 容 间 的 关联统整 ， 助 力 学 习 经验结构化 ；

完善元话语和编排逻辑 ， 调

动 学 生 自 我 的 融入与 深度学 习 。

关键词 ： 高 中 英语教材 ；

以 学 习 者为 中 心 ； 编 写 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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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是课程的主要载体 ， 是连接教与学的重

要媒介 ， 既要实现课程标准的 内容要求 ， 也事关

教与学观念的建构 ， 在引导学生形成积极学习态

度和 良好学习 习惯 ， 养成 自 主学习能力方面起着

重要作用 。 因此 ， 探讨教材如何 由
“

作为教学之

用的主要教材
”

， 转变为
“

作为学生之用 的主要

教材
”

， 也就是
“

学材
”

［
１
］

， 具有积极意义 。 但 国

内针对英语教材的相关研究还不多 ， 且 已有研究

侧重应用性 ， 研究的理论性与系统性 尚需加强 。

教材编写是一项集理论研究与实践运用为
一

体的工作 ， 在 中外教材 比较研究 中 ， 我们发现我

国和韩 国高 中英语教材的一些
“

学材
”

特点值得

关注 。 中韩两 国 同处东亚文化圈 ， 两 国英语教育

的社会文化背景和面临 的挑战有诸多相似之处 ，

在新一轮的英语课程改革 中都将改变学习方式 、

培养学习能力作为 目标之
一

。 因此 ， 梳理以学习

者为 中心教材的特征 ， 结合 中韩教材分析这些特

征的实际表现样态 ， 探讨英语教材
“

学材
”

化路

径 ， 无疑有助于深化我 国相关研究与实践 。

一

、 以学 习者为 中心的教材的特征

由
“

教材
”

到
“

学材
”

， 背后隐含着教学观 、

知识观和学生观的变化
［ １ ］

， 其中最根本的区别在

于 ， 以学习者为 中心的教材的开发和利用都是从

学生的立场出发 ， 是为使学生开展有效学习服务

的
［
２
］

， 其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特征 。

（

一

） 培养学生 自 主学 习 能力

教材要为学生开展有效学习服务 ，

一个重要

特点就是要激发学生的学习愿望 ， 培养学生的 自

主学习能力 ， 具体又包含以下特征 ［
２
］

： 在 已知与

未知 、 亲近性与新奇性之间保持平衡 ， 弓 丨发学生

的疑问和探究发现 ； 利用与学生 日 常生活 、 社区

相联系 的素材 ； 设计问题解决式学习 ， 丰富学生

心灵 ， 使其发挥想象 ； 包括多种学习方法和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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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 ， 促进学生共同学习 。 教材还应是组合多种

学 习 课 题 和 多 样 化 教 材 的
“

学 习 包

（ ｐａ ｃｋａｇｅ ）
”

， 包括学 习 指导和辅助性材料两大

部分 。 前者向学生展示学习活动的整体内容 ， 包

括单元学 习 目 标 、 学 习 时数 、 学 习课题 、 素材 、

单元总结等 ， 是学习包的核心 ； 后者包括学习板

块 、 资料板块 、 提示板块等 。

同时 ， 研究者指 出 ， 培养 自 主学 习 能力 时 ，

外语教材应指 向 自 主学习过程 ， 包括明确学习需

求 ， 设定学习 目标计划和学习过程 ， 选择学习资

源 ， 开展 自 主学习实践 ， 监控学习过程 ， 进行评

价与反思等方面 ［ ３ ］

， 并给学生提供 自主选择的机

会 ， 如制定 目标 、 找到偏好的学习风格和学习策

略 、 设计学 习 任务 ， 鼓励学 习 者在课外使用外

语 ， 并成为教师和研究者 ［ ４ ］

。

可见 ， 教材培养 自 主学习能力时需重视其内

容的助学特征 ， 尤其要体现 自 主学习能力 中可观

察 、 可识别 、 可训练的成分 。

（
二 ） 对学 习 者

“

友好
”

教材为学生开展有效学习服务 ， 应对学习者
“

友好
”

， 便于其理解 ， 而不是给其理解带来 困

扰 。 研究发现 ， 对学习者
“

友好
”

的教材有如下

特点 。

［ ５ ］

１ ． 组织结构严谨 ， 宏观 （如章节或单元层

面 ） 与微观 （如文本 ） 层面都按照一定逻辑如 因

果关系 、 时间顺序等呈现信息 。

２ ． 能以 各种方式 向读者提示信息 的重点 ，

如主标题 、 次标题 、 信号词等 。

３ ． 采用一致的叙述 口 吻或修辞模式 ， 协助

读者预测文本结构 ， 找 出作者意图 。

４ ． 文本 内部逻辑联系紧密 。

５ ． 用字清晰精准且定义清楚 ， 读者不需做

过多推断 。

６ ． 概念密度适 中 ， 且 以合理的方式呈现新

概念 。

７ ． 以读者为直接叙说的对象 。

８ ． 具有教学引 导工具 ， 如 图表 、 目 录 、 摘

要或大纲等 。

可以看出 ， 上述特征既有 内容上的 ， 也有组

织结构上的 。

（三 ） 教材元话语强化语篇功 能与人际功 能

与一般的交际文本一样 ， 教材中 的话语包括

基本 话 语 和 元 话语 （ ｍｅ ｔ ａｄ ｉ ｓ ｃｏｕｒ ｓ ｅｍｅ ｔ ａ

ｔ ｅｘｔ ） 两个层面 ［
６
］

， 前者是是关于话题的命题信

息 ， 后者是
“

关于话语的话语
”

［ ７ ］

， 即作者用于

组织命题信息 ， 表明 自 己对信息的态度 ， 协调与

读者之间 的关系 ， 以使读者更容易而有效地理解

信息的语篇元素 。 基本话语实现语言 的概念功

能 ， 元话语实现语言的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 。 研

究表明 ， 教材等教育类语篇的元话语影响读者的

阅读理解程度 、 写作质量 、 运用水平等 。

［ ８ ］

因此 ，

从学生视角设计元话语是教材服务学生学习 的重

要途径 。 除了语言符号 ， 教材还可 以使用视觉元

话语 ［ ９ ］

， 如版面设计 、 图例 、 颜色搭配 、 外部框

架等 ， 以实现元语言功能 。

上述对以学习者为 中心的教材特征的认识视

角各有侧重 ， 又有诸多交叉重叠之处 ， 从中可 以

看出 ，

“

教材
”

到
“

学材
”

无论有怎样的变化 ，

都体现在教材 的 内 容选择 、 组织编排与呈现三

方面 。

［ １ ］

二
、 以学 习者为 中心的教材特征的表现

以往的教育改革经验证明 ， 从转变观念到将

观念付诸实践 ， 仍然有许多理论问题需要研究 ，

有很多实践空 白需要填补 。

［ １ ° ］

上述 以学 习者为 中

心的教材的特征如何物化到具体的教材 中 ， 还需

要很多理论和实践探索 。 分析这些特征在教材 中

实际的表现样态 ， 有助于为理念向实践的转化提

供具体参考路径 。 下面结合以学习者为 中心的教

材的上述特征 ， 以我 国 四套和韩 国一套新版高 中

英语教材为例 ， 从内容 、 组织编排与呈现 （元话

语 ） 三方面分析这些特征的表现样态 。

这五套教材采用围绕主题或大观念的单元组

织结构编写 ， 主题是指作者 ／说话者通过文本传

递的主要 内容 ， 它为学科育人提供话题和语境 ，

也为语言学习提供范围 和语境 。

［ １ １ ］

而大观念是指

反映学科本质 、 处于课程中心地位 、 统摄教学过

程的学科概念架构 、 内容联结与方法 ， 它在碎片

化的小概念之间建构有意义的联结 ， 具有广泛的

适用性和解 释力 。

［ １ ２ ］ 主题语篇蕴含一定 的大观

念 ， 教学就是让学生通过主题内容理解语篇的大

观念 。 五套教材的板块设置不尽相 同 ， 但基本都

包括引入板块 、 语言技能板块 （如 听说 、 阅读 、

写作 、 看 ／视频 、 读写或综合技能等 ） 、 语法板

？１ ３ ７ ？



块 、 项 目学 习 和反思 ／评价板块 。 此外 ， 我 国 的

一套教材和韩 国教材在每个单元还设置 了文化

板块 。

（

一

） 内容方 面

１ ． 展示单元 目 标 ， 使学生有 明确 的学 习 目

标和预期

学习 目标具有导引 、 激励等功能 ， 帮助学生

明确学习 目标 ， 有利于学生开展有效学习 。

［
１ ３

］ 五

套教材都在单元引入板块列 出单元 目标 ， 但 目标

类型及表述方式不尽相 同 。 韩 国教材将大观念作

为教学 目标 ， 通过单元标题展示学生需要 内化的

大观念 ， 并列 出理解和表达大观念需要掌握的重

要语言点和语言功能例句 。 这套教材共两册 ， 由

其单元标题 （见表 １ ） 可见 ， 每个单元的标题都

含有明显的价值判断 ， 明示单元的主题意义和价

值引领 ， 学生能从中获得足够的信息提示 ， 明确

学习本单元后应当树立的大观念 。 如 《英语 Ｉ 》

第二单元 《拥抱我们的不同 》 ， 该标题中
“

拥抱
”

一词说明本单元 的大观念是接纳人与人 、 国 与

国 、 文化与文化之间 的差异 。

表 １ 韩 国两册教材各单元的标题与大 问题

单元 单元标题 大 问题 （ ｂ ｉｇｑｕｅ ｓ ｔ ｉｏｎ）

《 英语 Ｉ 》

第
一单元 你 内 心 的 火花 怎样激发我们 的 潜能 ？

第二单元 拥抱我们 的 不 同 如何尊重他人 ？

第 三单元 我们是 紧密联 系 的 我们如何生活在一起 ？

第 四单元 建设更 美好的社会 我们 可 以 为社会做 出 什 么 贡献 ？

第五单元 观察 、 思考 、 创 造 从哪里获取灵感 ？

《 英语 Ｉ 》

第
一单元 生命 中珍贵的 事物 如何保存 生命 中珍贵的 事物 ？

第二单元 换位思考 如何更好地理解他人 ？

第 三单元 做一个批判 性思考者 为什 么 批判性思维很重要 ？

第 四单元 做 自 己热 爱 的 事 是什 么 让你 的 心 脏保持跳动 ？

第五单元 技术 ： 改 变 的 引 擎 技术正在如何改 变我们 的 生活 ？

２ ． 设置相关 内容 ， 帮助学生准确理解大观

念的 内涵

大观念是高度整合 、 抽象的上位观念 ， 要帮

助学生理解概括性概念 ， 就
一定要以学习者为 中

心 、 基于其原有的认知结构与水平设计教学 ， 帮

助其发现新 旧知识之间 的关系和连接 ， 在强调 自

主建构的 同时 ， 强调教学引导 。

［ １ ４ ］

五套教材大多

在单元引入板块设置了与单元大观念相关的一种

或多种 内容帮助学生理解大观念 ， 其中使用最多

的是名人名言或谤语与主题图 的组合 。 例如 ， 韩

国教材 《拥抱我们的不同 》 单元引入板块呈现谤

语
“

用你喜欢别人对待你的方式对待他人 ， 因为

善有善报 ， 恶有恶报
” “

接受和尊重我们是不 同

的
”

， 相关思考题是
“

尊重他人意味着什么 ？

”

这

些引入性内容将要学 内容与学生生活经验建立联

系 ， 阐释了单元大观念的 内涵 ， 有助于学生准确

理解大观念 。 此外 ， 韩 国教材单元各板块分别围

绕大观念的某个方面展开 ， 展示大观念的 内涵及

？１ ３ ８？

其与子观念的概念关系 ， 这样的安排体现了基于

大观 念 的 课 程 结 构 化 的 特 点 ， 能 促 进 深 度

理解 。

［ １ ４ ］

大观念既可以作为课程 目标和 内容 ， 也可以

作为教学与评价 的组织方式 和教学与评价 的对

象 ， 具有重要的课程意义 。

［ １ ５ ］

大观念作为课程 目

标 ， 凸显了 目 标从知识理解 向 素养形成的变化 ；

作为课程 内容 ， 赋予个别语言知识和技能 以 意

义 ； 作为教学与评价的对象和组织方式 ， 则有助

于知识的记忆 、 理解与迁移 ， 避免了碎片化 、 无

序态学习 。 由韩 国教材的上述 内容可见 ， 大观念

也是韩 国英语课程内容 。

３ ． 设置弹性 、 探究 内容与学 习 支架 ， 帮助

学生生成 自 己 的 目标 、 内容与过程

如前所述 ， 培养学生 自 主学习能力 ， 包括让

学生对学习 目 标 、 内容和方式等有选择的机会 ，

提高其对学习任务背后的学习策略的认识 ， 帮助

其确定 自身偏好的学习策略和风格等
［ ４ ］

， 在教材



中有如下表现 。

（ １ ） 设置弹性和探究性 内 容 ， 适应不 同需

要 ， 引导探究

其一 ， 提供弹性内容 ， 满足不同需要 。 如我

国 的
一套教材在高 中起始册设置初高 中衔接单

元 ， 帮助基础薄弱 的学生补课 ； 韩 国教材每册书

设有特别单元 ， 供学生根据需要学习 。 其二 ， 设

置探究性 内容 ， 引导学生 自主探究 。 五套教材在

各单元都设置了项 目学习 内容 ， 大多将其作为独

立的板块 ， 通过具体情境将单元 内容与学生生活

建立联系 ， 引导学生开展主题探究 。 例如 ， 我 国

教材要求学生学 习 了
“

世界上的语言
”

单元后 ，

选择对 自 己最有用或最难的词 ， 创建并与 同学分

享 自 己 的英语词库 ； 学 习 了
“

自 然灾害
”

单元

后 ， 制作急救方法信息包 ； 学习 了
“

互联网
”

单

元后 ， 比较英语学 习 网站或 ＡＰＰ 等 。 韩 国教材

则将每个单元的大观念转化为
“

大问题
”

， 激发

学生思考和探究 ， 大观念 由此变得易于理解 、 可

学 。 两册书各单元的大问题都是开放性问题 ， 与

学生学习 、 生活密切联系 ， 回答这些问题时需从

不 同视角 思考 。

（ ２ ） 搭建探究支架或提供拓展学 习 资源信

息 ， 让学生学会探究

发展学生运用学习策略的能力是提高其学习

能力 的主要途径 ， 是教学 的重要 内容 。

［ １ ６ ］ ４ °

五套

教材都注重在学习活动 中显性融入学习策略 ， 结

合学习 内容训练策略的运用 。 我 国教材非常重视

输入文本的结构和语言分析策略 、 语言输出 的过

程性指导 ， 为学生提供相应策略支架 ， 培养其分

析语言和文本结构的能力 、 理解与沟通的能力 以

及创建文本的能力 。 例如 ， 多套教材针对阅读语

篇设置图表等 ， 引导学生分析语篇的结构 、 内容

和语言 ， 并结合语篇特点 ， 以批注的方式提示活

动 中需要运用的 阅读策略 。

一套教材将写作板块

分为
“

写作规划
”

和
“

写作检查
”

两部分 ， 前者

包括
“

学习文本类型
” “

学 习文本结构
”

和
“

学

习语言
”

三方面 ， 分别介绍写作任务每方面的特

点及写作建议 ； 后者引 导学生从标点符号 、 拼

写 、 语法 、 选词 、 语篇风格 、 结构等方面检查作

文是否有误 ， 并通过思考题引导学生对作文开展

自我和 同伴批改 。

另外 ， 还有两套教材设置板块鼓励学生在课

外学习英语 。 我 国 的
一套教材在每单元末设有

“

拓展学习
”

板块 ， 推荐与单元主题相关的资源 ，

如网址 、 小说 、 电影 、 纪录片 、 小视频等 ， 学生

可视 自身情况在课后选择资源开展 自 主学习 。 韩

国教材则在文化探究板块提供文化信息检索关键

词 ， 要求学生查找相关资料开展文化探究 。

上述弹性 、 开放 、 探究性的 内容拓展了学习

目标与 内容 ， 使教材既面向所有学生 ， 又为不 同

层次学生生成学习 目标和 内容提供了空间 ， 使学

习更具个人意义 。 探究支架外显了学习策略 ， 有

助于提升学生学习策略意识和策略使用能力 。 基

于探究资源的学习则丰富了学习方式 ， 拓展了学

习 的广度与深度 。

４ ． 提供学 习 引 导工具 ， 展示单元 内容结构

与关联

对学习者
“

友好
”

的教材会提供各种引导工

具 ， 提醒学生聚焦重要信息 。 例如展示 内 容概

况 、 内容间的关联架构等 ， 帮助学生对 内容形成

整体认识 ， 并将各板块 内容置于整体之 中学 习 ；

又如运用总结和结论提示重要信息等 。

［ ５ ］ 我 国 的

一套教材在学生迁移运用单元所学开展项 目学习

前 ， 设置
“

思维训练
”

板块 ， 用可视化图引导学

生围绕主题归纳本单元要点 ， 分析 自身情况 ， 或

表达 自 己 的看法 。 韩 国教材则在每单元引入板

块 ， 用可视化结构流程图展示大观念 、 大问题与

单元各板块间 的关联 ， 学生在学习前就能清楚地

知道单元结构 、 各部分 的重点及与大观念的关

联 。 图 １ 的左边为谤语和对
“

尊重
”

的解释 （文

字略 ） ， 单元大问题是
“

我们如何相互尊重 ？

”

单

元各板块分别从不同角度给出 回答 。 单元内容 由

大问题 出 发 ， 依次 构 成 一个 问 题 引 领 的 学 习

循环 。

图 １ 《拥抱我们 的不 同 》 单元结构

？１ ３ ９ ？



显性的导引工具有助于学生整体把握单元 内

容 ， 避免知识技能学习 的碎片化 ， 从而对单元主

旨形成更全面和完整的认知 。 学生在回答大问题 ，

或者在对单元内容进行归纳的过程中 ， 由关注语言

和文本到运用语言学习 ， 反观 自身 ， 建构意义 。

（
二 ） 组织 结构

教材是教学 内容结构和方法结构 的统一体 ，

是知识合理化表达的存在体 。 教材以 怎样的方式

呈现知识 ， 关系到
“

理想的课程
”

能否有效转化

为
“

经验的课程
”

［ １ ］

， 这就要求教材采用清 晰 、

科学的逻辑结构 ， 顺应学生的学习心理需要 。 五

套教材 中 的相关表现可从两方面分析 。

１ ． 宏观层面 ： 大观念统领教 、 学 、 评 ， 搭

建单元一体化学习结构

大观念具有认识论 、 方法论和价值论三重意

义 。

［ １ ７ ］

围绕大观念组织学习 内容 ， 以观念建构推

动知识学习 和技能发展 ， 已成为创新教学内容和

方式的重要途径 。 五套教材每单元都有评价板

块 ， 评价内容与形式不尽相 同 。 如前所述 ， 大观

念在韩 国教材 中是单元 目标与学习 内容 ， 它 同时

也是单元学习评价的对象 。 该教材 自我反思板块

的第一部分要求学生参考答案样例 ， 回答单元大

问题 ； 第二部分要求学生思考本单元学习 内容哪

些较为困难 ， 哪些新颖有趣等 。 可见 ， 整个单元

围绕大观念搭建了教 、 学 、 评一体化学 习 结构 。

此外 ， 该套教材多个板块都有
“

学 习 监控
”

部

分 ， 引导学生结合具体板块的学习 目标 ， 监控和

评价 自 己 的学习 ， 评价既指 向单元学习结果 ， 也

指 向学习过程 。

大观念具有 中心性 、 网状性 、 抽象性 、 持久

性 、 迁移性的特点
［ １ ２ ］

， 围绕大观念组织教材 内

容 ， 能帮助教师确定教学 目 标 ， 选取教学 内容 ，

组织教学流程
［ １ ８ ］

， 形成教 、 学 、 评一体化 的理

念 ； 帮助学生提高学习 的逻辑性与连贯性 ， 建构

知识网络 ， 深化学科观念 ， 提高迁移能力 ， 从而

养成学科核心素养 。

２ ． 微观层面 ： 遵循清晰的编排逻辑

中小学教材编写要考虑学生相关概念的发展

水平 ， 教材内容的呈现方案必须与学生认知规律

相匹配 ， 即从感性到理性发展 。

［ １ ９ ］ 五套教材对学

生学习 心理逻辑的观照 ， 明显的表现有 以下三个

方面 。

？１ ４ ０？

第
一

， 由感性到理性 ， 即从观察语言现象到

归纳规则 ， 再到迁移运用规则 。 五套教材中 的语

法大多采用上述编排逻辑 。 例如 ， 我 国
一套教材

将语法板块分为
“

探究规则
”“

归纳规则
”“

运用

规则
”

三部分 ： 第
一部分在语篇 中呈现语法规

则 ， 通过示例引导学生在语篇 中观察 、 探究 目标

语法现象 ； 第二部分引导学生归纳语法规则 ； 第

三部分依次设计句子层面封闭性语法练习 、 语篇

中意义性练 习 和交际性运用活动 。 这种编排方式

以语言意义和语言运用为导 向 ，

“

形式 意义

使用
”

相结合 ， 引导学生发现学习 ， 有利于培养

学生语法意识 。 由于语法板块的语篇与单元主题

密切联系 ， 学生在学习语法的过程中又进一步加

深了对单元主题的理解 。

第二 ， 从微观到宏观 ， 即学习 内容从贴近学

生生活的个体视角 展开 ， 然后转 向宏大的 国家 、

国际视角 ， 体现了 由近及远的编写理念 。 如韩 国

教材
“

建设更美好的世界
”

单元 ， 让学生从谈论

身边 同学如何为社会做贡献 ， 到学习韩 国被 曰本

占领时期两位爱 国人士为 国家做贡献的故事 ， 再

到了解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 录里韩 国和

其他 国家为世界做贡献的重要事件 。 这种编排逻

辑引导学生从当下 、 历史 、 本 国社会乃至世界等

不同视角观察和思考问题 。

第三 ， 从观念到实践 ， 即先阐释大观念 ， 再

引导学生将大观念付诸实践 。 例如 ， 韩 国教材第
一册第二单元前半部分侧重帮助学生形成尊重人

Ｐ示差异的观念 ， 后半部分则关注如何正确处理这

种差异 。 这种编排逻辑使学生在学习本单元后不

仅能理解单元大观念 ， 还能用实际行动践行大

观念 。

（三 ） 教材元话语

有意义 的学 习 须经历
“

选择
”“

组织
”

及
“

统整
”

三个关键的信息转化和认知历程 。 学 习

者通过选择性注意将信息纳入工作记忆 ， 分析文

本信息 ， 在概念之间建立连接 ， 获得理解 ， 将信

息统整到 已有知识结构 中 ， 形成高层次理解 。

［ ２ ° ］

教材要使学生进入这一学习过程 ， 首先要进入学

生的选择性注意 ， 有效使用元话语有助于学生与

教材视域融合 。

１ ． 视觉元话语

视觉元话语可辅助 、 解释 、 强化语篇的命题



信息 。

［ ９ ］ 五套教材都重视这些基于学 习者年龄特

征 ， 发挥视觉元话语的功能 。 例如 ， 我 国教材注

重版式设计的整体性 ， 每个主题单元都设有独特

的主题色 ， 目 录与主体中前后呼应 ， 便于学习者

明确教材各板块的功能定位 ， 辨认 、 查找相关内

容 ； 通过版面设计 、 图 例 、 外部框架等视觉手

段 ， 凸显或解释重要信息 ； 插图真实 ， 易于引发

对 内容的学习兴趣等 。

２ ． 互动式元话语

元话语分为 交互式元话语 和 互 动式元 话

语 。

［ ２ １ ］前者是用来组织语篇 ， 使其连贯且有说服

力 的语言手段 ， 包括重述 、 举例 、 详述 、 衔接标

记语 、 框架标记语等 ； 后者是作者介入和评价语

篇信息 ， 实现与读者互动的语言手段 ， 包括态度

标记语 、 参与标记语 、 自我提及标记语等 。 五套

教材大多用第二人称代词
“

你
” “

你 的
”“

你 自

己
”

等参与标记语 ， 直接以学生为叙说对象 ， 引

导其使用教材 。 韩 国教材单元标题和大问题中还

多处用
“

你
”“

我们
”

等直接 的互动表述 ， 体现

学习对象与读者间 的联系 。

另外 ， 多套教材的前言部分除了介绍教材各

板块的特点与意图 ， 还 向学生 阐释了英语学习 的

意义和应树立的学习观念 ， 通过态度标记语和激

励语来加强学习 指导 ， 提醒注意事项 。 例如 ， 强

调学好英语应树立信心 ， 确定学习 目标 ， 具备 良

好学习 习惯方法 ， 持之以恒努力 。 这些元话语使

知识以
“

对话者
”

的身份表现在教材 中 ， 邀请学

习者参与知识和意义的建构 ， 对于满足学习者的

参与感和情意需求都可产生正面影响 。

可见 ， 教材编者通过元话语 ， 以亲切友爱的

专家形象与学习者互动 ， 向其传递对其独特性和

需求的观照 ， 可 以激发其参与学习 的意愿 。

三 、 以学 习者为 中心的英语教材的编写及使

用启不

综合五套教材中 以学习者为 中心教材特征的

上述表现 ， 对于以学习者为 中心的教材编写与使

用 ， 我们可 以获得诸多启示 ， 下面融合内容 、 结

构与呈现三方面 阐述 。

（

一

） 加 强 目 标 的 整体性和 内 容 的 一 体化 ，

引 导学生 明 确 学 习 预期

聚焦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是当前课程教学改

革的基本导 向 。 核心素养是知识 、 技能 、 能力 和

品格等具体素养成分交互整合而成 的有机整体 ，

而非它们的简单叠加 ， 核心素养的发展必然要求
一种更具整合性的教学样态 。 大观念的多重课程

意义及广泛的迁移力使其对学生的学习 与发展都

具有整合作用 。

［
１ ６

］教材可通过提升其整体性 ， 加

强促学特征 。

１ ． 围绕大观念设计 目 标 ， 引 领学生在意义

探究中培养核心素养

《普通高 中英语课程标准 （ ２ 〇 １ ？ 年版 ２ 〇 ２ 〇

年修订 ） 》 强调
“

关注主题意义 ， 制定指 向核心

素养发展的单元整体教学 目标
”

［ １ ６ ］ ５ ６

，

“

以主题为

引领 ， 以 活 动 为 重点 ， 整 体设计教 材学 习 单

元
”

［ １ ６ ］ １ ° ９

。 但是在教学实践 中 ， 由 于缺乏学科大

观念的支撑 ， 教师仍然较多关注课时层面 ， 缺乏

对单元整体的观照 ， 背离 了 单元整体教学 的初

衷 。

［ ２ ２ ］

五套教材的单元 目标类型及表述方式不尽

相 同 ， 有的教材为分板块 目标 ， 有的为单元主要

板块的读写活动 ， 这类 目标指 向 明确 ， 突出语言

能力 的培养 ， 容易在教学中落实 ， 但也容易使单

元 目标变成各板块 目 标或核心活动 的简单累加 ，

有
“

单元之形
”

而
“

素养之魂
”

不足 ， 难以让学

生对本单元应达成的 目 标形成整体认识 。 因此 ，

围绕大观念设计 目标 ， 提升 目标的整合性 ， 有助

于真正发挥单元
“

结构
”

的力量 。

２ ． 外 显 大观念 ， 便 于学生 准确 理解 学 习

目标

学生准确理解学习 目标 ， 目标才能发挥其学

习导引作用 。 外显大观念 ， 就是对大概念进行表

征和描述 。 大观念有多种表现形式 ， 如概念 、 命

题 、 有争议的结论或观点 、 理论 、 基本假设 、 问

题等 ， 也可以
“

以各种形式体现 ， 如
一个词 、

一

个短语 、

一个句子或者一个问题
”

［ ２ ３ ］

。 韩 国教材

单元标题大多采用短语或句子的形式 ， 单元各板

块分别围绕子观念展开 ， 学生能清楚地从中把握

单元的价值取 向 ， 在学 习过程 中 自 主建构意义 。

我 国教材单元标题较多采用词 的形式 ， 如
“

旅

行
” “

音乐
” “

地方
”“

互联网
”

等 ， 这类标题的

解读有很大的开放性 ， 有利 于发挥师生 的创造

性 ， 但不同地区师生状况差异较大 ， 这也容易导

致理解偏颇 。 因此 ， 可修改单元标题 的表述方

式 ， 展示概念与概念间关系 ， 或统筹设计单元标

？１ ４ １ ？



题和导入板块的名人名言 、 引导性问题等 ， 以便

既为学生领会大观念提供信息 ， 又留有一定的探

索空间 。 教师也可以设计相应的活动 ， 弥补教材

的不足 。

３ ． 丰富评价 内容 ， 引 导学生一致性地规划

和反思 自 己 的学习

学生的 自我评价和反思是促进他们改进学习

的重要途径 。 高 中英语新课标要求
“

推动 教 、

学 、 评一体化实施
”

［ １ ６ ］ ７ ７“

评价 目 标设定和实施

手段… …重点关注学生在语言能力 、 文化意识 、

思维品质 、 学习能力等维度的整体表现与协同发

展
”

［ １ ６ ］ ８ １

。 教材作为课程的主要载体 ， 应引 导学

生围绕大观念 ， 从一致性视角规划和反思 自 己 的

学习 ， 不仅在单元结束时反思学习结果 ， 在学习

过程中也要不断进行 自我监控 、 评估和调整 ； 不

仅评价具体知识 、 技能 、 学习兴趣 、 困难等 ， 还

要反思是否生成将具体知识和技能联系起来的大

观念 。 教师也可设计可视化支架 ， 帮助提升教 、

学 、 评一致性 。

（
二 ） 增强 学 习 内 容 的 选择性 ， 促进 内 容 的

内 外衔接

１ ． 增强 内容的选择性

学生的语言能力 、 认知水平和发展需求是多

层次 、 多样化 的 ， 教材为学生开展有效学 习 服

务 ， 就需提供适宜的素材和平台 ， 使学生有 自 主

选择的机会 ， 满足多样化需要 。 五套教材都重视

探究学习 和策略渗透 。 而相 比之下 ， 弹性内容还

没有得到普遍重视 。 为学有余力学生设置备选材

料 ， 为基础薄弱学生在学段起始年级安排衔接性

内容 ， 加强各阶段之间 的知识联系 ， 有利于学生

前后连贯地学习 ， 满足个性化需求 。

２ ． 加强 内容的 内外衔接

英语学习是学生 日 常学习 与生活中 的有机组

成部分 ， 具备优秀衔接性的教材除了关注 自身 内

容的选择性 ， 还注意 自身与外界的协同作用 ， 立

足课内 ， 辐射课外 。 具体做法是围绕单元主题推

荐多层次 、 多模态的学习资源 ， 鼓励学生 自 主学

习 。 教材通过主动介入和引 导学生 的课外学 习 ，

加强课 内外学习 的关联性 ， 避免课外学习 的随意

性 。 而社会生活中丰富多彩 、 生动活泼的英语学

习资源为不同发展倾向 的学生提供个性化的 自 主

选择机会和学习 空间 ， 拓宽了英语学习渠道 ， 促

？１ ４ ２？

进了英语课 内外学习 的衔接 、 英语学习与社会和

个人生活 的衔接 、 英语与其他学科学 习 的衔接

等 ， 从而提升了学习 的整体效益 。

（三 ） 凸 显 内 容 间 的 关联统整 ， 助 力 学 习 经

验结构化

学习引导工具能凸显 内容间关联 ， 引导学生

聚焦重要信息 ， 从而对教材 内容形成整体认识 ，

这体现对心理逻辑与学科逻辑的观照 。

１ ． 两种认知路径

在语言学习过程中 ， 学生要不断经历具体

抽象 具体的循环过程 ， 其中涉及归纳和演绎两

种思维方式 。 因此 ， 教材可 以采用演绎式教学和

归纳式教学两种路径建构学生认知 ， 促进两种思

维的协 同 。 韩 国教材在单元学习前通过呈现大观

念 大问题 子观念 ， 呈现单元总 目标和具体 目

标 ， 采用
“

问题 回答
”

式的单元编排结构 ， 清

晰地展示了单元各板块与大观念间 的关联 ， 这种

演绎式教学路径可 以逐步培养学生 自 主建构大观

念的能力 。 我 国 的
一套教材在迁移运用活动前 ，

引导学生围绕主题总结所学各语篇要点 ， 体现了

归纳式教学路径 。 教材可根据学习 内容和学生情

况灵活设计不同路径 ， 为学生提供清晰的学习框

架 ， 引导其将知识结构化 ， 如采用单元结构 图 、

语篇关系图 、 内容概要等 。 教师也可 以设计相关

活动 ， 帮助学生统整意义 。

２ ． 两类引导性问题

用问题作为引导工具 ， 应注意不 同类型 问题

引导性的差异 。 概念性问题侧重揭示概念的 内涵

及概念间 的关系 ， 激发性 问题侧重激发思考探

究 ［ ２ ４ ］

， 具有发散性 。 教材可设计适 当 的 问题组

合 ， 联系单元 内容 ， 引导学生 自主构建观念 。 例

如 ， 可 以像韩 国教材 《拥抱我们 的不 同 》 单元 ，

依据大观念的层级结构 ， 分析出能够支撑大观念

的概念元素 、 基本事实 ， 设计概念性问题 ， 引导

学生关注大观念下重要概念的理解 、 对概念间关

系的认识 ； 也可以设计开放性 、 激发性问题 ， 创

设探究情境 ， 促使学生围绕主题展开讨论 ， 让学

生在提升语言交际能力 的同时 ， 深度理解和认知

能力得到发展 。

（ 四 ） 完善元话语和编排逻辑 ， 调 动 学 生 自

我的 融入与 深度学 习

教材作为特殊的文本 ， 如何呈现信息 ， 让学



生一接触教材内容 ， 注意力就被吸引 ， 进而展开

积极的信息转化与认知加工 ， 这对改进学习效果

至关重要 。

［ ２ ｅ ］从这方面看 ， 我们可获得如下两点

启示 。

１ ． 加强元话语的读者意识 ， 提升教材 的亲

和力

教材解码和传递知识的过程 ， 也是认知情感

传递的过程 ， 教材中知识话语的沟通形态在很大

程度上影响并限定了学习者对知识的情感认可度

和价值判断 。

［ ２ ５ ］教材的前言 、 引入板块 、 指令语

等要体现明确的学生读者意识 ， 避免使用脱离学

生语言和认知水平 、 过于专业化的术语及脱离学

生所处物理和社会语境的学术化表述 。 例如 ， 有

教材
“

前言
”

介绍 自身特点时用到
“

教 、 学 、 评
一体化

” “

学业质量标准
”

等表述 ， 就有所不妥 。

要使知识具有对话性 、 参与性和情感性 ， 即对学

习者而言具有亲和力 。

２ ． 编排 逻辑清 晰化 ， 促进 学 习 者 的 思 维

发展

清晰的编排逻辑可使学习者对后续学习有所

预期 ， 帮助其掌握有关方法 。

［ ５ ］

五套教材都能从

学生视角切入单元和各语篇的学习 ， 体现 由 已知

到未知的编排顺序 ， 而从各单元整体看 ， 有的单

元各板块语篇演进的逻辑顺序并非总是清晰且有

规律可循 。 学生语言学 习具有进展性 、 阶段性 、

差异性 、 层次性等 ， 教材遵循清晰多样的编排逻

辑 ， 能满足学生多样化的认知需求 。 除了前文所

述的逻辑顺序 ， 教材还 可 以 采用 时 间 、 事件发

展 、 程度递进 、 循环往复等逻辑顺序 ， 也可结合

教学实际调整教材各板块的教学顺序 。

总体来说 ， 教材以学习者为 中心 ， 即在 内容

选择 、 组织编排与呈现等方面体现对学习者认知

和情感需求的观照 ， 激发其学习兴趣与动机 ， 培

养其 自主学习能力 。 本文在分析以学习者为 中心

的教材特征的基础上 ， 结合对 中韩教材样例的分

析 ， 探讨了对编写以学习者为 中心的英语教材的

启示 。 由于调研样本较小 ， 尚不能体现教材相关

特征的全貌 ， 加上缺少对教材编者的访谈 ， 对教

材样例的分析难免未能精准体现教材 的编写意

图 。 希望能抛砖引玉 ， 为英语教材
“

学材
”

化路

径提供参考 。

参考文献 ：

［ １ ］ 李志超 ． 从
“

教材
”

到
“

学材
”

： 以学生为 中 心 的教

材观研究 Ｄ ］ ． 课 程 ？ 教 材 ？ 教 法 ，
２ ０ ２ ０（ ８ ） ：

２ ５ ３ １ ．

［ ２ ］ 张德伟 ． 日 本基于新学力观和生存能力 观 的教材观

［ Ｊ ］ ． 外 国教育研究 ，
２ ０ ０ ２（ １ ０ ） ：２ ７ ３ ２ ．

［ ３ ］ＲＥＩＮＤＥＲＳＨ ，ＢＡＬＣＩＫＡＮＬ Ｉ Ｃ ．Ｄｏｃ ｌａ ｓ ｓ ｒｏｏｍ ｔｅｘｔ

ｂｏｏｋｓｅｎｃｏｕ ｒａｇｅ ｌｅａ ｒｎｅｒａｕ ｔｏｎｏｍｙ ？［ Ｊ ］ ．Ｎｏｖ ｉ ｔａ ｓ

ＲＯＹＡＬ
，２ ０ １ １（ ２ ） ：２ ６ ５ ２ ７ ２ ．

［ ４ ］ＮＵＮ八ＮＤ ．Ｓｅ ｃｏｎｄ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ｔｅａ ｃｈ ｉｎｇａｎｄ ｌｅａ ｒｎ ｉｎｇ

［Ｍ ］ ．Ｂｅ ｉ
ｊ

ｉｎｇ ：Ｆｏｒｅ 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Ｔｅａ ｃｈ ｉｎｇａｎｄＲｅ

ｓｅａ ｒ ｃｈ Ｐ ｒｅ ｓ ｓ ，２ ０ ０ １  ：４ ３ ．

［ ５ ］ＤＲＥＨＥＲＭ Ｊ ，ＳＩＮＧＥＲＨ ．Ｆｒ ｉｅｎｄ ｌｙｔｅｘｔ ｓａｎｄｔｅｘｔ

ｆｒ ｉｅｎｄ ｌ ｙｔｅａ ｃｈｅｒ ｓ［ Ｊ ］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ｎ ｔｏｐ ｒａ ｃ ｔ ｉ ｃ ｅ
，２ ０ ０ １

（ ２ ） ：９ ８ １ ０ ４ ．

［ ６ ］ＣＲＩＳＭＯＲＥＡ．Ｔｈｅｒｈｅ ｔｏ ｒ ｉ ｃｏ ｆ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ｓ
：ｍｅｔａｄ ｉ ｓ

ｃｏｕ ｒ ｓｅ［ Ｊ ］ ．Ｊｏｕ ｒｎａ ｌｏ ｆｃｕ ｒ ｒ ｉ ｃｕ ｌ ｕｍｓ ｔｕｄ ｉ ｅ ｓ ，
１ ９ ８ ４

（ ３ ） ：２ ７ ９ ２ ９ ６ ．

［ ７ ］ＶＡＮＤＥＫＷＪ ．Ｓｏｍｅｅｘｐ ｌａｎａ ｔｏ ｒｙｄ ｉ ｓ ｃｏｕ ｒ ｓｅｏｎ

ｍｅ ｔａｄ ｉ ｓ ｃｏｕ ｒ ｓｅ［ Ｊ ］ ．Ｃｏ ｌ ｌ ｅｇｅｃｏｍｐｏ ｓ ｉ ｔ 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ｍｍｕ

ｎ ｉ ｃａ ｔ ｉｏｎ
，１ ９ ８ ５（ ３ ６ ） ：８ ２ ９ ３ ．

［ ８ ］Ｇ １ＡＶＡＡＥ ．Ｍｅ ｔａｄ ｉ ｓ ｃｏｕ ｒ ｓｅｍａ ｒｋｅｒ ｓ ｉｎｓ ｃ ｉｅｎｃｅ

ｓ ｃｈｏｏ ｌｂｏｏｋｓａ ｓｆａ ｃ ｉ ｌ ｉ ｔａ ｔｏ ｒ ｓｆｏ ｒｍｅ ｔａ ｃｏｇｎ ｉ ｔ ｉｖｅ

ｒｅｇｕ ｌａ ｔ ｉｏｎｏ ｆ ｌｅａ ｒｎ ｉｎｇ［ Ｃ ］／ ／ＳＡＮＤＵＡ
，Ｃ ＩＵＬＥＩ

Ｔ ，
ＦＲＵＮＺＡＡ ．Ｍｕ ｌ ｔ ｉｄ ｉｍｅｎｓ ｉｏｎａ ｌｅｄｕ ｃａ ｔ ｉｏｎａｎｄ

ｐ ｒｏ ｆｅ ｓ ｓ ｉｏｎａ ｌ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ｔｈ ｉ ｃａ ｌｖａ ｌ ｕｅ ｓ ．Ｅｕ ｒｏｐｅａｎ

ｐ ｒｏ ｃ ｅｅｄ ｉｎｇ ｓｏ ｆｓｏ ｃ ｉ ａ ｌａｎｄｂｅｈａｖ ｉｏｕ ｒａ ｌｓ ｃ ｉｅｎｃ ｅｓ
，２ ０ １ ６

：

２ ４ ９ ２ ５ ６ ．

［ ９
］ＫＵＭＰＦＥＰ ．Ｖ ｉ ｓ ｕａ ｌｍｅ ｔａｄ ｉ ｓ ｃｏｕ ｒ ｓｅ

 ：ｄｅ ｓ ｉｇｎ ｉｎｇｔｈｅ

ｃｏｎｓ ｉｄｅ ｒａ ｔｅｔｅｘｔ［ Ｊ ］ ．Ｔｅｃｈｎ ｉ ｃａ ｌｃｏｍｍｕｎ ｉ ｃａ ｔ ｉｏｎ
ｑｕａ ｒ

ｔｅｒ ｌｙ ，２ ０ ０ ０（ ４ ） ：４ ０ １ ４ ２ ４ ．

［ １ ０ ］ 郑桂华 ． 文化 ， 语文教材建设 的根本 ［ Ｊ ］ ． 语文教

学通讯 ，
２ ０ １ ８（ １ １ ） ：１ ９ ２ ２ ．

［ １ １ ］ 陈新忠 ， 高 中英语教学 中语篇 的 主题与 主题意义

［ Ｊ ］ ． 英语学习 ，
２ ０ １ ８（ １ １下 ） ： ８ １ １ ．

［ １ ２ ］ 王蔷 ， 周密 ， 蒋京丽 ， 等 ． 基于大观念 的英语学科

教学设 计 探 析 ［ Ｊ ］ ． 课程 ？ 教 材 ？ 教 法 ，
２ ０ ２ ０

（ １ １ ） ：９ ９ １ ０ ８ ．

［ １ ３］ＫＬ ＩＭＡＳＡ．Ａｇｏａ ｌ ｓ ｅｔ ｔ ｉｎｇ ｌｏｇｂｏｏｋａ ｓａｎ

ｉｎｓ ｔ ｒｕｍｅｎｔｆｏ ｓ ｔｅ ｒ ｉｎｇ ｌ ｅａ ｒｎｅ ｒａｕ ｔｏｎｏｍｙ［Ｍ ］／ ／

Ｍ ＩＲＯＳＬＡＷＰ ．ＭＹＳＴＫＯＷＳＫＡ Ｗ ＩＥＲＴＥＬＡＫ

Ａ
，ＢＩＥＬＡＫＪ ．Ａｕ ｔｏｎｏｍｙ

ｉｎｓｅ ｃｏｎｄ ｌ ａｎｇｕａｇｅ ｌｅａ ｒｎ

ｉｎｇ ：ｍ ａｎａｇ ｉｎｇｔｈｅｒｅｓｏｕ ｒ ｃ ｅｓ ．Ｃｈａｍ
，Ｓｗ ｉ ｔｚｅｒ ｌａｎｄ

：

Ｓｐ ｒ ｉｎｇｅｒ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 ｉｏｎａ ｌＰｕｂ ｌ ｉ ｓｈ ｉｎｇ ，２ ０ １ ７
：２ １ ３ ４ ．

［ １ ４ ］ 吕立杰 ． 大概念课程设计 的 内 涵 与实施 ［ Ｊ ］ ． 教育

研究 ，
２ ０ ２ ０（ １ ０ ） ：５ ３ ６ １ ．

？１ ４ ３ ？



［ １ ５ ］ 崔允槨 ． 论大观念及其课程意义 ［ 〗 ］ ． 上海课程教

学研究 ，
２ ０ １ ５（ ２ ） ：３ ８ ．

［ １ ６ ］ 中华人民共和 国 教育部 ． 普通 高 中英语课程标准

（ ２ ０ １ ７ 年版 ２ ０ ２ ０ 年修订 ） ［ Ｓ］ ． 北京 ： 人民教育 出

版社 ，
２ ０ ２ ０ ．

［
１ ７

］ 李松林 ． 以 大概念为 核心 的 整合性教学 ［ Ｊ ］ ． 课

程 ． 教材 ． 教法 ，
２ ０ ２ ０（ １ ０ ） ：５ ６ ６ １ ．

［ １ ８ ］ 顿继安 ， 何彩霞 ． 大观念统摄下 的单元教学设计

［ Ｊ ］ ． 基础教育课程 ，
２ ０ １ ９（ １ ８ ） ：６ １ １ ．

［ １ ９ ］ 林崇德 ． 中小学教材 编写心理化设计 的建议 ［ Ｊ ］ ．

课程 ． 教材 ． 教法 ，
２ ０ １ ９（ ９ ） ：９ １ １ ．

［ ２ ０ ］ 唐淑华 ． 培养 阅读素养 ， 何必远求 ？ 从设计一本
“

以学生为主体
”

的 中 学课本开始 ［ Ｊ ］ ． 教科书研

究 ，
２ ０ １ ７（ ２ ） ：１ ３ １ ．

［ ２ １ ］ＨＹＬＡＮＤＫ
，ＴＳＥＰ ．Ｍｅ ｔａｄ ｉ ｓ ｃｏｕ ｒ ｓｅ ｉｎａ ｃａｄｅｍ ｉ ｃ

ｗｒ ｉ ｔ ｉｎｇ ：ａｒｅａｐｐ ｒａ ｉ ｓａ ｌ［ Ｊ ］ ，Ａｐｐ ｌ ｉ ｅｄＬ ｉｎｇｕ ｉ ｓ ｔ
，２ ０ ０ ４

（ ２ ５ ） ：１ ５ ６ １ ７ ７ ．

［ ２ ２ ］ 崔超 ． 大观念视角下英语单元教学 的重构 ［ Ｊ ］ ． 教

学与管理 ，
２ ０ ２ ０（ ４ ） ：４ ２ ４ ５ ．

［ ２ ３ ］ 威金斯 ， 麦克泰 ． 追求理解 的教学设计 ［ Ｊ ］ ． 闫寒

冰 ， 宋雪莲 ， 赖平 ， 译 ． 上海 ： 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

社 ，
２ ０ １ ７

：７ ７ ．

［ ２ ４ ］ 蔡小瑛 ， 刘徽 ， 张倩雯 ． 归纳与演绎 ： 大概念建构

的两 种 路 向 ［ Ｊ ］ ． 上 海 教 育 科 研 ，
２ ０ ２ ２（ １ ） ：

２ ５ ３ ０ ．

［ ２ ５ ］ 闻人行 ， 庞 继 贤 ． 知 识 亲 和 力 的 教 学话语建构

［ Ｊ ］ ． 浙江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 ，
２ ０ １ ２（ ６ ） ：

１ ８ ６ １ ９ ４ ．

（责任编辑 ： 严 匡正 ）

Ｌｅａｒａｅ卜 ｃｅｎｔｅｒｅｄＥｎ
ｇ

ｌ ｉ ｓｈ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ｓ
：Ｃｈａｒａｃ ｔｅｒ ｉ ｓ ｔ ｉｃｓ

，Ｒ 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 ｉｏｎｓ
，ａｎｄＩｍｐ ｌ ｉｃａｔ ｉｏｎｓ

ＧｕｏＢａｏｘ ｉａｎ

｛ Ｃｏ ｌ ｌ ｅｇｅｏｆ
Ｔｅａ ｃｈｅｒＥｄｕｃａ ｔ ｉ ｏｎ

，Ｅａ ｓ ｔＣｈ ｉｎａＮｏｒｍａ ｌＵｎ ｉ ｖｅｒｓ ｉ ｔｙ ，Ｓｈａｎｇｈａ ｉ２ ０ ０ ０ ６ ２
，Ｃｈ ｉ ｎａ ）

Ａｂｓ ｔｒａｃ ｔ
：Ａ ｓ ｌ ｅａ ｒｎ ｉｎｇ

ｍａ ｔ ｅ ｒ ｉａ ｌ ｓ
？Ｅｎｇ ｌ ｉ ｓｈｔ ｅｘｔｂｏｏｋ ｓａ ｒ ｅｓｕｐｐｏ ｓ ｅｄｔｏｃｕ ｌ ｔ ｉｖａ ｔ ｅ ｌ ｅａ ｒｎ ｅ ｒ ｓ

５

ａｕ ｔｏｎｏｍｙ ，ｂ ｅ

ｌ ｅａ ｒｎｅ ｒｆ ｒ ｉ ｅｎｄ ｌｙａｎｄｍ ｅ ｅ ｔｌ ｅａ ｒｎ ｅ ｒ ｓ

’

ｃｏｇｎ ｉ ｔ ｉｖ ｅａｎｄａ ｆ ｆ ｅｃ ｔ ｉｖｅｎ ｅ ｅｄ ｓｂｙｒ ｅ ｉｎ ｆｏ ｒｃ ｉｎｇｄ ｉ ｓ ｃｏｕ ｒ ｓ ｅｆｕｎｃ ｔ ｉｏｎ ｓａｎｄ

ｉｎ ｔ ｅ ｒｐ ｅ ｒ ｓｏｎａ ｌｆｕｎ ｃ ｔ ｉｏｎ ｓｏ ｆｍ ｅ ｔａ ｄ ｉ ｓ ｃｏｕ ｒｓ ｅ ｓ ｉｎｔｈｅｔ ｅｘ ｔｂｏｏｋ ｓ ．Ｂａ ｓ ｅｄｏｎｔｈｅｅ ｌ ａｂｏ ｒａ ｔ ｉｏｎｏ ｆｔｈ ｅａｂｏｖ ｅ

ｃｈａ ｒａｃ ｔ ｅ ｒ ｉ ｓ ｔ ｉ ｃｓｏ ｆ ｌ ｅａ ｒｎｅ ｒ ｃ ｅｎ ｔ ｅｒ ｅｄｔ ｅｘ ｔ ｂｏｏｋ ｓ
，

ｔｈ ｉ ｓｐａｐ ｅ ｒａｎａ ｌｙｚｅ ｓｔｈｅｗａｙｓｔｈ ｅ ｓｅｃｈａ ｒａｃ ｔ ｅ ｒ ｉ ｓ ｔ ｉ ｃｓａ ｒ ｅ

ｄｅｍｏｎ ｓ ｔ ｒａ ｔ ｅｄ ｉｎｆ ｉｖ ｅｓ ｅ ｔ ｓｏ ｆＥｎｇ ｌ ｉ ｓｈｔ ｅｘ ｔｂｏｏｋ ｓｆｏ ｒ
ｇ ｅｎ ｅ ｒａ ｌｓ ｅｎ ｉｏ ｒｈ ｉ

ｇ
ｈｓ ｃｈｏｏ ｌ ｉｎＣｈ ｉｎａａｎｄＳｏ ｕ ｔｈＫｏ ｒ ｅａ ．Ｉ ｔ

ｉ ｓｓｕｇｇｅ ｓ ｔ ｅｄｔｈａ ｔｔ ｅｘｔｂｏｏｋｓ ｉｍｐ ｒｏｖ ｅｔｈｅ ｉ ｒｃｈａ ｒａ ｃ ｔ ｅ ｒ ｉ ｓ ｔ ｉ ｃｓｏ ｆ ｌ ｅａ ｒｎｅｒ ｃ ｅｎ ｔ ｅ ｒ ｅｄｎ ｅｓ ｓｂｙａｄｏｐ ｔ ｉｎｇｔｈ ｅ

ｆｏ ｌ ｌｏｗ ｉｎｇｓ ｔ ｒａ ｔ ｅｇ ｉ ｅｓ
：ｔｏｒ ｅ ｉｎ ｆｏ ｒ ｃｅｔｈ ｅ ｉｎ ｔ ｅｇ ｒ ｉ ｔｙ

ａｎｄａ ｌ ｉｇｎｍ ｅｎ ｔｏ ｆｔｈｅｏｂ
ｊ
ｅ ｃ ｔ ｉｖｅ ｓａｎｄｃｏｎ ｔ ｅｎ ｔ ｉｎｔｈ ｅｕｎ ｉ ｔｓｏ

ｔｈａ ｔｔｈｅｓ ｔｕｄ ｅｎ ｔ ｓｃａｎｈａｖｅｃ ｌ ｅａ ｒ ｌ ｅａ ｒｎ ｉｎｇｅｘｐ ｅ ｃ ｔａ ｔ ｉｏｎｓ
；ｔｏｐ ｒｏ ｖ ｉｄ ｅｄ ｉｖｅ ｒｓ ｉ ｆ ｉ ｅｄｃｏｎ ｔ ｅｎ ｔｔｏｐ ｒｏｍｏ ｔ ｅｔｈ ｅ

ｃｏｈｅｓ ｉｏｎｏ ｆ ｌ ｅａ ｒｎ ｉｎｇ ｉｎａｎｄｏｕ ｔｏ ｆｃ ｌａ ｓ ｓ
；ｔｏｓｈｏｗｔｈｅｃｏｎｎ ｅ ｃ ｔ ｉｏｎｓｂ ｅ ｔｗ ｅ ｅｎｔｈｅｃｏｎ ｔ ｅｎ ｔ ｓｃ ｌ ｅａ ｒ ｌｙｔｏｍａｋ ｅ

ｓ ｔｕｄｅｎ ｔ ｓ

５

ｋｎｏｗ ｌ ｅｄｇ ｅｍｏ ｒ ｅｓ ｔ ｒｕｃ ｔｕ ｒ ｅｄ
；ａｎｄｔｏ ｉｍｐ ｒｏｖ ｅｔｈｅｍ ｅ ｔａ ｄ ｉ ｓ ｃｏｕ ｒ ｓ ｅａｎｄｃｏｍｐ ｉ ｌ ｉｎｇ ｌｏｇ ｉ ｃｔｏｆａｃ ｉ ｌ ｉ ｔａ ｔ ｅ

ｓ ｔｕｄｅｎ ｔ ｓ

’

ｅｎｇａｇｅ
ｍ ｅｎ ｔａｎｄｄｅ ｅｐ ｌ ｅａ ｒｎ ｉｎ

ｇ ．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Ｅｎｇ ｌ ｉ ｓｈｔ ｅｘ ｔｂｏｏｋ ｓｆｏ ｒ
ｇ ｅｎｅ ｒａ ｌｓ ｅｎ ｉｏ ｒｈ ｉ

ｇ
ｈｓｃｈｏｏ ｌ

； ｌ ｅａ ｒｎ ｅ ｒ ｃ ｅｎ ｔ ｅ ｒ ｅｄ
；ｃｏｍｐ

ｉ ｌａ ｔ ｉｏｎｃｈａ ｒａｃ

ｔ ｅ ｒ ｉ ｓ ｔ ｉ ｃｓ

？１ ４ 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