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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诗歌教材建设研究
李正栓 张丹

( 河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24)

［摘要］ 诗是诗人抒情言志的重要媒介，令人愉悦，给人智慧，启迪思维，教人审美，提高修养，提升伦

理，塑造价值。自 20 世纪以来，我国的英美诗歌教材不断发展完善，教材种类丰富，体现了以立德树人

为目标，不断提升诗歌教材可读性和多样性的特点。本文梳理了我国 20 世纪以来英美诗歌教材的建设

概况，并分析了各时期教材的特点，最后提出对新时代诗歌教材建设的几点建议，旨在推动我国新时代

英美诗歌教材的建设，实现诗歌育人的崇高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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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Construction of English and American Poetry Textbooks

LI Zhengshuan ZHANG Dan
(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Hebei Normal University，Shijiazhuang 050024，China)

Abstract: Poetry is an important medium for poets to express their feelings and aspirations． It can

make people happy，give people wisdom，enlighten thinking，teach people aesthetic appreciation，

improve self-cultivation，enhance ethics，and shape values． Since the 20th century，the English and

American poetry textbooks in China have been continuously developed and improved，and the variety

of textbooks is rich，which reflec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mproving the readability and diversity of poet-

ry textbooks with the goal of cultivating morality and educating people．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general situ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English and American poetry textbooks in China since the 20th

century，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extbooks in each period，and finally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poetry textbooks in the new era，in order to promote the construc-

tion of English and American poetry textbooks and realize the lofty goal of cultivating talents through

poe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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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与小说和散文相比，诗歌( 长篇叙事诗除外) 篇幅短小、语言凝练、构思精巧、意象密

集、修辞丰富。诗歌具有多种功能，如教诲功能和愉悦功能。在中国两千多年的诗歌传统

中，教诲功能可谓诗歌的主要功能之一。孔子在《诗论》中用“兴”“观”“群”“怨”四字阐

释了《诗经》具有教诲功能; 他还认为诗可用来培养君子的道德修养。诗歌不仅对个人具

有教诲功能，对群体也具有很大的感染力。李泽厚、刘纲纪在《中国美学史》( 1984) 中说

道，诗歌具有“使群体生活和谐协调”的功能，即通过艺术感染力达到协调群体生活的功

能。简而言之，在中国古代社会中，诗歌具有其显著的政教功能，即“维系社会伦理秩序，

具有政治道德教化功能”( 方长安，2019: 170) 。中国诗歌的教诲功能不仅规范了人格的

塑造和发展，同时也对诗人的诗歌创作明确了目标。朱自清说: “诗是一种精粹的语言”
( 2000: 3397) 。他主张诗歌不限体裁，不分优劣，平淡生活中也有诗的存在。由此可知，诗

歌不分阶层，人人都可以接触诗歌，感受诗人情感的波动，具有愉悦身心的功效。总而言

之，诗歌是人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种文学形式。因此，诗歌是新时代莘莘学子必不可少

的学习课程之一，也是提升学生文学素养和道德修养的途径之一。

金力( 2011: 141) 指出，教材是教学的基础，是教学的主要依据，也是学生学习的重要

依据。英语专业教材依据国家教育部颁布的教学大纲编写，须符合大纲中所提及的培养

目标。2000 年，《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 2000 年修订) 》( 以下简称 2000 版《大

纲》) 出台，提出 21 世纪英语教育的培养目标是复合型人才，提高英语专业学生的多项素

质及创新能力，同时对课堂教学方法和测试提出新的要求。2000 版《大纲》将“英语诗歌

选读”设置为英语专业知识的选修课程，旨在通过阅读和分析诗歌作品，进一步提高学生

的语言基础和人文素养。2018 年，《普通高等学校外国语言文学类本科教学国家质量标

准》( 以下简称《国标》) 问世。《国标》将英语文学导论设置为英语专业核心课程，目的是

为了提高学习者对外国文学作品内容与思想的感悟、理解和评论能力。2020 年，《普通高

校本科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南》( 以下简称《指南》) 出台，同样强调英语文学的重

要性。在培养规格中，专业方向课程的文学方向模块把英语诗歌选读列为学校自选自设

课程。通过英美诗歌课程要求在教学大纲中的变化可知，我国对英语专业人才的培养逐

步由外向内发展，专业教育和素质教育并重，从而达到内外统一的效果。

2. 20 世纪以来英美诗歌教材建设概略

吴岩司长( 2021: 5) 指出，教材质量是人才培养的根本，是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的重

要工具，是体现意识形态和价值教育的载体，也是贯彻教育方针的阵地，要推陈出新，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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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教材、精品教材和规划教材为引领，重视教材的意识形态和思政意识。英美文学教材

分国内版教材和引进版教材。对引进教材的选择往往十分慎重，若使用引进教材，须事先

进行严格审查。

英美诗歌教材多为选读类教材，可按国别分为: 英国诗歌选读( 欣赏、鉴赏) ( 含断代

诗歌) ; 美国诗歌选读( 欣赏、鉴赏) ( 含断代诗歌) ; 英美诗歌选读( 欣赏、鉴赏) ( 含断代诗

歌) ; 英语诗歌选读( 欣赏、鉴赏) ( 含断代诗歌) ; 世界诗歌选读( 欣赏、鉴赏) ( 含断代诗

歌) 等。

本文所涉教材，均通过读书网、孔夫子旧书网、读秀、超星发现系统等网站或平台进行

文献检索查找，下文不再重述。以下是 20 世纪以来英美诗歌教材的建设简史。

2. 1 空白期: 新中国成立前 38 年( 1911—1949)

以 1911 年至 1949 年为时间节点，查找关键词“英国诗歌教材”“英国诗歌教程”“英

国诗歌选读”“美国诗歌教材”“美国诗歌教程”“美国诗歌选读”“英美诗歌教材”“英美诗

歌教程”“英美诗歌选读”，均查无所获。需说明的是，没有诗歌教材，并不等于学校不教

诗歌。

2. 2 空白期: 新中国成立至“文革”期间( 1949—1976)

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期间，查无所获。

2. 3 发轫期:“文革”结束到 21 世纪开始( 1976—2000)

改革开放后到 21 世纪初，英美诗歌教材数量明显增加。以 1976 年至 2000 年为时间

节点，共查找到 5 本教材。以“英国诗歌教材”“英国诗歌教程”“英国诗歌选读”“诗歌精

品”“名诗详注”为关键词索引，共获 3 本教材，分别是《英语诗歌精品》( 胡家峦，1995) 、
《英国名诗详注》( 胡家峦，1998) 、《英国文学教程 ( 上 ) 诗歌散文》( 郭群英、毛卓亮，

1998) 。严格来讲，前两本不是教材，但可用作教材。以“美国诗歌教材”“美国诗歌教程”
“美国诗歌选读”为关键词索引，获 1 本教材，即《美国诗歌选读: 英汉对照》( 杨传纬，

1992) 。以“英美诗歌教材”“英美诗歌教程”“英美诗歌选读”为关键词索引，获 1 本教材，

即《英美诗歌选读》( 蒲度戎、彭晓华，2000) 。需说明的是，这一阶段虽然冠以诗歌之名的

教材不多，但几乎所有的《英国文学选读》和《美国文学选读》都包含大量的诗歌。

2. 4 发展期: 2000 年至今
21 世纪以来，英美诗歌教材数量大幅度增加，共查找到 31 本。以“英国诗歌教材”“英

国诗歌教程”“英国诗歌选读”“名诗详注”为关键词搜索，获 7 本教材，分别为《英国名诗详

注》( 胡家峦，1998; 2003; 2018) 、《英国诗歌教程》( 戴继国，2005) 、《启示之音: 浪漫主义诗歌

批评精选》( 袁宪军，2013) 、《英国文学诗歌选》( 胥少先，2016) 、《细读英诗》( 王改娣，2019) 、
《英国浪漫派诗歌》( 张剑，2021) 和《英国浪漫派诗歌》伴读本( 张剑，2021) 。以“美国诗歌教

材”“美国诗歌教程”“美国诗歌选读”为关键词索引，获 1 本教材，即《美国诗歌选读》( 陶洁，

2008) 。以“英美诗歌教材”“英美诗歌教程”“英美诗歌选读”为关键词索引，获 23 本教材，

分别为《英美文学赏析教程: 散文与诗歌》( 罗选民，2002) 、《英美诗歌选读》( 蒋洪新，20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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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诗歌教程》( 李正栓、吴晓梅，2004; 李正栓，2014) 等( 兹不列举) 。

不难看出，21 世纪以来，诗歌教材建设发展迅速，弥补了文学史和文学选读课程因学

时有限而不能细讲诗歌的不足。另外，出版专门教材并几乎指定性地开设选修课这一举

措，加强了诗歌细读与鉴赏，并为学生平时学习和报考研究生入学考试提供了重要参考。

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即将英国诗歌和美国诗歌合在一起出版的教材占主体，比例为

74%，反映了编者和出版社对英美诗歌的认识，即英美诗歌不分家，应把它们作为一个整

体来学习。

3. 各时期诗歌教材特点

诗歌是英美文学中不可或缺的文学体裁，贯穿于英美文学的整个过程。英美文学课

程所用教材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特点。

3. 1 民国时期: 虽无教材，但诗歌教学已经很前沿
如前所述，民国期间虽然没有专门的诗歌教材，但文学教学已经很发达。当时，国内

的英语教育主要包括对散文和诗歌的学习。英语教学课时与国学课时相当，甚至超过国

学( 李良佑等，1988: 229) 。这一时期的英语教学以“中体西用”为指导思想，重在培养翻

译人才，同时兼顾人文教育( 仇云龙、张绍杰，2011) 。民国时期，英语课程设置皆由各高

校自行安排。大部分高校以英美文学的讲授为主要内容，多选用英美文学原著中的部分

章节，以过渡至整本原著( 仇云龙、张绍杰，2012) 。有些学校使用英美文学原版教材，或

使用自编教材。读文学原著( 整体或部分) 是当时的时尚。陈福田主编的《大学一年级读

本》在当时比较流行，这本教材收录了部分英美经典短篇散文( 邢颖，2015) 。可见，民国

时期的英语教育重视对阅读能力的培养，多选用英文原版文学短篇进行原汁原味的学习。

民国期间高等学校的英语教师多为当时有名的、学贯中西的专家学者，如林语堂、梁
实秋、吴宓、朱光潜等，他们在传授知识的同时还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如燕卜荪的诗歌

教学就成为前沿、时尚、现代的代名词，培养了一大批中国现代诗人，对诗歌创作和翻译都

有贡献。与此同时，各高校聘请国外专家、学者进行讲学，营造了良好的英语学习环境。

3. 2 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 诗歌教材空白，更难见特点
20 世纪 50 年代，鉴于当时的国情，教育部大力提倡以俄语代替英语作为公共外语，

俄语专业独领风骚。这一举措致使英语学科处于边缘地位，对英语教育产生了极大的影

响。50 年代末，各高校自编的英语讲义都充满了当时的时代特色。几年之后，国内重新

重视英语教育，恢复英语作为高校公共外语课程。1962 年，教育部公布了新中国成立以

来的第一份《英语教学大纲》( 试行草案) ，这份大纲规定将培养学生阅读英语书刊的能力

作为大学英语教学的重要目标。同年出版的教材大都是公共英语教材，例如复旦大学主

编的《文科英语》以及华东师范大学主编的《理科英语》。当时还出版了《许国璋英语》，其

编排体例非常完备，适合中国学生，书中补白处含有大量中外诗歌，对高校英语教育和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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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与文化教育起到过巨大作用。1965 年，教育部提出“教材应增加革命性的内容”( 付克，

1986) ，致使这一时期教材的政治倾向压盖了语言学习本身( 邢颖，2015) 。

3. 3 改革开放后至今: 诗歌教材大量涌现
1977 年恢复高考制度，英语教育也得到恢复。不过，英语专业教材建设仍然相对落

后。公共英语( 后改称大学英语) 教材受到重视，教材的思想性开始显现。
2000 版《大纲》中将《英语诗歌选读》作为英语专业课程的专业知识模块内容，以选修

课呈现，但对教材建设没有提出要求。2018 年《国标》提出，对于外语文学作品，学生应做

到理解作品的思想内容、欣赏文学作品的特点与风格，并对其做出评论。对外语文学作品

进行理解、欣赏和评论这一要求为英美诗歌的教学提供了指导思想，促进了诗歌教学模式

的转变与革新。在此期间，国内出版社出版了多种诗歌教材，为诗歌教学提供了教材支

撑。这些教材的特点是: 在提供诗歌原文的同时，加大了注释和赏析的力度，有的提供了

诗歌知识和技巧，有的还提供了参考译文。例如，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的《英国文

学史及选读( 第二版) 》( 李正栓等，2021) 以年代为序收录大量诗歌作品，在诗歌编排方面

勇于创新，呈现了新的特点: 作者简介中不仅讲生平，还收录了供学生了解的主要作品，并

配有简短评论，注释中对难词和生僻字也进行了详解，有利于学生自学和探究。最突出的

特点是思考题的设置，除对所选诗歌进行巩固和深化之外，还设计了与中国诗歌进行比较

的思考题，使学生在学习英国诗歌的同时，始终不忘中国诗歌和文化，有利于进行文化交

流和文明互鉴。
2021 年，张剑教授出版了《英国浪漫派诗歌》和《英国浪漫派诗歌》伴读本。书配伴

读，特点很鲜明，包括作者生平、创作背景、作品梗概、难词和难句的注释、作品风格和特

点、文学流派和作品地位、阅读理解习题及答案、拓展思考题等，非常适合读者阅读与欣

赏。这套书收录了布莱克、华兹华斯、柯尔律治、拜伦、雪莱等人的作品。《伴读本》采用

汉语行文，是一套系列丛书，已经出版 19 本。这套书虽没有标明是教材，但笔者认为该系

列编写细致，完全可以作为诗歌教材使用。
近期，清华大学出版社规划了一套国家一流课程同步教材，很有创意，更方便学生学

习，同时展现了纸质教材和新形态相结合的优势。其中，《英美诗歌欣赏》( 李正栓，2021)

的特点是纸质文字和视频音频同步，实现扫码即听，一书一码，只供一人使用，其新形态的

教材形式充分体现了现代技术的优越性和出版社的时代追求。
总之，伴随着英语教学大纲不断地修订，对英语教材的要求也不断变化。因此，为了

培养新时代英语专业人才，教材的内容和形式不论从选材还是形式上都有了巨大的进步，

尤其是将教学与网络技术和课程思政相结合，充分体现了新时代英语教学与社会经济以

及文化同步发展的特点。

4. 新时代教材建设的几个原则

在不同类型的外语专业教材中，其内容与功能等方面存在差异，因此教材的编写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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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要求方面也有所不同( 程晓堂、赵笑飞，2021: 41) 。在新时代，英美诗歌教材不仅要呈现

出更为丰富的诗歌内容，还要体现其人文价值和时代特色。笔者认为，英美诗歌教材的编

写应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4. 1 以立德树人为目标，提高教材思政意识
在 2000 版《大纲》修订说明中，有关英语专业人才的培养规格包含以下方面: 思想教

育、政策意识、文化交流、中国文化。可见，当时国家对英语专业人才的要求已经不再停留

在单一的专业知识，而是增加了对其思想与道德水平的要求。新时代对学生的思想修养

提出了更高要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大背景下，“加强教材的思想性，体

现中国特色意识形态成为了当前教材建设的重要维度”( 岳定权，2020) 。这一要求不仅

提醒学生应注重提高自身的思想与道德水平，也要求教师在传授学生专业知识的同时，注

重对其意识形态的塑造。

美国著名教育理论家阿普尔( 2005) 在其著作中曾谈到教材与国家意识形态的关系

以及教材在维护国家意识形态方面的重要作用。其实，教材还体现了国家对历史、政治、

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的关注。因此，教材必须融入思政元素。课程思政不仅是课程建

设中的思政元素，更是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中的重要指标和指南( 王卓，2021) 。在编写

过程中，编者应按照国家统一颁布的教学大纲进行选材、选题，要时刻牢记教材的育人目

的，在文化与伦理方面加强对学生的引领，达到润物细无声和潜移默化的渗透，重视练习

题或思考题的思政性设计。在此过程中，无论是编者还是编辑，都应非常谨慎。此外，教

材的审定工作也非常严格。2017 年教育部成立了教材局，加强了对教材的监督和审定。

这一教材制度体现出我国将教材建设置于国家发展的轨道之中，并通过教材建设实现国

家制度和教育体制的同向发展。

与此同时，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也会将自身的意识形态渗透其中，并最终影响学生的意

识形态和价值塑造。正如张文忠( 2021: 51) 所说，培养优秀外语人才，需要师生共同准确

把握人才内涵并协同努力。使用教材的教师在其讲授过程中所流露的思想和道德信息会

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教师的意识形态须符合教材所表达的意识形态。

4. 2 以语言和文化教育为媒介
诗歌之魅在于语言美。诗歌的教学内容之一，便是引导学生欣赏语言美，领略语言魅

力，提高审美能力。“诗歌将最深刻的思想感情用精炼的文字表达出来”( 刘建刚、闫建

华，2002: 142) 。要让语言美造就美好生活，形成美好思想。由此可知，诗歌的语言是诗人

赋予思想和感情的文字，读者在诵读的过程中会不由自主地结合自己的想象力来理解诗

歌。诗歌的意义存在不确定性或多解性，诗歌的含义因读者理解不同而异。因此，教材要

选优美的诗歌，还要通过注释和讲解引导学生体会语言之美及其产生的美丽情感，启发学

生体会诗歌蕴含的深意。

英美诗歌中沉淀着英美国家历史的各种文化因素。诗歌中包含着诗人迥异的文化背

景，诗歌作品只有放到其历史背景中才能挖掘其意义( 王艳文，2013) 。所以，挖掘诗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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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义，了解诗人的文化背景，是理解诗歌必不可少的步骤。因此，英美诗歌教材除了向学

生介绍诗歌本体外，还应涉及对诗人文化背景的简要介绍，也应加强中西文化比较方面的

注释、讲解和思考题。另外，编写英美诗歌教材，应尽量使用通俗易懂、浅显简明的语言，

不宜直接引用西方编者使用的语言，而且还应重视多样文化的呈现。在这一方面，刘炳善

教授的《英国文学简史》堪称佳例。

4. 3 以诗歌促进心智
文学是人学，使人了解历史，洞察文化，促进心智，提升品质。通过阅读诗歌，在了解

诗人创作心理过程的同时，也能促进自身心智的发展。王艳文( 2013) 谈到，诗歌是文学

对外观世界和内心自省的敏锐折射。诗人对客观世界具有超越常人的敏锐度和感悟力，

他们常常会对普通人觉察不到的细微差异做出反应。诗歌中不仅包含诗人对客观世界的

感性描写，也蕴含着诗人对外部世界的深入思考。学生可从中观察诗人的内心世界并从

中受到启示和影响。因此，教材要在这一方面加强引导，使学生在分析诗歌的过程中得以

锻炼心智和思维。

4. 4 以纸质教材带动新形态教材
在传统的诗歌教学过程中，纸质教材是学生接触诗歌的唯一途径。在现代的英美诗

歌教学中，纸质教材仍应是主导教材。当然，其他形式如慕课、视频、抖音等新形态也很重

要。但抖音等新形态对于诗歌的呈现是没有经过编辑审查的，是个人行为，读者或听众

( 观众) 难以把握其意识形态和思想性。

因此，纸质教材之所以仍然占主导地位，主要基于以下三点原因: 其一，纸质教材内容

丰富，文字与图片结合，可系统地将所授内容呈现出来，引起学生学习兴趣，避免学习碎片

化; 其二，纸质教材保证学生随时随地进行学习，学生只需携带教材，便可随时随地翻阅，

能及时学习并巩固所学内容; 其三，纸质教材经过编辑审读、加工和审查后再报送相关部

门，层层把关，能确保意识形态的正确性、学科知识的准确性和健康向上、立德树人的思

想性。
2000 版《大纲》将网络技术加入新时代外语教育中，保证了教材的趣味性和易读性。

大学生当前的年龄正是愿意快速接受新鲜事物，追求新奇的阶段。使用手机上网查阅信

息和资料也是其普遍特征之一。因此，将纸质版教材伴以新形态呈现，符合当代青年的学

习方式，势必会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

4. 5 纸质教材与网络课程互为补充
在当今社会，原有的单一纸质教材已不能满足教师与学生的学习需求。科技的发展

推动了英语学习途径的改革和创新。如今，学生只需使用智能手机便可获得丰富的学习

资源。因此，各个学校都在加强网络课程建设，使学习变得愈加方便。

刘海涛( 2020) 认为，教材应与慕课( 在线开放课) 紧密配合，将碎片化的知识点进行

系统性整理与重组，注重在教材中呈现反映事物发展规律和本质特征的知识以及对学生

学习能力的培养。慕课内含有无限丰富的教学资源，学生仅通过扫描教材上的二维码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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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轻松获取。

目前，由黄宗英、李正栓、章燕等主持的英美诗歌欣赏或选读类课程已经加入中国慕

课平台并获得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资格。例如，李正栓的《英美诗歌欣赏》课共计 32 个

学时，内容包括英国诗歌和美国诗歌两个部分，根据英美诗歌发展的历史，选取了各个时

期具有代表性的 28 位诗人的 38 首优秀诗歌作品。学生可从中体会英美诗歌发展的轨迹

和各个时期不同的特点与风格，从而深刻了解英美历史的发展以及文化的精髓，并归纳英

美文化与文学的共性和个性。该课程自 2018 年 12 月开讲至 2021 年 12 月结束授课期

间，慕课平台共开课 8 次，每周开课 3 至 5 小时，每次听讲人数均达 1000 人以上，最多可

达 4000 人以上。学生可在课堂聆听诗歌朗诵、难词讲解，课下通过测试完成学习。《英美

诗歌欣赏》课程充分利用现代技术为学生打造新时代具有高阶性、创新性和挑战度的英美

文学“金课”，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了他们的文学鉴赏能力与研究能力，其整体素

养也得以提升。

5. 结语

一个好的专业必须由好的课程体系支撑; 要完成课程教学必须由合适的教材做依据;

好的教材需要由优秀的师资去讲授。当教材与课程都具备时，能否落实立德树人，关键在

于优秀的教师及其得当的教学方法。当代高校培养的学生必须是立体的、全面的，教师在

讲授专业知识的同时，还应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素养。因此，今后在改进教材内容与形式

的同时，还应加强对教师思想道德的培训。英美诗歌教材编写者应该牢记，在向学生传递

文学语言之美的同时，还应塑造学生的个人品德和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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