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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研究

高 中英语教材讲好 中 国故事策略研究

杨 吕 娜

（ 中 国农业大学 外语系 ， 北京 １ ０ ０ ０ ８ ３ ）

摘要 ： 高 中 英语教材讲好 中 国 故事的核心要义在 于五类 中 国 故事和三条讲好路

径 。 通过对三个版本现行主流 高 中 英语教材 中 中 国故事 的讲述主题 、 方式 、 主体等

进行分析 ， 可 以得 出 ， 高 中 英语教材讲好 中 国 故事的 实现策略在于 ： 合理分配元主

题 ， 全面 细化子主题 ， 设计好全面 丰 富 的 主题类 型 ；
以 多 语篇 多模 态 的 显性呈现为

主 ，
以 隐性呈现丰 富讲述途径 ， 处理好显 隐 结合的 呈现方式 ； 坚持 中 国 主体性 ， 重

视 多 元参与 性 ， 选择好 多 元立体的讲述视 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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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看 ， 我 国 在 国 际社会上 的形象未能
“

随着 中 国 国 际地 位 和 综 合 国 力 的 提 升 而 改

善
”

［ １ ］

。 党的十八大以来 ， 党 中 央高度重视我 国

国 际传播能力 的建设 ，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 明确指

出 ，

“

讲好 中 国故事 ， 展现真实 、 立体 、 全面的

中 国 ， 提高 国家文化软实力
”

。 英语课程应充分

培养学生跨文化交流能力 ， 尤其是讲好中 国故事

的能力 。 英语教材作为英语课程 的重要组成部

分 ［ ２ ］

， 对于讲好 中 国故事 的实现具有重要作用 。

本文通过对人教版 、 北师大版 、 外研版等主流高

中英语教材中 中 国故事的呈现进行分析 ， 探究高

中英语教材讲好中 国故事的实现策略 ， 以期对英

语教材编写提供借鉴 ， 以及为英语教师教学活动

讲好中 国故事提供参考 。

一

、 高 中英语教材讲好 中 国故事的核心要义

目前大多数英语教材内容的研究重点从文化

视角展开
［ ３ ］

， 从多元文化视角 ， 在语言学习 中强

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 宣扬新时期社会主义先进

文化 ， 宣扬爱国 主义教育等
［
４
］

。 英语教材 中文化

的 内涵也得到 了 丰富和发展 ［ ５ ］

， 逐渐超越 了 中华

传统文化单一概念 ， 延伸为传统文化 、 革命文化

和现代文化
［ ６ ］

。 微观文化角度的关注 ， 使得教材

设计强调 中 国文化的讲述 ， 力求精选 、 精编能够

体现 中华优秀文化及科技发展 、 良好的社会风气

和 国 际影响力等方面的 内容
［ ７ ］

， 促进了英语教材

形式的革新和 内容的拓展 。 而英语教材讲好中 国

故事 ， 是将研究层次和视角从微观文化上升至宏

观叙事 ， 是
“

教材必须体现 国家意志
”

［ ８ ］

的必然

要求 ， 对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 培养 中 国故事

优秀 国际传播者等起着关键作用 。 概括而言 ， 高

中英语教材讲好中 国故事的核心要义在于五类 中

国故事以及三条讲好路径 。

（

一

） 五类 中 国 故事

习近平总书记敏锐地指出 ， 我 国在世界上的

国 际形象仍然主要处于
“

他塑
”

阶段 ， 而并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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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

自 塑
”

。 为做好 中 国形象 、 中 国文化 的 国 际

传播 ， 必须讲好中 国故事 ，

“

建构 中 国特色的话

语体系 ， 为当代 中华文明 的全球传播提供一个范

畴系统 ， 为提升中 国 的 国际话语权和文化软实力

提供一个具有可供性的语义域
”

［ ９ ］

。

“

习近平总 书记是讲故事 的 大家
”

 ［ １ ° ］

， 他在

多个场合多次谈及讲好中 国故事 ， 不断丰富和发

展讲好中 国故事的 内涵 。 通过对相关中 国故事的

论述整理分析 ， 可以将中 国故事类型宏观上分为

五类 。 第
一

， 中 国道路故事 ， 即 中 国特色社会主

义故事 、 中 国共产党治 国理政故事 ， 向世界展示

中 国制度 。 第二 ， 中 国梦故事 ， 即 中 国人民努力

奋斗实现 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故事 ， 向世界表现

中 国力量 。 第三 ， 中 国人故事 ， 即 中 国历史人物

和现代人物的优秀精神故事 ， 向世界展现 中 国精

神 。 第 四 ， 中 国文化故事 ， 即 中华传统 、 优秀文

化故事 ， 向世界推介 中 国文化 。 第五 ， 中 国发展

故事 ， 即 中 国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故事 ， 向世界

传递中 国方案 。 因此 ， 高 中英语教材讲好中 国故

事 ， 即要讲好上述五类故事 。

（
二

） 三条讲好路径

高 中英语教材
“

讲好
”

中 国故事的路径 ， 在

于解决好高 中英语教材中讲什么 、 怎么讲以及谁

来讲中 国故事的 问题 。

高 中英语教材讲什么 中 国故事 ， 是能否全面

展示 中 国 的前提 。 要秉持
“

从大处着眼 、 小处落

笔
， ，

［ １ １ ］

的理念 ， 编写教材时需合理挑选下级主题

的 中 国故事 。

一方面 ， 要分解作为宏大主题的 中

国故事元主题 ， 挑选能够体现其不同侧面和维度

的子主题 ； 另
一方面 ， 要同时考虑高 中学生的认

知水平 ， 选择符合其阅读兴趣的故事 内容 。

高 中英语教材怎么讲中 国故事 ， 是能否真实

展示 中 国 的核心 。 英语教材
“

是语言学习 中非常

重要的 因素之
一

”
［ １ ２ ］

。 应结合类型丰富的 中 国故

事 ， 科学设计内容呈现方式 ， 激发高 中学生学习

兴趣 ， 在阐明语言知识点的 同时 ， 潜移默化地提

升高 中生讲好中 国故事的能力 。

高 中英语教材谁来讲中 国故事 ， 是能否立体

展示 中 国 的关键 。 应当提高站位 ， 将教材 中 的 中

国故事定位为世界的 中 国故事 。 不仅要 向世界讲

好中 国故事 ， 而且应当讲好世界能够听懂的 中 国

故事 。 在构建中 国特色话语体系 的 同时 ， 也要注

？１ ２ ６ ？

重 中外话语体系 的融通 ， 实现
“

中 国故事 、 世界

表达
”

。

二
、 高 中英语教材讲述 中 国故事的路径分析

本文选取我 国现行三种主流高 中英语教材作

为分析对象 ， 包括人教版 、 北师大版 、 外研版高

中 《英语 》 必修和选择性必修教材 （ ２ ０ １ ９ 年版 ）

各 ７ 册 ， 对教材 中所有 中 国故事 的 内容进行提

取 、 编码和数据分析 ， 针对 中 国 故事 的 主题类

型 、 呈现方式 、 讲述视角等进行系统梳理 ， 考察

高 中英语教材讲好中 国故事的路径实现现状 。

（

一

） 高 中 英语教材 中 国 故事的 主题分析

对教材所讲述的涉及 中 国 的 内容进行梳理 ，

包括国家形象 、 城市形象 、 自 然生态 、 环保低

碳 、 灾害 防范 、 人 民 生 活 、 社会规范 、 经济发

展 、 教育发展 、 科技进步 、 体育发展 、 历史名

人 、 现代人物 、 社交礼仪 、 传统美德 、 传统文

化 、 传统节 日 、 历史事件 、 艺术发展 、 跨文化交

际 、 国际发展合作 、 未来世界等主题 。 将语篇主

题与 中 国故事类型对应后 ， 分别进行统计分析 ，

三个版本的高 中 《英语 》 教材共涉及 中 国 故事

５ ５ １ 例 ， 故事主题存在以下特点 。

第
一

， 元主题重点 突 出 ， 子主题全面丰富 。

宏观上 ， 教材 中 的 中 国故事全面覆盖五类元主

题 。 其 中 ， 中 国 道 路故 事 共 １ ３ ９ 例 ， 占 比 为

２ ５ ． ２ ３％ ； 中 国 梦 故 事 共 ９ ７ 例 ， 占 比 为

１ ７ ．６ ０％ ； 中 国 人 故 事 共 ８ ０ 例 ， 占 比 为

１ ４ ．５ ２％ ； 中 国 文 化 故 事 共 １ ２ ８ 例 ， 占 比 为

２ ３ ． ２ ３％ ； 中 国 发 展 故 事 共 １ ０ ７ 例 ， 占 比 为

１ ９ ．４ ２％ 。 由此可 以看 出 ， 教材对于 中 国道路故

事关注度最高 ， 其次是 中 国文化故事 ，
二者合计

占 比达到 ４ ８ ． ４ ６ ％ ， 兼顾 中 国梦故事 、 中 国人故

事和 中 国发展故事 。 微观上 ， 中 国故事子主题类

型共计 ２ ２ 个 ，
二级子主题类型 ４ ０ 个 ， 涉及面

广 ， 从多侧面多角度讲述元主题中 国故事 。

第二 ， 总体分布均衡 ， 个别适度倾斜 。 中 国

故事在必修教材和选择性必修教材 中 出现的 比例

分别为 ５ ３ ．１ ８％ 和 ４ ６ ．８ ２％ ， 说明这两种课程类

别的教材 中涉及 中 国故事的 内容相关安排相对均

衡 ， 主要体现在必修教材中 。 同时 ， 五类元主题

中 国故事在必修教材和选择性必修教材中 出现的

比例则呈现出适度的倾斜 。 除 中 国梦故事 （必修



５ １ ．５ ５ ％ ， 选择性必修 ４ ８ ．４ ５ ％ ） ， 分布基本相 当

外 ， 中 国道路故事 （必修 ５ ７ ．５ ５％ ， 选择性必修

４ ２ ． ４ ５ ％ ） ， 中 国人故事 （必修 ３ ８ ．７ ５％ ， 选择性

必修 ６ １ ．２ ５％ ） ， 中 国文化故事 （必修 ６ ４ ．８ ４％ ，

选择性必修 ３ ５ ． １ ６％ ） 和 中 国 发展故事 （必修

４ ５ ． ７ ９ ％ ， 选择性必修 ５ ４ ．２ １ ％ ） 则 出 现 了 不 同

阶段的适度倾斜 。

（
二

） 高 中 英 语教材讲 述 中 国 故 事 的 呈 现

分析

教材 内容的呈现方式主要分为显性和隐性两

种 ， 其中显性呈现方式包括教材中 的单独 的 内容

介绍板块 ， 或者独立的课文或阅读语篇 ； 隐性呈

现方式主要指通过练习来呈现相关 内容 。

［ １ ３ ］

我 国

现行主流高 中英语教材对于 中 国故事的讲述 ， 采

用具有针对性 的显 隐结合 ， 以显性为 主 的呈现

方式 。

总体上看 ， 三个版本教材与 中 国故事相关的

显性 输 入材 料 占 比 ５ ９ ．３ ５ ％ ， 隐 性 材 料 占 比

４ ０ ．６ ５ ％ 。 具体到各类元 主题故事 ， 略有差异 ，

其 中 中 国 道 路 故 事 中 显 性 呈 现 方 式 占 比

４ ９ ．６ ４％ ， 隐性呈 现方式 占 比 ５ ０ ． ３ ６ ％ ； 中 国 梦

故事 中 显性呈 现 占 比 ５ ２ ． ５ ８％ ， 隐性呈 现 占 比

４ ７ ．４ ２％ ； 中 国人故事 中显性呈现 占 比 ６ ８ ． ７ ５ ％ ，

隐性呈现 占 比 ３ １ ．２ ５ ％ ； 中 国文化故事 中显性呈

现 占 比 ７ ２ ．６ ６ ％ ， 隐性呈现 占 比 ２ ７ ．３ ４％ ； 中 国

发展故事 中显性呈现 占 比 ５ ５ ．１ ４％ ， 隐性呈现 占

比４ ４ ．８ ６ ％ 。

教材的显性呈现除独立语篇形式外 ， 还广泛

采用多语篇形式和多模态语篇形式 。 前者如人教

版选择性必修第二册第一单元在介绍伟大的科学

家时 ， 提供了钱学森和霍金的两篇语篇材料 ， 启

发学生在多语篇的真实情境 中对比 、 分析和总结

科学精神 ， 让学生在情感和认知上参与学 习 。

［Ｍ ］

后者如北师大版必修第一册第三单元 Ｖ ｉ ｅｗ ｉｎｇ

ｗｏ ｒｋ ｓｈｏｐ 要求学生观看剪纸 的视频 ， 讨论其历

史 、 目 的 、 使用情境 ， 举例说明 ， 匹配剪纸图像

与意义并为外 国人介绍剪纸 。

在隐性呈现方式上 ， 教材设计的练 习 多样 ，

包括填空 、 选词填空 、 匹配 、 判断正误 、 改写句

子 、 翻译 、 设计标识 、 写作 、 角色扮演 、 项 目 活

动 、 讨论 、 做汇报等形式 ， 以填空和选词填空为

主 。 值得注意的是 ， 教材练习设计的很多活动都

强调创设真实情境 。 例如 ， 北师大版必修第二册

第 四 单 元Ｃｈｅ ｃｋｙｏｕ ｒｐ ｒｏｇ ｒｅ ｓ ｓ任 务２ ，
Ｃｈ ｅｎ

Ｙａｎｇ 的小组对其班级同学头像和应用 的使用情

况进行调查 ， 选择词或词组的正确形式完成调研

报告 。 人教版选择性必修第二册第二单元的练习

册 中 ， 任务要求 ：

Ｃｏｍｐ ｌ ｅ ｔ ｅｔｈｅｃｏｎｖｅ ｒ ｓ ａ ｔ ｉ ｏｎ ｓｕ

ｓ ｉｎｇｎｏ ｕｎｃ ｌ ａｕ ｓ ｅ ｓａ ｓｔｈｅｐ ｒｅｄ ｉ ｃａ ｔ ｉ ｖｅ 。 该任务涉

及 中 国古代 四大发明 的 内容 ， 要求学生通过
一定

的句法关系和语义关系建立联系 ， 并在对话情境

中传递信息 ， 帮助学生在语境 中建立
“

形式 意

义 使用
”

的语法意识 。

（ 三 ） 高 中 英 语教材 讲 述 中 国 故 事 的 主 体

分析

教材 中讲述 中 国故事的典型主体为在中 国生

活的 中 国青少年 。 但现行主流高 中英语教材并未

局限于此 ， 而是注重不 同文化异 同 的对 比与分

析 ， 将叙事主体多元化 。 从讲述 主体 的 身份上

看 ， 中 国故事的讲述者还包括在 中 国 的外 国人 、

在外 国 的 中 国人以及在外 国 的外 国人 。 从讲述主

体的年龄上看 ， 也包括人生履历更加丰富的父辈

（ 中年人 ） 或祖辈 （老年人 ） 。 通过不 同 生活背

景 、 社会经历的人群 ， 展示其眼 中 的不同 中 国 ，

教材在建构 中 国故事特有叙事角度和策略上打开

了新的局面 。

外 国友人通过 自 己在 中 国 的真实生活体验 ，

将 自 己所亲身感受的 中 国发展进行分享 。 人教版

选择性必修第二册第二单元练习册中 ， 任务要求

阅读一名在华学习 的加拿大少年写的关于中 国行

的感受体验 ， 在归纳 和总结 的基础上与 一＇封 回

信 。 有着 中 国和外 国双重生活经历的 中 国人 ， 更

能感受到 中外文化的差异 ， 尤其是中 国文化的独

特性 。 北师大版必修第 三册第 九单元 Ｒｅａｄ ｉｎｇ

ｃ ｌ ｕｂ１ 要求学生通过阅读三位中 国学生在 国外学

习 的体会和三位外 国学生在中 国学习 的体验 ， 进

行对 比 ， 讨论在 国外学习 可能遇到 的 困难和文化

冲击 。 而在外 国 的外 国人的讲述 ， 对于 中华文明

对世界的影响更有助于培育中 国情怀 ， 坚定文化

自 信 。 外研版选择性必修第四册第三单元 ， 从来

自 保加利亚 、 荷兰 、 法 国 、 埃及 四 国 的汉学家 、

翻译家的不同视角探讨中 国文学对其他 国家及世

界文学的影响 。 从长辈视角讲述 中 国故事的如外

研版选择性必修第二册第 四单元 ， 呈现 了 中 国
一

？１ ２ ７ ？



名 医生通过
“

无国界医生
”

组织援助利 比亚的 日

记 ， 鼓励学生结合党 的 十九大报告 中 的相关 阐

述 ， 深刻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 ， 讨论总结面对困

难时体现的人类共同精神 。

三 、 高 中英语教材讲好 中 国故事的实现策略

从对现行主流高 中英语教材的分析中可 以看

出 ， 高 中英语教材在讲述 中 国故事 的主题类型 、

呈现方式 、 讲述主体上有着鲜明特点 。 由此 ， 高

中英语教材讲好中 国故事的实现方式关键在于根

据高 中学段的特点 ， 在讲什么上设计好全面丰富

的主题类型 ， 在怎么讲上处理好多模态显隐结合

的呈现方式 ， 以及在谁来讲上选择好多元立体的

讲述视角 。 高 中英语教材在编写过程中 ， 应当兼

顾前述三项策略 ， 同时根据 自 身教材的情况 ， 在

其中有所侧重 ， 以体现教材的特色 。 教师在使用

教材进行课堂教学的过程中 ， 可以充分利用好中

国故事的主题类型 、 呈现方式 、 讲述视角 ， 让学

生实现语言学习 和跨文化沟通能力 的提升 ， 成为

合格的 中 国故事讲述人 。

（

一

） 设计好全面 丰 富 的 主题类型

１ ． 合理分配元主题

高 中英语教材应当全面把握五类元主题中 国

故事类型 ， 深入挖掘 凸显人类命运共同体中 中 国

角色的优秀作品 ， 精心挑选 、 全面呈现 。 在中 国

故事的 比例分配上 ， 不能简单追求一致性 ， 应当

适当有所侧重 。 要 了解高 中学生对 中 国故事的认

知度 、 兴趣点和疑问点 ， 针对其学习特点和理解

接受程度 ， 在全面展示五类 中 国故事 的基础上 ，

在一定程度上 向讲好中 国道路故事和 中 国文化故

事倾斜 。 同 时 ， 考虑高 中 学生不 同年级 的差异

性 ， 尤其是与初 中学习 的衔接性上 ， 中 国文化故

事可在必修教材中予以更多关注 ， 中 国人故事则

可 以多安排于选择性必修中 。

一方面 ， 对于中 国道路的着重介绍 ， 契合培

养社会主义接班人的教育 目标 ， 符合高 中学生的

年龄层次和认知理解能力 。 外研版选择性必修第

二册第三单元 Ｉｎ ｔｏａｎｅｗｅ ｒａ
， 讲述 中 国 改革开

放及四十年发展情况及深圳 的发展 。 改革开放是

新中 国发展历程中 的重要历史性事件 ， 创造了令

世界瞩 目 的 巨大成就 。 学生们从中能够充分意识

到 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性 ， 以及 中 国共产党

？１ ２ ８ ？

治 国理政的伟大能力 。

另
一方面 ， 对于 中 国文化的介绍从基础学段

开始即是教材重点 ， 中 国文化故事更多在必修中

涉及 ， 符合初高 中英语教材主题 内容的过渡性 ；

而相对抽象的 中 国精神 ， 和真实的社会情境相联

系
［ １ ５ ］

， 需要更高 的 语言能力 和认知 理解水平 ，

相对更多设置于高阶课程具有合理性 。 人教版选

择性必修第一册第 一单元 练 习 册 Ｒｅａｄ ｉｎｇａｎｄ

ｗｒｉ ｔ ｉｎｇ ， 展示 了 三个普 通人 眼 中 的
“

英雄人

物
”

， 讲述黄大年 、 两位小学教师 以及 自 己母亲

等 中 国人的故事 。 外研版选择性必修第三册第二

单元 ， 讲述雷氏家族建造皇家园林 的历史故事 ，

探讨雷氏家族的工匠精神 。

２ ． 全面细化子主题

《普通高 中 英语课程标准 （ ２ ０ １ ７ 年版 ２ ０ ２０

年修订 ） 》 设置 了人与 自 我 、 人与社会 、 人与 自

然三大主题语境 ，
１ ０ 个主题群 、 ３ ２ 项子主题 ，

供教材编写者和教学实施者参考 。

［ １ ６ ］ １ ４

在 中 国故

事的 内容选择 ， 即确定子主题中 国故事时 ， 既要

符合课标关于主题语境的 内容要求 ， 也要考虑课

标主题语境与元主题中 国故事的对应性 ， 以及元

主题中 国故事的不同侧面 ， 以全面体现元主题中

国故事的核心 内容 。

例如 ， 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
“

五位
一体

”

的总

体布局包括经济建设 、 政治建设 、 文化建设 、 社

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 。 北师大版教材必修三第

八单元在讲述阿姆斯特丹
“

白色 自 行车
”

的情况

后 ， 介绍 中 国共享单车的使用情况 ， 并就两者的

异同点进行小组讨论 。 课程 内容在于介绍低碳减

排的生活 ， 此处的主体语境应当归属人与 自 然下

的人与环境的子主题 ； 在中 国故事类型 中 ， 则属

于 中 国道路故事 ， 展示 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

明建设之路 。 而外研版选择性必修四第四单元讲

述 了杭州信用体系建设 。 从主体语境上看 ， 这应

当属于人与社会下的社会进步与人类文明 的子主

题 。 同时 ，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系 的基础性工程 ， 属于 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经

济建设故事 。

（
二

） 处理好显 隐 结合的 呈现方式

１ ． 以 丰富语篇的显性呈现为主

讲好中 国故事 的重要载体是教材里的语篇 。

在 中 国故事的讲述中实现语言教育 ， 在语言教育



的过程 中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和跨文化能力 ， 实

现立德树人 。 要达成这样的 目标 ， 教材语篇的选

择上可以考虑多模态和多语篇形式 ， 综合应用于

中 国故事的讲述 。 多语篇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和动机 ， 提高学生学习类型丰富的 中 国故事的

积极性 ， 同时引发学生思考 、 主动参与活动 。 多

模态语篇则增强 了教材的选择性 、 拓展性 、 灵活

性和开放性 ， 通过创设真实情境 ， 有助于学生核

心素养 的养成
［ １ ７ ］

， 提高学生 获取和处理信息 、

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

教材可以使用多种类型 的语篇 ， 采用连续 、

非连续 以及混合文本形式 的 口 语语篇 、 书 面语

篇 、 文本语篇和多模态语篇 。 通过创设真实的情

境和有意义的语境 ， 恰当构建和使用多模态学习

资源 ， 基于语篇所承载的故事 ， 引导学生挖掘其

意义与 内涵 ， 在语言运用的各种活动 中学习 和 内

化 中 国故事 ， 进而培养学生创设多种语篇类型应

用于构建和讲好中 国故事的能力 。 外研版必修第

二册第二单元要求学生阅读社论专栏关于 中 国春

节全球化的材料 ， 了解不同 国家的 中 国春节庆祝

活动等 ， 通过现象讨论原因 以及个人感受 ， 给主

编写
一封信表达观点 。 人教版必修第三册第一单

元的项 目 围绕 中 国节 日 展开 ， 请学生参考提供的

壮族民歌节的信息情况 ， 选择一个中 国节 日 ， 讲

述该中 国节 日 ； 小组收集一些 中 国节 日 菜品 的食

谱 ， 在家尝试做该道菜 ， 参考提供的腊八粥的食

谱例子 ， 制作一幅所选菜品食谱的海报 。 学生在

使用视觉方式进行创造性表达有助于其发展建立

顺序 、 发展逻辑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

［ １ ８ ］

多模态语篇以及多语篇的选择和设计应坚持

真实性 、 趣味性 、 规范性和经典性等原则 ， 帮助

学生通过多模态化语篇信息 ， 参与 听 、 说 、 读 、

看 、 写来分析和表述信息过程 ， 整合教材 中提供

的语篇与非语篇信息形成整体意义 ， 通过多感官

输入 ， 促进学习 的发生 。

［ １ ９ ］北师大版必修第三册

第八单元 Ｗｒ ｉ ｔ ｉｎｇｗｏ ｒｋ ｓｈｏｐ 提供共享单车使用

情况 、 使用或不使用 的原因相关数据的 图表 ， 让

学生写调查报告 。 人教版必修第一册第二单元使

用视频材料讲述马丘 比丘遗迹 ， 在讨论题中学生

ｃｈｕ ｉｎＣｈ ｉｎａ ？Ｉｎｗｈａ ｔｗ ａｙｓａ ｒｅｔｈｅ ｙ
ａ ｌ ｉｋｅ ？ 通过

让学生分析中外文化异同 ， 发展其多元思维和批

判性思维 ， 增强学生跨文化理解能力和跨文化沟

通能力 ，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 引导学生形

成正确的世界观 、 人生观和价值观 。

２ ． 以隐性呈现充实讲述途径

教材的练习设计不能单纯考虑语法 、 词汇等

学习 目 的 ， 也应加入中 国故事的元素 ， 实现 中 国

故事的讲述与语言能力及语言知识的高效学习 的

有机融合 。 高 中 英语教材可 以 考虑多种任务类

型 ， 如对 比两个不同译本 ， 体验和感受不同语言

在语篇层面的不同选择 。 外研版选择性必修第三

册第五单元 ， 学生通过阅读陶渊 明和梭罗 的生活

进行对比 ， 感受 自 然对其的意义 ， 翻译英文版诗

词和名句 ， 分析与 中文版的异同 。 在重点关注语

法 、 词汇等语言知识和能力发展 的 阶段和活动

中 ， 学生应接受和有效应对单词和句子层面的差

异 ， 以及不同 的语篇组织模式上的异 同 。

［ １ ４ ］也可

通过语言的表达方式 、 概念系统 、 句子结构和语

序等体现不同文化对不同概念的感知差异 。 外研

版必修第一册第二单元 Ｄｅ ｖｅ ｌ ｏｐ ｉｎｇ ｉ ｄｅ ａ ｓ 要求学

生 阅读不同 国 家学生讲述英语语言使用 的 ｍ ｉ ｓ

ａｄｖ ｅｎｔｕ ｒ ｅ ｓ
，感受英语的表达方式  ， 复述文 中不

同 的情境 ， 根据图片写故事 。 句子结构 、 话语结

构和语篇结构等层面上的文化 内涵也在一定程度

上反映了
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和思维 习惯 。

［ ２ ° ］

人

教版选择性必修第一册第三单元练习册展示 了一

位外 国朋友给好友写的信件 ， 讲述在 中 国香格里

拉旅游的感受 。 学生阅读其给另一位好友写的 明

信片 ， 对 比信件与 明信片书写的异同点 ， 给朋友

写一封信和 明信片 ， 有助于加深对不同功能写作

在语篇结构具体要求的理解 。

（ 三 ） 选择好 多 元立体的讲述视 角

１ ． 坚持 中 国 主体性

讲好中 国故事 ， 目 的在于 向世界传播中 国声

音 。 必须坚持讲述者的 中 国主体性 ， 才能够向世

界传播最为准确 的 中 国声音 。 高 中英语教材对 中

国故事的主要讲述 ， 以及对高 中生讲好中 国故事

的能力培养 ， 必须强调 中 国意识 ， 明确讲述者的

中 国人身份 。 强调 国家文化和主体身份 ， 为跨文

化交际奠定基础 ［ ２ １ ］ ２ １

， 这是有效建构本国话语体

系 的主体要求 。 例如 ， 北师大版必修第二册第六

单元 Ｃｈｅ ｃｋ
ｙｏｕ ｒ

ｐｒｏｇ
ｒｅ ｓ ｓ 任务 ２

， 要求学生以 Ｌ ｉ

Ｚｈｅｎ 的身份讲述 自 己崇拜 的人物屠 哟哟 ， 介绍

？１ ２ ９ ？



其生平以及研究成就 ， 选择合适词汇填空完成介

绍语篇 。

高 中学生作为青少年 ， 对诸多 中 国故事的理

解和讲述可能会受限于其社会经历 。 不同 的人生

履历 、 社会经历下 ， 对于相同 问题的 阐释是完全

不同的 ， 因此教材中 的 中 国故事需要扩展 中 国人

讲述者的人群范 围 ， 适度增加以 中年人 、 老年人

的视角讲述中 国故事的 内容 。 例如 ， 外研版必修

第二册第 二单元呈 现 了 已 工作 的 软件工程师

ＷａｎｇＰｅｎｇ 、 已退休的教师 Ｌ ｉｕＹｏｎｇｈｕ ｉ 等人物

对不同年代年夜饭 回忆的语篇 ， 讨论年夜饭的重

要意义 ， 并向外 国人介绍 中 国 的年夜饭 。

２ ． 重视多元参与性

讲好中 国故事不能 自说 自 话 ， 不仅应当站在

自 身角度 ， 意识到 中 国故事的多样性 ， 形成客观

审视的文化意识和文化 自 觉
［ ２ １ ］ １ ２

， 向世界讲述 中

国故事 ， 还应当 了解外 国人的视角 ， 以他人能够

理解的话语角度讲好中 国故事 。 因此 ， 高 中英语

教材中 的 中 国故事需要着重考虑叙述主体视角 ，

在构建中 国特色话语和叙事体系时 ， 从外 国人视

角 审视 自 己 的故事和文化 ， 有意识地进行客观 、

公正的评价
［ ２ ２ ］

， 从而吸引 全世界的人 民更加客

观 、 全面地看待 中 国 、 理解 中 国 。 从语言能力发

展阶段上看 ， 高 中英语教材将中 国人讲中 国故事

扩展至世界人讲中 国故事 ， 对高 中学生语言输入

与产出要求从单一视角 提升至多元视角 也是可

行的 。

在选择多元讲述主体时 ， 应当考虑学生主体

的实际需求与学 习 目 标 、 语言水平 、 学 习 经历 、

年龄 、 兴趣爱好 、 文化背景 、 专业或者偏好的学

习风格等
［ ２ ３ ］

， 从 中 国人 、 华人 、 在华 留学生等

多元主体 、 多元视角理解和呈现中 国故事的整体

样貌 。 多元文化 的学 习 不仅要关注英语 国 家文

化 、 其他异 国文化及祖国文化 ， 同时也要让学生

熟悉与我 国频繁交往的朋友及对手的文化传统和

思维方式 。

［ ２ ° ］

批判性的文化意识是跨文化交际能

力 的重要组成部分 ， 教材应从 自 我和他人的文化

视角进行批判性评价
［Ｍ ］

， 将 中 国故事置于多元

文化的核心地位 ， 通过 比较分析多元视角 的 中外

故事 ， 在语篇建构策略异同分析中 ， 引导学生更

加客观 、 深刻地认识 中外文化的异同 。 例如 ， 人

教版必修第三册第一单元讲述传统节 日 时 ， 就选

？１ ３ ０ ？

择 由 在华外 国 人谈论第一次在 中 国 过春节 的

体验 。

四 、 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

要组织各种精彩 、 精练

的故事载体 ， 把 中 国 道路 、 中 国 理论 、 中 国 制

度 、 中 国精神 、 中 国力量寓于其中 ， 使人想听爱

听 ， 听有所思 ， 听有所得
”

［ ２ ５ ］

。 高 中英语教材的

编写要做好顶层设计 ， 扎根 中 国大地 ， 站稳 中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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