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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本文从教材使用取向、教材使用策略及行为和教材使用影响因素三个方面评述相关分析

框架，并提炼相关研究主题，即理论探讨主要围绕教材使用者与教材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涉及

教材观、教材使用策略及影响因素、教材使用对教师专业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本文最后提出未

来可以通过拓展教材的内涵，拓宽教材使用情境，关注教材使用中各要素之间的动态交互，推动

教材使用培训与研究，以及采用更加多样化的研究方法来进一步推动外语教材使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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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s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s of materials use from three aspects:

materials use orientation, materials use strategy and behavior, and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use of

materials. It then generalizes three major topics from previous research. Specifically, the theoretical

discussion mainly focus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terials users and materials, and the

empirical studies involve users ' views on materials, materials use strategies and factors influencing

their materials use, and the effects of materials use on teachers '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Finally,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future research on materials use can be furthered through expanding the

definit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materials, examining wider contexts of materials use,

exploring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key factors in materials use, promoting and probing into the

training of teachers' materials use, and adopting more diversified research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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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大学英语教学指南 (2020 版)》(以下简称《指南》) 指出，教材是传播新知识、

新思想、新观念的重要载体，是教学内容的主要载体，也是实现教学目标的重要

保证。外语教材的有效使用决定着教材价值在教育教学中的有效转化，对于满

足新时代国家战略需求、推动外语教育发展至关重要。提高教师和学生在教材

建设、教材使用与教材评价中的参与度，实现教材使用效益的最大化也是《指南》

的要求。虽然近年来外语教材使用研究逐渐引起国内外学者关注，但与教材内

容研究相比，相关实证研究远远不足 (Harwood 2021)。根据笔者对来自全国不

同院校部分外语教师的非正式访谈，老师们普遍认同教材使用研究的重要价值

和意义，但对如何进行教材使用研究却感到很困惑，如是否有相应的研究框架。

鉴于此，本文基于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阅读和思考，提炼出外语教材使用研究的

分析框架和主题，以期对该领域未来实践与研究提供启示，推动新时代背景下外

语教材的有效使用。

2. 分析框架

对外语教材的系统研究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 (Littlejohn 2022)，此后学界对于

外语教材的界定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拓展，研究者不再将教材局限于专门为教

学而设计的正式材料，只要能用于语言教学、有益于语言教学的任何素材都可以

视作外语教材 (Guerrettaz et al 2021)。对外语教材使用的界定也随之从早期

Hutchinson (1996: ii) 的“各种因素影响下的教师、学习者、教科书 (textbook) 之间

复杂动态的互动”拓展到当今 Guerrettaz et al. (2021: 16) 的“教师、学习者与一个

或多个教学材料之间紧密交织的内在互动”。这些定义体现了教材使用的动态

性和情境性特征。纵观已有研究，我们发现，国外研究者提出的一些分析框架对

我们国内学者深入系统地进行外语教材使用研究具有很大的启发性，这些框架

主要涉及三个领域：教材使用取向、教材使用策略及行为和教材使用影响因素。

2.1 教材使用取向

教材使用取向分析主要关注教师在使用过程中的角色和定位。其中比较有

代表性的是 Shawer (2010a) 通过实证研究总结出的三种使用取向，并根据这三种

取向将教师归为三种类型：课程传播者 (curriculum-transmitter)、课程开发者

(curriculum-developer) 和课程创造者 (curriculum-maker)。三者对教材的忠实程

度由高到低，传播者视教材为脚本，练习及活动都按照教材顺序进行，极少进行

改编，即“教教材”；开发者视教材为跳板，会基于自己教学对象的情况对教材进

行改编、补充或拓展，即“用教材教”；而创造者注重在课程开始前进行学习者需

求调研和分析，基于调研结果来设计课程，这类教师大部分情况下并不使用教

材，而是自行挑选或设计素材，有时会将教材的目录或者框架作为选材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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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不用教材教”。这种区分与早期 Snyder et al. (1992) 所提出的课程实施忠实

取向、调适取向和创生取向形成了对应。Shawer (2010a) 的类型分析为我们理解

教材使用中的教师角色提供了很好的框架。

2.2 教材使用策略及行为

教材使用策略及行为是最受研究者关注的领域，其中三个分析框架比较有

代表性。第一个框架是 McDonough & Shaw (2003) 对外语教师教材改编行为的

区分，另外两个框架分别由 Remillard (1999) 和 Brown (2009) 针对数学教材的使

用所提出，Grammatosi & Harwood (2014) 将这两个框架借鉴到了外语教材使用

研究中。这些框架为我们分析教师与教材之间的互动提供了各种视角。

首先，McDonough & Shaw (2003) 针对语言类教材，对教师的教材改编行为

进行了区分，他们提出如下教材改编方法框架：

1) 增加：指教师对原有教材进行补充和拓展，可以从量上进行补充，如增加

已有练习类型的练习量，也可以在质的意义上进行拓充，如增加新技能或语言练

习类型。

2) 删减：同样包括质与量的删减，前者指删除或跳过某个练习或活动类型，

后者指减少某类练习或语言点的量。

3) 修改：修改又分为改写和重组。对教材内容进行改写是为了更加符合学习者

的背景、兴趣和特点，如基于学生水平对教材某个活动进行简化。对教材进行重组

则往往是出于课堂管理的考虑，例如考虑到班级学生数量，对教材活动形式进行

调整。

4) 调整顺序：指教师出于教学逻辑或教学效果的考虑调整教材活动的顺序。

McDonough & Shaw (2003) 指出，教材改编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改变教材的某

些内在特点以更好地适应特定教学环境，最大限度提升教材的适当性。他们提

出的改编框架对指导教师的教材使用以及就教材使用行为开展实证研究都具有

很强的参考意义。

其次，Remillard (1999)在一项数学教材使用的历时研究中提出教师与教材

的互动主要涉及三个层面 (图 1)：

1)规划 (Curriculum Mapping)，指教师对整个课程的结构和内容，包括要涵盖

的话题、概念、技巧的内容及顺序做出决定。例如某些单元是保留还是跳过，计

划花多长教学时间等。这个决策过程会受到教师信念、教师的内容知识以及环

境因素的影响。

2)设计 (Design Arena)，指教师挑选或者设计任务。通过探究任务的形成过

程和具体形式可以理解教师对于教学内容和学习方法所持有的假设。

3)建构 (Construction Arena)，指教师在课堂上根据学生反应和表现，在教材

活动基础上进行临场应变、即兴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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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三个层面及其关系概述 (Remillard 1999)

课程规划

数学课程的结构与内容

设计 建构

选择与设计
数学任务

在课堂上
实施任务

根据学生
反应即兴
创作

图 1 显示，规划属于整体宏观层面的考量，统领着教学前后和教学中的教材

筛选、设计和建构等各种行为。这一框架对于教师的教材使用概括得比较全面，

其中的板块区分也为我们寻找外语教材使用研究的切入点提供指引。

最后，Brown (2009) 总结了教师与教材之间的五类互动：1) 选择，教师挑选

教材内容并决定使用方式，是忠实参照教材实施教学，还是选择性使用，或是直

接不予采用；2) 阐释，教师根据自身的教学设计、教学法内容知识以及教学情境

对教材进行解读；3)协调，教师在自身教学目标、教学能力、教学情境以及教材的

预期目标之间进行协调；4) 适应，教师基于学生表现不断给予反馈并且调整教

学，以适应学生的兴趣、能力和经历等；5) 增加、修改或删减，教师根据自身以及

学生能力对教材进行修改或者增删。该框架比较全面地呈现了教师使用教材时

可能涉及的决策和行为。

在此基础上，Brown (2009) 根据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利用教材的程度将教材

使用分为转让、改编和即兴发挥。其中转让指教师很大程度上利用教材来指导

教学活动；改编指教师对教材进行调整，同时利用自身资源和教材资源进行教

学；即兴发挥则是指教师对教材的依赖极少，主要由教师自身发挥能动性来开展

教学活动。这三种教材使用方式并无优劣之分，也不代表教师对教材的忠实程

度，该框架体现的是教师与教材不同的互动方式和对教材不同程度的运用。

除了该描述性框架，还有一个重要的评价性概念“教学设计能力”，即教师感知并

利用已有教学资源以创造教学情境、实现教学目标的能力 (Brown 2009: 29)。此

概念可用来评估教师的教材使用能力，衡量教学设计是否对教学有益。虽然教

师的教学风格、教学方法可能不同，但教学设计能力强的教师具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可以灵活采用各种方式、调用各种资源以有效实现教学目标。Brown 的研

究对于分析教材使用方式、评价教材使用有效性提供了借鉴，但他自己也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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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设计能力具体包含哪些维度、如何提升、如何评估都有待进一步厘清。

2.3 教材使用影响因素

除了教材使用取向和使用策略及行为，影响教材使用的各类因素也是研究

焦点之一。最有影响力的是 Hutchinson (1996) 提出的教材使用影响因素分析框

架，涵盖了教材使用动态系统中的重要元素：1) 教材因素，如教材的内容、难度、

篇幅；2) 教师因素，如教师的信念、教学内容知识和经验、培训经历、教学风格；

3) 学习者因素，如学习者信念、学能、学习风格；4) 课堂和制度因素，如课堂的布

局、课程时间安排、管理者对于教材使用以及外语教学的态度。

上述分析框架为我们理解教材使用并且开展相关实证研究提供了路线图。

但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分析框架主要从教师视角出发，学习者大多只是分析框架

中的一个要素。而学习者作为教材使用者中的一个重要群体，他们通过教材使

用所获得的发展反映了教材转化的最终效果，因此，未来需要更多从学习者视角

开展系统性研究。

3. 研究主题

任何研究都必须置于大的学术背景下，了解已有相关研究主题有助于我们

更好地确定选题。目前教材使用研究主要涉及两大类。一类就教材使用者与教

材之间的关系展开理论探讨，另一类主要针对教材观、教材使用策略及影响因素

以及教材使用所产生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

3.1 理论探讨

研究者大多从一种动态协作和关系型的视角来理解教材使用(Matsumoto

2019; Guerrettaz et al. 2021)。从教材使用的目标来看，研究者指出教师与教材的互

动协作共同促进外语学习。Canniveng & Martinez (2003) 认为外语教材使用应当是

二语习得理论、教师认知（观念、态度、决策、个性)和教师经验这三者互动的结果，只

有积极持续的互动才能有效促进语言学习。束定芳和张逸岗 (2004) 强调教师和教

材都是学生外语学习的重要支持和辅助，两者相互合作但又各自发挥其独特的作

用。从教材使用的过程来看，研究者分析教材使用是动态发展的，其中蕴含着各种

关系，包括教师通过使用教材与学生、与合作教学者、与教材开发者之间建立的关系

与互动 (Lloyd et al. 2009)，也包括教师与教材之间的相互影响、教师的观点与决策

影响着教师如何调动教材资源等 (Brown 2009)。这类探讨凸显了教材使用动态化、

情境化、关系化的特点，因此对于教材使用的研究不可忽视其所处的微观课堂情境

和宏观社会文化情境，更不可忽视教材使用系统中各要素的关系与互动。

3.2 实证研究

总体来讲，外语教材使用的实证研究相当匮乏，而对互动和情境的关注是已

有实证研究的一个共性，主要涵盖三大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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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材使用者的教材观。“教材观是人们对教材本质及功能的认识，它反映

了教材使用者对待教材的态度和方式”(俞红珍 2005: 43)。研究者探究了教师对

教材的信念和态度 (Lee & Bathmaker 2007; Menkabu & Harwood 2014)、学习者的

态度 (Yakhontova 2001) 或者对教师和学习者的教材观进行对比 (McGrath

2006)。其中 McGrath (2006) 在研究中通过考察教师和学习者对教材的隐喻来了

解他们对教材的态度，该方法对于此类研究很具有启发性。

2) 教材使用策略及影响因素。有关教师教材使用策略的研究发现，教师通常

采用跳过、增加、调整顺序等教材使用策略 (Menkabu & Harwood 2014; 徐锦芬、

范玉梅 2017；张虹等 2021)。在少数关注学生教材使用的实证研究中，郭燕和徐

锦芬 (2015) 的研究发现，我国非英语专业大学生的教材学习仍以考试为导向，学

生的教材自主学习意识和能力较薄弱。Matsumoto (2021) 拓宽教材的范畴，关注

学习者如何在语言课堂上自发使用智能手机促进语言学习。Matsumoto (2019)

则从二语课堂互动出发，同时考察教师和学生如何使用各类教材资源开展互动。

已有研究所揭示的影响教师教材使用的因素非常复杂多样，总体上可以按照

Hutchinson (1996) 的框架划分为教材、教师、学习者、课堂及制度因素，但这些实证

研究为我们更好地理解每一类因素提供了更为丰富和具体的细节。例如，Wette

(2010) 通过考察教师在课堂上的教材使用行为，发现教师会根据学生的反馈尤其

是学生的课堂表现和情感反馈做出临场决策，调整素材使用方式和教学活动。但

Wette 指出，在不同的教学环境中，教师做调整的难度不同，比如在高限制环境下

(high-constraint context)，教师选择课程和教材的自主程度较低，在课堂中调整教

材使用方案时难度更大。这项研究体现了学生和学校环境因素如何影响课堂中

教材的动态使用。Grammatosi & Harwood (2014) 针对经验教师教材使用的个案

研究发现，教师主要基于自身的教学理念和对教材质量的评价做出教材使用的

各种决策。Tasseron (2017) 研究大学教师如何使用英语教程中聚焦语言的部分

以及 Abdel-Latif (2017) 分析埃及初高中教师如何使用归纳式语法教材都发现了

教师个人理念对教材使用产生的影响。徐锦芬、范玉梅 (2017) 探究两名大学英

语教师实施教材任务的具体策略、动机以及动机形成的原因，发现教师的教材使

用动机受到教师对教学法的理解、学术背景和兴趣、关于英语教学和学习的信念

以及考试制度的影响。张虹等 (2021) 则通过大规模问卷调查发现除了教学环

境、教师理念、学生水平和考试，教学效果也会对教材使用产生影响。

3) 教材使用对教师专业发展的影响。相比其他实证研究，教材使用实践反

过来对使用者本身产生何种影响受到的关注很少，且仅有的少量研究基本与教

师相关而忽略了学习者。例如，基于课程传播者、课程开发者和课程创造者的分

类法 (Shawer 2010a)，Shawer (2010b) 将 10 名外语教师分成三组，围绕教材使用

对教师专业发展的影响开展质性研究。结果发现，以课程开发者和课程创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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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取向的教师在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上获得更加明显的发展，也产生了更加积

极的专业情感。国红延和战春燕 (2011) 的调查发现大学英语教师的教材使用有

利于提高其语言能力和教学能力，但教师基于教材使用进行教学反思和开展课

堂研究的能力还有待增强。

上述研究反映出教材与教师之间密不可分的天然关联，研究者采用了日益

动态化、互动式、关系型的视角解读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影响。但就像教材使

用研究的各类框架中对教师的关注多于学习者，实证研究中学习者的声音也有

所缺失。

已有研究以质性研究为主，最常用的数据收集方法包括访谈、课堂观察和实

物收集。极少数量化研究中，调查问卷是最为广泛使用的研究工具，主要用于了

解教材使用现状及影响因素。但我们认为，仅用问卷调查无法呈现教材使用的

全貌，只有将问卷调查与访谈、观察等质性研究方法相结合，采用混合研究设计，

才能更深入地解释复杂动态的教材使用过程。

4. 未来教材使用研究方向

正如 Harwood (2021) 呼吁在更广阔的社会和教育环境下探究使用中的教材

(materials in action) 和情境中的教材 (materials in context)，笔者认为，我国未来外语

教材使用研究应当结合新时代赋予外语教学的新特征，一方面，技术赋能外语教学

促使教材形态、功能和特征都发生了改变；另一方面，在课程思政背景下外语教材本

身的意识形态和价值属性愈发受到关注，这种变化对教师和学习者的教材使用能力

都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充分意识到外语教材使用情境的日益复杂性和目标的多

元化是做好教材使用研究的前提。我们可以具体从以下几个方面深入探究。

第一，拓展外语教材的内涵。从教材的来源与生成方式来看，研究不应局限

于自上而下所形成的教材，例如专业团队编写并正式出版的教科书，自下而上所

生成的教材已然成为外语教学情境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由教师或学生原

创或改编的教学材料。教材使用研究应当关注不同来源的教材所具有的特点、

优势和功能。从教材的形式来看，信息时代的外语教材应当具备更大的外延，涵

盖更加广泛多样的形式。技术与教材之间的边界正在变得模糊 (Mishan 2022)，

技术不再只是工具，而是与教材有机融合，因此，除了文字、图片、音视频，教材使

用研究中还需要考虑在外语教学中应用日益广泛的技术软件和平台等，例如教

材配套的数字平台和融入外语教学的社交媒体等。从教材承载的内容来看，外

语教材除了传递语言知识，也蕴含历史文化、人文知识、意识形态和道德价值等

丰富的非语言知识 (Adamson 2004; 徐锦芬 2021; 徐锦芬、刘文波 2021)，因此，在

语言、知识和技能层面之外，教材使用研究也应探讨教材的文化、情感和价值观

层面在使用中的转化方式和转化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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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拓宽外语教材使用情境。首先，教材使用情境应当衔接课堂内外和线上

线下。考虑到出版社提供的立体化教材和师生通过网络所接触的海量资源，线上数

字资源与线下纸质材料之间、课堂内外的教材使用之间会形成怎样的关系，都是教

材使用研究值得探讨的问题。但目前对课堂外和网络环境中的教材使用关注不够，

这与当下的外语教学现实不符。其次，对教材使用情境的考察还应拓宽至社会、政

治、文化等宏观情境，这一点对于外语教材的使用尤为重要。外语教材中的非语言

知识与使用者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产生怎样的关联，宏观情境是否以及如何影响教

师和学习者对教材的解读和使用，同样是未来需要探索的重要课题。

第三，关注外语教材使用中教师、学生、教材、教学情境的动态交互。随着教

学情境的变化和教材形态与功能的演变，未来研究需要关注教师和学生对外语

教材持何种认知、信念和态度，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与策略使用新型教材，教材的

特点如何影响师生的教材使用行为，师生之间的互动如何影响彼此的教材使用

行为，如何评价教材使用的有效性，教师和学生应当具备哪些素养以有效使用教

材，等等。这些研究不仅有助于揭示外语教材使用的特点、提升教材使用效果，

对于教材开发也有重要的启发性意义。另外，我们还需要探索教材使用反过来

对教师和学生产生何种影响，包括教师的专业知识、专业技能和专业理念，学生

的语言能力、交际素养、文化素养和思辨能力等。这些领域可以通过量化研究把

握现状，也需要质性研究深入了解细节。

第四，推动教师教育中的教材使用培训，并针对培训内容、形式、效果开展研

究。魏戈 (2020: 3) 指出，“当前的教师教育主流体系均采用的是从理论到实践的

路径”，这种自上而下、由外至内的路径容易使理论与实践之间发生脱节。而教

材使用属于外语教师极具情境性、实践性和复杂性的教学日常，结合教材使用开

展教师教育培训，可以更好地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Harwood (2021) 建

议此类培训一方面应关注教材使用的灵活性和创造性，呈现出教材使用的多种

可能，让教师意识到可以结合自身、学习者和情境因素来发挥自主性和能动性进

行教材使用，另一方面，为避免过于灵活而缺少指引，教材使用培训还应结合二

语习得相关研究成果为教师有效使用教材进行明确的指导。具体在中国的外语

教学环境下如何开展教材使用培训，其中应当涵盖哪些内容，以何种形式开展，

如何衡量培训的效果等等都值得进一步探究。

最后，为了全方位多视角了解外语教材使用情况，未来可以采用更加多样化

的研究方法，例如通过有声思维了解教师和学生在课堂外使用教材时的思考和

决策过程，通过叙事研究对教师和学生教材使用的经验故事进行呈现、思考、重

构和诠释，揭示其本质和意义，通过 (准) 实验研究分析不同教材使用策略的有效

性等。总之，用科学严谨的方法探究教材使用应该成为未来教材研究的一个重

要方面 (Harwood 2021)。

徐锦芬 刘文波 外语教材使用：分析框架与研究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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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教材使用是教材开发与建设的终极目的 (Graves 2019)，是衔接教材开发、教

材分析、教材评估的核心环节。教材使用实践与研究对于发挥教师和学生的主

体作用，实现教材价值的最大化都有着重要意义。本文从教材使用取向、教材使

用策略及行为和教材使用影响因素三个方面评述了相关分析框架，概述了相关

研究主题，并指出了未来研究方向，希望能为未来教材使用研究提供有益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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