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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本文以我国 １５ 种外语类核心期刊的 ２７０ 篇论文为数据来源，借助可视化分析软件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采用定量

与定性相结合方法述评 １９６２—２０２２ 年国内英语教材研究。 结果显示，研究论文数量呈现“过山车”式发展趋

势，且在期刊论文总量中占比较小；研究视角注重宏观理论探讨和客位研究者观察，多学科综合剖析缺乏；研
究主题涉及教材编写、使用、分析、评估、研发等方面，但系统性欠缺；研究方法以定量研究为主，定性和混合研

究匮乏。 未来研究应注重内容覆盖面、视角立体化及范式动态转向和智能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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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教材是教学内容的主要载体，教材建设是育人育才的重要依托和国家事权。 作为极为重

要的教学要素，教材研究与教学发展相生相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英语教学发展历程见证了英

语教材研究的演进。 已有研究者回顾梳理了我国英语教材研究发展（如柳华妮 ２０１３；杨港，陈
坚林 ２０１３），但相关综述涵盖的时段较为有限，历史回溯不够，前景展望不足。 本文立足教材

建设是国家事权的新时代背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英语教材研究状况进行全方位、立体式综合

考察，总结成就，洞见问题，瞻望未来，以期推动我国外语教材体系建设和外语教学改革发展。
２． 研究设计

２． １ 研究问题

在中国知网（ＣＮＫＩ）学术期刊数据库的初步检索结果显示，新中国成立以来英语教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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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的年份始于 １９６２ 年。 由此，本文的研究问题为：（１）１９６２—２０２２ 年，国内英语教材研究论

文发表整体概貌如何？ （２）国内英语教材研究有哪些类别，涉及哪些内容？ （３）国内英语教材

研究存在什么问题，未来如何发展？
２． ２ 数据收集

笔者主要在中国知网收集数据，具体步骤如下：（１）选取期刊，选定国内 １５ 种外语类核心

期刊①；（２）检索文献，论文发表时段为 １９６２ 年至 ２０２２ 年，分别以“教材”、“英语教材”为关键

词，进行篇名、关键词、主题和全文等穷尽性检索；（３）甄别文献，逐一阅读检索所得的中文论

文，剔除非研究性文献（如会议摘要、访谈等），最后得到论文 ２７０ 篇；（４）建立文献库，论文全

部编号后导入 Ｅｘｃｅｌ 和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软件。
２． ３ 数据分析

数据分析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 定量分析根据论文发表年份，使用 Ｅｘｃｅｌ 软件

对发文量进行统计，揭示论文发表整体趋势；运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信息可视化技术，对文献进行共现

分析、共被引分析、聚类分析，绘制科学知识图谱，初步厘清英语教材研究核心领域及热点变化。
定性分析采用类属分析法（陈向明 ２０００），进行三级编码。 首先，依据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初步生成

的研究核心领域，寻找与“外语教材”、“教材编写”、“教材建设”、“教材评估”、“教材分析”、
“教材研发”等相关的意义单位，并进行标注。 其次，仔细审读文献，对意义单位进行类属划

分，例如教材中的“语用知识分析”与“中华文化分析”都属于“教材内容分析”。 第三，综合意

义单位之间、意义单位与类属之间以及类属之间的关系，确认编码框架（参见下文表 １）。 最

后，根据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绘制的科学知识图谱，按照编码框架进一步分析文献内容。
３． 研究结果

３． １ 整体趋势

１９６２—２０２２ 年，我国英语教材研究文献数量呈动态变化趋势，大致可分为 ３ 个发展阶段

（见图 １）。 第一阶段沉寂期（１９６２—１９７９ 年）：仅有 ３ 篇论文，主要涉及教材编写者的感想与

体会。 第二阶段兴起期（１９８０—１９９８ 年）：英语教材问题逐渐引发研究者关注，发文量有所增

长，但仍在低位运行。 第三阶段蓬勃发展期（１９９９—２０２２ 年）：英语教材研究的范围和视野不

断拓展，发文量波动增长，２００９ 年达到峰值 １６ 篇。 究其原因，英语教学改革推动教材研究热

点频现，教材研究快速发展。

图 １　 １９６２—２０２２ 年我国英语教材研究发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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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期刊包括《外语教学与研究》、《中国外语》、《现代外语》、《外语界》、《外语与外语教学》、《外语电化教学》、《外语教

学》、《外国语》、《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外语研究》、《外语学刊》、《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外国语文》、《外语教

育研究前沿》和《当代外语研究》。



３． ２ 文献类别

文献分类有助于从宏观和微观视角把握研究态势。 借鉴以往国内外语教学研究分类方法

（文秋芳 ２００１），笔者将英语教材研究文献分为理论研究、实证研究和综述研究 ３ 类。 ２７０ 篇

论文中，理论研究数量最多，共 １５５ 篇（占 ５７． ４％）；实证研究数量次之，有 １０４ 篇（占 ３８． ５％）；
综述研究最少，为 １１ 篇（占 ４． １％）。

对文献的进一步梳理发现，１９６２—１９８２ 年的发文量为 ７ 篇，均为理论研究，无实证和综述

研究，这表明理论研究早于实证和综述研究。 ２００１ 年后，理论和实证研究数量均有所增加，综
述研究数量则仍然较少。

３． ３ 研究主题

关键词是一篇论文的核心与要点。 某一领域文献中反复出现的关键词可代表该领域研究

热点（冯佳等 ２０１４）。 笔者运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对 １９６２—２０２２ 年国内英语教材研究关键词进行分

析，并绘制了关键词聚类知识图谱（见图 ２）。

图 ２　 １９６２—２０２２ 年我国英语教材研究关键词聚类知识图谱

在图 ２ 中，圆形节点代表文献的关键词，圆圈面积越大，说明其代表的关键词出现频率越

高。 国内英语教材研究高频关键词包括教材改革、英语教材、大学英语、外语教学、教材编写、
教材开发、教材评估、写作练习、听说能力、阅读理解、口译教材等。 对 ２７０ 篇论文内容进行进

一步分析，结果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１９６２—２０２２ 年我国英语教材研究内容分析框架

类别 维度 具体内容

理论研究
宏观教材理论 教材与教学、教材建设、教材评估

微观教材理论 教材设计与编写、教材分析与评价、教材研发

实证研究

教材编写 教材编写理念、特点、问题、对策

教材建设与研发 教材建设现状、教材语料库建设与应用

教材使用 师生对教材满意度、教师教材使用策略与动机

教材内容分析
语言类：词语搭配、语篇类型、语用知识等

非语言类：任务设计、中华文化、思辨能力等

教材评估 教材评价量表研制

综述研究
通用教材 大学 ／高校英语教材述评

具体类别教材 英语专业教材、翻译教材、商务英语教材、教材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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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３． １ 理论研究

６０ 年间，英语教材理论研究最多（１５５ 篇），呈现从宏观理论研究转向微观理论探讨的趋

势。 宏观理论研究聚焦 ３ 个方面。 第一，教材与教学的关系。 课堂教学的三要素包括教材、教
师与学生。 英语教材研究伊始，研究者便开始关注教材与教学的关系。 ２０１０ 年之后，国内学

者开始从整体教育观（赵林静，柳华妮 ２０１２）、立体式概念（陈坚林 ２０１１）、图式理论（刘辉

２０１４）等多种角度探讨英语教材与课程、教法、教师、学生之间的关联。
第二，教材建设理论研究。 庄智象（２００５）回顾了英语专业本科生教材建设的历史经验与

发展特点，并提出应建设合乎国情、理念新颖、体系完备、方法科学、手段现代的立体化外语教

材。 其后，国内学者陆续从整合框架、国际化创新型外语人才、国家安全视域、新文科建设等多

重视角探究大学英语教材建设的内涵、转向与实施路径（如庄智象等 ２０１３）。 新时代英语教材

建设过程中的影响因素，如课程标准、学习者、教师、外语生态环境、教学方法、教学评价等同样

受到关注（刘道义 ２０２０）。
第三，教材评估理论研究。 这类研究主要探讨英语教材评估体系建设，涉及国外英语教材

评估体系的启示（赵勇，郑树棠 ２００６），大学英语教材审定与选用制度在目标、思路、方法等方

面的有效性（司显柱 ２００９），基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评价理论框架对教材中隐含的意识形态的

解释程度（张伟年 ２０１４）等。
进入 ２１ 世纪，教材理论研究逐渐从宏观层面转向微观层面。 相关研究重点关注英语教材

编写理念、依据、框架、原则、特点、方法，以及任务设计、主要问题、特色创新等。 研究对象涵盖

口译、多媒体电子、复合型、ＥＳＰ、英语写作、多模态、旅游英语、商务英语、跨文化交际教材等不

同类型教材（如戴炜栋，王雪梅 ２００５；高嘉璟 ２００９）。 研究视角包括交际法、人本主义教育观、
课程思政、图式理论、应用型外语人才培养模式等（如孙有中 ２０２０）。

研究者也开始分析与评价某一教材或系列教材，包括《大学英语》、《快速阅读》、《现代大

学英语》、《大学体验英语听说教程》，以及“新世纪大学英语系列教材”、“新目标大学英语系

列教材”等（如束定芳 ２００８；徐鹰，钟书能 ２０１９）。 此外，英语教材研发理论同样受到青睐，研
究视角涉及连接主义、体验哲学、输入—输出假设等（如鲍敏，李霄翔 ２０１７）。 也有学者对英语

文学、语言学教材等进行了系统性介绍与评价（如徐蕾 ２０１４）。
３． ３． ２ 实证研究

英语教材实证研究数量（１０４ 篇）仅次于理论研究。 结合图 ２ 的关键词，笔者归纳出 ５ 个

研究主题：教材编写、教材建设与研发、教材使用、教材内容分析、教材评估。
教材编写实证研究大多运用质性方法分析英语教材的编写理念、特点、问题与对策。 研究

对象涵盖学术英语导向类教材（束定芳，安琳 ２０１４）、英语精读教材（沈黎 ２００１）等不同类型的

英语教材。
教材建设与研发研究大致可分为两类。 一类分析各类英语教材建设现状，另一类运用量

化方法探究英语教材语料库或教材词表的创建与应用（胡开宝，李翼 ２０１６；金檀等 ２０１９）。 个

性化、智能化英语教材语料库建设与研发有利于我国英语课程开发和教学实践开展。
教材使用研究大多运用量化方法调查教材使用情况，如师生对教材的满意度及其影响因

素等。 教材类别包括写作教材、学术思辨教材、视听说教程、综合英语教程、产出导向法教程

等，教材使用的影响因素包括教师、学生、教学环境、教学效果、考试等（如张虹等 ２０２１）。 此

外，为数不多的质性研究从活动理论或社会文化视角探究教师使用英语教材的策略与动机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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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锦芬，范玉梅 ２０１７）。
教材内容分析在实证研究中占比最大，可分为语言类内容和非语言类内容分析。 语言类

内容分析常用量化方法考察不同学段教材中的词语搭配、时态语态、语块对比、词族分布、语法

布局、语类特征、语篇类型、语用知识等（如李民，余中秋 ２０２０），理论框架涉及社会语言学、社
会符号学、动态系统理论等。 非语言类内容分析则聚焦中学和高校英语教材中的任务设计、活
动编排、跨学科内容、中华文化、思辨能力、核心价值观等 （如陈则航等 ２０２０；张虹，于睿

２０２０），或是以认知理论、互文理论、“内容与语言融合”理念为概念框架，或是从功能语言学、
思政视角、教育视角、现代课程论视角展开讨论。

教材评估研究以量表研制为重心，探究教材评价体系的有效性和可行性（如张虹，李晓楠

２０２２），为教材编写、分析、评价及跨文化教学研究提供参考。
３． ３． ３ 综述研究

综述研究仅有 １１ 篇，其中大学通用英语教材研究 ４ 篇，具体类别教材研究 ７ 篇，聚焦国内

外语类期刊论文的数量、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综述研究的主要结论包括：国内外

语学界的高校英语教材研究数量总体偏少；研究对象中，大学英语教材多于专业英语教材，综
合英语教材多于配套教材；研究内容呈现“重编写、轻评估”特征，缺乏对教材使用主体的实证

研究；研究方法以质性研究为主，但是量化研究逐年增加。 ２０２０ 年之后，综述研究更加关注教

材研究的热点话题，比如商务英语教材发展（王立非，任杰 ２０２１）、外语教材评估（贾蕃 ２０２２）
等。
４． 问题与展望

４． １ 存在的问题

１９６２ 年以来，我国英语教材研究不断发展，论文数量整体呈增长态势，研究方法日益多

元，研究内容涉及教材不同方面，但仍存在诸多问题。
（１） 论文数量整体偏少。 以 ２０２１ 年为例，外语类核心期刊共发文 １４２６ 篇，其中教材研

究论文 １５ 篇，仅占 １． １％。 不难发现，国内英语教材研究虽然总量递增，但在外语界研究的发

文总量中占比较小，与教材在教学中的重要地位极不相称。
（２） 研究视角单一、片面。 相关研究主要采用两种视角：一是从宏观层面论述教材与教

学的关系、教材评估框架的合理性、教材设计与编写特点、教材研发依据与原则等（如陈坚林

２０１１；孙有中 ２０２０）。 二是采用客位的研究者视角，通过观察、访谈、分析对教材内容特点和评

价体系进行阐释（如陈则航等 ２０２０；李民，余中秋 ２０２０）。 然而，教材研究涉及多个学科，教材

研发、编写、使用、评估过程纷繁复杂，参与主体与对象各有不同，单一视角研究的结果说服力

不强，推广度不高。
（３） 研究内容不够系统。 图 ３ 的关键词突现反映了 ６０ 年间国内英语教材研究热点的演

变发展。 结合表 １ 和图 ３ 可以发现：首先，现有理论文献多为宏观思辨性探讨，理论与实践结

合、服务实际英语教学的体系化研究寥寥无几。 其次，实证研究大多聚焦教材编写特点和教材

文本内容分析，忽视了教材使用过程中教师、学生及教学情境的互动与变化。 国外已有学者围

绕教材开发、教材使用、教材评估开展了系统考察（如 Ｂａｏ ２０１８；Ｔｏｍｌｉｎｓｏｎ ＆ Ｍａｓｕｈａｒａ ２０１８），
而国内此类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第三，研究对象多为大学英语教材，尤其是综合英语教材，
对基础教育阶段英语教材关注不够。 这一“片面性倾向”（杨港，陈坚林 ２０１３）不利于形成“一
条龙”英语教材建设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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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１９６２—２０２２ 年我国英语教材研究关键词突现

　 　 （４） 研究范式具备“有限的合理性”（王攀峰 ２０１９：４６），科学实证研究范式较多，人文理

解研究范式较少。 多数研究将教材视为客观存在的知识实体（如司显柱 ２００９），教材的社会文

化建构特征（如徐锦芬，范玉梅 ２０１７）未得到广泛关注。 从实证研究方法来看，定量研究占比

较大，定性研究匮乏，混合方法鲜见；横向对比研究较多，纵向历时研究较少。
４． ２ 前景展望

针对我国英语教材研究的问题与不足，笔者从以下方面展望英语教材研究的发展前景。
（１） 从成果数量来看，广大英语教师、学校教务部门及国家教材管理部门应齐抓共管，形

成合力，共同推动英语教材研究的高速度、高质量发展。 在个人层面，英语教师要不断反思教

材使用过程中的挑战与收获，结合自身教育教学理念，产出更多教材研究成果。 在学校层面，
应为提升教师教材研究水平创造条件，比如定期组织讲座、工作坊，加强英语教材研究学术成

果奖励机制建设等。 在国家层面，可设立英语教材研究专门项目，提高教材研究资助力度。
（２） 从研究视角来看，应博采各家理论精粹，多方位探索英语教材编写、使用与评估。 一

方面，注重宏观理论探讨与微观内容剖析相结合，客位研究者视角与主位使用者视角相结合。
例如，从教材编写者、出版者、使用者多群体视角出发，考察教材编写特点与使用效果关系的研

究尚属空白。 另一方面，注重从跨学科视角解决教材领域的独特性问题。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起，国外学者已开始吸收话语理论、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等相关理论，借助学科交叉和理论关联

来构建教材研究的方法论框架（Ｆｕｃｈｓ ＆ Ｂｏｃｋ ２０１８）。 在社会文化情境和课堂情境双重背景

下，从多学科视角探讨英语教材是我国英语教材研究的重要途径。 比如，研究者可基于社会文

化理论、动态系统理论等视角，探究学习者使用英语教材过程中的行为投入、心理情感等要素。
（３） 从研究内容来看，应通过综合性、系统性研究既关注教材内容，更重视教材使用。 首

先，前期理论研究多聚焦教材与“外语教学”、“听说能力”、“写作能力”等的关系，未来研究可

从课程思政视角拓展教材研究内涵，重视教材蕴涵的文化、情感、价值观的立德树人作用。 其

次，教材价值实现离不开教材使用过程，教材使用涉及教师行为与策略，以及学习者性别、年
龄、动机、观念等诸多因素，因此相关实证研究须深入考察教材使用过程中不同使用群体的个

体差异。 第三，注重数字化多元智能模式英语教材研发的实证探讨。 国外研究者已将视线投

向教材开发中“传统”与“创新”的碰撞，将互联网与后疫情时代的新型智能教材纳入研究范围

（Ｂａｏ ２０１８；Ｎｏｒｔｏｎ ＆ Ｂｕｃｈａｎａｎ ２０２２）。 由此，如何研发创新型、数字化、学生自发参与的教材是

我国英语教材实证研究的发展方向。 最后，教师在教材使用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未来尤其

需要关注基础教育阶段教师教材使用培训的内容、形式与效果。
（４） 从研究范式来看，应与国外前沿研究接轨，实现研究方法的动态转向和智能转向。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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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已有研究通常采用量化方法，利用语料库等工具分析某一（系列）教材的特点。 这种基于

传统简约论（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ｓｍ）的横断面式线性方法无法准确剖析教材内容的历时发展与使用过

程。 实际上，英语教材具有动态性，表现为时间维度特征；具有情境性，表现为空间维度特征。
教材使用实则是一个复杂动态系统，系统内各要素处于互动状态，且它们之间的干扰与关联具

有复杂性和非线性特征（Ｌａｒｓｅｎ⁃Ｆｒｅｅｍａｎ ＆ Ｃａｍｅｒｏｎ ２００８）。 据此，未来英语教材研究应从共

时研究转向历时研究，从孤立研究转向互联研究，从静态研究转向动态研究。
教材研究的智能转向体现为从描述性分析转变为预测性分析。 描述性分析基于数据信

息，通过整理、描述、解释等方法实施定量或定性分析，揭示事物发展的现状及问题。 信息化时

代，预测性分析成为人类文化认知的重要特征（参见王攀峰 ２０１９），即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
区块链等技术描述和挖掘前沿问题，通过建立模型发现事物内在联系，把握发展趋势，作出合

理决策。 预测性分析在教材设计、研发与评估中的应用是英语教材研究需要关注的重点话题。
５． 结语

本文借助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统计分析软件，对 １９６２—２０２２ 年我国外语类核心期刊发表的英语教

材研究论文进行全面考察。 研究结果发现，整体发文趋势起伏波动较大，研究视角注重宏观理

论探讨和客位研究者剖析，研究内容涉及教材编写、使用、分析、评估、研发等诸多方面，研究类

型以理论、实证研究为主。 研究存在的缺陷是研究数量相对较少，研究视角片面、单一，研究内

容不够系统，研究范式适切性欠缺。 未来研究应加大成果产出，拓宽研究视角，丰富研究内容，
转变研究范式，实现研究方法动态转向和智能转向。

本文对我国外语教育教学改革能够提供有益启示。 一方面，教材建设是人才培养的重要

抓手，以课程思政引领的新时代教材建设和研究新趋势有助于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具

有中国情怀、国际视野、创新能力和较高综合素养的复合型外语人才。 另一方面，教材建设是

学科体系的关键环节，构建新时代“大外语”格局和新文科背景下“大外语”学科体系的必由之

路是加强跨学科、智能化、创新型英语教材建设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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