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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本文以 Ｒｉｓａｇｅｒ 的语言教材文化呈现分析方法作为理论框架，选取前 ３ 个维度，即国家研究、公民教育研究

和文化研究，采用内容分析方法对比分析中外各两套大学英语教材的文化呈现。 研究发现：国内、国外教材均重视国际

文化和母语文化，呈现方式上“顺便”和“间接”数量基本持平，“清晰”数量前者略低于后者；国内外教材基本呈现人类共

同关注的主要问题，其分布和呈现还可更加均衡、深化；国内外教材呈现多元的文化身份和社会身份，其性别、宗教、种
族、民族等方面还可更加系统、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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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中国外语教材研究专项课题“‘立德树人’视角下中外跨文化外语教材比较研究”（ＺＧＷＹＪＣＹＪ２０２１ＺＺ１３）、
国际中文教育研究课题“‘国际中文日’品牌设计与传播策略研究”（２２ＹＨ９６Ｃ）和第十一批中国外语教育基金项目“高校

外语教师跨文化思政育人素养提升研究”（ＺＧＷＹＪＹＪＪ１１Ａ０４２）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电子邮箱：ｚｈａｎｇｐｅｎｇ＿ｒｏｓｅ＠ １６３． ｃｏｍ



　 　 １　 引言
教材作为人才培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所有教学资源中最主要的工具，好的教材可鼓励

学习者学习（Ｈｕｔｃｈｉｎｓｏｎ， Ｗａｔｅｒｓ １９８７：９６ － １０５）。
英语教材作为学习者接触文化信息的直接媒介和

首要材料来源 （ Ｏａｋｅｓ， Ｓａｕｎｄｅｒｓ ２００４： １９６７ －
１９８８），以什么方式有机融入什么文化对外语教

育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教育部教材局 ２０２２ 年工

作要点》指出，“打造更多培根铸魂、启智增慧、适
应时代要求的精品教材”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

部 ２０２２）。 要达成此目标，英语教材应助力中国

学习者在学习世界文明精华的同时能够用英语向

世界讲述中国文化（文秋芳 ２０１９：２９５），要通过有

效的文化呈现助力学习者在跨文化比较与反思中

加深对中外文化的理解并坚定文化自信，培养履

行国际义务及参与全球治理能力的国际化人才并

促进文明互鉴。 然而，这是目前外语教学缺失的

责任，需在教材编写等方面创新策略和方法（Ｂｙ⁃
ｒａｍ ２０１１：１７， 朱鹏霄 于栋楠 ２０２３：８９ － ９４）。

Ｒｉｓａｇｅｒ（２０１８：２３ －２５）提出的外语教材文化呈

现分析方法是 Ｋｕｍａｒａｖａｄｉｖｅｌｕ （２００８：２８ － ４７）和

Ｂｙｒａｍ（２００８：１５５ －２２４， ２０１１：１０ －２０）提倡的“全球

文化意识”和“跨文化公民身份”作为语言学习主

要成果的结合，为外语 ／二语教材中文化呈现（社会

文化内容）的理论反思做出贡献。 该理论关注教材

如何影响学习者对自我的理解及其处理地方和全

球问题的跨文化能力，为学生跨文化反思和全球公

民教育提供输入，有助于推动教材实现培根铸魂、
启智增慧的作用，符合新时代要求。 此外，英语教

材文化呈现研究多以本国教材研究为主（张鹏

２０２１：３４），仅有少量学者采取对比视角（史兴松 万

文菁 ２０２１：５１），而教材编写需要汲取国内外优秀

经验，从意识形态的维度加强国家对教材的整体规

划和管理（韩震 ２０１９：１１），且对国内外不同出版

社、不同版本、不同学段的英语教材进行文化呈现

分析并开展纵向或横向比较研究是学界进一步关

注的方向（张虹 李晓楠 ２０２２：８３）。 鉴于此，本研究

选取 Ｒｉｓａｇｅｒ（２０１８：２３ － ２５）的教材文化呈现分析

方法，对比分析中外各两套大学英语教材的文化呈

现方式，并结合《大学英语教学指南》（２０２０ 版）和
学界观点进行评判，以期为我国大学英语教材文化

内容编写提供有益参考。

２　 文献回顾
外语教材的文化呈现分析主要集中在国别角

度、文化类型和呈现方式 ３ 个方面。 国别角度常

见为本土文化、英语国家文化和国际文化。 ２０ 世

纪 ５０ 年代至 ９０ 年代，从把文化作为物体或事实

来学习，过渡到关注目标文化中不可见的小“ ｃ”
领域（如 Ｔｏｍａｌｉｎ， Ｓｔｅｍｐｌｅｓｋｉ １９９３：５７ － １５０），主
要以英语内圈国家文化为主，英美文化占据强势

地位，较少涉及英语外圈及延展圈国家文化（Ｃｏｒ⁃
ｔａｚｚｉ， Ｊｉｎ １９９９：１９６ － ２１９），受到英美英语语言教

学（ＥＬＴ）出版业支持语言帝国主义的影响（Ｐｈｉ⁃
ｌｌｉｐｓｏｎ １９９２：１ － １５）。 ２１ 世纪前 １０ 年间，关键公

民身份（Ｇｕｉｌｈｅｒｍｅ ２００２：２０６ － ２２４）、公民跨文化

能力（Ｒｉｓａｇｅｒ ２００７：１ － １８）等观点陆续涌现，英语

教材的文化内容逐渐增加本土文化比重（Ｙａｍａｄａ
２０１０： ４９１ － ５０６）。 ２０１０ 年至今，国内外语言教材

开始出现大范围、系统化的文化内容分析，其中非

欧洲国家，尤其是亚洲和非洲国家文化呈现极少

（Ｙｕｅｎ ２０１１：４５８ － ４６６；Ｋｅｌｅｓ， Ｙａｚａｎ ２０２０：１ －
２２），我国学者也逐步探讨国内高校外语教材对

世界各国文化及中国文化的呈现（如 Ｗｕ ２０１０：
１３７ － １４４，张虹 于睿 ２０２０：４２ － ４８）。 在文化类

型上，经历了“文化、社会、生态和技术、个人”的

门类归属（Ｎｏｓｔｒａｎｄ １９７４：２６３ － ３２７），“书中人物

的身份、社会交往互动、信仰和行为、社会和政治

制度、社会交往和生命周期、民族 ／国家历史、民
族 ／国家地理、刻板印象和国家身份”的分类项目

（李洪乾 ２０２２：３５ － ３９， Ｂｙｒａｍ １９９３：９ － １２），“文
化实践、文化产品、文化观点、文化人物”的文化

类型框架（Ｙｕｅｎ ２０１１：４５８ － ４６６）和“国家研究、
公民教育研究、文化研究、后殖民主义研究和跨国

研究”的文化呈现分析维度（Ｒｉｓａｇｅｒ ２０１８：２３ －
２５）。 从文化呈现方式上，主要分为针对语篇的

显性呈现和针对练习的隐性呈现 （周小兵等

２０１９：５０ － ５８， 张虹 李晓楠 ２０２２：７８ － ８４）。
上述研究虽然内容丰富，但相对缺乏依据理

论指导进行的实证对比研究，然而教材编写者须

根据价值观内涵选择教材内容，将其作为统领整

个教材内容设计的“纲” （文秋芳 ２０１８：７）。 Ｒｉ⁃
ｓａｇｅｒ（２０１８：２３ － ２５）提出的外语教材文化呈现分

析方法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倡全球视野，探究文本

所产生的促进跨文化学习的意义潜力，既涵盖国

别也包括政治、社会、历史、民族、宗教、身份等公

民教育和文化方面，符合全球化教材产出的趋势，
是教材文化呈现分析中最新的重要理论之一。 具

体来看，现有研究仍在持续探讨如何均衡不同国

家文化比例以及采用哪种呈现方式（张虹 于睿

２０２０：４２ － ４８），国家研究维度仍然重要；对于文化

呈现应包含哪些内容尚未达成共识，所选择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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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往往是支离破碎且异质的 （ Ｒｉｓａｇｅｒ ２０２１：
１２１），仍然停留在知识导向层面而无法让学习者

进行深层次反思（Ｓｈｉ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２５３ － ２６８），因
此，公民教育研究和文化研究维度需要重视。 同

时，现有研究主要以跨文化专业教材为主要研究

对象，以跨文化能力培养为核心目标的外语教材

只作为其中一部分提及，且多为宽泛的趋势统计

（索格飞等 ２０１５：９０）。 因此，本文以具有明确跨

文化交际教学导向的大学英语教材为研究对象，
以 Ｒｉｓａｇｅｒ（２０１８：２３ － ２５）提出的外语教材文化呈

现分析方法的前 ３ 个维度为理论框架，开展中外

英语教材文化呈现比较研究。

３　 研究设计
３． １ 研究问题

本文旨在回答以下研究问题：（１）国家研究：
中外教材呈现哪些国家文化及如何呈现；（２）公

民教育研究：中外教材是否呈现世界的主要问题；
（３）文化研究：中外教材呈现什么文化身份和社

会身份；（４）中外教材文化呈现有哪些异同。
３． ２ 研究对象与材料

研究对象为 ４ 套英语教材：（１） Ｉｎｔｅｒｃｈａｎｇｅ 第

四版 ４ 册（剑桥大学出版社，入门—初—中—高

级别）；（２）Ｎｅｗ Ｈｅａｄｗａｙ 第四版 ４ 册（牛津大学

出版社，入门—初—中—高级别）；（３）《全新版大

学进阶英语综合教程》４ 册（上海外语教育出版

社）；（４）《新未来大学英语综合教程》４ 册（外语

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这 ４ 套教材的适用对象均

包含大学生和成人，均以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为

导向，国内教材均为该系列教材最新版，国外教材

均为该系列教材适用度较高版本。 其中，国外两

套教材在世界享誉盛名，重视国际视野；国内两套

教材分属两大重要出版社，扎根中国、面向世界。
虽然选取的中外英语教材适用对象略有差异，分
别为国际学生和国内大学英语学生，但前者也同

样包含并适用于中国大学生。 同时，Ｗｅｎｉｎｇｅｒ 和

Ｋｉｓｓ（２０１３：２）指出由于语言教学目标可明确塑造

教材内容，可在相似目标下研究不同类型的教材。
因此，选取的 ４ 套教材因教学目标相似且使用对

象重叠，可进行中外对比研究。
３． ３ 数据收集与分析

３． ３１ 编码

选取 ４ 套教材（１６ 册）中的文本为比较和分

析对象。 为避免编码主观性带来的数据误差，由
两名成员共同分析文本并给重要的文本段做标

记，随后根据研究问题使用 ＮＶｉｖｏ 软件创建主要

节点为国家研究、公民教育研究和文化研究。 在

初始编码开始时，由两名成员分别使用节点编码

现有数据，编录归属于同一节点的所有文本段。
之后，根据具体研究问题界定子节点并进行二次

编码，使用详尽的子节点系统编码所有数据，使用

软件中的编码比较功能分析编码的一致性和分

歧，并进行协商和统一，确定最终编码。 其中，国
家研究指按地域分类的国家文化研究，结合英语教

材出版业以英美文化价值观为主导到英语作为国

际通用语的发展背景，以及中国对外开放进程中的

中国文化“走出去”和倡导文化自信的时代背景

下，主要以 Ｋａｃｈｒｕ （１９９０：３ － ２０）、Ｃｏｒｔａｚｚｉ 和 Ｊｉｎ
（１９９９：１９６ －２１９）、张虹和李晓楠（２０２２：７８ － ８４）的
分类方式为基础，分为中国文化（即学习者母语文

化）、英国文化和美国文化（即内圈国家文化中的

“核心”）、英语为官方语的国家文化（即其他内圈

和大多数外圈文化）、英语为非官方语的国家文化

（即个别外圈文化、所有延展圈文化和其他文化）５
个子节点，本文将后两者统一归为国际文化；公民

教育研究包括环境与能源、贫困、历史、战争与犯罪

等 １３ 个子节点；文化研究下的文化身份和社会身

份包括年龄、性别、种族、宗教以及科学家、艺术家、
运动员、弱势群体等 ２６ 个子节点。 最后，使用软件

进行主题分析并呈现研究结果。
３． ３２ 比较与分析

通过比较国家研究中 ５ 类国家文化的数量、
呈现形式，分析国家文化分布比重、成因及存在哪

些盲点，考察国内教材是否既关注英美文化，也关

注母语文化和国际文化，是否促进国家知识的发

展。 通过比较公民教育研究中 １３ 类人类共同关

注的主要问题，分析其在国内外教材中呈现频次

及覆盖范围，考察国内教材培养语言文化学习者

责任感和批判性文化意识，从事跨文化交流、调节

和行动的可能性，是否在全球问题上呈现中国样

本，按话题类别编码分析。 通过比较文化研究中

的不同文化身份和社会身份，分析语言文化学习

者与不同人的“相识和交流”机会，考察国内教材

是否在促进学习者意识到自我主体性的同时，能
够助力他们客观、理性地理解他国相应身份，并批

判地对待“他者”“小众化”和“种族化”等过程。

４　 研究发现
本节根据 Ｒｉｓａｇｅｒ（２０１８：２３ － ２５）的教材文化

呈现分析方法，结合定量、定性数据综合展示 ４ 套

英语教材在国家研究、公民教育研究和文化研究

３ 个维度上的文化呈现，并基于《大学英语教学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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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２０２０ 版）和学界观点进行讨论。
４． １ 中外英语教材国家研究维度上的文化呈

现比较

４ 套教材的国家研究矩阵编码参考点如图１

所示。 国外教材的国家文化编码参考点总数多于

国内教材（２２４：１８２），但国际文化占比几乎相当。
其中，Ｉｎｔｅｒｃｈａｎｇｅ 呈现的国际文化最多，尤其英语

为非官方语言的国家文化 ５２ 个编码点中包括 ３３
个国家或国际组织，且中国文化数量（７）超过韩

国（６）、墨西哥（６）、日本（５）、摩洛哥（４）、西班牙

（３）、哥伦比亚（３）等其他国家；Ｎｅｗ Ｈｅａｄｗａｙ 呈

现的英语为非官方语言的国家文化最少（２７），是
４ 套教材中唯一仍以英美文化（７１）及欧洲发达国

家文化为主的教材。 国内两套教材虽少有提及国

际组织，且“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参考点多

为顺便提及，但呈现的国际文化与英美文化比重

几乎持平（３７：３４ 和 ３３：３５），英语为非官方语言

国家文化也分别覆盖 １８ 和 ２０ 个国家 ／地区。 此

外，国内教材重视母语文化，几乎每个单元都有一

篇与主题相关的中国文化或中国故事篇章，或扎

根中国的同时在文后、文中醒目地呈现跨文化反

思性问题，由于习题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内，因此未

列出。 中国文化在 Ｉｎｔｅｒｃｈａｎｇｅ 教材中得到重视与

我国日益凸显的国际地位和经济实力增长有关，
国内教材加大国际文化比重、且重视母语文化与

我国相关教育政策密不可分，这与“全球化产出

的教材中重视国际和本土文化是教材发展趋势”
的观点不谋而合（Ｓｈｉ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２５３ － ２６８；Ｒｉ⁃
ｓａｇｅｒ ２０１８：２３ － ２５），是我国英语教材发展的飞跃

性进步。 尤其从仅仅关注不同国家的地域特点到

开始关注习俗、传统、信念和意识形态的转变，以
及呈现有助于跨文化思辨的“可互动”文化，或会

促进学生对不同国家刻板印象的反思和对国家知

识的发展，符合《大学英语教学指南》 （２０２０ 版）
“为学生知识创新、潜能发挥提供一个基本工具，
为迎应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机遇和挑战做好准备”
的要求。

图１ 　 国家文化编码参考点

　 　 Ｒｉｓａｇｅｒ（２０１８：２３ － ２５）将国家研究中的文化

内容呈现形式分为清晰、顺便和间接，可以一定程

度降低仅用相同频次 １ 来标记一篇清晰介绍某个

国家的文章和一个顺便提及的国家名字这种简单

计算方式可能带来的不合理性。 具体来说，一整

篇文本介绍爱丁堡皇家—英里大道（ Ｉｎｔｅｒ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ｔｒｏ⁃， Ｐ９１）或描述打破对不同国家人的固有思

维（《新未来大学英语 ２》，Ｐ１１２ － １１３）属于清晰

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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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一篇标题为 Ｐｅｔｅｒ Ｐａｎ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的文章

（Ｎｅｗ Ｈｅａｄｗａｙ Ｕｐｐｅｒ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 Ｐ５８ － ５９）或标

题为 Ｓｔｏｐ Ｋｅｅｐｉｎｇ ｕｐ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Ｊｏｎｅｓｅｓ 的文章（《全
新大学进阶英语 ３》，Ｐ５０ － ５２）属于间接呈现，虽
没有直接提及英美文化，但通过苏格兰小说中的

虚构人物和美国动作喜剧片间接介绍英美文化；
其他像摩洛哥和印度尼西亚的志愿者 （ Ｉｎｔｅｒ⁃
ｃｈａｎｇｅ ２， Ｐ３５），智利和伊朗的老年人比重与日本

相仿（《新未来大学英语 ４》，Ｐ１６０）等国家文化都

是顺便提及。 表１显示国内外 ４ 套教材国家文化

呈现形式中顺便和间接的数量基本接近，国外教

材对不同国家文化的清晰呈现篇幅更多。

表１ 　 国家文化呈现方式

　 　 　 　 　 呈现方式

编码次数　 　 　 　 　
清晰 顺便 间接

Ｉｎｔｅｒｃｈａｎｇｅ ５５ ４７ ６
Ｎｅｗ Ｈｅａｄｗａｙ ５７ ５３ ６
全新版大学进阶英语 ４４ ５２ ４
新未来大学英语 ２０ ５４ ８

　 　 ４． ２ 中外英语教材公民教育研究维度上的文

化呈现比较

４ 套教材基本呈现世界的主要问题，国外教材

公民教育参考点数量多于国内教材（４２：２７）。 首

先，环境与能源问题得到最广泛的关注，在公民教

育 ６９ 个编码参考点中共有 ２３ 个，且比较平均分布

在国内外教材中，不仅覆盖空气污染、垃圾污染、水
污染、森林砍伐、全球变暖、核污染、能源短缺等实

际问题，更多呈现了可循环材料的使用、生态保护、
植树造林、“地球一小时”等环境保护和能源节约

的具体案例。 我国两套教材还分别呈现阿里集团

的蚂蚁森林（《新未来大学英语综合教程 ３Ａ》，
Ｐ１１９）、易解放成立的非盈利组织“绿色生命”（《全
新版大学进阶英语 ３》，Ｐ１５５ － １５７）和我国太阳能

的广泛使用（《全新版大学进阶英语 ２》，Ｐ３１）等中

国样本，这与 Ｈｅ（２０１９：３５６９ － ３５７７）指出我国教材

缺乏中国生态文化相比具有巨大的发展和变化。
其次，健康、贫困、移民、历史、战争与犯罪等问题也

有呈现，但这些问题在国外、国内教材中的参考点

数量不均衡（２４：９）。 其中，国内外教材均有常规的

健康话题，也有药物实验、病毒传播等现实关键问

题；国内外教材均简单阐述了贫民窟等贫困问题，
且国内教材呈现了少量开展扶贫项目的中国样本；
国外教材涉及不同移民群体，国内教材少见移民话

题；国外教材关注殖民地、阿波罗登月、维京人传奇

等历史问题，国内教材提及 １５ 至 １７ 世纪“发现时

代”的历史变革时期；国外教材更多关注一战，国内

教材主要呈现二战。 此外，慈善、失业、责任与诚

信、不平等、社会与种族、难民等社会问题偶尔会被

简单地呈现出来。 其中，国内外教材均少量提及慈

善家、慈善活动、慈善组织等慈善话题，均少量涉及

失业这一现实问题。 然而，４ 套教材重点关注男女

不平等，却少见公平交易等内容，重点通过纳尔

逊·曼德拉采访来间接呈现废除种族隔离制度，重
点呈现个人的励志经历却没有突出历史、战争留下

难民的社会问题。

图２ 　 公民教育研究编码参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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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公民教育研究一直

是语言和跨文化教育领域研究的一个兴趣焦点

（Ｂｙｒａｍ １９９７：１７ － ３８， Ｂｙｒａｍ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１ － １５）。
值得肯定的是，４ 套教材都希望让学生意识到社

会和世界上存在的关键问题，注重培养语言文化

学习者责任感，这不仅符合《大学英语教学指南》
（２０２０ 版）“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充足

的优质人才资源”的要求，还符合全球公民的内

涵，即社会责任、全球胜任力和全球公民参与

（Ｓｃｈａｔｔｌｅ ２００８：７３ － ９４）。 国内教材通过环境、能
源和健康问题的积极呈现，将学生视为积极的公

民，鼓励人们引领低碳生活、植树造林、降低能源

成本，且主要是以呈现个人经历的个性化为主，突
出年轻人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做什么。 其中，多项

中国样本的呈现，有助于培养学生爱国主义精神，
是实现教材培根铸魂的有益尝试。 然而，因移民、
历史、战争、社会与种族以及男女平等和公平交易

等世界关键问题的稀缺，或会限制学生从事跨文

化交流、调节和行动的可能性，一定程度阻碍批判

性文化意识的形成（Ｒｉｓａｇｅｒ ２０２１：１ － １４）。
４． ３ 中外英语教材文化研究维度上的文化呈

现比较

文化研究主要将世界看作包括众多人的一个

场景，且这些人具有不同和不断变化的身份（Ｒｉ⁃
ｓａｇｅｒ ２０１８：２３ － ２５），具体指审视地方、全球和文

化间问题的能力，以便理解和尊重他人的观点和

世界观，侧重文化认同及其过程，包括文化身份和

社会身份。
文化身份中，４ 套教材的男女性编码参考点

数（９１：４０）显示男性被提及的次数超过女性的 ２
倍，且其社会身份包含的范围也更广阔。 其中，企
业家或职业经理人男性呈现次数是女性的 １０ 倍，
名人群体中的男性是女性的 ２ 倍，与信息技术、软
件等领域相关的设计师、工程师以及作家领域几

乎没有女性，而商店店员或餐厅服务员等基本都

是女性，“科学家”章节中男女性比例基本持平，
“音乐”和“太空或航空”章节中女性数量甚至超

过男性。 虽然个别领域性别比例有所突破，但仍

然相对固化，这会加重因性别和权力不平等而引

起的误解，或会剥夺学生在跨文化交际中为世界

挑战做好准备的机会（同上 ２０２１：１ － １４）。 年龄

上以介绍年轻人为主，编码参考点数分别是年长

者和中年人的 ２ 倍，年轻人既包括大中小学学生、
孩童、志愿者，也包括小提琴家、名人的孩子或天

才等；年长者除父母外，更加突出老年人持续学习

或服务社会的特点，并呈现一些年长的科学家；中

年人则主要集中在各个社会领域，并凸显他们喜

欢旅行的特点，年龄呈现具有代表性，其不同年龄

段的社会背景考虑到学习者的兴趣且有一定激励

作用。 宗教方面只是通过特蕾莎修女等内容顺便

提及部分世界宗教，或会影响学生对世界主要宗

教的认知。 种族方面主要提及马丁·路德金、奥
普拉·温弗里、纳尔逊·曼德拉等非裔名人，或者

间接涉及牙买加民族英雄日、英国对孟买的殖民

主义等种族相关历史事件，少有详细介绍非裔美

国人、拉美裔人、印度种姓制度、墨西哥移民等少

数族裔过去的经历或种族主义，且多数介绍过去

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的已故人士，未能充分呈现

多样化的种族，缺少来自其他种族当代的成熟发

明和创新，一些有限的呈现会让学生认为这就是

一个种族的常态和生活规范，且其他种族的发展

和进步基本停滞，如果这些偏见没有得到正确和

充分对待，可能导致学生对目标文化产生错误的

观点和先入之见（Ａｌｏｕｓｏ， Ｐｏｎｔｅ ２０１５：９１）。 民族

方面只在国外教材零星提及日耳曼族群、巴布亚

新几内亚的昆虫部落等，未见少数民族文化。
社会身份中，编码参考点数最多的是服务业

和商业，其中服务业包括各类服务员、职员、店员、
邮递员等工作且以国外教材居多，商业包括企业

家、职业经理人、商人或投资者且以国内教材居

多，这主要是因为国内教材主要对象是本科生而

非职业技术院校学生，其 １ － ４ 册基本遵循从青年

文化、社会生活逐渐过渡到职场、科技等领域的规

律。 同时，国内外教材既包含名人，如政治领袖

（总统、首相、主席、女王、王妃等）、科学家、哲学

家、宇航员、运动员、艺术家、音乐家、演员、作家，
或富人，如慈善家查克·费尼、实业家保罗·盖

提、音乐家彼得·巴菲特等，也包括弱势群体。 其

他社会身份，如政府官员、教师、医生、律师、会计、
工程师等，虽均有提及，但前两者得到国内教材重

点关注，而后四者则较少提及，如果某些主要社会

身份的探讨不够系统全面，或会影响学生与他国不

同领域交叉身份进行开放和建设性的对话（Ｒｉｓａｇｅｒ
２０２１：１ －１４）。

５　 结束语
基于以上发现和探讨，笔者提出 ３ 点建议供

国内大学英语教材编写者参考。 第一，继续扩大

国际文化覆盖面和比例，尤其重视国际组织和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确保学生理解多元文化并

培养全球文化意识（Ｋｅｌｅｓ， Ｙａｚａｎ ２０２０：１ － ２２）。
增加对不同国家文化的清晰呈现，如对其背后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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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社会甚至宗教等介绍，增强学生对其他国家文

化的好奇心和与其他文化接触的准备；第二，拓宽

对世界关键问题的关注范围，除环境、能源、健康

外，可增加我国脱贫攻坚的成功案例，引入移民话

题，拓展历史主题，平衡探讨世界主要战争，拓宽

如公平交易等公平公正问题，深入挖掘历史或战

争留下难民的社会问题等，提供可进行深层次反

思的文化（张鹏 ２０２１：３５），充分培养学生公民意

识，增强我国履行国际义务及参与全球治理的能

力；第三，平衡男女性别比例并打破其对应社会身

份的刻板印象，扩充对世界主要宗教的介绍，关注

世界的同时融入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并增加文化身

份间的互动对话，适当均衡商业和服务业文本，适
当增加现实社会主要身份，提升学习者主体性意

识和对“他者”的开放与包容。 同时，注重文本和

案例的真实性，因为它们需要反映其构成中固有

的一套社会和文化价值观，并隐含或明确地解释

价值体系（Ｔｕｄｏｒ ２００１：７３）。
本文仅采用 Ｒｉｓａｇｅｒ（２０１８：２３ － ２５）的语言教

材文化呈现分析方法的前 ３ 个维度研究国内外各

两套大学英语教材，未来研究可加入后殖民主义

研究和跨国研究两个维度，可拓展对教材编写者

和出版者的调查或访谈，并开展相关教材使用者

的评价研究，通过编研并举持续提升教材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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