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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我国不同时期的大学英语教学大纲及教材均反映相应的价值取向。本文依据价值观内容的

相关指标，以我国五套较有影响的大学英语教材为分析对象，客观地呈现大学英语教材 选 文 背 后 的 价 值 取

向及其演进特点。大学英语教材价值 观 从 语 言 工 具 的 价 值 观 发 展 成 为 工 具 性 与 人 文 性 相 结 合 的 价 值 观。
随着教材建设国家事权政策的落实，大学英语教材价值取向又呈现出多元价值并存中选择主流核心价值观

的特点。对大学英语教材价值取向的 比 较 分 析，为 进 一 步 编 写 和 修 订 我 国 大 学 英 语 教 材 提 供 了 宝 贵 的 经

验。我国大学英语教材的重新编写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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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是国家事权，教材编写的价值观问题直接关系到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教育

根本问题，教材所承载的价值观问题已经引起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我国大学英语教材随着时代的发

展，形成了多种版本，教材所承载的价值观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那么，我国大学英语教材到底承载了

什么样的价值观？语言文化背后的价值观又是如何在教材中得以体现并演进的？这些价值观又是如何

以显性或隐性的方式影响大学生的行为方式和文化认同的？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应在大学英语教材编写

中引起高度重视。从目前来看，关于大学英语教材价值取向问题的研究成果较少，只能零星地看到有些

研究者已经开始关注这一问题。例如，郑晓红以全新版《大学英语综合教程》为例，分析了教材选文中文

化价值取向的具体呈现方式与特征①；彭爱武在对各个高职院校英语教材所设置的知识和技能的培养

要求加以分析的基础上，指出其中所传递出的价值取向②；张虹和于睿分别选取当前新出版且使用范围

较广的四套大学英语教材各自的第一册，通过文本内容的比较分析，揭示出它们对于中华文化相关内容

的具体呈现方式③；徐锦芬则基于“课程思政”内涵，探讨大学英语课程教学素材中的思政内容建设④。
总之，当前关于我国大学英语教材价值观方面的研究，既不能纵向梳理大学英语教材价值观的呈现与演

进，又不能横向分析价值观的表现形式，尤其是针对国内不同时期不同版本大学英语教材的对比分析较

少。鉴于此，本研究选择改革开放以来四个时期的五套大学英语教材进行比较分析，以揭示大学英语教

材中所蕴含的取向不同的价值观，在此基础上，提出大学英语教材建设的具体建议，促使大学英语教学

更好地为新时代大学生的语言素养提升服务。

一、我国大学英语教学大纲关于价值观的要求分析

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组织制定实施的大学英语教学大纲是我国大学英语教材编写和教学的主要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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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改革开放之初，教育部先后颁布了三个版本的大学英语教学大纲。１９７９年，教育部委托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起草《英语教学大纲（高等学校理工科本科四年制试用）（草案）》，于１９８０年８月出版。该大纲

提出公共英语的教学目的是“为学生阅读英语科技书籍打下较扎实的语言基础”，使他们“具备阅读有关

专业的英语书刊的能力”，有助于“引进、学习、吸收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可以看出，改革

开放之初，在教育行政部门的相关文件中，大学英语教学是将语言作为一种工具而对待，教学的目的主

要在于为大学生能够充分学习、吸收和引进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经验，培养应有的语言能力，以更好

地助力于国家经济建设，而并未关注到语言背后所承载的价值观问题。１９８５年１１月，教育部成立了大

学英语教材编审委员会，并分别于同年和次年先后颁布《大学英语教学大纲（理工科本科用）》和《大学英

语教学大纲（文理科本科用）》两个教学大纲，其中明确指出，英语教学的目的主要在于能够使得学生“以

英语为工具，获取专业所需要的信息，并为进一步提高英语水平打下较好的基础”。这里虽然对英语学

科的工具性和应用性以及不同门类的学科英语各自的侧重点进行了区分，但依然未提及大学英语教材

的价值取向问题。１９９９年，教育部颁布的《大学英语教学大纲（修订本）》提倡大学英语教学应有助于学

生“掌握良好的语言学习方法，提高文化素养，以适应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的需要”，将文化素养的提升，
纳入新世纪中国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所需人才的培养要求之中，但也只是简单提及，而没有给出具体的

培养方案。
进入２１世纪以来，教育部加大了对大学英语教学的规范与指导，先后出台大学英语课程与教学要

求。２００４年１月，教育部印发《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试行）》，其中首次明确将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

的国际视野作为大学英语教学的目标而提出。教育行政部门开始关注到语言工具性功能之外的价值性

属性，特别是英语语言与西方文化及其价值观之间的内在联系，也逐渐考虑到大学英语作为跨文化交际

和了解世界文化的桥梁所具有的可行性。２００７年，教育部高教司颁布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正式

版，进一步指出“大学英语课程要兼有工具性和人文性”，应“充分考虑对学生的文化素质培养和国际文

化知识的传授”。对于大学英语教学的强调重点，从单纯的工具性上升到工具性与人文性兼备的高度，
显然该文件已经认识到大学英语教育“不仅仅是将语言作为知识或是‘实体’来教授，它同样具备跨文化

教育、素质教育和人文主义教育的价值”①。２０１５年，教育部《大学英语教学指南》（试行版）将大学英语

的课程性质界定为“兼具工具性和人文性”，明确指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同时也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并将“培养学生的世界眼光和国际意识”作为英语教材编写与教学应有的价值观。为贯彻落实

全国教育大会的精神，顺应新时代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要求，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

又对《大学英语教学指南（２０１５版）》进行了修订，形成了２０２０版的《大学英语教学指南》。在大学英语

课程性质的定位方面，明确提出大学英语课程思政的要求，强调课程在塑造学生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

观的重要性的同时，要求“将课程思政理念和内容有机融入课程”，“应在高等学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中发挥重要作用。”这样就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大学英语教材只注重语言工具性价值的倾向，增加

了中华文化的回应性思想，既可能通过大学英语的学习，了解和吸收国外先进的文化，又可以通过掌握

英语工具而将中华优秀的文化介绍弘扬到海外，从而形成大学英语价值观的双向传承与交流，即大学英

语教材既是输入国外先进文化的重要渠道，又是回应和输出中华优秀文化的重要途径。
通过对不同版本的大学英语教学大纲的对比分析不难看出，随着课程改革的发展，教育行政与管理

部门对大学英语教材功能的认识也在逐渐深化。在这个过程中，不同时期的《大学英语教学大纲》规定

的大学英语教学目标正在逐渐加强对价值认知和文化输出等方面的功能，改变了传统的只注重语言知

识与能力的价值取向。这种转变所体现的不但是教育界，更是整个国家和社会对于英语教育性质的认

知所发生的变化。在当下的普遍认知中，英语不仅是交流的工具，而且能够作为一种渠道，有助于当代

大学生对中西文化价值观的差异性和多样性获得更透彻也更深入的理解。无论是提升国家自身的文化

软实力，还是开展“文化外交”，以促进和维护国家文化利益的推广和传播，英语都是一种极佳的助力工

具。因此，在大力发展英语语言技能培养的同时，更要注重和加强对中华文化的保护、传承和推广，以增

强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促进汉语和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讲好中国故事，从而维护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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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利益①。这不仅是新时代大学英语教材编写应有的价值取向，更是当前大学英语课程与教学改革的

价值取向。

二、我国大学英语教材价值取向的比较分析

（一）我国大学英语教材演进及价值取向问题

大学英语是对非英语专业的大学生而开设的，最初被称为“公共英语”，１９８６年后改称“大学英语”。
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我国大学英语教学所使用的教材都有所不同②③。发轫于１９６１—１９６６年期间的第

一代大学英语教材，以１９６１年董亚芬主编的《理科英语》和《文科英语》为代表，通常采取以语法为纲、以
课文注释和分析为主的模式，着重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以静态和线性的单一方式进行文本的叙述和编

排。在这一时期，国家并未颁布任何专门指导大学公共英语教学的政策性文件，教育部于１９６４年１０月

所制订的首部外语教育 纲 要《外 语 教 育 七 年 规 划 纲 要》中，也 并 未 对 大 学 英 语 所 体 现 的 价 值 取 向 提 出

要求④。
第二代大学英语教材产生于１９７９—１９８５年期间，基本上仍遵循传统模式，以课文为中心、以语法为

纲要，但在教材结构上有所突破，更加注重英语学习的基本规律和系统性，强调听、说、读、写、译的基本

功训练，同样以培养学生具备初步阅读英语科技书刊的能力为教学目标。这一时期的代表教材主要有

复旦大学的《英语》（文科用）、北京大学的《英语》（理科用）。虽然１９８０年８月颁布的《英语教学大纲（高

等学校理工科本科四年制试用）（草案）》中，依然没有明确提出价值观方面的培养要求，但相关教材的选

文中还是体现出鲜明的价值观取向，如《英语》（北京大学版）第一册课本第５５页Ｗｅ　Ｈｅｌｐ　Ｅａｃｈ　Ｏｔｈｅｒ，
第９５页Ａ　Ｐｉ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Ｏｕｒ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第１０５页Ａｎ　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ｍｅｎｔ，第１１５页Ｓｅｒｖｅ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１２７页

Ａ　Ｌｅｔｔｅｒ　ｆｒｏｍ　ａ　Ｆａｃｔｏｒｙ等课文内容均体现出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至９０年代中期，进入我国大学英语教材的第三代。这一时期的教材开始按大

纲要求进行编写，并分为“阅读、写作、听说、语法练习册、词汇练习册”等五个系列，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主

要有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６所高校合编的《大学英语》和清华大学编写的《新 英 语 教

程》。清华大学编写的《新英语教程》相关的选文中，则部分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集体主义、人性本

善的价值取向，有个别选文，如第三册第９９页课文Ｆａｍｉｌｙ　Ｖａｌｕｅｓ　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甚至介绍了西方个人主

义价值观。
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期开始，先后出现了《大学英语》《新编大学英语》《２１世纪大学英语》等第四代

大学英语教材。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于１９９７年出版的董亚芬主编的《大学英语》，“按分级教学的要求

编写，各编六册，每级一册”，并分为“精读、泛读、快速阅读、听力、语法与练习”等五个系列，这套教材被

公认为国内第一部立体化的大学英语教材。在随后的１９９９年，教育部颁布的《大学英语教学大纲（修订

本）》中明确指出大学英语教学应当帮助学生“提高文化素养”，但这种要求仍未上升到价值观要求的层

面上。只有到了２１世纪初，根据修订版大纲再版的《大学英语》（精读）教材，由于选文大部分来自西方

国家，如第一册第４４页Ｔｈｅ　Ｙｏｕ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ｌｄ，第 二 册 第１２６页Ｔｈｅｒｅ'ｓ　Ｏｎｌｙ　Ｌｕｃｋ以 及 第１３９页

Ｗｈｏ　Ｓａｗ　Ｍｕｒｄｅｒ　Ｄｉｄｎ'ｔ　Ｃａｌｌ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ｃｅ等文章，才明确体现了西方个人主义及人性本恶的价值取向。
当然，这虽然有助于学生了解西方文化，提高他们在这一方面的文化素养，但也使得有关集体主义取向

的选文被大幅缩减。
进入２１世纪后，又出现了许多时代性鲜明的第五代大学英语教材，这些教材伴随互联网时代的发

展而诞生，主要有《新视野大学英语》《大学体验英语》《新时代交互英语》《大学英语（全新版）》《全新版大

学进阶英语》等，打破了原来一套教材一统天下的格局，呈现出网络化、信息化、多媒体化的趋势。它们

通常会附上视频光盘，还会提供自主学习课堂、网络资源平台、数字化教学平台等线上学习渠道，并进一

步提升和强化学生听、说、读、写、译等多项语言技能的操练要求，由此所建立起的立体化教学模式也比

以往更加完善和成熟。与此同时，２００７年７月教育部印发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中明确提出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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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教学要以“英语语言知识与应用技能、跨文化交际和学习策略”为主要内容，并将“提高综合文化素

养以适应我国社会发展和国际交流的需要”作为教学的核心目标。虽然同时强调大学英语课程要兼有

“工具性”和“人文性”，但仍未明确提出课程的价值取向要求。２００８年再版的《新视野大学英语（读写教

程）》（第二版），根据最新版《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将跨文化交际知识融入其中，所选课文中描述了

大量的西方文化信息，为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意识和能力提供了有效途径。如《新视野大学英语（读

写教程）》第二册第２页的课文Ｔｉｍｅ－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着重介绍美国人的时间价值观取向；第三册

第７７页课文Ｃｕｌｔｕｒ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ａｎｄ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讲述日本人与西方人在

进行决策时的方式差异；第三册第８８页课文Ｆｉｖｅ　Ｆａｍｏｕｓ　Ｓｙｍｂｏｌ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则对美国文

化的五大象征，即对自由女神像、芭比娃娃、美国哥特人、野牛镍币和山姆大叔中所蕴含的与美国文化紧

密相关的历史、故事和风土人情进行了描述。这些课文展现了不同文化中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取向，并将

跨文化交际的相关知识融入其中，对提高学生这一方面的交际能力具有积极意义。然而正如刘可红与

吴华指出的，这套教材的选文具有明显的美国文化与价值倾向，并在教材中被反复强化，极容易被中国

学生接受而内化为自身的价值准则，从而在他们思想中引发强烈的价值冲突，甚至可能会导致原有的本

土价值观被挤压乃至消退的结局①。
随着大学英语教材的多元化发展，大学英语教材所承载的价值观问题越来越突出，也越来越引起国

家相关部门的重视。２０１７年７月，国家教材委员会成立，并在教育部下设教材局，指导和统筹全国教材

工作，把教材作为国家事权来管理。大学英语教材是我国高等教育普遍使用的教材，用量极大，对大学

生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作用。重视和加强大学英语教材价值观问题，对于推进大

学英语思政课建设和培养大学生正确的价值观有着双重意义。大学英语教材在语言学习和文化继承方

面要严格把关，将语言学习与文化价值观传承有机统一起来，同时通过跨文化交际、文化回应教材编写、
中华文化外输等途径，在大学英语教材中加强东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双向输入与输出功能。

（二）我国大学英语教材价值取向比较分析

价值观是一种外显的或内隐的，有关什么是“值得的”的观念标准，也是个人或群体所具有的一种意

识特征，影响人们对自身行为方式、手段和目的的选择②。为了能更好地研究并且测量价值观，许多学

者将探究对象具体到文化价值取向这一层次。“价值取向”这个概念最早是由克拉克洪（Ｋｌｕｃｋｈｏｈｎ）和

斯托特贝克（Ｓｔｒｏｄｔｂｅｃｋ）提出的。这个概念虽然有点复杂，但是其自身也有着确定的模式规则。它有

助于解决一些人人需要面对的普遍问题，并且对于人类的思想意识和认识活动具有指导作用③。克拉

克洪和斯托特贝克认为，文化价值取向就是指在不同文化背景中人们由于各自受到不同的价值观念的

影响和指导，而对人类普遍面对的问题给予答案、看法、态度和评价时，所持有的不同标准④。在此基础

上，他们提出了用人的本性取向、人与自然的关系取向、时间取向、活动取向以及人际关系取向这五个价

值取向维度，对特定文化影响下人们的价值观进行衡量。每种取向都有三个不同的变量⑤，具体的维度

分类如表１所示。
表１　克拉克洪和斯托特贝克价值取向维度

价值取向（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变化（Ｐｏｓｔｕｌａｔｅｄ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人的本性取向（ｈｕｍａｎ　ｎａｔｕｒｅ） 恶（Ｅｖｉｌ） 善恶并存（Ｍｉｘｔｕｒｅ） 善（Ｇｏｏｄ）

人与自然关系取向（ｍａｎ－ｎａｔｕｒｅ） 屈从（Ｓｕｂｊｕｇａｔｉｏｎ） 和谐（Ｈａｒｍｏｎｙ） 掌控（Ｍａｓｔｅｒｙ）

时间取向（ｔｉｍｅ） 过去（Ｐａｓｔ） 现在（Ｐｒｅｓｅｎｔ） 将来（Ｆｕｔｕｒｅ）

活动取向（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存在（Ｂｅｉｎｇ） 成为（Ｂｅｃｏｍｉｎｇ） 做（Ｄｏｉｎｇ）

人际关系取向（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等级／专治（Ｌｉｎｅａｌｉｔｙ） 集体主义（Ｃｏｌ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ｔｙ） 个人主义（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ｓｍ）

　　资料来源：Ｆ．Ｒ．Ｋｌｕｃｋｈｏｈｎ　＆Ｆ．Ｌ．Ｓｔｒｏｄｔｂｅｃｋ，“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Ｖａｌｕｅ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Ｃｈｉｃａｇｏ，ＩＬ：Ｒｏｗ　＆Ｐｅｔｅｒｓｏｎ，１９６１，ｐ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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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可红、吴华：《外语教育的文化取向研究———评〈新 视 野 大 学 英 语〉读 写 教 程 美 国 化 文 化 取 向》，《现 代 大 学 教 育》２００５年 第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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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选取改革开放以来最能体现不同时代特色的五套大学英语教材：杜秉正主编《英语》（北京大

学出版社，１９８２年）；刘平梅主编《新英语教程》（清华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６年）；董亚芬主编《大学英语》（上

海外语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７年）；郑树棠主编《新视野大学英语》（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２００８年）；李荫华

主编《全新版大学进阶英语》（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７年）。这些教材都是各个时期所出现的最具有

代表性、发行量较大，且使用范围较广的教材，每套教材的出版时间间隔都在十年左右，能够清晰反映出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学英语教材发展的历时脉络。并以克拉克洪和斯托特贝克的五种价值取向维度

作为教材选文内容中价值观的测量工具，以语篇作为价值观取向分析的编码单位，从每套教材的１至４
册课文中找出涉及表１中各种价值取向维度的内容进行编码，分别计算每种价值取向在整套教材中所出

现的数量以及所占的比例，以此来揭示教材选文内容呈现出的主要价值观，进而梳理出五套教材各自的主

导价值取向，然后加以对比分析。通过统计分析，每种价值取向在五套教材中的呈现特征如图１所示：

图１　不同价值取向在不同大学英语教材中呈现的特征

北京大学出版的《英 语》（理 科）１—４册 共 计７２篇 课 文，其 中 反 映 集 体 主 义 价 值 取 向 的 课 文 达１５
篇，占比２０．８３％，超过选文的五分之一，体现了鲜明的价值取向；相比之下，表现人类控制自然这个主

题的选文有８篇，占比１１．１１％；而以强调活动本身“做”为主题的选文有９篇，占比１２．５％。这一阶段

教材并没有体现人性善恶和个人主义价值取向的选文出现，而主要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科学至上、
为人民和国家建设服务以及促进祖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等价值观作为课文选择的标准。

清华大学出版的《新英语教程》１—４册共计６０篇课文，其中反映集体主义价值取向的课文７篇，占

比１１．６７％，位列最高；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个维度的选文有６篇，占比１０％；以人之本性善恶与否为取

向的选文各占３．３３％和１．６７％；同时还出现了个人主义取向的选文３篇，占比５％。相较之前，体现集

体主义价值取向的选文缩减一半，但与之前北京大学版的《英语》相比，表现出多学科、多主题、多文化的

特点，价值取向更加多元和丰富。
在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的《大学英语》１—４册共计４０篇主课文中，反映集体主义价值取向的课文

仅有１篇，占比２．５％，同时还出现了体现等级／专治以及个人主义取向的文章各１篇，各占２．５％。这

套教材中体现人性本恶与未来时间这两种价值取向的选文最多，各３篇，占比７．５％，之后依次是人与

自然和谐相处、人类控制自然，以及活动中的“存在”维度，均有２篇，占５％。体现集体主义取向的选文

继续大幅缩减，更加注重对于西方文化的介绍，出现了一些体现个人主义及人性本恶的价值取向的选

文，教材选文所涵盖的价值取向维度总体上更加丰富。
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的《新视野大学英语》１—４册共计８０篇课文，其中反映人性恶善、活动取向

中的“做”和“成为”还有集体主义取向的文章各４篇，占 比５％，以 人 之 本 性 善 恶 并 存 为 取 向 的 选 文 占

３．７５％，而体现控制自然、等级／专治、个人主义取向的选文各占２．５％。这套教材中，各个价值取向的

呈现都较为均衡，且覆盖面广，集体主义取向的选文也相较之前有所增加，占比轻微上升。选文内容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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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总体上以社会文化类占绝对优势，话题非常丰富多样，出现了多元价值取向的鲜明特点。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的《全新版大学进阶英语》１—４册共计７２篇课文，其中体现“人与自然和谐相

处”这类主题和价值取向的选文最多，４册内容中均有涉及，有１０篇文章，占比１３．８９％。这一价值取向

恰好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相吻合。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十八大以

来所提倡的“五位一体”的重要内容，倡导尽最大可能维持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平衡，这种“人与

自然和谐相处”的价值取向应当体现在当代大学英语教材选文中。以强调“未来”为主的时间取向维度

的选文占比次之，有８篇，占１１．１１％。活动取向维度中的“成为”的选文有７篇，占９．７２％。体现集体

主义取向的次之，共有６篇，占８．３３％，体现人性本善的选文占比６．９４％，体现个人主义和人性本恶取

向的各３篇，占４．１７％。以人类控制自然、善恶并存以及强调过去维度为取向的文章只占很小的比例，
分别为２．７８％和１．３９％。

（三）中国大学英语教材价值取向的演变特征

通过对五套教材选文价值取向的对比分析可以发现以下特征。如图２所示：

图２　五套教材选文价值取向对比分析

首先，体现集体主义取向的选文占比，总体呈现Ｖ形曲线。改革开放初期，虽然大纲对教材的价值

取向未做任何要求，但同期教材如１９８２年《英语》选文中则呈现出鲜明的集体主义价值取向，占比高达

２０．８％。之后呈递减趋势，至１９８６年《新英语教程》中降为１１．７％，在１９９７年《大学英语》最少，仅有

１篇，占比仅为２．５％。之后又逐渐增加，直至２００８年《新视野大学英语》中体现这种取向的选文出现了

４篇，占比增至５％，到２０１７年《全新大学进阶英语》中增加为６篇，占比上升至８．３％。
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大学英语教学大纲、课程导向及教材选文内容均经历了巨大变迁，这显然与

我国的政治环境、教育思想和外语政策等方面的改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改革开放初期的教材选文

主要反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科学至上、为人民和国家建设服务以及促进祖国四个现代化建设，这

一时期体现集体主义取向的选文也最多。世纪之交，中国加入 ＷＴＯ，加速与国际接轨，这一时期教材

选文也出现明显的“西化”趋势，绝大多数选文来自欧美国家，以英美为主，选文内容以社会人文类占绝

对优势，虽然话题丰富多样，但在表现出多元价值取向的同时，有关社会主义价值取向的选文却被忽视，
占比大幅下降。直至２１世纪以来，在国家大力倡导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大背景下，随着

相关教育政策及文件的出台，反映中华文化与集体主义取向的教材选文才逐年增多。
其次，教材选文中逐渐呈现出多元的价值取向。英语教材通过语言传承的主要是与它相关的文化

与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多与西方文化有关。这也是我国大学生学习西方优秀文化的一种渠道，自然无可

厚非，但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对大学生的“三观”有明显的影响。如何在学习借鉴西方文化中优秀内容的

同时，将中华文化的价值观体现在大学英语教材之中？大学英语教材从一开始的编写中就有意识地体

现了这一点，这样就形成了大学英语教材选文的多元价值取向。不同的是，不同时代强调的重点有所差

异。这种多元的价值观同时还体现在文本内容之中，有些文章中会同时出现两种以上的价值取向，有时

不同价值取向在同一篇文章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例如《新视野大学英语》读写教程第三册第７７页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ａｎｄ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一文，讲述的是日本人与西方人进行

决策时的方式差异，文章对跨文化交际中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这两种截然不同取向的价值观进行了描

述和比较。文中还描述了日本文化的几种重要特征，以及这些特征在决策者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以何种

具体方式，发挥了何种具体影响。例如，在日本任何谈判或处理问题的过程中，都体现着“你对你（ｙｏ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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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ｏ　ｙｏｕ）”的互动关系，会尽量考虑社交圈中对方成员的感受和立场，不主张率性而为并轻易发生冲突，
而主张只有个人融入并依靠集体，才能够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这有别于西方“我对你（Ｉ　ｔｏ　ｙｏｕ）”的个

人主义价值取向。在这种取向中，双方都更倾向于从自身的立场出发，说出自己想要什么，或者希望得

到什么，强调的往往是自我和个人的需求和成就，对于群体以及社会关系的依赖程度较弱。

１９８２年《英语》中的选文所体现的价值取向，仅涵盖五大维度总共１５种具体价值取向中的５种，占

比三分之一；直到后期的教材中，选文的价值取向才逐渐丰富；２００８年《新视野大学英语》的选文，所涵

盖的价值取向维度则多达１３种，至２０１７年《全新版大学进阶英语》进一步达到１４种，几乎涵盖所有价

值取向维度。近年来，大学英语教材的编写更加注重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及价值观的不同，大学英语教材

及教学正在加强中华传统文化的内容及其价值观，这也是当前大学英语“课程思政”所要求体现的特征。
再次，大学英语教材越来越注重体现中国文化元素与核心价值观。前四套教材的选文大多来自欧

美国家，侧重于体现目标语所蕴含的文化价值取向，尤其是《新视野大学英语》，全套读写教程的８０篇文

章中，来自美国的选文高达５０篇，占比６２．５％，表现出明显的美国化倾向。通过对这五套教材的分析

可以发现，大学英语教材选文所体现的主要是内圈文化，即以英语为母语国家的文化意识形态和价值取

向①，也更加重视学生语言基本功的操练和英美文化方面的学习②，却忽视了将中国文化有机融入教材

的选文和任务设计，对于学生准确理解本土价值观以及跨语言表达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更是教学

过程中的薄弱环节，由此造成大学英语教学中“中国文化失语”的现象③。
在所选五套教材中，目前使用范围较广的是２０１７年出版的《全新版大学进阶英语》。这套教材“每

册书均有一个单元专门谈及中国话题”，“每册书的每个单元均有一篇与主题相关的有关中国的文章”，
在《全新版大学进阶英语》综合教程所选的共计７２篇文章中，涉及“中国元素”的选文有２２篇，占３１％，
将近三分之一，这些选文均体现出明显的中华文化价值观，与以前那些主要体现西方文化价值取向的同

类教材明显不同。并且在这套教材中，同一主题单元中的选文往往采用中西对比的视角，这不仅能够加

深学生对中西文化的了解，也有助于提高学生的跨文化思辨能力。
总之，现行使用的大学英语教材中，对于中国文化元素的关注度有所增加，能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

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取向，但总体还是偏少。现行的英语教材中理应进一步增加

与这种主题相关的选文篇目，至少应该与体现西方文化的篇目相当，才能防止大学英语教材成为纯粹介

绍西方文化的载体。也只有如此，才能使得大学英语教学成为增强大学生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的重要

渠道，并进一步为中国文化注入更为丰富的现代内涵。另外，由于西方文化与中华文化差异巨大，通过

不同的选文内容就可以构成二者之间的鲜明对比，这不仅有助于学生获得开阔的视野，并在此基础上批

判性地学习和了解西方的文化，更有助于中外文化之间的跨边界交际与融合。

三、关于我国大学英语教材编写与修订的建议

我国大学英语教材的 选 文 取 向 经 历 了 几 个 重 要 阶 段。最 初 是 自 在 价 值 观 的 选 文 取 向，即 只 注 重

“文”而没有重视其价值，承载的是西方的价值观。当意识到选文价值取向的重要性之后，价值取向直接

指向集体主义以区别于西方文化的个人主义。随着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大学英语教材选文开始注重

多元文化的价值取向，试图调适中西文化，找到共同的价值取向。２１世纪以来，国家加强对大学英语教

材选文价值取向问题的重视，２０１７年《全新版大学进阶英语》教材的价值取向开始在五个维度中寻找平

衡，形成了多元的价值取向，这一历程从图３中显得更为直观。
随着教材作为国家事权政策的落实，大学英语统编教材势在必行。新时代大学英语统编教材应调

动全国一流的相关专业人员，从国家战略高度重新定位大学英语教材的性质，在教材选文价值取向方面

不仅要平衡五个方面的价值取向，而且要在价值取向上以加强中华优秀文化与世界优秀文化的交流与

互鉴。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选文的重要依据，让大学英语教材成为高等院校立德树人的重要

渠道。具体来讲，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教材的编写或修订工作。

·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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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蓓、马兰：《关于大学英语教材的文化内容的调查研究》，《外语界》２００４年第４期，第６０—６６页。

从丛：《“中国文化失语”：我国英语教学的缺陷》，《光明日报》２０００年１０月１９日。



图３　 不同版本教材五种价值取向选文平衡比较分析

（一）大学英语教材选文要突出时代性与生活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种价值观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融入社会生活，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

悟它。”①一切价值准则、价值取向和价值目标，只有放在一定的生活背景中，付诸特定的生活实践中，才

能够被学生理解和认同。可以说，现实生活是大学生价值取向构建的出发点和归宿。大学英语教材选

文应与当前国内外社会现实生活紧密相联，关注国际国内热点问题，让语言的学习与时势的掌握融为一

体，把握时代的脉搏。大学英语教材的选文应与当代大学生的生活紧密相联，体现大学生学习的特点，
关注大学生的生活经验，有效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有效融入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热点问题，
促使大学英语教材的编写与修订能够及时跟上时代步伐，及时贴近当代大学生的生活需求，使大学英语

教学更好地服务于新时代大学生语言素养的提升。
（二）大学英语教材选文应体现国内外优秀文化的传承

我国大学英语教学目标是将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使用，而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使用的最终目的是

实现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间的交流。在多元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必然会碰到多元价值观及其冲突问题。
大学英语教材选文在呈现多元价值取向的同时，应教会大学生尊重异文化与价值，弘扬中华文化与价

值，真正做到在跨文化交流中对异文化的学习及中华文化的输出。大学英语教材通过语言学习引领大

学生进入异文化领域，进入他者的意义世界，允许大学生经历他者自我认同的价值，从中发现一些在自

身的传统中被排斥的、被淹没的、被边缘化的或者甚至根本视而不见的价值。在此基础上，大学英语教

材要树立国家事权的意识，引领大学生通过语言的学习而开展文化与价值观的对话，培养年轻一代大学

生的精神气象，以“文化中国”为精神复兴的内容，既要成为自己精神的内核，又要通过语言、文明、价值

观的对话而让其走向世界。目前，我国大学英语教材中的选文大多来自英语国家的小说、新闻、报刊等，
对中华优秀文化的回应则明显不足，很容易形成大学生的中华文化失语症。所以，大学英语教材要加强

中华优秀文化及价值观进教材的力度。
根据最新《大学英语教学指南》（２０２０版）中对课程性质的界定，大学英语课程要“培养学生对中国

文化的理解和阐释能力”，“服务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现行使用的大学英语教材中，所体现的本土文化

元素和内容的占比确实偏低，应适当增加与中国历史文化、科技成果、社会制度、生活习俗等方面有关的

内容。具体而言，可以通过引入一些蕴含中国元素的英文纪录片文本、中国典籍英译选文、改革开放四

十多年中国社会变迁史的英文推介等资源作为教材的选文。在培育学生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的同时，
稳步提升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力、阐释力和传播力，讲好中国故事，推动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大学

英语教材面临着双重任务：一方面在新版大学英语教材编写与修订过程中加强中国元素及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方面的选文；另一方面，在大学英语教学的过程中，通过“课程思政”加强大学生语言学习中的

价值观教育。前者为后者提供文本与内容，后者为前者创造经验与案例，这两方面的工作应同时推进。
（三）大学英语教材要融入课程思政元素，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２０２０年，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要求全面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发挥

好每门课程的育人作用。大学英语课程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英语“课程思政”要与“思政课

程”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大学英语教学指南》（２０２０版）也明确指出大学英语要在“课程建设、教

·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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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编写、教学实施等各个环节充分挖掘其思想和情感资源，丰富其人文内涵，实现工具性和人文性的有

机统一”，同时要求“大学英语教学应融入学校课程思政教学体系，使之在高等学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中发挥重要作用”。现有的大学英语教材难以充分满足新的教学要求与目标，教材选文没有形成以育

人目标为内在逻辑的有机整体，难以形成语言知识传授、语言能力培养、人文素养提升与价值观塑造的

合力。大学英语课程思政的关键要素，一个是教师，另一个是教材。教材是教学内容的载体，是推动和

引导教师提高自身思政意识、增强思政教学能力、落实思政课堂效果的抓手和基石。因此，大学英语教

材建设应落实课程思政要求，在选文中融入课程思政元素。以大学英语综合教程为例，教材选文以不同

主题为单元（Ｔｈｅｍｅ－ｂａｓｅｄ），每个单元有一个明确的思政主题统领课文、视听说内容与教学活动、练习

设计、最后的产出性任务与项目。每册教材要突出相对的思政维度与内容，整套教材要体现思政理念与

积极的价值取向。应使得思政内容尽量契合并融入学生的真实学习情境，进而被他们内化于心并外化

于行。在促进他们英语语言技能提升的同时，更能保证他们形成牢固的价值取向，从而成为对国家、制

度和文化都充满认同和信心的可靠接班人和合格建设者。
总之，大学英语教材选文的价值取向，体现国家意志，事关国家事权，是选择教学内容的主要依据，

也是实现教学目标的基本保证。《普通高等学校教材管理办法》与《大学英语教学指南（２０２０版）》均指

出，教材编写应当适应新时代的新需求，体现党和国家对教育的基本要求，反映本土文化的基本价值观，
更应当在凸显学科特色的同时突出创新性，以更好地服务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和人才培养。大学英语教

材建设是高校学科专业建设、教学质量、人才培养的重要内容。因此，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重视中华文化优良传统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体现，是当代大学英语教材建设必须遵

循的基本原则。新时代的大学英语教材亟须加强对中华文化的呈现和传播，并兼顾母语文化和世界多

元文化的互动与融合，如此才能有助于提升学生对于本土文化的优秀内容和价值观进行英语表达的能

力，以及对世界多元文化进行有效理解、分析和鉴别的能力，使得他们成为兼具国际视野和本土文化品

格的时代新人，成为中国文化参与全球文化交流和互动的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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