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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本研究从活动理论视角，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基于我国４４８６名非英语专业大学生的问

卷调查、两个班的课堂观察、１２ 名学生的反思日志和半结构式访谈，考察了英语学习者的教材使用能动性水

平及其影响因素。 研究发现：（１）学习者英语教材使用的能动性水平整体较高，３ 个子维度中关系能动性水平

最高，建构能动性次之，个人能动性相对较低；（２）教材使用能动性主要受到学习者使用动机和英语水平、教
师教材使用策略、教材内容和形式、考试制度与课程安排的影响，是自我、他者和文化制品共同调节的结果。
研究结果对外语教材编写和教学实践具有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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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学界开始对外语教材开展系统性探索（Ｌｉｔｔｌｅｊｏｈｎ ２０２２）。 外语教材研

究通常涵盖教材编写、评价与使用维度（秦丽莉等 ２０２３；徐锦芬 ２０２３），相比之下教材使用研

究受到的关注较少。 尽管越来越多的学者逐渐认识到教材使用研究的重要性，相关实证研究

还是远远不够（Ｈａｒｗｏｏｄ ２０２１），并且大多从教师角度探讨教材使用的策略与效果，学习者视角

的教材使用研究相对匮乏。 学习者在使用教材过程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即学习者能

动性是影响教材使用效果的关键因素（Ｐａｖｌｅｎｋｏ ＆ Ｌａｎｔｏｌｆ ２０００）。 由此，从学习者能动性视角

出发，深入研究教材使用实践，不仅有助于发挥学习者在外语学习中的主体作用，最大化实现

教材的教育价值（徐锦芬，刘文波 ２０２３），而且能为教材编写改进与外语教学优化提供重要的

反馈和实践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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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将聚焦我国非英语专业大学生英语教材使用能动性水平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实证

数据构建学习者能动性视域下英语教材使用的活动系统模型，以期为教材使用能动性研究提

供参考框架，促进有效的外语教材编写和课堂教学发展。
２． 文献综述与理论框架

２．１ 教材使用研究

随着教材类型的日渐多样化，教材和教材使用的定义在不断发展。 Ｔｏｍｌｉｎｓｏｎ ＆ Ｍａｓｕｈａｒａ
（２０１８）将教材界定为学习者可用于促进语言学习的任何事物；Ｇｕｅｒｒｅｔｔａｚ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１）认为教

材使用指教师、学习者及教材之间紧密交织的内在互动。 现有教材使用研究多聚焦教师视角，
主要包括教材观、使用策略、影响因素等（如 Ｇｒａｍｍａｔｏｓｉ ＆ Ｈａｒｗｏｏｄ ２０１４；Ｇｕｅｒｒｅｔｔａｚ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１；
徐锦芬，范玉梅 ２０１７；张虹等 ２０２１）。

少量学习者视角的相关研究主要关注教材内容和教材活动设计对学习者使用教材的影

响。 例如，郭燕和徐锦芬（２０１３）发现学习者对使用的大学英语教材满意度尚可，但对教材内

容的趣味性评分较低。 Ｐｈａｍ ＆ Ｔｉｎ（２０２２）对比研究了英语教材的原始活动设计和改编后更

能激发学习者积极情感和关联学习的人本主义教学活动对学习者的影响，结果发现后者能促

发学习者更积极的学习行为。 这些研究表明教材内容和活动设计对学习者教材使用产生重要

影响，但并未关注学习者的教材使用行为。 刘传江和焦培慧（２０２１）采用隐喻分析法调查了医

学及相关专业一、二年级本科生的医学英语教材使用体验，发现不同年级和专业学生的教材使

用体验存在差异，英语水平、学习动机及专业知识熟悉度是造成差异的主要因素。
２．２ 教材使用的能动性研究

随着应用语言学研究领域的“社会转向”（徐锦芬 ２０２１），能动性构念逐渐引发更多学者

的关注，但是学界对于能动性的定义尚未达成共识。 Ａｈｅａｒｎ（２００１）认为能动性是个体在特定

社会文化环境中调节自身行动的能力，获得了广泛认同。 能动性在个体发展目标与社会活动

实践的持续协商过程中动态发展（Ｗｅｄｉｎ ２０２０），具体表现为确定学习目标、做出选择并采取相

应行动的能力。 对能动性本质的探索性研究表明，能动性是由多个子维度整合而成的系统。
Ｅｍｉｒｂａｙｅｒ ＆ Ｍｉｓｃｈｅ（１９９８）从历时角度将能动性概括为一个连接过去、当前实践和未来发展的

连续体，是主体在不同结构环境下的即时建构行为。 Ｓｍｉｔｈ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０）区分了个人能动性和

人际能动性，凸显了行为主体在行动中的独立意向性。 此外，Ｅｄｗａｒｄｓ（２００５）基于文化—历史

活动理论提出了关系能动性概念，强调个体在社会实践中通过与其他成员共享资源以实现共

同目标的能力。
基于能动性相关定义，本研究将教材使用能动性界定为教师和学习者在教材使用过程中

积极、主动的态度和行为。 教材使用能动性的实证研究尚未充分开展，主要聚焦教师教材使用

能动性。 徐锦芬和范玉梅（２０１７）发现高校英语教师会根据自身教学需求和目标发挥能动性，
完成教材改编任务。 张虹等（２０２１）指出高校英语教师对于教材使用的态度积极，均认为自己

的教学体现了所用教材的编写理念，使用教材的能动性较强，能够自主有效地使用多种教材改

编策略。 然而，鲜有研究聚焦学习者教材使用的能动性，仅有个别研究探讨学习者教材使用影

响因素时提及学习者的个体能动性。 苏芳等（２０２３）发现学习者的个体能动性是专业教材接

受行为的影响因素之一。 总体来看，学习者教材使用能动性研究存在以下不足：研究对象上，
尚未涉及人数众多的非英语专业大学生群体；研究方法上，课堂观察较少用于考察学习者的课

堂教材使用行为，多采用质性方法，极少采用量化方法；影响因素上，学习者因素受到较多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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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而社会文化环境因素的探讨相对欠缺。 因此，学习者教材使用能动性研究需从不同层面深

入推进。
２．３ 活动理论

活动理论认为主体学习和发展的重要形式是社会实践活动，强调活动是解释人的心智发

展问题的范畴（Ｅｎｇｅｓｔｒöｍ １９８７）。 该理论最早由 Ｖｙｇｏｔｓｋｙ（１９７８）提出，旨在解释主体、中介和

客体之间的关系。 主体是参加特定活动的有意识和能动性的个体或集体；客体是不断演变的

目标，在主体的努力下可转化为预期结果；中介是主体为实现目标而借助的物理工具（锤子、
镰刀等）或心理工具（经验、语言等）。 Ｅｎｇｅｓｔｒöｍ（１９８７）拓展了活动理论，加入了社会层面的中

介体（共同体、规则和分工）。 主体的目标实现于一定社会文化情境，受到共同体、规则和分工

的制约。 共同体指拥有相同目标的若干个体；规则指活动开展过程中约束主体的法规、政策和

成员关系等；分工则是共同体成员的任务分配及地位。 完整的活动系统由主体、客体、中介工

具、规则、共同体、分工、结果 ７ 个要素构成。
活动系统的中介要素内涵在不断丰富，除物理工具外，还包括社会关系、文化制品和概念

（Ｊｏｈｎｓｏｎ ２００９）。 活动理论强调中介的调节作用以及个体和环境的互动，因此对课堂环境中

的学习者教材使用具有较强解释力。 本研究的学习者教材使用活动系统中，主体为大学英语

学习者，借助教材工具作用于客体，即教材使用的目标，并通过努力取得预期结果。 共同体为

学习者、教师及同伴，规则为英语教学活动需依循的课程要求和安排，分工为教师的教学活动

及学习者的学习活动。
学习者教材使用通常涉及学习者的使用动机、师生和同伴互动及个人目标实现过程，因此

本研究从个人能动性、关系能动性和建构能动性 ３ 个维度对其进行考察。 个人能动性指学习

者使用教材的意图；关系能动性指学习者在教学活动中通过与教师及同伴共同使用教材以实

现特定目标；建构能动性指学习者基于课堂学习情况，课后采取相应行动解决存在的问题，或
根据自身英语水平和学习进度完成当前的阶段性目标，并确立新的目标。 基于活动理论，本研

究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拟回答以下两个问题：
（１） 我国非英语专业大学生在教材使用活动中的能动性水平如何？
（２） 非英语专业大学生教材使用的能动性水平受到哪些因素影响？

３． 研究设计

本研究首先通过问卷调查衡量学习者教材使用能动性水平，然后结合课堂观察、反思日志

和半结构式访谈等质性方法，全面了解学习者教材使用能动性水平的影响因素。
３．１ 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以便利抽样和目的抽样相结合的方式选取。 问卷受试为华中、华南、华北和华西

地区综合类、农业类、工科类高校的非英语专业大一和大二学生，覆盖面广，具有一定普遍性。
问卷调查时受试在大学英语课程学习期间，对于教材使用具有切身体验，研究结果能真实反映

学习者教材使用现状。 质性研究从两个课堂观察的班级各抽取 ６ 名共 １２ 名受试。
３．２ 研究工具

笔者依据个人能动性、关系能动性和建构能动性概念和相关理论，自行设计了《大学英语

学习者英语教材使用能动性问卷》。 正式发放问卷前，对计划实施课堂观察的两个班部分学

习者进行了预调查，共有 ３２ 名学习者参加。 信效度检验结果显示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ｌｐｈａ 系数为

０．９５９，ＫＭＯ 值为０．９６４，Ｂａｒｔｌｅｔｔ'ｓ 球形检验显著水平为 ０．０００，表明问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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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问卷含有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研究对象的人口学信息，包括就读高校、年级和专

业。 第二部分为英语教材使用能动性量表，共有 １６ 个题项，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形式，选项

“１—５”依次代表从“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 问卷末尾还要求学习者填写使用的教材名

称，以进一步了解教材使用情况。
３．３ 数据收集与分析

调查问卷由大学英语任课教师通过问卷星平台向我国学习者发放，每份问卷填写时间约

为 ３ 分钟，共收到问卷４ ４８６份，问卷有效率为 １００％。 笔者选取参加问卷调查的华南地区某高

校非英语专业大一和大二各一个教学班，以非参与者身份进行课堂观察并录像，每周两次持续

３ 周，每次课 １．５ 小时，共计 ９ 小时。 课堂观察主要记录学习者在课堂上的教材使用情况，例如

如何与教师、同伴互动。 笔者还收集了两个课堂观察班级 １２ 名学习者的 ３ 次反思日志，共 ３６
份。 反思日志主要涉及课堂内容、教材使用方式及影响学习者教材使用的主要事件等。 期末

课程结束后，对 １２ 名学习者进行了一对一访谈，访谈持续 ３０ 分钟左右，访谈内容主要关于他

们对所使用教材的看法、教材使用动机、教材使用策略及影响因素、教材使用过程中的困难解

决、课堂教学中教师和同伴对教材使用的影响等。 同时，收集学习者的课堂笔记和作业练习作

为辅助数据。
问卷收集完成后，使用 ＳＰＳＳ ２６．０ 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 对学习者反思日志和访谈内

容按 Ｓ１—Ｓ１２ 编号进行转写，疑问之处与受访者沟通确认和补充；教师的教材使用行为记录编

号为 Ｔ１ 和 Ｔ２。 两位研究者共同反复研读数据，按活动理论七要素进行主题分析（Ｂｒａｕｎ ＆
Ｃｌａｒｋｅ ２００６），通过演绎编码确定每个要素的内容，通过归纳编码总结影响能动性的因素，意见

出现分歧时通过讨论解决。
４． 研究结果

４．１ 教材使用能动性水平

教材使用能动性水平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１ 所示。 整体上看，学习者教材使用能动性

水平较高（Ｍ＝ ３．７５，ＳＤ＝ ０．６７）。 ３ 个子维度中，关系能动性水平最高（Ｍ＝ ３．９０，ＳＤ ＝ ０．６４），高
于整体能动性水平均值。 建构能动性（Ｍ＝ ３．６９，ＳＤ＝ ０．７７）和个人能动性（Ｍ＝ ３．６４，ＳＤ＝ ０．７７）
水平依次居后，都略低于整体能动性水平，但两者相差不大。

表 １　 学习者英语教材使用能动性水平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平均值 标准差 偏度（标准误） 峰度（标准误）

整体能动性 ３．７５ ０．６７ －０．３６（０．０４） １．５６（０．０７）

个人能动性 ３．６４ ０．７７ －０．４３（０．０４） １．０７（０．０７）

关系能动性 ３．９０ ０．６４ －０．６３（０．０４） ２．３６（０．０７）

建构能动性 ３．６９ ０．７７ －０．４６（０．０４） ０．８９（０．０７）

４．２ 教材使用能动性影响因素

基于活动系统构成要素对质性数据的主题分析结果显示，学习者的教材使用动机和英语

水平、教师教材使用策略、教材内容和形式、考试制度与课程安排是影响学习者教材使用能动

性的主要因素。 以下从能动性的 ３ 个维度具体阐述影响因素。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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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１ 个人能动性影响因素

个人能动性主要受学习者教材使用动机的影响。 学习者使用英语教材的动机包含应试、
未来规划和开阔视野 ３ 个方面。 受访的 １２ 名学习者都提到了考试，包括期末考试和大学英语

四、六级考试。 比如，Ｓ２ 说道：“我使用教材主要是为了英语考试，毕竟成绩对大学生还是很重

要的。”学生对于未来的规划也影响教材使用，比如“我会考虑以后的职业是否需用英语而选

择是否使用教材”（Ｓ１２）。 部分学习者使用教材则是为了拓宽视野。 比如，Ｓ５ 认为教材有助

于进一步了解世界，Ｓ８ 认为通过教材可以增长多元文化知识。 应试、未来规划和开阔视野分

别体现了语言工具性、愿景、兴趣对动机和能动性的影响作用。 语言的工具性能使学习者主动

调节外部动机水平，增强学习自主性（戴运财 ２０２３）；愿景能使学习者体验到未来成为成功二

语使用者的理想自我，促生强烈的内部动机（Ｄöｒｎｙｅｉ ＆ Ｕｓｈｉｏｄａ ２０２１）；兴趣对个人发展、文化

生活融合及理想二语自我等维度具有决定作用（安琪，张晓鹏 ２０２２）。 学习者的动机越强，使
用教材的能动性水平也就越高。

４．２．２ 关系能动性影响因素

关系能动性的主要影响因素是教师教材使用策略，具体涉及学习者课堂与课后两种情境

下的教材使用。 课堂上关系能动性所受的影响借助课堂观察获得。 教师 Ｔ１ 在课上通过 Ｕ 校

园布置教学单元的词组测试任务，学习者需发挥能动性复习教材内容，用手机操作完成词组测

试任务。 对此，Ｓ４ 说道：“一个单元学习结束之后会有词组检测，上课时我需要更加专注听讲，
关注教材”，体现了教师对学习者发挥能动性使用教材的影响作用。 教师 Ｔ２ 的教材使用策略

更为丰富，通过布置多种基于教材内容的任务，促成学习者有意识地使用教材。 比如，小组成

员就课文单元主题或他们感兴趣的其他话题进行展示，随后学习者在“雨课堂”做 ５ 分钟左右

的练习。 练习的所有题目由小组成员基于展示的内容设计，其他学习者需给展示小组打分。
学习者在吸收可理解性输入的基础上，通过与教师、同伴的“强互动”及与教材的“弱互动”
（Ｌｏｎｇ １９９６；韩宝成 ２０１８），实现基于输入、以意义建构为导向的输出。 小组成员为做好展示

以及设计好练习题目，需熟悉教材内容，并且发挥能动性对可理解性输入进行概括、分析和总

结，将其创造性转化为有意义的语言输出。
教师 Ｔ２ 的另一课堂任务是要求学生按小组将整篇文章的内容浓缩成一张思维导图，当堂

提交给教师，并且每个小组翻译一个长难句。 为完成基于课本内容的任务，小组成员开展积极

讨论，同时解决生词、语法问题，使用教材的能动性水平大幅提高。 从收集到的思维导图及句

子翻译可以看出，学习者对于课文都有不同视角的独特见解，句子翻译也各有亮点。 授课教师

设计的任务驱动的小组活动中，教师、学习者和同伴开展目标导向的互动，任务为学习者营造

“互为支架”的环境（Ｅｌｌｉｓ ２０００），并为学习者提供发挥能动性的平台。
教师的教材使用策略对学习者教材使用的影响还表现在课后。 有学习者表示，课后会按

照教师布置的任务使用教材。 比如，Ｓ１１ 说道：“老师在 Ｕ 校园布置作业后，我会先在教材上找

对应的习题，在教材上完成后再录入 Ａｐｐ 作业。”Ｓ１２ 的反思则更详细地说明了课前、课中和课

后教师的教材使用策略如何影响学习者的教材使用能动性：“上课前老师一般会布置预习作

业，我先通读全文并标注生词；上课时老师基于课本内容布置口语或者写作任务，要求熟悉课

本并理解课本知识；课后老师在 Ａｐｐ 上布置课后作业，让我们更好地巩固并掌握教材的知识

点。”为完成教师布置的任务，学习者需发挥能动性，课前熟悉教材内容，课中关注和理解教材

内容，课后复习巩固教材内容。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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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３ 建构能动性影响因素

与个人能动性、关系能动性的影响因素相比，建构能动性的影响因素更为多元，具体包括

学习者英语水平、考试制度和课程安排、教材内容和形式。 当学习者的英语水平阻碍课堂学习

时，学习者会发挥能动性，采用不同策略积极使用教材，以解决课堂中遇到的问题，实现“理解

课堂教材内容”的阶段性目标。 比如，Ｓ９ 表示：“几次听力课堂中，老师在课堂上播放的都是较

难听懂的 ＢＢＣ 新闻之类的听力音频，所以我可能课后会多听几遍，利用教材的听力文本锻炼

听力能力，也会寻找一些练听力的 Ａｐｐ 进行练习。” Ｓ６ 说道：“对教材一些句子的理解不透彻

时，课后我会上网寻找习题答案加深对教材内容的理解，利用 Ｕ 校园查看句子翻译，顺便借助

教材录音跟读训练自己的口语。”
考试制度和课程安排的影响主要体现于教材使用的方式、时机选择和频率。 考试制度主

要指参加期末考试和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 学习者会“通过多做课本习题的方式帮助自己

进入考试状态”（Ｓ６）。 受试在访谈中多次提到听力测试，原因是期末考试和四、六级考试中听

力分数的占比高达 ３５％。 为了达到“通过考试”的阶段性目标，学习者须发挥能动性，积极使

用听力教材：“除了多听几遍，还会将语速调整为 ０．８ 倍来听” （Ｓ１）。 课程安排的影响表现为

当期末考试临近时，为了“通过考试”学习者使用教材的频率极大提高，比如 Ｓ４ 提及“期末会

更加注重教材复习”。
教材内容和形式也是影响学习者教材使用建构能动性的重要因素。 教材内容和形式符合

学习者需求时，学习者使用教材的能动性会更强。 Ｓ６ 表示：“上视听说课时，如果能看到对话

人物的表情和肢体语言，比只看书本或只听录音会更有趣。”Ｓ１１ 说道：“Ｕ 校园 Ａｐｐ 能帮助我

使用教材，因为 Ｕ 校园有教材习题答案和课文翻译，促使我课后完成所学单元的习题并订

正。”而为了应试，学习者可能也会寻找课本以外的其他资源作为补充，比如“四、六级考试中

的阅读词汇要通过阅读更多的文章积累，不能单从课本获得”（Ｓ１）；“Ｂｉｌｉｂｉｌｉ 上有很多博主分

享高质量的学习经验，网上的口语视频和英语电影也更吸引人，而且有内容讲解”（Ｓ４）。 教材

内容、网络资源的多模态输入能够扩大可理解性输入的数量和渠道，提升学习者教材使用的建

构能动性，为基于使用的语言习得观（Ｔｙｌｅｒ ２０１０；徐锦芬 ２０２２）和技能学习理论（ＤｅＫｅｙｓｅｒ
２０２０）提供了支撑。
５． 讨论

本研究发现学习者的教材使用能动性整体水平较高，在 ３ 个子维度上具有一定差异。 首

先，学习者的关系能动性水平最高。 关系能动性通常涉及教师与同伴，本研究结果显示学习者

使用教材的积极程度主要受到教师的影响，同伴的影响作用并没有显现出来。 这一方面说明

教师在课堂教学中仍处于主导地位，课堂教学仍是以教师为中心，学习者则主要使用教材完成

教师课堂和课后任务。 另一方面，以教师为中心的课堂使得共同体中教师身份与同伴身份不

对等，可能导致了同伴作用的弱化。 鉴于同伴互动的促学作用已经得到二语学习领域大量实

证研究的验证支持（徐锦芬 ２０２０），未来教师在使用教材开展教学过程中应有意识地引导学生

加强同伴之间的互动。
其次，建构能动性水平位于第二，受到学习者英语水平、考试制度和课程安排、教材内容和

形式的影响。 囿于自身英语水平，学习者为达到课程及考试要求须发挥能动性获取和使用合

适的教材资源，并且结合课程安排调整使用教材的方式、时机和频率。 因此，学习者使用的中

介工具（本研究中指教材的内容和形式）会直接影响其能动性发挥（Ｌａｎｔｏｌｆ ＆ Ｐａｖｌｅｎｋｏ ２００１；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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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ｒｃｅｒ ２０１１），真实且富有认知挑战的学习目标能够促使学习者从多角度探索、利用有益的环

境资源，取得超越自身当前水平的能力表现（Ｃｏｌｅ ＆ Ｗｅｒｔｓｃｈ １９９６）。
最后，个人能动性水平相对较低，主要受学习者外部动机及内部动机的影响。 研究结果进

一步证实了人类从事的活动都受动机驱动（Ｌｅｏｎｔ'ｅｖ １９７８），语言学习是学习者有意识进行选

择与行动的过程（Ｖｉｔａｎｏｖ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
基于本研究的发现和讨论，笔者尝试构建了学习者能动性视域下英语教材使用活动系统

模型，具体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学习者英语教材使用活动系统模型

学习者在英语教材使用中发挥关系能动性主要为了达到完成教师布置任务的目标，建构

能动性是为了自主完成和建立阶段性学习目标，个人能动性是为了通过考试、实现未来发展和

开阔视野。 学习者教材使用能动性受到自我、他者和文化制品的共同调节，是学习者与社会互

动的结果（Ｌａｎｔｏｌｆ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 “自我”是指学习者自身，“他者”为教师，“文化制品”包括教

材等中介工具、考试制度等规则。 调节作用最为显著的是他者，其次为文化制品，自我调节作

用相对较小。
６． 结语

本研究通过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深入探究，构建了学习者英语教材使用活动系统模型，揭
示了学习者能动性在英语教材使用中的重要作用。 研究发现，学习者英语教材使用能动性水

平较高，能动性水平受到多元因素的影响，包括个人动机与英语水平、教师教学策略、教材内容

与形式、考试制度与课程安排等。 这一成果不仅丰富了活动理论在英语教材使用研究领域的

应用，也为教材编写和教学实践提供了启示。
关于教材编写和使用，未来应注重选材内容的趣味性和多样性，与时俱进地结合教学现

状，为学习者了解世界和开阔视野提供资源渠道，并应尽量考虑学习者的应试等实际需求。 应

积极探索教材资源的多模态呈现方式，以激发学习者的内部动机，并把握数字赋能外语教材建

设的新机遇，加强多介质、数字化和智能化的新形态外语教材研发（王铭玉，袁鑫 ２０２３）。 教师

教材使用需在教学过程中充分关注学习者的英语水平与阶段性需求，注重提升学习者的教材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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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能动性。 应深入探讨教师对学习者教材使用的影响机制，以及学习者能动性与情感在教

材使用中的互动关系（徐锦芬，龙在波 ２０２０），为英语教材使用和教学开展提供更为科学的理

论与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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