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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作为教学内容的主要载体和教学必备工具，大学英语教材直接影响教师如何组织课堂、实施教

学，学生加工什么样的输入、进行什么样的产出、培养什么样的能力。 为满足新时代培养国际化人才的

需求，大学英语教学确立了多元能力培养目标，这些目标应通过教材编写落实在具体的教学内容和活动

设计上，从而引导教学实践真正服务于能力培养。 本研究以《新未来大学英语》教材为例，探讨以多元能

力为导向的大学英语教材的编写，提炼核心原则与策略，以期为教材开发与教学设计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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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英语教学中教材始终发挥着关键作用。 教材为教与学的全过程提供系统化的内容和

框架，因而成为教师的支柱（Ａｌｌｅｎ，２０１５：２４９）。 近些年，教材的作用在国内日益得到重

视。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教育部印发了《普通高等学校教材管理办法》，对教材编写、审核、选用、
支持保障、检查监督等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以期能切实提高教材建设水平。 大学英语教

学领域亦明确了教材的地位，《大学英语教学指南（２０２０ 版）》（以下简称《指南》）指出教

材是实现教学目标的根本保证（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２０２０）。
研究发现目前高校英语教材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李民、王文斌，２０１８），普遍存在的

问题包括：高校英语教师对教材的认可度较低；教材的内容设计、编写原则等问题较为明

显，如输入材料主题与体裁缺乏多样性、选材的时代性与趣味性不强、中华文化融入不足、
练习活动设计不够多元等（张虹等，２０２１）。 这些问题有待通过教材编写的研究与实践进

行解决。 本研究聚焦基于较先进外语教学理念的教材编写实践，从教材编写的全过程探

究教学目标如何通过大学英语教材有效落地，剖析如何从理念、内容与活动全面提升教材

质量。

２．英语教材编写研究

教材对英语教学的作用至关重要，但教材的编写却是一项要求极高的任务，编写高质

量的教材需要结合教学、编写与研究等多维度的能力与专业素养，可视为应用语言学的终

极挑战（Ｔｉｍｍｉｓ，２０２１）。 因此催生了关于教材编写的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向，一是教材

的真实性设计，二是服务于技能教学的教材编写。
已有较充分的研究表明真实的材料与任务是促使学习发生的重要因素，能够提高语

言输入的效果（Ｇｉｌｍｏｒｅ， ２００７）、提升学习动机和学习者投入（Ｔｏｍｌｉｎｓｏｎ， ２０１７）。 真实性

的设计包括材料真实性和任务真实性（Ｔｏｍｌｉｎｓｏｎ，２０１７）。 材料真实性的核心内涵是输入

材料能够传递意义、符合目标语言使用域特征、能为学习者所用（Ｊｏｎｅｓ，２０２２）。 任务真实

性则是指教学活动能为学习者提供机会使用语言的意义功能，完成真实的交际沟通

（Ｇｕａｒｉｅｎｔｏ ＆ Ｍｏｒｌｅｙ，２００１）。 设计真实的任务通常应遵循的原则有：能反映输入文本的沟

通目的，与所依托的文本结合紧密，接近真实世界的语言使用任务，能激活学习者的目标

语言知识与文化，促使学习者开展有目的的交流（Ｍｉｓｈａｎ，２０２２）。 相关调查表明，我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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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英语教材的真实性有待提升，主要问题表现为一方面输入材料远离学生和实际生活，且
文章改编造成语言质量下降，另一方面教材练习 ／活动类型单一、形式陈旧，缺少真实交际

性的活动，练习 ／活动与输入材料的结合不紧密（张虹等，２０２１：７１）。
为了探索更有效的教学材料，不少研究聚焦针对听说读写具体技能教学的教材编写，

试图归纳出一些编写原则，主要包括：听力教学材料应平衡地发展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

听力策略及元认知策略（Ｓｉｅｇｅｌ，２０１４）；口语教学材料应涵盖不同情境和语体下的交际活

动（Ｈｕｇｈｅｓ，２００２），任务目标匹配学习者水平与实际需要，为产出提供脚手架 （ Ｇｏｈ，
２０１７）；阅读教学材料的输入材料应难度适当、能够激发学习者兴趣，阅读活动匹配输入文

本、促使学习者对文本进行深度加工（Ｍａｃａｌｉｓｔｅｒ，２０１４）；写作教学材料的输入材料应能够

激发写作产出，需提供交际目的并分步骤设计与组织写作活动引导最终产出（Ｈｙｌａｎｄ，
２０１３）。 这些原则对教材编写有重要参考价值，但尚缺乏对原则如何具体落实于教材编写

实践的探讨。
基于技能教学的教材编写以语言能力为唯一教学目标。 然而，在培养国际化人才的

新时代，我国英语教学不应囿于语言学习，而是要超越语言能力，培养多元能力（孙有中、
王卓，２０２１：１１）。 《指南》规定大学英语教学目标包括英语应用能力、思辨能力与跨文化

能力等（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２０２０）。 融合多元能力的大学英语教

学与测评研究方兴未艾（杨莉芳，２０１８；２０２３ａ），但教材研究欠缺。 鉴于此，有必要探究以

培养多元能力为目标的教材编写实践。

３．多元能力导向的教材编写

《新未来大学英语》（综合教程）（以下简称《新未来》）是一套以多元能力为导向的大

学英语教材，编写历经三年，其编写过程主要包括四个阶段：教材理念确立、能力目标解

析、主题与结构设计、材料与活动编写，是探索大学英语新理念、新方法的成果（孙有中、王
卓，２０２１）。 本研究以《新未来》为对象，探讨其基于多元能力目标的教材编写过程，为多

元能力导向的大学英语教学与教材研发提供参考。

３．１ 教材理念确立
《新未来》教材开发的背景是为响应教育部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

人才培养能力的号召，满足培养国家急需的具有中国情怀和国际视野的国际化人才的需

求。 《指南》指出，大学英语课程在人才培养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应实现工具性与

人文性的有机统一，既提高学生运用语言进行交流的能力，也进行跨文化教育，注重人的

综合素质培养。 因此，编写团队一方面对国际化人才的基本能力素养要求进行分析，另一

方面对这些能力素养在英语教学中的培养途径进行探究，结合总主编在外语教学理论与

实践中的探索成果（孙有中，２０１６；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归纳得出《新未来》多元能力培养模型（见
图 １）。 模型从课程、教师和学生着眼，分别提出教育目标、教学原则和学习方法。 关于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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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目标，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英语课程需要实现立德树人的目标。 高等英

语教育的重要功能在于培养能够代表中国进行有效跨文化国际沟通的人才，因此大学英

语课程需实现跨文化教育的目标。 课程目标决定了有效的教学原则是以能力为导向、以
学习为中心，教学内容与教学设计以能力培养为纲，对教学有效性的评判以是否令学习发

生为标准。 学生的学习方法主要为体验式学习和混合式学习，体验式学习能够促进能力

的有效内化，混合式学习符合信息化、数字化时代学生的学习特征，代表了大学英语教育

的发展方向。 教育目标、教学原则和学习方法围绕的核心是培养学生的多元能力和素养，
包括沟通能力、跨文化能力、思辨能力、创新能力、研究能力、合作能力、学习能力等。

多元能力培养模型为教材编写提供了基本理论指导，决定了教材从宏观设计到具体

编写的方向。 由于模型所包含的要素众多，为了更加直观地呈现教材的显著特色，编写团

队基于模型提炼出教材的核心理念（见图 ２），以树为示意。 树冠代表了能力目标，大学英

语教学的核心能力目标是语言能力，在此基础上应叠加跨文化能力和思辨能力，才能使学

习者成为真正有效的跨文化沟通者；学习能力是必须要培养的元能力，只有具备学习能

力，学习者才能真正内化知识和各项目标能力并将其迁移至未来真实的沟通任务中。 树

干代表实现能力目标的途径，即学生的体验式学习和混合式学习。 整棵树蓬勃成长的基

底，即开展大学英语教学的根本，是立德树人。

图 １　 《新未来》多元能力培养模型 图 ２　 《新未来》理念树

３．２ 能力目标解析
确立教材理念后，以能力为导向的教材编写需对能力目标进行分析，一方面明确每项

能力的内涵，另一方面解析能力的子目标，从而将能力落地于每单元具体的教学内容与活

动设计。 通过对相关理论与实证研究成果进行比较分析，编写团队厘清了各项能力的内

涵与子目标。 下文将以语言能力、思辨能力与跨文化能力为例进行探讨。
语言教学与测评中最有影响力的语言能力模型当属 Ｂａｃｈｍａｎ（１９９０）提出的交际语言

能力模型，将语言能力定义为语言使用者能够创造并解释话语的能力，由语言知识和策略

能力两部分组成。 语言知识包括组织知识和语用知识，组织知识使人能够理解、构成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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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话语，并将其组织成文本，语用知识则将句子、话语和文本与意义、语言使用者的意图以

及语境联系起来，以便语言使用者创造或解释语篇（Ｂａｃｈｍａｎ ＆ Ｐａｌｍｅｒ，２０１０）。 在交际语

言能力模型中，Ｂａｃｈｍａｎ 将语言知识和语境、社会文化因素结合起来，认为语言能力是一

个动态的概念，在动态交际中使用（韩宝成，２０００）。 这给教材编写带来的启示是，学生应

该掌握词汇、句子结构、语篇组织、功能与社会语言等各层面的知识并在沟通任务中进行

操练运用。 《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结合我国英语教学与测评的实际需求，将语言能力

定义为语言使用者参与特定情境下某一话题的语言活动时体现出的语言理解能力和语言

表达能力（刘建达、韩宝成，２０１８）。 该定义强调语言使用的情景化、沟通性特征，且从英

语使用者的视角将语言能力解析为理解与表达意义的能力。 因此，可以从口头沟通中的

理解（视听）和表达（说）以及书面沟通中的理解（阅读）和表达（写作）等维度分析主要的

微技能，作为教材编写的语言能力目标参考。
对思辨能力内涵的理解可以参考《德尔菲报告》 （Ｆａｃｉｏｎｅ，１９９０）、布鲁姆教育目标分

类（Ｂｌｏｏｍ ｅｔ ａｌ．，１９５６；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 Ｋｒａｔｈｗｏｈｌ，２００１）和 Ｐａｕｌ ＆ Ｅｌｄｅｒ（２００６）的三元结构模

型。 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将思维能力由低到高描述为识记、理解、应用、分析、评价、创造

６ 个层级，低阶思维是基础，要向高阶思维发展。 各层级都有对应的典型认知活动，如识

记的活动有认识、记忆、回忆等；理解的活动有领会意思、举例、解释等；应用的活动有运用

所学知识解决问题等；分析的活动有比较、区分、归类等；评价的活动有判断、选择、论辩

等；创造的活动有整合、设计、建构等。 上述不同层级思维能力的典型活动为教材内容编

写提供了重要参考，尤其有助于有效设计以输入材料为基础的活动，实现学习者高阶思维

能力发展。 同时，编写团队还从文献中提炼出思辨能力的情感策略与认知策略列表，作为

编写思辨能力的显性和隐形教学活动的依据。
关于跨文化能力已有较多研究，针对中国外语教育的具体需求，孙有中（２０１６）将跨

文化能力的核心内涵描述为：尊重世界文化多样性，具有跨文化同理心和批判性文化意

识；掌握基本的跨文化研究理论知识和分析方法；熟悉所学语言对象国的历史与现状，理
解中外文化的基本特点和异同；能对不同文化现象、文本和制品进行阐释和评价；能得体

和有效地进行跨文化沟通；能帮助不同语言文化背景的人士进行有效的跨文化沟通。 其

中的核心要素为持有尊重理解不同文化的态度、掌握不同文化的知识、能在跨文化交流情

境下完成有效沟通。 Ｄｅａｒｄｏｒｆｆ（２００６）也指出跨文化能力包含态度、知识、技能三个维度的

不同要素。 因此，编写团队在综合文献的基础上提炼出跨文化能力在态度、知识、技能三

方面的具体元素，如态度方面的理解文化多样性（ａｐｐｒｅｃｉａｔ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知识方面的

了解自身文化传统（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ｏｎｅ’ ｓ ｏｗｎ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技能方面的能够识别并阐明

文化的异同点（ｂｅ ａｂｌｅ ｔｏ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 ａｎｄ 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等，作为

教材设计跨文化能力教学活动的参考。
在培养各项能力的过程中也应同时达成育人目标。 由于外语课程包含大量有关对象

国文化以及世界多元文化的信息输入，为跨文化比较与反思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因此从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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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视角展开外语教学，就会使外语学习成为培养学生人文素养、价值取向、国际视野、文
化自信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课程思政过程（孙有中，２０２０）。 编写团队亦结合大学

英语教学特点，从价值观、文化素养、道德修养等育人方面为教学内容设计做准备。

３．３ 主题与结构设计
能力培养须以内容为依托，在对能力目标进行解析后，即进入主题与结构设计阶段。 根

据大学英语教学工具性和人文性有机统一的要求，参照大学生从进大学后到毕业的各阶段

不同的发展重点，编写团队设立了四册教材的主题，分别为青年文化、社会生活、职场经纬、
学术视野，对应个人成长、公共社会、职场发展与学术深造几个领域的英语学习，涉及的话题

围绕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未来的相关内容。 通过对不同语域的语言学习，凸
显大学英语的工具性；通过对话题的知识学习与深入探讨，凸显大学英语的人文性。

在单元结构设计上，一方面采用体验式学习的范式，创造真实的交际情境，搭建脚手

架逐步帮助学生达成产出，实现有效沟通能力的培养；另一方面通过基于输入材料的深度

学习，实现综合能力的培养。 教材每单元包括六个板块（见图 ３）。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板块呈现本

单元的教学目标，包括能完成的沟通任务和能力目标。 Ｗａｒｍｉｎｇ ｕｐ 板块通常包括两项小

活动，激活学生关于本单元话题的已有知识和思考，为接下来的学习做好准备。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１
板块以情景剧的形式展开学习，剧中有四名角色（两名中国大学生、两名外国留学生），学
生跟随角色体验剧情发展、完成交际任务。 情景剧包括两个 Ｅｐｉｓｏｄｅｓ，每个 Ｅｐｉｓｏｄｅ 都包

含对输入材料的学习和完成阶段性的小产出任务（Ｏｖｅｒ ｔｏ ｙｏｕ），学生在此基础上完成大

的交际任务（Ｐｒｏｊｅｃｔ）。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２ 板块是两篇课文的学习，包括培养阅读能力、思辨能力、
跨文化能力等的相关任务。 Ｓｅｌｆ⁃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板块是对单元学习的自我反思，评价本单元学

习目标的完成情况，总结收获，分析进一步学习的目标和内容。 针对每单元的主体学习板

块Ｓｅｃｔｉｏｎ１和Ｓｅｃｔｉｏｎ２，均确立有能力目标（沟通能力 ／ 阅读能力、思辨能力、跨文化能力）、

图 ３　 《新未来》单元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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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习目标（词汇词组、搭配、句子结构等）以及各项产出任务。

３．４ 材料与活动编写
确定单元结构设计后，即进入材料与活动编写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编写输入

材料、设计教学活动，二者交织进行。 首先，根据每单元的主题设计主产出任务，主产出任

务是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１ 的起点和落脚点，直接决定了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１ 的相关输入材料与阶段性活动的编

写。 其次，在围绕主产出任务编写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１ 的材料与活动的过程中，也可能根据编写情况

对主产出任务进行微调。 然后编写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２ 的输入材料与相关教学活动。
教材输入材料的编写须匹配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１ 和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２ 的不同教学功能。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１ 是以情

景剧的方式呈现学习内容，这部分的输入材料服务于产出任务，学生通过对输入材料的学

习，积累语言、内容和沟通等方面的资源，应用于产出。 因此，Ｓｅｃｔｉｏｎ １ 的输入材料应紧扣

产出任务的需求，凸显交际情境，体现真实性，根据沟通特点，选择音频、视频、文本、图表

等丰富类型。 这部分的输入材料，每一个体量相对较小，适合即时处理、即学即用，也符合

数字时代碎片化阅读特点，有助于激发学习兴趣。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２ 的输入材料主要为两篇与单

元主题相关的课文，Ｔｅｘｔ Ａ 用于深度阅读，Ｔｅｘｔ Ｂ 用于泛读。 课文的内容体现时代性和思

想性，注重中外多元文化视角。 每单元最后的 Ｗｉｓｄｏｍ ｏｆ Ｃｈｉｎａ 是教材的特色板块，呈现

与单元主题相关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篇幅精炼，内容丰富，能够帮

助学生领悟中国智慧，坚定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故事。
基于输入材料还需设计相关教学活动，这些教学活动的设计是实现多元能力培养的

关键。 活动设计的基本思路是融合式教学，体现为多元能力融合、输入产出融合、形式功

能融合、学习评价融合、教学育人融合。 我们将以《新未来》综合教程 ３Ａ 册（职场篇）第五

单元为例进行探讨。 该册在培养通用英语的基础上旨在促进职场英语能力发展，每单元

主题与产出任务均为职场情境下的沟通。 第五单元的主题为“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ｔｉｍｅｓ”，
关注顺应时代变化的企业发展，主产出任务是为某企业撰写未来发展计划。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１ 的

输入材料包括 Ｅｐｉｓｏｄｅ １ 的阅读文本“Ｔｈｅ ｄｅａｔｈ ｏｆ ａ 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报道因未能跟随数字

化时代变化而破产的一家报纸，Ｅｐｉｓｏｄｅ １ 的视频材料———情景剧的两位主角为一家公司

进行 ＳＷＯＴ 分析（企业战略分析，通过对被分析对象的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等加以综合

评估与分析得出企业发展策略），Ｅｐｉｓｏｄｅ ２ 的音频材料———情景剧的一位主角访谈两家

公司负责人获知他们如何应对变化，Ｅｐｉｓｏｄｅ ２ 的阅读材料———一份未来发展提案。 围绕

上述输入材料，编写团队进行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１ 的具体活动设计。
首先，关于多元能力融合的设计。 培养多元能力时，并不是切割教学时间分配至每一

项能力，而是根据各项能力的特点将其融合地设计在教学活动中。 在英语教学情境下，任
何用英语完成的活动本身都服务于语言学习，当语言学习融合思辨能力、跨文化能力及育

人等各项目标时，既可以隐性，也可以显性。 图 ４ 的活动体现了思辨能力与语言能力隐性

融合的设计。 基于阅读材料（未来发展提案），学生需要完成的阅读练习首先是总结材料

各部分的主要内容，然后回答问题，这些问题包括提取信息以及分析事件原因，最后对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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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进行评价。 从语言能力教学来看，阅读活动匹配输入文本，且能促使学习者对文本进行

深度加工（Ｍａｃａｌｉｓｔｅｒ，２０１４）。 与此同时，三项练习依次对应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六个层

级中的理解、分析和评价，引导学生从低阶思维向高阶思维发展，符合思辨能力的发展路

径，从而实现思辨能力与语言能力的融合发展。 语言学习也可以与其他能力进行显性融

合。 图 ５ 所示的活动基于 Ｅｐｉｓｏｄｅ ２ 音频材料（访谈）。 受访企业家 Ｍｓ． Ａｋａｎｏ 谈及在不

同国家企业工作所面对的不同企业文化，教材由此设计了关于跨文化能力的教学活动：通
过技能框的形式提供对跨文化能力的显性教学，学生再运用所学对输入材料中的现象进

行分析，并将此能力迁移至自己的产出任务中。

图 ４　 能力隐性融合设计的教学活动

图 ５　 能力显性融合设计的教学活动

第二，关于输入产出融合的设计。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１ 的教学以产出为导向，学生通过对输入材

料的学习逐步实现能力培养、完成产出任务。 因此基于输入材料所设计的练习活动是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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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输入与产出的渠道，也是融合输入与产出的关键。 例如基于 Ｅｐｉｓｏｄｅ １ 视频材料（ＳＷＯＴ
分析讨论）所设计的一项练习活动，学生需要理解视频中两位主角的讨论内容然后根据这

些内容填空完成 ＳＷＯＴ 分析表。 此项练习符合输入材料的沟通情境，体现了真实性设计。
同时，将内容归纳在 ＳＷＯＴ 四个方面，有助于学生内化 ＳＷＯＴ 分析的框架，从而为之后的

阶段性产出任务（完成自己的 ＳＷＯＴ 分析）搭建有效的脚手架。
第三，关于形式功能融合的设计。 在教材编写的第二阶段即能力目标解析阶段，编写

团队厘清语言能力的内涵是运用语言理解和表达意义、进行沟通，因此教材中所有语言练

习都遵循形式与功能相融合的设计。 具体体现为，一是对词汇短语搭配的学习都通过使

用语言来开展，如用词汇和短语的正确形式填空完成句子，运用目标词汇短语将中文文段

翻译成英文；二是所有语言练习中呈现的句子和文段都围绕本单元主题，符合职场英语语

体特征，可供相关话题和任务的产出使用。
第四，关于学习评价融合的设计。 评价不仅是促进学习的重要手段，也是发展思辨能力

和学习能力的必要环节，优秀的学习者往往是反思型学习者。 因此，教材在活动设计时，遵
循学习与评价相融合的思路，对所有的产出任务做到逢产出必评价，符合大学英语教学评一

体化的发展要求（杨莉芳，２０２３ｂ）。 针对 Ｅｐｉｓｏｄｅ １ 和 Ｅｐｉｓｏｄｅ ２ 的两项阶段性产出任务以及

单元主产出任务，教师用书都提供了详细的评价标准，供教师组织学生开展自评和互评。 在

单元学习最后的自我反思板块，一方面通过列表的形式请学生对照本单元的产出任务与所

培养的各项能力，对自己的学习情况做出评价；另一方面通过开放式问题引导学生总结收

获、反思不足、拟定未来学习计划。 评价与反思既有利于学生内化评价标准从而更好地明确

学习目标，也有助于学生提升学习动机，提高计划行动与实施行动的有效性。
第五，关于教学育人融合的设计。 思政育人的目标，不应变成与教学内容无关的生硬

说教，而是要在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的过程中有机融入思政教育元素，达到润物无声、盐
溶于水的效果（孙有中，２０２０）。 因此，在活动设计时应有机融入育人目标。 例如，语言练

习的文段翻译，内容都与中国有关，其中一段介绍中国高铁的发展与意义，另一段运用老

子“祸福相依”的辩证思想来分析企业面临机遇与风险时应采取的策略，有助于学生更好

地理解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发展，增强文化自信，培养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

４．结语

本研究以《新未来》教材为例，探讨了基于多元能力目标的大学英语教材的编写实

践。 对学界已有的教材编写研究的回顾表明，尽管关于教材的真实性设计与基于技能教

学的编写原则仍具有参考价值，但针对中国大学英语教学的目标要求，亟需探讨多元能力

培养如何通过教材编写予以实现。 《新未来》以多元能力培养为导向，教材的编写主要历

经教材理念确立、能力目标解析、主题与结构设计、材料与活动编写四个阶段。 理念的确

立决定了后续设计的宗旨；对各项能力内涵与要素的解析为教学内容的设计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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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与结构设计为教材具体内容的编写提供了框架，建立了内部逻辑；最终材料与活动的

编写是实现能力培养的关键。
这一教材编写实践为大学英语教材开发与教学发展带来的启示包括，第一，大学英语教

学服务于能力培养，能力目标应是教材编写与教学设计的起点与落脚点，从相对宏观的主题

与结构到具体的教学内容与活动，每一项设计决策都应始终锚定能力目标。 能力目标的内

涵与发展路径决定了教学内容的选择与活动的设计，能力目标的实现情况是评价教学有效

性的根本标准。 第二，为在教学中实现多元能力目标，活动设计应采用融合式教学的基本思

路，语言教学不是孤立进行，而是有机地融合思辨能力、跨文化能力、育人等目标，应在具体

活动中适切地融合各项能力子目标。 本研究的分析暂以纸质教材为例，在教育数字化转型

的大背景下，大学英语教材开发将在以能力为纲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如何通过深度融合信

息技术与外语教学（杨莉芳，２０２４），提升教学效果，实现外语教学的赋能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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