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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体验学习理论编写外语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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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大学英语教材是实现课程教育教学目标的基本保证，必须满足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国家

需求。 本文以《新未来大学英语（综合教程 ２）》为例，阐释教材编写如何通过发挥体验学习的优势来强

化学习者投入，提升大学英语课程的教学和育人成效。 教材基于体验学习模型设计单元结构，通过情景

剧和多模态教学素材增加学习者情感投入；寓多元能力培养于语言能力提升，强化学习者认知投入；以

具有真实性、挑战性和恰当性的单元任务设计和生生多元交互，增强学习者行为投入。 本文对体验学习

理论在外语教材编写中的应用和外语教材强化学习者投入等方面的研究具有一定启发和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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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人才培养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根本保障（习近

平，２０２２）。 ２０２３ 年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将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作为全面贯彻落实二

十大精神的重点任务之一。 大学英语课程量大、面广，有助于培养具有前瞻思维和国际眼

光的优质人才。 以提升教学效果和质量为宗旨，不断深化大学英语教学改革，是大学英语

课程的总体目标（《大学英语教学指南》，２０２０）。
学生是否学有实效，是衡量有效教学的标准（杨慧中，２０１５）。 学习始于学习者的投

入和参与（Ｓｈｕｌｍａｎ， ２００２），学习者投入与学习成果密切相关（Ｍａｎｄｅｒｎａｃｈ，２０１５），高投入

度能转化为更好的学习成果和学业表现（徐锦芬、范玉梅，２０１９）。 尽管教育心理学和二

语教育领域构建了多种维度的学习者投入模型（Ｇｒｏｃｃｉａ，２０１８；Ｍｅｒｋｌｅ，ｅｔ ａｌ．，２０２２），但
Ｆｒｅｄｒｉｃｋｓ（２００４）等学者提出的行为投入、情感投入和认知投入的三维构念依旧是被广泛

认可和应用的核心维度。
体验式教育能促进学习者投入，感觉与思考都有助于他们习得知识。 Ｋｏｌｂ（１９８４）的

体验学习观认为，学习是体验（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感知（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认知（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和行为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四个维度整合统一的过程。 可见，Ｋｏｌｂ 的体验学习模型与 Ｆｒｅｄｒｉｃｋｓ 等学者提

出的学习者投入模型在行为、情感和认知维度上高度重合，通过提升学习者体验、思考和

实践应用的内在动机，体验式教育能有效增强学习者投入（Ｏ’Ｃｏｎｎｏ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１）。
在我国的外语教学中，教材是学生获得知识的重要工具（何莲珍，２０２２），是外语教师

组织课程、实施教学的重要材料（张虹等，２０２１）。 高质量的教材往往以扎实的学习理论

为编写原则，有助于开发适合特定学习者群体的有效教材（Ｔｏｍｌｉｎｓｏｎ，２０１２），进而增强学

习者的认知、情感和行为投入，提升学习效果（Ｍｅｒｋｌ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２）。 本文从教材编写者和

外语教师的视角，以《新未来大学英语（综合教程 ２）》为例，探讨以体验学习为编写理念的

大学英语教材对强化学习者投入、提升大学英语教学和育人效果的积极影响，以期对我国

大学英语教材编写和研究提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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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体验学习理论和体验式外语教学理论

２．１ 体验学习理论
Ｋｏｌｂ 于 １９８４ 年提出了体验学习圈（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ｔｉａｌ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Ｃｙｃｌｅ），指出学习者在学

习中经历具体体验、反思观察、抽象概括和主动实践四个环节，学习圈循环往复、螺旋上

升。 具体体验是观察和反思的基础，这些反思被内化凝练成抽象概念，通过实践检验这些

概念，学习者能获得指导新体验的新知识。 此外，他还明确了体验学习的基本特征，即学

习（１）是过程，不是结果；（２）是基于体验的持续过程；（３）是运用辩证方法，不断解决具体

体验和抽象概括、反思观察和主动实践等矛盾统一体冲突的过程；（４）是适应世界的完整

过程；（５）是学习者与环境交互作用的过程；（６）是创造知识的过程。 体验学习理论注重

情感、认知和行为的高度统一，迄今为止，这一体验学习框架依旧是多数体验学习实践者

和研究者的学术参照（刘媛，２０１１）。

２．２ 体验式外语教学理论
本世纪初，为解决外语学习者学习动力缺失的问题，我国学者基于 Ｔｏｆｆｌｅｒ 的“体验经

济”产业形态，建构了“体验式外语教学”理论（刘媛，２０１１）。 学者们从哲学、教育学、语言

学等层面探讨了该构念的理论基础（余渭深，２００５；邹为诚等，２００９），总结了基于体验的外

语教学和评价原则（王海啸，２０１０；金艳，２０１０），提出体验式外语教学理论“４Ｅ 模型”，即
“参与（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愉悦（ｅｎｊｏｙｍｅｎｔ）、共鸣（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和环境（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刘媛，
２０１１：５９）。 该理论强调愉悦的学习状态是学习者参与学习并与所学内容同频共振的前

提，外语教学应提供更多学生感兴趣的内容和活动，提升积极的情感体验。 体验式外语教

学理论有助于提升学习者情感投入，维持学习动力，为我国的外语教育改革做出了重大贡

献。 但是，该教学理论侧重增强学习者情感投入，较少涉及如何提升认知和行为投入；相
较前者，认知和行为投入能更积极地影响学习效果（ Ｆｒｅｄｒｉｃｋ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４；Ｌｅ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增强外语教学效果。 因此，本文将从 Ｋｏｌｂ 的体验学习理论出发，探讨《新未来大学

英语》如何通过加强学习者的情感、认知和行为投入，提升大学英语的教学和育人效果。

３．《新未来大学英语》育人育才特点

该教材遵循我国学者提出的编写理念，以 Ｋｏｌｂ 的体验学习观为核心理论指导，由牛

津大学出版社和我国高校一线外语教师共同打造。 教材根植于立德树人，旨在通过体验

式学习，“实现知识学习、能力提升和立德树人三位一体的教学目标”（孙有中，２０２０：５０），
“开辟了体验外语学习新范式” （孙有中、王卓，２０２１：１１）。 《新未来大学英语（综合教程

２）》（以下简称《新未来 ２》）聚焦社会生活主题，引导学生关注个人与社会的复杂关系，通
过体验—反思—概括—应用螺旋上升的多个体验学习循环，强化学习者投入，以提升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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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为基本目标，同时培养高阶思维等多元能力，有效实现大学英语的人才培养目标。

３．１ 基于体验学习的单元结构和内容
Ｋｏｌｂ（２０１５）认为，体验学习圈不是一个僵化的机械步骤，学习者可自行决定从哪个环

节进入学习。 但根据这个学习圈来组织教学能使体验学习理论更容易落地和操作。 在学

习过程中，具体体验是反思观察的前提，外语学习的体验本质是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获得

的心理感受，即在情绪、思想上完全与目标语紧密融合（刘媛，２０１１）。 因此，《新未来 ２》的
单元结构从具体体验开始，通过反思观察、抽象概括和积极实践完成一个学习闭环，多个

循环紧密相扣、螺旋上升（见表 １）。

表 １　 《新未来 ２》单元结构和主要内容

单元主题 单元结构 主要内容 体验学习圈

Ｕ１ （ Ｄｉｓ ）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ａｇｅ
（数字时代的互联与隔

离）
Ｕ２ Ｗｏｒｋ ｈａｒｄ， ｗｏｒｋ ｓｍａｒｔ
（勤奋工作，智慧工作）
Ｕ３ Ｓｅｃｒｅｔ ｏｆ 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ｉｎｇ
（广告的秘密）
Ｕ４ Ｉ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 ｍａｔｔｅｒ
（印象至关重要）
Ｕ５ Ｈａｒｍｏｎｙ ｉｎ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和而不同）
Ｕ６ Ｂｒｉｎｇｉｎｇ Ｌｉｇｈｔ ｔｏ ｏｔｈｅｒｓ
（用爱心点亮世界）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呈现可测量的单元学习目标

Ｗａｒｍｉｎｇ ｕｐ 热身活动激发学习兴趣，激活知识技能储备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１ 基于情景剧的体验学习，完成口头任务

Ｅｐｉｓｏｄｅ １
Ｏｖｅｒ ｔｏ ｙｏｕ １
Ｅｐｉｓｏｄｅ ２
Ｏｖｅｒ ｔｏ ｙｏｕ ２
Ｐｒｏｊｅｃｔ

·顺承剧情发展，围绕两个子任务提供多模

态具体体验，引导学生观察反思体验中的语

言和技能，并概括凝练反思所得，在完成子

任务的实践应用中，检验概念，更新知识技

能，成为新一轮体验的基础；
·体验任务范例，按照步骤将新知应用在解

决问题中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２ 基于阅读的（深度）体验学习，完成写作任务

Ｔｅｘｔ Ａ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Ｔｅｘｔ Ｂ

·Ｔｅｘｔ Ａ 是深度阅读体验，提升语言和多元

能力；Ｔｅｘｔ Ｂ 为补充泛读；
·运用 Ｔｅｘｔ Ａ 阅读体验后反思 ＆ 概括所得

的新知完成写作任务

Ｓｅｌｆ⁃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反思单元目标达成度，自主提升多元能力，
培养终身学习能力

Ｗｉｓｄｏｍ ｏｆ
Ｃｈｉｎａ

学习中华优秀文化，领悟中国智慧，讲好中

国故事

体验学习循环：
体验１ －反思１ －
概括１ －应用１ －
体验２ －反思２ －
概括２ －应用２ －
体验３ －反思３ －
概括３ －应用３ －
（完成 Ｐｒｏｊｅｃｔ）

新一轮（深度）
体验学习：
体验 － （反思 ＋
概 括 ） － 完

成 Ｗｒｉｔｉｎｇ

教材每单元包括视听说和篇章阅读两部分。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１ 以情景剧的模式串联两个

Ｅｐｉｓｏｄｅ，构成一条完整的剧情线，体验式学习在情境中展开。 学习者与四位主人公共同参

与并推动剧情发展，经过多轮次螺旋上升的体验学习，提升语言和多元可迁移能力，最后

完成交际任务。 该部分围绕两个子任务提供体验学习素材，还根据任务所需设置技能讲

解板块，显性地引导学生反思语言知识和多元能力、并概括反思所得，形成新的知识技能

概念，为新一轮体验服务。 在最后的 Ｐｒｏｊｅｃｔ 环节，学生首先体验任务范例，随后依照步骤

逐步开展反思和概括，最后将新知创造性地应用在完成任务中（见图 １）。
教材的单元结构充分体现了学习是由多个学习圈构成的螺旋式上升过程，即所有的

学习都是重新学习（Ｋｏｌｂ， ２０１５）。 重新学习为深度学习创造了条件，促使学生通过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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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体验中蕴含的知识与技能，建构新的知识技能，并积极将所学所获迁移运用到新情境

中，解决新问题（杜娟等，２０１３）。 单元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２ 选择视角互补的两篇长文，为学习者创造

深度学习的机会。 Ｔｅｘｔ Ａ 用于深度阅读，聚焦语言和其他多元能力，Ｔｅｘｔ Ｂ 为拓展阅读，
助力个性化学习。 基于 Ｔｅｘｔ Ａ 的深度阅读体验，学生领会阅读理解和思辨技能，同时反思

概括语言知识和可迁移能力，并主动运用到写作任务中，解决新问题。

图 １　 《新未来 ２》Ｕ１ 剧情线

３．２ 促进学习者情感投入
情感投入指学习者对教师、同学、学习素材和环境等因素的情感反应，包括愉快等积

极情绪和厌倦等消极情绪（Ｆｒｅｄｒｉｃｋ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４）。 对学习体验的高昂兴趣能增强学习动

机和愉悦感，提高学习投入（Ｇｒｏｃｃｉａ， ２０１８）。 相较行为和认知投入，尽管情感投入对学习

投入的影响较低，但对于强调记忆和背诵等技能的亚洲学生来说，情感投入的效应比对西

方学生更显著（Ｌｅ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 因此，基于体验学习观的外语教材应首先使学习者在体

验环节保持积极情绪，促进情感投入。 《新未来 ２》的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１ 集中体现了这一原则。
３．２．１ 情景剧体验

教材情景剧不仅在剧情设计上贴近我国大学一年级学生的成长经历和认知水平，来
自不同国家和地区、性格迥异的四位主人公也极具代入感，吸引学习者愉快地投入一段段

新鲜有趣的沉浸式体验。 在四位小伙伴的陪伴下，学习者为完成任务积极学习、反思、实
践。 就像玩一场组队游戏，朋辈的鼓励和建议能有效缓解消极情绪，通过努力习得的知识

和技能又像游戏中不断升级的装备，助力学习者一路通关，完成任务的成就感又成为持续

投入学习的强大动力，激励学习者追求更高的学习目标（刘媛，２０１１）。
３．２．２ 多模态素材

为强化体验过程中学习者的情感投入，Ｓｅｃｔｉｏｎ １ 将任何能激发和维持积极情绪的材

料都纳入教学素材，凸显全媒体特色，确保积极的体验感受。 传统大学英语综合教材多拘

泥于长篇课文，较少编排音视频材料。 单一的素材类型不符合“网络原住民”的当代大学

生的学习特点，不利于学习投入。 本部分的四个输入素材涵盖读、视、听多模态资源，在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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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中，四位主角或同时出镜，讨论重大事宜，或由一位角色主持访谈，间或穿插临时演

员，丰富多样的视听体验有效提升了积极的体验情绪。 多模态小而精的语篇素材是该环

节激发学习兴趣的另一特点。 文本尽可能符合大学低年级学生获取信息的方式和语言水

平，除书籍节选和短网文，还设计了手机短信、采访转写、广告、海报、思维导图、策划书等

新媒体语篇，降低了学习焦虑，有助于更高效地开展可理解输入。

３．３ 促进学习者认知投入
认知投入是学习者在认知层面上反思具体体验、提升对体验的认知处理的能力

（Ｇｒｏｃｃｉａ，２０１８）。 认知投入既强调学习的心理努力过程（如愿意努力学习、渴望超越等），又
以认知为目标，强调策略学习（Ｆｒｅｄｒｉｃｋ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４）。 研究表明，能有效使用元认知策略（如
设定学习目标、组织学习、调整注意力等），或认知策略（如深度理解、概括归纳、推断预测等）
的学习者，在学业成绩评价的各类指标中有更突出的表现（郭继东、刘林，２０１６）。

体验学习观认为，反思与体验几乎同时发生，是对体验的观察思考和内在转化；反思

与抽象概括也紧密相连，因为深度反思需要复杂的认知策略和批判思维能力（Ｋｏｌｂ，
２０１５）。 基于体验学习观的《新未来 ２》注重提升学习者的语言能力和学习、交际、思辨及

跨文化等可迁移能力，它们作为教材的能力大纲，被细化成多个子技能或策略，或隐性、或
显性地设计到每一项语言练习或任务中，实现多元能力的综合提升（孙有中、王卓，２０２１）。
３．３．１ 隐性能力大纲

提升学习者的语言能力和学习能力是《新未来 ２》的基本目标，是教材隐性能力大纲

的主要组成部分。 依托 Ｂａｃｈｍａｎ（１９９０）的“交际语言能力模型”，《新未来 ２》将该模型所

包含的主要语言能力概括为以下学习策略：设定学习目标；规划 ／监控自己的学习、并相应

调整学习目标和策略；遇到困难时能自我调整；反思和评价自己的学习表现；利用各种环

境和资源进行自主学习；生生互动中有效合作。 这些策略被隐性地融入语言练习和交际

任务的设计中，促使学习者潜意识地选择和借助学习策略完成任务，并在使用语言的过程

中不断反思概括。 如第 １ 单元情景剧第 ２ 场，主人公们不知选择哪个表情符号参赛，也不

知如何改进。 为解决问题，剧情设计让他们首先求助一篇期刊文章，随后开展随机采访，
借助自我调整和选择学习资源等一系列学习策略，成功解决了问题。
３．３．２ 显性能力大纲

鉴于低年级大学生的抽象概括能力不强，很难将观察到的认知策略抽象概念化，《新
未来 ２》将传统综合教程较少涉及的沟通、思辨、跨文化和阅读策略整合为显性能力大纲，
根据任务所需和输入素材的认知特点，以技能讲解的形式协助学生凝练概括，并通过专项

练习，立即实践新能力，促使多元能力有效固化。 如教材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２ 的阅读技能着重强调有

助于深刻理解文章主旨、结构和逻辑的策略；思辨技能凝练阅读理解中较常使用的预测、
分析、对比、推理等策略，进一步提升学习者的高阶思维可迁移能力。

为避免技能与素材脱节，同时保证体验－反思－概括－应用的连续性，技能讲解板块并

非按照固定顺序编排，而是以完成两个子任务为目标，紧随凸显某项能力的输入素材。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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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３ 单元针对视频中 Ｔｏｍ 不时偏离讨论主题，推出了第 １ 个技能讲解，“讨论中不偏离主

题”沟通策略；而第 ６ 单元的第 １ 个技能板块则紧密关联各国志愿者经历的文本素材，培
养跨文化同理心。

３．４ 促进学习者行为投入
学习者的行为投入既包括积极参与课内外活动，也涉及参与课堂学习和完成任务的

努力、专注、投入等行为（Ｆｒｅｄｒｉｃｋ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４；郭继东、刘林，２０１６）。 相较情感和认知投

入，行为投入与学业提升最相关（Ｌｅ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 因此，外语教材可设计丰富多样的交

际任务，为学习者搭建实际使用语言的多维平台，强化行为投入。
体验学习圈的实践环节中，学习者将反思概括的新知识和新技能付诸实践。 体验学

习观还强调，学习者与师生、教材等客观环境的交互作用是学习的重要过程（Ｋｏｌｂ，２０１５）。
《新未来 ２》在每一轮体验学习圈中都精心设计交际活动，以任务链的形式为学生创造多

元语言实践活动，一个任务结束意味着另一个任务的开始，直到完成一项复杂的任务（孙
有中、王卓，２０２１）。 通过完成环环相扣的交际任务，增强行为投入和学习效果。
３．４．１ 任务设计

教材围绕社会生活主题，基于交际真实性、认知挑战性和产出目标恰当性原则设计交

际任务。 交际真实性要求任务是学习者现在或将来很可能参与的交际活动（文秋芳，
２０１８），因此教材每单元的口头和书面两个大型交际任务均贴近低年级大学生的生活或未

来发展，以激发交际热情和参与任务的积极性。 如第 ２ 单元的口头任务要求汇报一个简

单的创业计划，写作任务需阐释是否愿意成为自由职业者。 两个任务紧扣学习者关心的

就业话题，与他们的未来发展息息相关。 任务还能鼓励学生及早考虑职业规划，进而积极

投入学习，为职业发展储备专业知识和综合能力。
认知挑战性要求交际任务同时助力知识增长和思辨能力提升（文秋芳，２０１８）。 挑战

性强的任务更能激发学生的交际欲望，鼓励他们勇于尝试。 第 ３ 单元设计平面广告和第 ４
单元制作中国旅游宣传片都极具挑战性。 除语言知识和技能外，学生还需了解平面广告

和推介视频的设计原则、视觉设计和音像效果等基本知识、树立受众思维。 这些挑战不仅

能拓展学生的百科知识，也极大提升了他们的认知能力和高阶思维能力。
产出目标恰当性要求任务设计符合学生的语言和认知水平，过难或过易都会影响行为

投入（文秋芳，２０１８）。 为尽可能减少学习者对口语任务的畏难情绪，《新未来 ２》将大型口语

任务拆分成两个环环相扣的子任务，有效降低难度和复杂度，既能保证学习积极性，也便于

教师引导学生循序渐进地完成简单子任务，最终完成总任务。 以第 １ 单元为例（见图 ２），参
加全国表情符号设计大赛考验学习者的图形设计和语言描述能力，为降低难度，教材遵循体

验学习的螺旋上升原则，将总任务分解成两个子任务：（１）绘制新表情符号草图并简单描述

其功能（ＯＴＹ１）；（２）优化符号设计且举例说明其功能（ＯＴＹ２）。 在此基础上，团队共同完成

口头汇报。 不难看出，子任务与总任务、两个子任务之间密切关联、层层递进，任务二比任务

一更小且轻，能提升学生完成任务的成就感，以更自信的态度投入新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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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新未来 ２》Ｕ１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１ 的任务拆分

３．４．２ 生生互动

生生交互是体验学习的重要过程。 双人互动和小组活动有利于学习者放松心态，获
得更多可理解输入、产出更多可理解输出，从而强化行为投入，提高语言习得水平（王海

啸，２０１０；范玉梅、徐锦芬，２０２１）。 教材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１ 的每一次输入体验后，都紧跟一个针对性

强的小型对子活动，或看图推测含义，或回答思辨问题，或分享细节理解与个人观点。 多

元化的双人互动不仅为学习者提供了立刻检验抽象概括所得、投入新体验的平台，与任务

密切相关的交互内容也为完成任务搭建支架，再次降低了任务难度。
教材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２ 设计了基于 Ｔｅｘｔ Ａ 的“Ｔｈｉｎｋ－Ｐａｉｒ－Ｓｈａｒｅ”互动活动，一方面检查学习

者对课文的理解，另一方面鼓励他们通过分享、反馈、争辩等一系列互动积极投入学习，提
升分析、评价、综合等高阶思维能力。 该活动创造了宽松的学习氛围，组员反馈能纠正学

习者对文章的错误理解，澄清疑惑，树立阅读理解的信心。 此外，还能鼓励他们积极运用

所学完成书面交际任务，更加自信地使用英语进行沟通交流，增强对英语学习的行为

投入。

３．５ 增强育人效果
为落实大学外语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教材应将政治认同、家国情怀、文化素养、道德

修养四方面内容有机融入教材编写。 其中培养大学生的家国情怀是新时期为助力高教强

国建设而重构大学外语课程体系的重要发力点，在教学中有机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

育、提升学生的跨文化能力是培养家国情怀的重要路径（何莲珍，２０２３）。 《新未来 ２》扎根

立德树人，重视中华优秀文化教育和提升跨文化意识及能力。 体验学习观的编写原则有

效增强学生的学习投入，提升了教学效果；同时也增强了有机融入素材选择、技能讲解、语
言练习和交际任务中的中华优秀文化和跨文化能力内化的有效性（孙有中，２０１６）。
３．５．１ 中华优秀文化教育

《新未来 ２》的素材选择、翻译练习和交际任务显隐结合地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元素。 单元结尾处的 Ｗｉｓｄｏｍ ｏｆ Ｃｈｉｎａ 板块显性地推出诸如《礼记》中
的“大同”“乌镇宣言”“杂交水稻之父”等中华智慧和杰出人物精选译文，不仅创造了领悟

中华优秀文化精髓的机会，还是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素材（见表 １）。 翻译练习也显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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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优秀中华文化教育，包括“非礼勿言” “针灸”等传统文化，也涉及“京剧振兴” “大学

生返乡创业”等文化传承和创新发展的启迪，引导学生传播中华优秀文化。 教材的交际活

动隐性地融入中华文化教育，既蕴藏在诸如“制作中国旅游宣传片”“非遗申请”等大型交

际任务中，又隐含在小型思考题、对话示范、任务产出范例中。 这些显隐结合的融入方式

有助于引导学生深刻理解优秀中华文化的思想智慧和时代价值，坚定文化自信，同时也搭

建了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平台。
３．５．２ 跨文化能力提升

《新未来 ２》遵循本系列教材的编写理念，从宏观层面的编写原则、中观层面的素材选

择到微观层面的练习活动设计，皆致力于提升学生的跨文化意识和能力（张铁夫等，
２０２３）。 教材的情景剧素材凸显提升跨文化能力优势，由分别来自英、美、西安、深圳的四

位主人公共同完成各种交际任务，剧情内容和发展无不呈现频繁的跨文化沟通情境，为学

生创造直接体验跨文化交流的机会，使跨文化教育变成“润物无声的感化与寓教于乐的熏

陶”（孙有中，２０２０：５１）。 其他素材选择不仅包括欧美等目的语国家文化，更注重选取非

目的语国家的文化内容，以弥补传统教材缺乏国际视野和其他国家文化的不足（张虹等，
２０２１）。 教材第 １ 单元的第 ２ 个文本素材呈现表情符号在四大洲、十个国家的含义，除美

英两大目的语国家外，还涉及巴西、伊朗、尼日利亚等八个非目的语国家文化。 通过体验

和对比多元文化，学生能加深对世界文化异同的理解，学会尊重、包容、欣赏其他文明，满
足培养具有跨文化能力人才的国家需求（孙有中，２０１６）。

跨文化技能讲解是《新未来 ２》的显性育人手段。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１ 独立的讲解板块和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２ 中跨文化反思和跨文化写作活动，皆从不同视角系统阐释跨文化能力的核心内涵，每项

技能都是一次跨文化体验的反思和概括，或是下一个跨文化实践的支架，有效促进了学生

的跨文化能力发展。 如第 ４ 单元围绕确定中国旅游宣传片内容这项子任务，教材首先编

排了来自 ｖｉｓｉｔ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的图文简介，“避免民族中心主义”的跨文化技能板块紧随其后，
提醒学生制作宣传片时要警惕文化优越感，避免以自己的价值观来评判其他文化，减少跨

文化交际中的误解和偏见。
跨文化能力培养还多方位融入教材的练习和交际任务的设计，为学生搭建跨文化交

流实践平台。 句法操练、选词填空、词汇搭配、汉译英等练习都精心设计了跨文化语境，丰
富和拓展了跨文化实践的形式和渠道。 单元大型口头任务往往内嵌多边文化交际活动，
写作任务则关联中外文化对比，有助于提升学生对不同文化的思辨性理解，增强他们跨文

化交际的得体性和有效性。

３．６ 使用建议
使用该教材时，教师可基于学校、学生、学科需求和教学环境，对教材进行二次开发，

做适当的增、删、改、调，以满足本校学生的学习需求。 教师还可利用教材学习平台提供的

数字课程、课堂活动库、课后作业库、词汇学习卡等立体资源开展混合式教学，创建大数据

和数字教具赋能的智慧课堂。 需注意的是，本教材已融入丰富的育人元素，只要善于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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掘，教材本身内容即可帮助教师加强课程育人效果。 此外，混合式教学中教师需要关注线

上线下学习的有效衔接，以确保学习真正发生。 课堂面授时检查预习所学、巩固重点语言

知识是有效路径之一。

４．结语

大学英语教材是育人育才的重要载体，能增强学习者投入的教材有助于提升学习效

果，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新未来 ２》遵循 Ｋｏｌｂ 的体验学习观，充分发挥体验学习对促进

学习者投入的优势，突出体验－反思－概括－应用学习圈和深度学习的促学作用，通过强化

学习者的情感、认知和行为投入，有效提高他们的学习参与度，对提升育人育才效果产生

了积极影响。 本文以《新未来 ２》为例，提出以体验学习观为编写理念的大学英语教材能

显著提升大学英语的教学和育人效果，对开发有效的外语教材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不足

之处是缺少该教材能促进学习者投入的数据支撑，也没有涉及在教学使用过程中的潜在

问题。 因此，未来将通过实证研究，进一步探讨以该教材为代表的体验式学习在促进语言

学习者投入方面的有效性和潜在挑战，进一步挖掘体验学习范式在提升外语教育教学质

量中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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