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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外语教师对好教材的认知及其形成探究∗

李宇琦
（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北京 １０００８９）

提　 要：本研究探索教师如何认识好教材及影响其认知形成的社会文化因素。 研究采用质性方法，对来自全国 ７ 大

地理区的 ４５ 名高校英语教师进行半结构化访谈，研究发现教师最关注教材在使用中的价值，包括教材的内容及配套材

料。 其次，教师关注教材使用后的长期效果和短期效果。 另外，教师关注教材的教育理念。 教材的声望及物理特征也是

教师关注的要素，但相对于其他维度更少被提及。 以上维度与研究者关注的维度相呼应。 教师对好教材的认知受到中

介（他者、文化制品、文化概念）、主体因素（教学经验、学科背景、学术活动）和规则（培养方案、教材选择政策、课时）等因

素调节。 本研究为本土教材研究理论建构的发展作出一定贡献，同时为教师教材认知研究提供数据参考。
关键词：教材；教师；认知；社会文化理论； 活动；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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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引言
教材是体现国家意志、传承民族文化、实现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载体（刘道义 ２０２０）。 在

教学实践中，外语教材为学生学习语言知识和发

展语言技能提供理据和路径 （程晓堂 孙晓慧

２０１１）。 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教材发展，新时

代的教材改革要以教材质量为教材建设的核心任

务。 教材建设的终极目的是教材使用 （ Ｇｒａｖｅｓ
２０１９：３３９），即教师、学习者与教学材料之间的互

动（Ｇｕｅｒｒｅｔｔａｚ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１：１６）。 教师在实现教材

教学功能和价值的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安桂清

２０１９：７３）。 因而教师应当成为教材研究中的重要

主体之一。 相关研究不应仅关注教师如何在教学

实践中将教材操作化，还应进一步考察教师对教材

认知以及这种认知的来源（徐浩 史新蕾 ２０２３：３２）。
本文旨在社会文化理论视角下，探究教师对好教材

的认知及其影响因素，关注教材研究中的教师主体

地位，有助于推动本土教材研究理论的构建，同时

为教师教材认知研究提供实证参考。

２　 文献回顾
教材是依照课程标准或教学大纲编写、系统

反映学科内容的材料，包括教科书及教师用书、练
习册、读物、教具等系列配套材料（刘道义 ２０２０）。
外语教材广义上可以指任何用于语言教学、有益

于学习者外语学习的素材（Ｔｏｍｌｉｎｓｏｎ， Ｍａｓｕｈａｒａ
２０１８：２； Ｇｕｅｒｒｅｔｔａｚ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１：４ ）。

纵览我国外语教材研究发现，研究视角多为

宏观层面论述或客位研究者观察，教师主体视角

的研究仍待补足（柳叶青 ２０１７：２４，常畅 杨鲁新

２０２３：８０）。 从研究内容来看，相较于教师对教材

的认知，相关研究更关注教师对教材实施的行动，
即教师使用教材所采取的策略及影响因素。 而教

师在使用教材过程中的决策及教学行为受到其对

教材认知的直接影响（刘兴华等 ２０２３：９７），教师

对教材的认知值得进一步深入探索。
对外语教师认知的探究起源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

代，教学研究重点从关注教师的外显行为逐步过

渡到影响教师做出教学行为的内在心理，并在随

后迅速发展（孙强 张军 ２０１９：７３）。 对我国外语

教材研究中教师认知的文献梳理显示，相关理论

研究关注对教师“教材观”概念的辨析，相关实证

研究关注教师对教材本体的认知及教师对教材使

用的认知。

教师的教材观，即教师对教材本质、属性及功

能的认识（曾天山 １９９７）。 也有学者拓展教材观的

内涵，认为教材观是“教师对教材在价值、作用、评
价和处置等方面的深刻认识”（任丹凤 ２００３：１０６）。
王靖潭（２０２２）从国家价值阐释力、国家话语构建力

和国家文化传播力 ３ 个维度构建国家意识教材观。
陈柏华和高凌飚（２０１０：６８）从教材内容、结构、功能

和教学 ４ 个维度梳理归纳出 ７ 种典型教材观，呈现

出“从相对封闭向相对开放以及注重学习者学习需

要以及整合性的方向发展”。
教师对教材本体认知的实证研究常运用隐喻

分析法探究教师的看法，如有研究者通过填空的

方式让教师填写对教材的比喻：ＭｃＧｒａｔｈ（２００６）
研究发现香港中学教师认为教材是“指引” “约
束”等，但总体态度积极；韩宝成（２０１４）发现北京

中学英语教师提供 ４ 类共 ４２ 种隐喻，总体持负面

看法。 也有研究让教师结合自己的认知在提供的

隐喻词汇中进行选择，如 Ｍｅｎｋａｂｕ 和 Ｈａｒｗｏｏｄ
（２０１４）的研究中教师从提示卡上的诸多隐喻中

选出 ３ 个最契合其对教材认知的词汇，研究发现

教师认为教材是“紧身衣” “指南针” “降落伞”
等；Ｚｈａｎｇ 等（２０２２） 的研究中发现在 “圣经” 和

“资源”这两个隐喻中我国高校外语教师倾向于

认为教材是资源。
教师的教材使用观，即教材使用中教师的认

知也是学者关注的内容。 相关研究关注教师对教

材使 用 的 态 度 （ 如 Ｂｏｓｏｍｐｅｍ ２０１４， 张 虹 等

２０２１ａ）及信念（如 Ｌｅｅ， Ｂａｔｈｍａｋｅｒ ２００７）。 也有

学者探究教师在教学实践中的教材观，如张凤娟

和战菊（２０１３）对 ６ 位大学英语写作教师进行个

案分析发现教师信奉“用教材教”而不是传统“教
教材”的写作教材使用观。 刘兴华等（２０２３）通过

问卷调查的方式探究初中英语教师对使用教材的

认识，研究发现不同教师分别认为自己持“权威

型”“调适型”“创生型”的观点。
整体而言，教材研究中对教师认知的探索数

量较少，已有相关研究中大多仅关注认知本身，而
未进一步探究认知如何形成。 鉴于此，本研究探

索教师如何认识好教材，并在社会文化理论视角

下解释教师对好教材认知的形成。 社会文化理论

认为，人的高级心智发展是在具体的历史文化环

境中通过社会实践并受工具调节而实现的。 人的

认知发展是主体与其所在的社会文化环境即客体

不断交互的结果，联接二者并促成发展的是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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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中介作用（Ｖｙｇｏｔｓｋｙ １９７８，张莲 ２０１８）。 教师

如何形成对好教材的认知，其受到何种工具的中

介作用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３　 研究设计
研究采用质性方法，通过半结构化访谈收集

数据并进行分析。
３． １ 研究问题

本研究意图回答以下两个研究问题：
（１）高校英语教师对好教材的认知是什么；
（２）调节高校英语教师对好教材认知的因素

有哪些。
３． ２ 研究对象

研究选取来自全国 ７ 大地理区 ４５ 位高校英

语教师作为研究对象，包括大学英语教师 ２２ 人及

英语专业教师 ２３ 人。 不同地区教师人数占比分

别为华北地区 １７． ８％ ，华东地区 ２８． ９％ ，华中地

区 １１． １％ ，华南地区 ６． ７％ ，西南地区 １５． ６％ ，西
北地区 ８． ９％ ，东北地区 １１． １％ 。

３． ３ 数据收集

研究者通过线上方式进行视频或语音一对一

半结构化访谈。 访谈前收集受访者背景信息，包
括其所在院校、使用教材时长等。 为保证研究的

准确性，数据收集到达饱和后才停止，即受访对象

不再提供新信息。 根据受访者的具体回答灵活调

整半结构化访谈的程序和内容，并对访谈中出现

的重要问题以及尚存的疑问进行追问（陈向明

２０００）。 访谈内容通过录音笔进行录音，后由讯

飞听见软件将录音内容进行转录生成文稿，并进

行人工检查修改。
３． ４ 数据分析

基于 Ｅｎｇｅｓｔｒöｍ（１９９９）的活动理论框架绘制

的教师认识教材活动系统如图１ 所示。

图１ 　 教师认识教材活动系统

在本研究的教师认识教材活动系统中，主体

为高校英语教师。 教师与院校及学生构成活动系

统中的共同体，并有相应的劳动分工：即院校挑选

教材、教师和学生使用教材。 主体对教材的认知

受到系统中不同要素的调节。 研究者对所有教师

进行编号，方式为 “教师姓名首字母—访谈日

期”。 随后基于以上教师认识教材活动系统，运
用 ＮＶｉｖｏ １２ 软件对转录后的访谈数据进行编码。

４　 调查结果与讨论
４． １ 高校英语教师对好教材的认知

通过三级编码分析得到教师如何认识好教

材，具体见图２的可视化分析矩阵。

图２ 　 教师对好教材的认知

由图２可知，教师在认识好教材时最注重教材

的内容，包括主题选择与选材、活动练习设计及组

织结构等维度。 内容也是研究者重点关注的维度

（徐锦芬 肖婵 ２００１）。
教材的配套材料是除内容外教师最关注的维

度，包括教学资源及数字平台。 在早期研究中，教
学资源主要包括教学参考书、视听材料（磁带、幻
灯片、录像带、演示卡片等）及辅助教材（练习册、
测验题、课外读物等） （周雪林 １９９６）。 随着现代

科技的发展，教师对教材配套材料的需求除传统

资料外，还对数字平台，如手机应用程序、电脑网

站等有了更多样化的需求。
教材的教育理念是教师第三关注的维度，教

师关注教材的育人理念、教学理念与语言理论、二
语习得理论的匹配程度。 先前研究者关注教材中

的二语习得理论及教材与培养方案的匹配程度

（如 Ｒｉｃｈａｒｄ ２００１， 王小梅 杨亚军 ２０１２）。 近年

来，我国学者逐渐关注教材中的意识导向、价值导

向及思政元素（如张虹等 ２０２１ｂ，秦丽莉 ２０２３）。
受访教师还关注教材的使用效果，包括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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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效果和长期使用效果。 尽管目前研究者较少

关注使用效果维度，而是更多聚焦于教材的静态

特征，但在访谈中，受访教师会关注该维度。 教材

对使用者产生的潜在价值或实际应用价值不应被

忽视（Ｔｏｍｌｉｎｓｏｎ， Ｍａｓｕｈａｒａ ２０１８；Ｌｉｔｔｌｅｊｏｈｎ ２０２２）。
教材的声誉同样是先前研究者鲜少关注的维

度。 Ｂｒｏｗｎ（１９９５）关注作者的声望（教育背景及

经验）和出版商的声望，国内研究者尚未关注教

材的声誉。 访谈发现，受访教师关注教材的声望、
教材作者 ／编者的声望以及教材出版社的声望。

物理特征维度并未像教材的内容维度一样被

先前学者广泛关注，学者关注教材是否结实耐用、
外观美观、文字与图表的使用是否科学、严谨、规
范（Ｃｕｎｎｉｎｇｓｗｏｒｔｈ １９９５）。 除外观外，受访教师同

时关注排版等是否与内容相结合。
４． ２ 认知的调节因素

教师对好教材的认识会受到不同的社会文化

因素调节。 表１中呈现三级编码的结果，括号中的

数字为编码的数量。

表１ 　 调节教师对好教材认知的社会文化因素

三级编码 二级编码 一级编码

社会文化调节因素

中介调节（６６）

主体调节（４９）

规则调节（１７）

他者（学生、同事、专家学者）（４１）
文化制品（其他教材、专业书籍 ／ 论文、考试）（１８）
文化概念（课程思政的理念）（７）
教学经验（２２）
教育背景（１９）
学术活动（８）
教学大纲（８）
课时（５）
教材选用的政策（政府层面、院校层面）（４）

　 　 在教师认识好教材的活动中，教师最主要受

到中介调节，其次为主体调节，再次为规则调节。
４． 2 １ 中介调节

教师对好教材的认知受到他者、文化制品、文
化概念等中介调节。 其中，他者包括学生、同事、
专家学者等。

学生会通过间接或直接的方式影响教师对教

材的认识。 林娟和战菊（２０１５） 发现，学生的水

平、兴趣和需求会影响教师对教材的评价和使用，
这一结论与本研究的发现一致。 如受访教师

（ＷＹ⁃２０２１１２０７）考虑到学生的兴趣，“现在孩子

们获取信息的手段能力与以往不同，他们会喜欢

新一些的东西”。 另外，教师也会考虑到学生的

水平，“我的学生只是普通一本学校的学生，他们

的语言水平可能不是特别高，所以教材的难度长

度要比较合适” （ＱＪ⁃２０２１１２０７）。 同时，教师在课

堂与学生互动，或者在课前、课后与学生交谈时，
学生对教材的反馈也会直接影响教师对教材的认

识。 教师会在“上课与学生沟通时看学生对文章

反应的热烈程度” （ＷＹ⁃２０２１１２０７），也会直接与

学生交谈，了解学生的需求与目标，并获悉学生

“学习语言或是为了满足写论文的需求，或是为

了满足保研的需求，那么选用的教材就应该要满

足学生这样的目的” （ＸＬＬ⁃２０２１１２１０）。 教师同时

会听取学生对教材的看法，“平时和学生聊天的

时候也会问学生觉得目前使用的教材怎么样”，
如果学生反馈教材很难，也会对教师对教材的认

识产生影响。
同事是另一个中介调节因素，通过集体备课时

的讨论或课后的交谈，富有经验的老教师或朋辈教

师会调节教师对教材的认知。 ＹＹＬ⁃２０２１１２１６ 提到

“有一些老教师会与我们交流实际教学中使用教材

的过程，以及教材本身的内容、素材”。 除受到老教

师观点、经验的影响外，教师们也会随时与同事交

流使用教材的感受，备课时教师团队会集体对所使

用的教材进行仔细钻研，“每个学期老师上课的内

容是由备课小组集体制定出来的，在讨论的过程中

会谈及对每一课的教学设计，以及什么样的教材会

受到老师喜欢，我比较受到团队的影响” （ＺＸＱ⁃
２０２１１２０８）。 课后教师们也会随时与同事分享教材

使用的心得体会，“身边的同事上不同的课，用过很

多教材，每次见面都会聊起用什么教材，有什么样

的感受”（ＱＪ⁃２０２１１２０７）。
专家学者也是调节教师对好教材认知的中介

因素。 教师参加学术会议或在学术活动中有机会

接触到教材的编者、研究者等，专家学者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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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会调节教师如何认识教材。 如 ＬＮ⁃２０２１１２０８
提到，“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文秋芳教授在教学大

赛上的点评视频，她非常重视教材建设，一直致力

于产出导向法的研究”。 该教师在专家点评中了

解到教材编写的理论与原则，意识到要去理解教

材传递的理念。
文化制品也会调节教师对好教材的认知，包

括教材研究相关专著、论文、其他的教科书、考试

等。 教师在阅读国内外关于教材的文献时会受到

其调节，如“在文献中读到教材应该反映先进的

语言学习、教学理论，要符合课程标准” （ＷＸＱ⁃
２０２１１２１４）。 此外，教师在使用不同教科书的过程

中会对比优劣并逐渐形成对教材的认知，如“以

前的教材是 ３２ 开的，感觉很闷，现在的教材就很

大方，给人一种包含很多知识的愉悦感” （ＷＸＱ⁃
２０２１１２１４）。 另外，考试也是重要的调节因素，教
师会关注教材是否有助于学生通过相关语言等级

考试。
文化概念在本研究中为课程思政的理念，会影

响教师对教材的认知。 学校的培训会向教师强调

国家课程思政的要求，“国家一直在倡导让中国文

化走出去，不能只崇拜西方文化”（ＬＺ⁃２０２１１２０７）。
如上述例子中，该教师在认识教材时会考虑教材的

选材很好，对于宣传中国文化起到积极的促进作

用，也达到思政育人的目的。
４． 2 ２ 主体调节

在认识教材的活动中，教师作为活动主体，其
认知的形成会受到主体因素调节。 林娟和战菊

（２０１５）发现教师对教材的评价和使用取决于其

教学理念与教学反思的认知策略。 本研究发现，
教师在多年的教学经验中已形成教学理念与教学

反思，教学经验调节教师对于好教材的认知。 教

师在教学过程中会逐渐形成对教材的认知。 如

ＬＨ⁃２０２１１１２９ 在课堂实践中发现课文选材应具有

时代性，“课文中有一篇讲到周老虎是不是真老虎，
那都是十多年前的事了，年轻的这一代学生是不知

道的，在课堂中他们看起来就不那么感兴趣”。
教师的学科背景，包括专业知识和学习经历

会影响教师对教材的认知。 一方面，教师的专业

背景可能会制约其对教材的使用，如一位老师提

到，“我是学语言学的，对文学的背景知识很少，
所以讲文学那册书之前就非常有压力” （ＷＹ⁃
２０２１１２０１）。 因此，该教师希望教材能够提供辅助

教学的配套材料。 另一方面，教师的专业知识也

会有助于其对教材的使用。 ＦＬ⁃２０２１１２０６ 是英语

教育专业出身，会从教学法的角度考量教材，“教

学的时候，我会用简单的例子唤醒学生对话题的

记忆或理解，慢慢进入到语言学习中，这样才能更

好地理解和运用”。 该教师从专业知识出发，思
考教材是否能够为学生学习搭建脚手架。

教师学生时代的学习经历也会影响其对教材

的认知，与张凤娟和战菊（２０１３）的研究发现一

致。 如 ＢＬＪ⁃２０２１１２０８ 有海外留学的经历，“我在

欧美国家留学的时候没有固定的教材，教授会给

一个阅读清单，我的感受是现在教材应该引进海

外前沿学术领域的优质内容”。 该教师曾经上课

使用教材的经历使其意识到好的教材选材应该适

宜且关注学科前沿动态。
教师参加学术活动的经历，如参加比赛、申请

奖项、课题等也会调节其对好教材的认知。 如

ＳＺＦ⁃２０２１１２０１ 提到自己在研课题的影响，“我目

前在研究混合式金课，在论文写作过程中间会思

考如何通过翻转课堂打造金课”。 该教师提到科

研经历使其意识到教材提供的配套资源对学生线

下自学及翻转课堂的重要性。
４． ２ 规则调节

规则包括培养方案和课程大纲，教材选择的

政策和课时均会调节教师对好教材的认知。 如

ＺＸＹＤ⁃２０２１１２０１ 提到，“我们学校的教学目标中

包括提升学生的基础能力和语言的应用能力、培
养学生的独立思辨能力，我们选用了这个教材，觉
得它比较符合这几个要求”。 ＳＬＨ⁃２０２１１２０１ 提到

“我们省有很严格的教材审核政策，比如要选用

国家统一编写、统一审查的优质教材，教学参考用

书也要规范”。 对于不满足政策要求的教材，院
校和教师则不会选用。

课时也是影响教师对好教材认知的因素。
ＳＦＦ⁃２０２１１２０３ 提到“觉得练习内容过多了，讲解不

完”。 同时，有限的课时让教师希望教材利于学生

课后自学、复习。 ＨＣＨ⁃２０２１１２０９ 提到，“课时有限，
有些很基础的内容就没有时间去讲，比如一些单

词，我很喜欢现在的教材的一点就是单词表里有生

词常见的释义，甚至还结合例句”。

５　 结束语
本研究发现，首先，教师在认识好教材时会关

注内容、配套材料、教育理念、使用效果、声誉、物
理特征等维度，教师对好教材的认知与研究者关

注的维度相呼应。 其次，教师对好教材的认知均

受到中介、主体因素及规则调节。
本研究在理论与实践方面有以下启示：首先，

本研究运用社会文化理论探究教师对好教材的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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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为教材研究理论建构的发展作出贡献。 其次，
本研究为教师认知研究提供实证数据。 同时，我
们对今后研究提出的建议是，可以探索不同教材

使用主体，如学生对好教材的认知，并进行对比分

析；也可以对教材认知进行深入的历时描写，探索

教师对好教材的认知随实践如何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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