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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本文以社会物质主义为视角，重新定义外语教材，耙梳并剖析外语教材与外语教育学其他维度之间的关系，
包括外语教材与外语教育政策、外语教材与外语教师发展、外语教材与外语教学、外语教材与外语课程、外语教材与教育

技术、外语教材与外语测评 ６ 个方面。 准确把握和深入理解外语教材的内涵及其与其他各维度之间缠绕与内动联系，对
于辨证分析外语教材在外语教育中的独特性与关联性具有重要意义，为在外语教育学宏观视野下加强外语教材建设、使
用及研究提供重要启示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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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引言
外语教材研究往往就教材论教材，尚未系统

关切外语教材在外语教育学学科中与其他维度的

相互联系。 新近兴起并正式设置为外国语言文学

二级学科的外语教育学旨在聚力解决外语教育教

学真问题并提高其整体学科能力，涵盖 １１ 个维度

（王文斌 李民 ２０１７：７３９）。 外语教材研究，作为

外语教育学学科的一个关键维度，应统摄于该学

科的整体框架之中，既须保持其独特性，又不应游

离于其他相关维度的研究外。 因此，我们应妥善

处理外语教材研究的这种独特定位———既相对独

立，又与其他维度紧密相联的辨证关系。
在国内外外语教育研究中，教材研究几乎无

缘“中央舞台”，因为学者大多注目于人的行为和

语言系统，而非物质层面 （ Ｃａｎａｇａｒａｊａｈ ２０１８ａ：
２６８）。 近年来，应用语言学领域 （同上：２６８ －
２９１， ２０１８ｂ：３１ － ５４） 开始从社会物质主义（ｓｏｃｉｏ⁃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ｍ）这一新的理论视角重新审视课堂，高
度强调物质世界（如外语教材）的重要性，认为物

质世界是外语教育教学的有机组成部分（Ｇｕｅｒｒｅｔ⁃
ｔａｚ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１：４）。 国内也有学者呼吁，外语教材

研究亟需加强理论性与系统性 （郭宝仙 ２０２２：
１３６）。 鉴于此，本文将从社会物质主义视角，重
新认识外语教材，厘清并剖析外语教材与外语教

育学其他领域，即外语教育政策、外语教师发展、
外语教学、外语课程、教育技术及外语测评之间的

关系。

２　 社会物质主义
近几年，外语教育研究领域出现“物质主义

转向”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ｔ ｔｕｒｎ） （ Ｇｕｅｒｒｅｔｔａｚ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１：
６），诸多相关研究采用社会物质主义理论 （Ｃａｎａ⁃
ｇａｒａｊａｈ ２０１８ａ：２６８ － ２９１， ２０１８ｂ：３１ － ５４；Ｔｏｏｈｅｙ
２０１９：９３７ － ９５６）作为研究框架。 社会物质主义理

论是一种汲取不同学科中多元理论和认识论的营

养、探究物质和社会世界关系的研究范式。 他在

强调复杂动态和相互关系的学术研究基础上，关
注社会（如：人）与物体、物理环境及物质世界其

他维度的缠绕关系（Ｇｕｅｒｒｅｔｔａｚ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１：４）。 换

言之，社会物质主义的研究不仅关注情感、权力关

系和认知模式，还深入探讨这些因素与物质环境

之间的相互作用（Ｆｅｎｗｉｃｋ ２０１５：８５）。 此视角摈

弃传统的、脱离具体情境的结构主义理论和僵化

的认识论，同时也对语言教学中“最佳实践”这一

概念提出质疑（Ｔｏｏｈｅｙ ２０１９：９５０）。 社会物质主

义更侧重于探讨集合内部与集合之间的内动，强

调教育过程是人、社会和物质共同作用的综合体

现（Ｆｅｎｗｉｃｋ ２０１５：８７）。 社会物质主义不仅指出

课堂是复杂的，更为我们提供理解这种复杂性的

方式，从而更好地学习、教育和改变（ Ｆｅｎｗｉｃｋ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３ － ６）。

社会物质主义理论包含 ５ 个主要构念：集合

（ａｓｓｅｍｂｌａｇｅｓ）、缠绕（ ｅｎｔａｎｇｌｅｍｅｎｔｓ）、涌现（ ｅｍｅｒ⁃
ｇｅｎｃｅ）、内动（ｉｎｔｒａ⁃ａｃｔｉｏｎｓ）和分散能动性（ｄｉｓｔｒｉｂｕ⁃
ｔｅｄ ａｇｅｎｃｙ）。 Ｄｅｌｅｕｚｅ 和 Ｇｕａｔｔａｒｉ （１９８７：４）提出“集
合”概念，认为“集合”是一种比喻，用来解释现实

的复杂性、相关性、杂合性、暂时性、动态性，以及所

有物质之间的连通性。 集合本身具有多样性，指多

符号资源或元素（如社会元素、话语元素、文化元

素、心理元素、临近元素、历史元素、情感元素、物质

元素）的复杂异质组合，这些资源或元素蕴含不同

的历史、意识形态和其他类型的意义，自发性地涌

现于自然环境（Ｔｏｏｈｅｙ ２０１９：９４０ － ９４５）。 然而，集
合并不仅仅是多样元素堆积在一起，它们相互作

用，创造出知识、行动或其他新事物 （Ｄｅｌｅｕｚｅ，
Ｇｕａｔｔａｒｉ １９８７：１０９， ２５０）。 Ｆｅｎｗｉｃｋ （２０１５：５）指出，
“所有的材料，或更为准确地说是所有的社会物质

实体，事实上都是集合”。
“缠绕”与“集合”紧密相联，是集合内部各元

素之间的存在方式。 从社会物质主义视角看，所
有的事物始终彼此缠绕、以一种不可预测的方式

共同作用（Ｔｏｏｈｅｙ ２０１９：９４０）。 “缠绕”这一概念

有助于阐明所有实体（包括人类和物质因素）都

能够对特定情境及其发展轨迹产生影响（Ｆｅｎｗｉｃｋ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ｖｉｉ），其中，特定环境中的本土化缠绕

尤为重要。 此构念强调人与物质之间的关系是平

等的、复杂的，并且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
“内动”是指一个系统内相互联系的实体或

存在（如教师、学生、教室内的物体等）之间的行

动，强调集合内各元素之间的关系和交流（Ｇｕｅｒ⁃
ｒｅｔｔａｚ ２０２１：４１）。 社会物质主义认为世界、现实和

现象的界定并非先在的，而是通过集合内部相互

缠绕的各元素集体“内动”的过程创造、重构出来

的（Ｂａｒａｄ ２００７：３３）。 换言之，“内动”描述人和物

质共同改变的方式，是二者共同创造的过程，被认

为是“互动”（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的替代性构念。 “互动”
指生命体，尤其主体与客体之间多符号（ ｐｏｌｙｓｅ⁃
ｍｉｏｔｉｃ）行动的形成 （ Ｇｕｅｒｒｅｔｔａｚ ２０２１：４０）。 “内

动”则是人类与非人类多元实体之间持续变化的

相互影响（Ｆｅｎｗｉｃｋ ２０１５：２）。 教师与教材之间的

关系更合适用 “内动”表述，即教师可以对教材采

取行动，教材反过来也会影响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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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涌现”描述行动者、物质以及它们的能动性

如何被生成并得以识别的方式和过程（Ｇｕｅｒｒｅｔｔａｚ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１：８）。 这一概念强调关系、结构和物质

现象都具有情境性、动态性和生成性（Ｃａｎａｇａｒａｊａｈ
２０１８ａ：２７１）。 涌现的现象是由集合内部相互缠

绕、相互依存的元素通过彼此间的内动产生。 此

外，“涌现”还涉及到我们如何在特定时间点，在
社会物质环境的影响下，形成对物质概念的理解。

ＭｃＧｒｅｇｏｒ（２０１４：２１２）认为，能动性不仅能够

互相置换，还呈现分散的特性。 “分散能动性”是
“集合” 这一概念的关键特征 （ Ｓｔｒｏｍ， Ｍａｒｔｉｎ
２０２２：２）。 所谓的“分散能动性”意味着人们并非

作为独立自主、自我调节、有意识的行动者存在，
而是与“集合”中所有非人类元素共同拥有并分

享能动性。 此概念不再将“集合”中的“人”视为

中心，而是凸显相关性，强调非人类元素的影响和

物质本身的活力（Ｓｔｒｏｍ， Ｖｉｅｓｃａ ２０２１：２１９）。

３　 社会物质主义视角下的外语教材
学界在探讨外语教材的内涵时，从知识论和

学习论视角提出许多观点。 从狭义来看，外语教

材被定义为传授语言知识和交际能力的载体

（Ｓｈｅｌｄｏｎ １９８７：１）。 从广义来看，外语教材指辅

助外语学习的一切材料 （ Ｔｏｍｌｉｎｓｏｎ， Ｍａｓｕｈａｒａ
２０１８：２）。 曾天山（２０１９：７）指出，教材应包括教

学内容和这些内容得以显现的物质载体，不仅是

教师用来教授的材料，也不仅是学生用来学习的

材料，而应该是教与学共同使用的材料。
从社会物质主义视角出发， Ｇｕｅｒｒｅｔｔａｚ 等

（２０２１：１１）将外语教材界定为“语言学习和教学

材料”（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简

称 ＬＬＴＭ），将其视为一个“集合”，涵盖 ５ 个关键

维度：物质实体、文本、环境、符号和师生能够感知

的技术。 “物质实体”指构成物质的物体、形体和

有机体，如投影仪、黑板、教科书、练习题等。 “文
本”指连续、连贯的书面、口头和 ／或符号话语，通
常与特定的语境和功能相关联（Ｃｈａｎｄｌｅｒ， Ｍｕｎ⁃
ｄａｙ ２０１６），如教材选篇等。 “环境”指周围的事

物、条件或影响的总体（Ｒａｎｄｏｍ Ｈｏｕｓｅ ２０２１），可
以包括物理环境、社会文化环境、自然环境和虚拟

环境。 “符号”指能够代表事物的有意义的单位，
而不是事物本身，包括词汇、影像、声音、物体等

（Ｃｈａｎｄｌｅｒ， Ｍｕｎｄａｙ ２０１６），如课堂上师生的手势、
教材中的文本框。 “技术”指师生在教学和学习

环境中使用或制造的工具或机器，如电脑、在线词

典、增强现实游戏等。

“集合”具有异质性，外语教材中各元素之间

的相互缠绕与内动可以涌现出多种教学效果，而
同样的教材在不同的教学环境中所引发的学习效

果也往往不尽相同。 作为外语教育学集合的一部

分，外语教材与集合内其他元素的缠绕、内动同样

会影响其内涵的展现和解读。

４　 外语教材与外语教育学其他维度的关系
外语教材在外语教育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

性和独特性。 然而，外语教材并非孤立存在，而是

与其他元素相互缠绕、持续内动，并不断涌现出新

现象。 为全面提升外语教育的效果，教材应与外语

教育学其他维度协同工作，共同发挥作用。 下文将

从社会物质主义理论视角，梳理外语教材与其他 ６
个维度之间的缠绕与内动关系。

４． １ 外语教材与外语教育政策

传统观点认为，外语教材既反映外语教育政

策，又受到其内容上的约束。 而从社会物质主义

视角出发，外语教材建设实际上是教材编写者、出
版者、使用者以及外语教育政策之间的内动过程。

一方面，外语教材须反映国家的权力意志与

外语教育政策，承载民族文化，弘扬主流思想、价
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

（郝志军 ２０２０：２２）。 只有外语教材编写者和出版

者完全理解了体现国家发展要求与社会人才需求

的外语教育政策，才能将其与语言、文化知识和技

能有机融合，转换成外语教材的内容，并寻求最优

化、适切的教学方法与模式将其呈现。 换言之，外
语教育政策影响外语教育教学内容、方法与模式，
进而也会影响外语教材的内容和形式，但外语教

材是否能够落实相关外语教育政策的要求受制于

教材编写者与出版者对外语教育政策的理解和转

化能力。 从这个意义上讲，外语教材是外语教育

政策落实的载体，但实现的程度不一。 比如，《大
学英语教学指南（２０２０ 版）》提出应培养学生的中

华文化理解和阐释能力，服务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此后出版的多套教材均更重视中华文化的呈现

（张虹 于睿 ２０２０：４６，张鹏 ２０２３：７０），更注重培养

学生对中外文化的理解，增强其国家认同感，坚定

其文化自信，树立其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但对

于教材中应呈现哪些中华文化内容，以何种方式

呈现，中外文化比例应如何等问题，不同的教材编

写者有不同理解，也就导致这些教材的特色和成

效不尽相同。
另一方面，外语教材的编写、使用与研究也会

影响外语教育政策的制定与完善。 外语教材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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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是外语教育政策在教学中落实的第一步，也是

检验政策能否落地生效的基础，而教材在课堂上

的使用则是落实和检验的关键。 外语教材的使用

及其成效展示了教学内容与方法是否满足师生的

需求。 当外语教材因社会需求变化及其他教育教

学因素的变化而不能满足教学要求时，教师往往

须要对现有教材进行大规模改编、选用其他教材

或自编教材。 这些教材使用行为不仅会反拨教材

编写，还将体现在教材研究成果中，进而为制定新

的外语教育政策提供重要依据。
４． ２ 外语教材与外语教师发展

以往文献探讨外语教材与教师的关系时，往
往认为前者是客体，后者是主体，二者是既相互独

立又相互牵引的要素（Ｇｕｅｒｒｅｔｔａｚ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１：８）。
Ｓｈａｗｅｒ（２０１０：１７７）将教师与教材的关系分为 ３ 种

类型：对已有教材进行适度调整和改编的课程发

展者（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ｒｓ）；根据需求分析，选择

主题并自己组织教材内容的课程创造者（ｃｕｒｒｉｃｕ⁃
ｌｕｍ ｍａｋｅｒｓ）；严格遵照教材进行教学的课程传递

者（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ｅｒｓ）。 该分类方式实则把

教师和教材视作两个相互独立的元素。 其中，教
师对教材的主体作用是主体认识与实践客体的过

程，而教材只是物化的客体，即使教材对教师产生

影响，也只是客体对主体的被动影响 （曾天山

２０１９：９１）。
社会物质主义不再将人视为主宰物质资源的

主体，教师和教材（物质资源）是在一个有机体内

部平等共存、相互作用、相互缠绕的实体 （ Ｓｅｒｔ，
Ａｍｒｉ ２０２１：１２８）。 我们可以用“分散能动性”这一

概念解释教材和教师之间的关系。 教材和人一样

具有能动性，外语教材能与其他实体、人一起行

动，调节参与形式，能在涌现的“内动”中施加影

响，并填平当下社会科学中人与物质之间的层级

鸿沟（Ｆｅｎｗｉｃｋ ２０１５：８８）。 教师可以支配教材，在
分析、使用教材方面具有能动性，起着重要作用。
但我们也不能忽略教材的能动作用，教材也能使

教师产生焦虑、挫败感、参与感或成就感。
外语教师和外语教材“相互依赖、相互建构”

（Ｆｅｎｗｉｃｋ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２１）。 一方面，外语教材承载

当下前沿的外语教育理念，能够为教师提供课堂

教学的内容和空间，而在教学过程中，教材的理

念、内容、方法与形式也会影响教师的教材观、教
学理念与实践，促进其专业发展。 实证研究发现，
教师充分认可教材对于自身专业发展的积极作

用，认为教材为他们提供了探索的框架、最好的实

践机会，以及前沿的理念与方法（Ｈｕｇｈｅｓ ２０２２：

４９６）。 此外，教师与同事等集体备课或就教材内

容及其使用进行交流，能够促进他们的专业知识

与教学技能增长。 另一方面，随着教师自身不断

发展，他们可以更有效地使用教材，如对教材进行

深入挖掘与合理改编。 当教师改编教材时，需要

对改编的内容、方式、原因等进行主动选择与决策

（Ｍａｓｕｈａｒａ ２０２２：２７７），以更好地满足学生和教学

环境的需求。 从这个意义上讲，教材改编本身也

是一种教师专业发展的形式。 外语教材与外语教

师发展之间就是这样不断缠绕、相互促进的关系，
通过二者的持续内动提升教育教学质量。

４． ３ 外语教材与外语教学

外语教材以往通常被认为是教学的“背景”
（Ｌｅｖｉｎｅ ２０２０：２１）。 从社会物质主义视角来看，
外语教材实际上是外语教学的“核心”（Ｇｕｅｒｒｅｔｔａｚ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１：５），与教师、学生等“人”的因素共享

能动性，应被置于“前景”（Ｌｅｖｉｎｅ ２０２０：２１）。
社会物质主义视角倡导教师在教学中减少对

学习的控制和预测，更加关注如何促进学生的学

习，并回应课堂“集合”中各种因素相互“缠绕”
“涌现”出的问题，使教学具有动态性和生成性。
例如，在使用特定教材后，教材与师生以及其他课

堂要素之间的关系就会有别于该教材使用前的情

形。 教材中的一个语篇或讨论题目都可能激发学

生的学习热情或提升他们的语言能力。 同时，教
师和学生解读和应用教材内容时，赋予这些材料

新的意义，这一过程中可能催生新知识。 即便是

之前学习过的内容不再在课堂中出现，教师和学

生与这些内容的“缠绕”已转化为课堂中“涌现”
出的新成果（Ｓｅｒｔ， Ａｍｒｉ ２０２１：１３８）。

教学中“涌现”出预设之外的结果，不一定是

教学失败，而是说明“教学”这一集合的复杂性和

不可预测性。 教材与教学集合中的其他要素（如
教学目标、内容、教师、学生、环境、测评）共处于

一个教学系统，相互“缠绕”，通过“内动”，实现外

语教学本身的意义。 以“教学内容”为例，在外语

教学这一“集合”中，教材是课程目标与内容的直

接体现和具体反映，课程的教学目标和内容对教

材具有制约作用，同时，教材内容很大程度上又影

响教师如何选择课堂教学内容。 换言之，教材是

教学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并不是全部（曾天

山 ２０１９：１１１），因为教师在选择教材内容时会考

虑学生的水平和兴趣、教师的能力与专长、教室环

境、学校要求、考试要求等多方面因素，并据此改

编教材内容，也可能根据学生的反应、熟悉程度、
掌握情况等调整学生分组情况或教学活动的先后

４７

２０２４ 年 　 李会钦　 张 虹　 社会物质主义视角下外语教材与外语教育学其他维度关系研究 　 第 ３ 期



顺序等。 但学生对教师调改后的新内容可能不感

兴趣，可能觉得太难或太简单，教师须要根据这些

情况随时调整教学内容，甚至会出现由学生主导

调改教学内容的情况。 上述教学活动都是教材与

教学集合中其他元素“内动”的过程。 简言之，外
语教材既是外语教学过程的“核心”抓手，又是影

响外语教学的重要因素；同时，外语教材受外语教

学这一“集合”中各因素的影响。
４． ４ 外语教材与外语课程

关于外语教材与课程的关系学界持有两种观

点。 一种认为，外语教材是课程的核心和课程外

在有形的载体（Ｍａｓｕｈａｒａ ２０２２：２７８）；另一种认为

外语教材就是外语课程本身 （ Ｈａｒｗｏｏｄ ２０２１：
１７６）。

从社会物质主义视角看，外语教材与外语课

程都是外语教育集合的物质元素，二者相互缠绕，
密不可分。 一方面，外语课程制约外语教材，外语

教材是落实课程要求的保障。 课程主要反映了社

会和学科的知识体系以及教学要求和目标，而教

材作为课程的具体表现形式，蕴含了课程旨在传

授的知识内容和学习方式 （Ｇｒａｖｅｓ ２０１９：３３８）。
以课程思政为例，外语课程思政意在将思政教育

融入外语课程，通过语言学习达到立德树人的目

的。 这对外语教材编写提出特定的要求，教材不

仅要包含语言知识，还要嵌入思政元素。 因此，外
语教材成为实施课程思政的重要途径，须要在外

语教材中巧妙融入思政教育内容，并设计贯穿于

语言学习中的思政教育体验（孙有中 ２０２０： ５１）。
另一方面，外语教材对外语课程有反作用。

如果没有教材建设的保证，课程建设就难以落实

（曾天山 ２０１９：２９）。 尤其在高等教育领域，外语

教材更新速度比课程的更新速度要快，更新过程

能够融入最新教育教学研究成果、教学方法、社会

需求、师生特点、教育技术等元素，也能试图为之

前课程实施和教材使用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与难点

提供解决方案。 更新后的教材用于课堂教学时很

大程度上会影响 “实施课程” （ ｅｎａｃｔｅｄ ｃｕｒｒｉｃｕ⁃
ｌｕｍ），经历一定时间的实践后也可能影响“法定

课程”（ｄｅ ｆａｃｔｏ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４． ５ 外语教材与教育技术

外语教材与教育技术的关系历来紧密。 从传

统视角看，外语教学中所运用的技术都是外语教

学的辅助资源或呈现形式。 通过社会物质主义视

角的“集合”概念来探究外语教材与教育技术的

相互关系，揭示了外语教材这一概念的广泛性，其
中自然包含技术元素。 这样的视角打破传统上将

二者视为泾渭分明的二元论思维，而是呈现出二

者的融合与互动，技术本身甚至有潜力直接作为

教材或教材的一部分。
一方面，教育技术可以助推外语教材建设与

使用。 人工智能时代，外语教材正从立体化教材

走向基于超媒体技术的一体化教材，再发展到基

于人工智能技术和知识图谱的生成性新形态教

材。 教育技术的发展打破以往纸质教材的单一形

式，借助人工智能、大数据、深度学习等技术，构建

智能教学平台，使纸质教材和数字资源一体化，推
动学生采用基于 ＰＣ 端、各种移动终端开展学习

（徐晔 ２０２１：１２０）。 在实践中，利用超媒体技术、
虚拟现实模拟场景，以及大语言模型的互动答疑

等手段，可以将外语教材中的活动设计从隐性转

为显性，从抽象转为具体，从静态转为动态。 这种

方法不仅让学习者仿佛置身于真实场景中，以提

高其外语能力，而且还创造了一种既有趣又生动、
充满挑战的探究和体验学习环境，满足学生泛在

学习的需求。
另一方面，外语教材的发展也会助推教育技

术创新，特别是对外语教材的需求将直接影响教

育技术的发展。 鉴于语言学习本身具有情境化、
互动性和个性化特点，现代外语教材的理想形态

应当是一个集多模态交互、丰富体验、个性化定制

和智能化学习于一体的环境。 这一理念为教育技

术的创新提出新的挑战和机遇。
４． ６ 外语教材与外语测评

外语测评是教材编写与使用的指挥棒，也是

检测教材使用成效，即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效果

的重要手段；反之，教材是测评目标与构念的具体

体现。 从应然层面讲，教材中的目标确立、内容选

取、活动设计与测评的内容要求应保持一致。 然

而，从实然层面讲，教材内容并不一定与测评内容

保持一致，导致诸多外语师生将教材与测评割裂

开来，有些教师为了学生在某些考试中取得理想

的成绩，甚至不用教材；也有学生为了通过考试，
对学习教材内容持反对态度，这也导致个别教师

上课时不使用教材，而只是讲解试题。
社会物质主义视角认为，外语教材和外语测

评是相互缠绕、不断内动的两个元素。 二者一直

处于相互影响的过程。 其一，教材是测评的重要

内容和具体内涵（曾天山 ２０１９：１４９），反映了学什

么内容以及用什么标准测评教学质量。 高利害考

试往往与教材紧密联系（ＡｌＧｈａｍｄｉ ２０２１：２７２）。
因此，测评应体现教材的重要内容与核心能力，真
正检验教与学的效果。 其二，测评在某种程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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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教材在实际教学中的使用（Ｍｅｎｋａｂｕ， Ｈａｒ⁃
ｗｏｏｄ ２０１４：１５１），即测评的内容和方式会影响教

师是否使用教材以及使用教材中的哪些内容。 当

教材不能满足考试的要求时，教材也应及时更新，
以回应测评的新要求与新构念。

５　 结束语
外语教育学应被当作一个有机整体，各子维

度是该集合中的要素，他们之间相互缠绕，相互影

响，通过持续内动，推动外语教育学向纵深发展。
其中，外语教材研究作为外语教育学的维度之一，
肩负着高等外语教育高质量发展和外语人才自主

培养的重任，其理论和实践研究的不断深入，须要

新时代外语教育工作者做好以下 ３ 方面工作。
其一，多方合作构建中国特色的外语教材知

识体系。 外语教育工作者应正确认识外语教材的

内涵及其与外语教育学其他维度的缠绕关系，梳
理中外外语教材理论发展历史与编写实践，通过

比较、分析、反思、借鉴，更好地发挥外语教材的当

代价值，推动中国特色的外语教材理论探索和实

践研究，创建自主、系统、多元、科学的外语教材知

识体系。 这一体系的构建是外语教材这一“集

合”中各元素共同发力的结果，需要教材编写者、
使用者、研究者和出版者相互支持、通力合作，形
成外语教材建设、研究与理论构建的合力。

其二，提高外语教材编写、使用与研究水平。
外语教育工作者须要结合时代需求，立足中国外

语教材实践，针对外语教材编写、使用、分析与评

价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从不同角度，采用不同方法

对外语教材展开深入研究，使外语教材更有效地

服务外语人才培养。 比如，外语教材内涵的进一

步丰富，尚需基于更多的实证研究，尤其须要探索

在当前教育形势下，外语教材在应然层面和实然

层面都包括哪些要素以及在不同的教学环境中这

些要素如何相互作用、创造生成新的材料。 我们

积极倡导开展大范围的调查研究，也鼓励开展行动

研究和质性研究，前者致力于发现并应对教材编写

和使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后者可以通过历时、深
入和精细的探究了解教材编写和使用中的真实情

况及问题根源，以期更好地理解问题，进而为教材

领域的从业者提供改进实践的依据和动力。
其三，加强外语教材与外语教育学其他维度

的顶层设计。 外语教育工作者应将外语教材建设

与研究置于外语教育学的全局框架中，涉及从外

语教育政策的制定、课程的改革发展，到测评研发

与实施，乃至教育技术变革与教师发展等多个层

面。 这些领域与外语教材建设紧密相连，互相缠

绕，每个子维度的发展都可能对外语教材建设及

其他相关领域产生显著影响。 由此，我们建议加

强对外语教材与其他维度内动的实证研究，依据

研究结果来弥补政策、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差距，进
而提升外语教育的整体效能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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