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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国外 ESL 教材评价研究与实践起步较早,能为中国外语教材评价实践提供重要启示。 本文梳理了近

50 年来国外 ESL 教材评价量表的演进历程与典型特征。 ESL 教材评价量表编制经历了起步期、发展期和繁

荣期三个阶段,呈现出理论基础向精准化迈进、评价要素朝适切化发展、评价方法向动态化演变的特征。 我国

外语教材评价应搭建主干突出、旁支清晰的树形理论支撑体系,构建指标适切、层级细分的教材评价要素系

统,打造科技赋能、动静结合的评价反馈优化链条,以提升外语教材评价和编写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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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search
 

and
 

practice
 

of
 

ESL
 

textbook
 

evaluation
 

in
 

foreign
 

countries
 

made
 

an
 

early
 

start,
 

which
 

has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the
 

evaluation
 

practice
 

of
 

foreign
 

language
 

textbooks
 

in
 

China.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development
 

cours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ESL
 

textbook
 

evaluation
 

checklists
 

abroad
 

in
 

the
 

past
 

50
 

years.
 

The
 

development
 

of
 

ESL
 

textbook
 

evaluation
 

checklists
 

has
 

gone
 

through
 

three
 

stages,
 

namely
 

the
 

initial
 

stage,
 

the
 

growing
 

stage,
 

and
 

the
 

prosperous
 

stage.
 

In
 

this
 

process,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has
 

been
 

moving
 

towards
 

precision,
 

the
 

evaluation
 

elements
 

have
 

been
 

developing
 

towards
 

appropriateness,
 

and
 

the
 

evaluation
 

methods
 

have
 

been
 

evolving
 

towards
 

dynamism.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Chinese
 

foreign
 

language
 

textbook
 

evaluation
 

and
 

compilation,
 

the
 

paper
 

proposes
 

that
 

a
 

tree-form
 

theoretical
 

system
 

with
 

a
 

prominent
 

backbone
 

and
 

clear
 

collateral
 

branches
 

should
 

be
 

established,
 

a
 

textbook
 

evaluation
 

element
 

system
 

with
 

appropriate
 

indicators
 

and
 

hierarchical
 

segmentation
 

should
 

be
 

constructed,
 

and
 

an
 

evaluation
 

feedback
 

and
 

optimization
 

chain
 

with
 

dynamic
 

and
 

static
 

aspects
 

empowered
 

by
 

technology
 

should
 

be
 

bui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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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量表是教材评价的重要工具,教材评价量表可用作选择教材的依据、评价教材的量尺和编

写教材的参考标准(梁宇
 

2015)。 最早的 ESL 教材评价量表可追溯至 Tucker(1975)的量表,
近 50 年来量表编制理念不断发展,诸多 ESL 教材评价量表相继出现。 学界已有学者回顾探

讨了不同时段的 ESL 教材评价量表(如 Mukundan
 

&
 

Ahour
 

2010;Shak
 

et
 

al.
 

2022),但尚无学

者对过去整个 50 年跨度的 ESL 教材评价量表进行系统研究。 因此,本文选取近 50 年来具有

代表性的 ESL 教材评价量表,梳理分析其演进轨迹和发展特点,以期为中国外语教材评价、编
写研究与实践提供一定启示。
2. 研究设计

2. 1 数据来源

本文通过内容分析法和描述统计法,借助软件 AntConc
 

3. 5. 9 对国外期刊论文、会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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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博士学位论文、专著中的 ESL 教材评价量表进行梳理分析。 笔者首先在谷歌学术、Web
 

of
 

Science 数据库、 Scopus 数据库、 Springer 数据库、 JSTOR 数据库分别以 “ textbook
 

evaluation
 

checklist,coursebook
 

evaluation
 

checklist,textbook
 

evaluation
 

criteria,coursebook
 

selection
 

criteria”
等为主题、关键词和摘要检索词进行交叉检索,然后以“ textbook

 

evaluation / selection,material
 

evaluation / selection”等为主题、关键词和摘要检索词进行二次检索,查漏补缺。 根据文献与

ESL 教材评价的相关性,剔除无相关性与相关性较弱的文献,并根据检索所得文献的参考文

献,尤其是对照 Mukundan
 

&
 

Ahour(2010)、Shak
 

et
 

al. (2022)的综述分别对不同时段的 48 份

和 36 份英语教材评价量表进行补充检索分析,最终选定 50 篇 ESL 教材评价量表研究的英语

文章。
2. 2 数据分析

针对选定的 50 篇 ESL 教材评价量表研究文章,笔者整理提取出 ESL 教材评价一级指标

及具体指标描述语,建立了包含 2
 

070 条具体指标描述语以及对应一级指标的“ESL 教材评价

指标描述语库”(以下简称“语库”)。 然后,将语料导入 AntConc
 

3. 5. 9,选择“ Word
 

List” 及

“Clusters / N-Grams”选项提取出高频词及选定关键词的显著搭配词,并进行人工筛选与近义词

合并。
3. ESL 教材评价量表发展阶段

笔者根据评价重点、评价内容、评价方法对文献进行分类整理,综合参考国外教材评价发

展阶段、第二语言教育理念发展阶段对 ESL 教材评价量表发展进行分期,并结合 Mukundan
 

&
 

Ahour(2010)的 ESL 教材评价量表发展分期对本文分期进行验证。 通过以上梳理和检验,近
50 年 ESL 教材评价量表编制大体可分为起步期(1975—1980 年)、发展期(1981—2000 年)和

繁荣期(2001—2023 年)三个阶段,教材评价重点由聚焦教材的语言内容向支持教师教学、激
发学习者学习转变,评价方法由粗线条的量化分析逐步向量化与质性分析并重发展(见表 1)。
需要指出的是,这三个阶段并不具有明确区分性,而是呈现出交叉融合性和动态演进性。 例

如,起步期的评价量表主要基于评价者视角针对教材中语言知识技能的覆盖度进行分析,但也

在一定程度上涉及教师与学习者相关指标。 发展期的评价量表主要从教师教学角度分析了教

材选用标准,但也考量了学习者需求、动机等因素。

表 1　 国外 ESL 教材评价量表发展概况

发展阶段 评价重点 评价内容 评价方法 部分评价量表

起步期

(1975—
1980 年)

对照语言

内容

从语言内容角度分析教材覆

盖度

以粗线条评价原则进

行量化分析

Tucker ( 1975 )、 Robinett
( 1978 )、 Daoud

 

&
 

Celce-
Murcia(1979)

发展期

(1981—
2000 年)

支持教师

教学

从教师教学角度分析教材内

容设计的合理性及教学适用

特征

量化为主,质性为辅

Breen
 

&
 

Candlin ( 1987 )、
Cunningsworth ( 1995 )、 Ellis
(1997)

繁荣期

(2001—
2023 年)

激发学习

者学习

从学习者学习角度分析教材

内容设计的“人本性” 及学

习支持特征

量化与质性分析并重

Litz(2005)、Ghorbani(2011)、
López-Medina(2016)、Amerian

 

&
 

Tajabadi(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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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起步期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受行为主义理论影响,教师教育的核心是确保教师掌握自身期望教

授的内容,并能够通过有效的方法实施教学,提高学习者成绩( Hunter
 

1982)。 学习成果被视

为教学过程的产物,教学过程仅被视为教师在课堂上的行为,教师内在因素在教学过程中发挥

的作用受到忽视(刘红丽,杨军
 

2013)。 在此影响下,该时期的 ESL 教材评价量表制定标准主

要考量教材对语言知识内容的覆盖度。 量表指标描述语中词汇、练习、阅读、语法等词出现频

率较高。 Tucker(1975)的量表主要评价教材的语音、语法和内容。 Haycraft(1978)的量表针对

包括词汇和阅读在内的语言知识与技能、语言材料、框架结构等进行分析。 Daoud
 

&
 

Celce-
Murcia(1979)的量表主要围绕词汇、语音、语法等语言知识和练习、测验等活动整体编排设计

展开评价。
这一时期 ESL 教材评价量表的指标较为宽泛,评价标准有待进一步细化。 新手教师可能

会发现使用这些量表比较困难 ( Mukundan
 

&
 

Ahour
 

2010)。 比如, Daoud
 

&
 

Celce-Murcia
(1979)的量表提出了“作者是否使用当前的日常语言,句子结构是否依循正常语序”等问题,
会让评价者难以理解。

3. 2 发展期

20 世纪 80 年代见证了“以教师为中心”教学理念的发展。 Elbaz(1983)认为教师在整个

教学过程中发挥中心作用,而不仅仅是教育机器上的一个齿轮。 受此影响,这一阶段 ESL 教

材评价研究主要侧重教师需求,从教师视角出发比照教材文本内容和学习者需求适配度,并逐

渐关注学习者愿望、需求、兴趣等方面。 不过,教师视角的评价指标远多于学习者视角的评价

指标;学习者相关评价指标涉及的维度和内容较为单一,大多是相对被动地反映学习者需求而

非主动激发学习者兴趣。
Cunningsworth

 

&
 

Tomlinson(1984)认为教材应考虑学习者需求,提供有效的学习方法和策

略,支持学习者学习,但评价视角还是倾向于如何教授而不是如何学习语言。 Breen
 

&
 

Candlin
(1987)将教材评价主体从教师拓展到学习者,然而学习者作为评价者的指标仍然较少且较为

粗略。 McDonough
 

et
 

al. (1993)构建了以“教师为中心”的教材评价模型,他们认为教师是调节

教材评价过程的控制者,而教材则是教师与学习者之间的媒介。
3. 3 繁荣期

20 世纪末,“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育理念逐渐盛行,该理念促使 ESL 教材评价量表研究

者和编制者将视角重点转向学习者学习和发展,注重在评价过程中剖析学习者的多样化、个性

化需求。 因此,这一阶段 ESL 教材评价对于如何更加全面、持续、能动地促进“以学习者为中

心”的教学有了更加细致的体现。
Litz(2005)在学习者和教师评价表中,充分考量了教材是否适合学习者的语言水平及学

习兴趣、需求、风格等。 Littlejohn(2011)对学习者期望的操作、互动的主体和环境、输入和输出

的目标内容等进行了系统分析评价。 Soori
 

et
 

al. (2011)提出,除了适应学习者需求外,还需在

整体设计、语言内容、活动安排上激发学习者的动力和兴趣,并在认知要求上让学习者觉得学

习内容有挑战性,促进学习者自主学习和互动学习。 与此类似,Amiri
 

&
 

Rezvani(2021)从教材

如何体现记忆、理解、应用、分析、评价和知识创造的角度,考察教材是否贴合学习者需求。
4. ESL 教材评价量表演进特征

近 50 年来,国外 ESL 教材评价量表研究的理论基础、评价要素和评价方法等方面都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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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一定的发展轨迹,具体分析如下。
4. 1 理论基础向精准化迈进

近 50 年国外 ESL 教材评价量表的理论基础主要从语言学和二语习得的通用理论逐渐拓

展至更加精准的理论,如教与学的主干理论和支撑教材设计的旁系理论等。 在 ESL 教材评价

量表起步期和发展期,评价较为粗略。 Williams(1983)认为教材评价需与前沿的心理学和语

言学理论保持一致,体现当时普遍使用的二语习得理论。 在 ESL 教材评价量表繁荣期,评价

依托的理论基础主要从语言理论发展到更加细分化、多样化的学习理论和教学理论。 例如,
López-Medina(2016)认为教材应符合内容语言融合教学理念;Wuttisrisiriporn

 

&
 

Usaha(2019)
认为教材编写应使用内容型教学法;Amiri

 

&
 

Rezvani(2021)基于修订后的 Bloom 教育目标分

类法,评价教材是否能促进学习者记忆、理解、分析、评价所学知识,并在此基础上将所学知识

与其他知识结合运用。
ESL 教材评价量表发展过程中,针对教材具体编写和设计的理论也更加丰富,比如脚手架

理论、“以学习者为中心”理念、交际法教学理论、互动学习理论、课堂外使用外语理念(Sheldon
 

1988;Ghorbani
 

2011;Soori
 

et
 

al.
 

2011;López-Medina
 

2016;Wuttisrisiriporn
 

&
 

Usaha
 

2019)等。 评

价量表的设计和指标内容也体现了跨文化交际理论,具体涉及文化偏见、文化差异、文化敏感

性等概念与维度(如 Sheldon
 

1988;López-Medina
 

2016;Ahmet
 

2019)。
4. 2 评价要素朝适切化发展

国外 ESL 教材评价量表的一级指标主要包括教材整体设计、语言教学、活动设计、适切情

况、形式与配套等,其中针对教材适切情况的评价指标不断细化,占比不断增多。 ESL 教材评

价量表具体描述语高频词的统计显示,“适切”词频位列第二,主要涉及教学情境适切化、课程

适切化、学习者适切化、教师适切化等方面。
其一,教学情境适切化。 Sheldon(1988) 认为,教材应符合实际教学条件。 Rahimpour

 

&
 

Hashemi(2011)提出教材主题应符合地方和国家相关教学标准。 Soori
 

et
 

al. (2011)评价教材

是否适合当地整体社会文化环境。
其二,课程适切化。 Demir

 

&
 

Ertaş ( 2014) 指出,教材应符合课程教学目标。 Ghorbani
(2011)评价教材是否与学校教学大纲相匹配。 López-Medina(2021)认为教材应与课程内容相

符,并且教材框架应与课程设置一致。
其三,学习者适切化。 Azizifar

 

&
 

Baghelani(2014)、López-Medina(2016)、Ahmet(2019)、
Amiri

 

&
 

Rezvani(2021)对教材是否符合学习者年龄、经历、背景知识、语言水平、学习兴趣、学
习风格等方面进行了评价。 学习者适切化的二级指标中,评价要素由相对被动地适应学习者

水平、需求和兴趣等逐渐发展到积极关注学习者的内心情感,激发学习者学习动机,提供适合

学习者差异化学习的材料,引导学习者在社会化、互动化的团队协作中开展批判性学习和自我

评价。
其四,教师适切化。 研究者对教材与教师备课、教学灵活度等方面的评价指标进行了探

索。 例如,Grant(1987)评价教材是否有利于教师节省备课时间,建议的教学方法是否适合教

师,是否容许教师调整教学方法。 与此类似,Sheldon(1988)评价教材是否支持教师根据当地

教育情况进行二次开发或修改。 McDonough
 

et
 

al. (1993) 提出教材应能激励教师的教学。
Umar

 

&
 

Ameen(2022)提出教材不能限制教师的自主性,应能支持教师轻松调整教学活动与策

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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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 评价方法向动态化演变

早期 ESL 教材评价量表以静态评价为主,主要在教材使用前对教材中听说读写技能、教
学活动与练习等方面的设计与内容进行定量评价。 Hutchinson

 

&
 

Waters(1987)提出了对照

法,将主观需求与客观对象对照分析,探讨教材在多大程度上达到既定标准。 Sheldon(1988)
提出了整体印象评价和定性评价相结合的评价方法。 McDonough

 

et
 

al. (1993)创建了 ESL 教

材评价方法的两阶段模型,先是对教材组织结构的概述进行简短的外部评价,再对教材与作者

声称的内容及教学目标之间的匹配程度进行详细的内部评价。
随着动态评价理念和方法的逐步应用,ESL 教材评价方式从使用前评价拓展到使用中评

价和使用后评价(Cunningsworth
 

1995;Ellis
 

1997),评价内容和重心从主要针对教材的价值进

行评判到揭示教材与使用者、教学环境的互动关系,评价手段逐步拓展到课堂观察、访谈等质

性研究方法。 例如,Litz(2005)在韩国成均馆大学“English
 

Firsthand
 

2”课程第一年结束时,对
教师和学习者进行了问卷调查,检验了教材的使用效果及其与课程目标的契合程度。 Umar

 

&
 

Ameen(2022)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探究了沙特阿拉伯乌姆埃尔古拉大学教师和学生使用特

殊用途英语教材 Nursing
 

One 的适切度。
5. 对中国外语教材评价量表编制的启示

纵观国外 ESL 教材评价量表近 50 年来的发展历程,评价量表编制的理论基础由单一化、
通用化向精准化、细分化开拓,评价要素由一般化向适切化演进,评价方法由静态化向动态化

发展。 国外 ESL 教材评价量表发展逐渐走向成熟,对中国外语教材评价量表编制具有重要启

示意义。
5. 1 搭建主干突出、旁支清晰的树形理论支撑体系

中国外语教材评价要搭建主干突出、旁支清晰的树形理论支撑体系。 首先,应以前沿的学

习与教学理论作为“树干”,以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和教学理论贯穿外语教材编写与评价的始

终,具体包括:教材整体设计以学习者为中心,有助于学习者自主学习、互动学习;语言内容编

排和设计符合学习者的认知规律等,利于教师激发、促进学习者学习交流并进行深层次思考,
引导学习者有效实现对所学知识的意义建构。 其次,应以多样化、精准化的理论作为“树枝”,
如脚手架理论、跨文化交际理论、交际法教学理论等,增强中国外语教材具体内容评价的科学

性。 例如,活动任务、词汇复现等教材具体内容的编排设计参考脚手架理论,在外语学习者原

有知识技能的基础上,搭建新知识技能学习的阶梯。 又如,文化内容编写和设计充分运用跨文

化交际理论,平衡母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引导学习者了解文化差异,加深对文化现象与原因

的认识和理解。
5. 2 构建指标适切、层级细分的教材评价要素系统

中国外语教材评价要注重考察外语教材与教学情境、课程、学习者和教师的适切情况。 一

是考察外语教材是否符合中国主流外语教学理念、中国教育文化特点、中国教学环境及条件。
二是评价外语教材是否符合课程标准和教学大纲要求、教学目标、课型特点等。 三是探究外语

教材是否贴合学习者的外语水平和认知水平,是否满足学习者个性化学习需求和风格,是否能

够激发学习者学习兴趣和动机,是否能够帮助外语学习者进行自我评价和自主学习。 四是分

析外语教材是否给予教师灵活使用教材的空间,是否鼓励教师创造独特的教学风格,是否利于

教师检验和反思教学效果,以促进教师职业生涯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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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3 打造科技赋能、动静结合的评价反馈优化链条

ESL 教材评价中,教材使用前的静态文本评价较多,使用中和使用后评价反馈相对较少。
基于此,应充分利用科技赋能教材评价研究与实践,提升静态评价中量化分析的科学性,打造

动态评价与静态评价相结合的评价反馈优化链条。 第一,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

息技术赋能教材评价,对使用前的教材文本进行考察检验,比如教材是否符合教学大纲规定,
内容难度是否符合学习者水平,词汇是否有足够复现率等。 同时,融合技术手段对教材使用中

和使用后教师和学习者的反馈进行抓取、梳理、分析和评价,增强 ESL 教材评价的科学性和即

时性。 第二,加强过程性评价和发展性教材评价研究和实践。 使用焦点小组访谈、课堂观察等

动态研究方法,系统呈现 ESL 教材与学习者、教师及社会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 第三,根据评

价结果改进优化 ESL 教材评价量表。 在动态评价与静态评价相结合的基础上,将教材实际使

用效果、师生反馈与评价量表进行比照,分析教材的不足与问题,优化教材评价的标准和手段,
达到“以评促建”的效果。
6. 结语

本文梳理分析了近 50 年国外 ESL 教材评价量表的演进历程,指出 ESL 教材评价量表研

究可分为起步期、发展期和繁荣期三个阶段,呈现出理论基础向精准化迈进、评价要素朝适切

化发展、评价方法向动态化演变的发展特征。 新时代中国外语教材评价量表编制与研究应搭

建主干突出、旁系清晰的树形理论支撑体系,构建指标适切、层级细分的教材评价要素系统,打
造科技赋能、动静结合的评价反馈优化链条,切实提升外语教材评价和编写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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