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6 卷 第 3 期
2024 年 6 月

Vol.26, No.3,
June, 2024

基础外语教育
Basic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3

高中英语新教材中华文化内容与呈现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钱小芳

深圳市聚龙科学中学  丁奕丹

摘 要：本研究选取北师大版、人教版、外研版高中英语新教材必修一至必修三为研究对象，基于

Byram和Morgan（1994）的文化内容评价模式和中华文化的分类进行文本内容对比分析，

旨在揭示高中英语新教材中华文化呈现的内容和方式。研究结果表明，三版高中英语新教

材呈现的中华文化内容主要包括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呈现方式以显性呈现为主，隐性呈

现为辅。研究结果对于教材编写和教学有一定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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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2017年版

2020年修订）》（以下简称《高中新课标》）

中明确提出，“文化意识体现英语学科核心

素养的价值取向”（教育部，2020：4），培

养文化意识是发展学生素养的重要内容。

注重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就是要帮助学生

获取与梳理文化知识，比较和判断世界多元

文化，进而深入领会中外优秀文化背后的含

义，汲取优秀文化中的精华，在文化知识学

习过程中鉴别多元文化，坚定文化自信，形

成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养成一

定的传播中华文化和跨文化交际的能力。要

达成此目标，外语课程应全面贯彻落实党的

教育政策与方针，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教学当中（张虹、于 

睿，2020）。

教材是外语教学的重要工具，是课

程的主要载体（Tomlinson，2012），对教

师“教什么”和“怎么教”有着关键性的作

用（Cunningsworth，1995）。在《高中新课

标》指导下编写的高中英语教材需关注中华

文化元素的输入，在保持世界多元文化知识

输入的前提下，为学习者提供使用英语阐释

中华文化的学习材料和机会，以及体会和评

析中外文化的空间，使其兼备开阔的国际视

野和中华文化认同，能够学好中华文化，用

英语讲好中国故事。在此背景下，2019年出

版的北师大版、外研版和人教版等高中英语

教材，提高了教材的体系性、延伸性和接续

性，有意识地强化文化意识的培养，但是对

于中华文化内容的涵盖和呈现如何，目前研

究鲜有涉及。新教材出版以来，教材文化角

度的研究较为局限，不够系统，因此，本研

究拟对三版高中英语新教材的文本内容进行

分析，发现教材中华文化呈现的内容和方式。

焦点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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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华文化与外语教材研究
本节主要对关键术语“中华文化”进行

阐释，梳理教材评价和教材中的文化内容等

研究。

（一）中华文化

从广义上来说，中华文化是指中华民族

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探索与创造的物质财富和

精神财富的总和。本研究中的“中华文化”

采取的是狭义层面的概念，包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张

虹、于睿，2020）。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学者

对五四运动之前的几千年时间里，中国在特

定的自然和人文环境的共同作用下沉淀形成

并对后世产生持续的积极影响的古代文化的

统称（李荣启，2014）。革命文化是指近代以

来，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

带领中国人民经历了伟大的新民主主义革

命和社会主义改革期间，形成的以“艰苦奋

斗、朴素务实”为价值取向和核心的文化 （朱

喜坤，2019）。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同样以马克

思主义思想为指导，旨在培养有理想、有道

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公民，促使

中国全面迈向现代化，顺应经济全球化的趋

势，是更加科学、民主，且普适性极强的社

会主义文化（《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编写组，2010）。本研究的

研究对象为北师大版、人教版、外研版高中

英语新教材，考虑教材编写的时长和时效问

题，教材中所呈现的中华文化内容较难以做

到贴近当下，故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替换为

内涵较为贴合教材话题的现代文化。现代文

化是指人们为了适应政治、社会等现代化发

展需要而形成的新式行为标准、道德观念等

的集合，主要包括物质文化、精神文化、行

为文化、社会文化、观念文化等（李建军、

陈彤，2015；牛新生，2002）。

（二）外语教材研究

20世纪中叶以来，国内外诸多学者基于

认知发展、语言学、教育学等理论对外语教

材展开了系统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主

要表现在教材评价的标准、方法和内容上。

1. 外语教材评价研究

在不同时期，研究者都提出了外语教材

评价的标准和方法。Seaton（1982）提出了

20项教材评价标准，主要从外语教材内容的
设计、语言和主题内容的真实性、交际用语

的规范性等角度进行评价。该标准重视教材

语言的真实性和与学生的适配性，但评价标

准条目杂乱，可操作性较弱。Cunningsworth
（1995）从促进学生学习的功能和关注教师

需求的角度提出了评价标准，可操作性强。

胡壮麟等（1995）充分考虑了我国实际的外
语教育和教学情况，从编写理念、与课标的

一致性、课堂教学效果等角度提出了评价标

准。在评价方法方面，Grant （1987）采用

量化研究方法将外语教材评价分成了初步评

价、细节评价和使用中评价三个步骤。程晓

堂和孙晓慧（2011）提出了随意的印象性评
价和有系统的评价两大类方法，并倡导第二

种评价方式，建议采用内部评价和外部评价

对教材本身及与其内在相关的教学思想、目

的、方法、内容等进行内容评价，本论文也

主要采取此法。教材评价的内容既包括语

言、主题、学习技能等内容的选择，也包括

插画、配图、题材排版、主题语境、语篇内

容和多媒体材料等（Tomlinson，1998）。内

容评价也可分为四个维度，包括语言和文化

知识的科学性、教材编写顺序与学习者认知

发展规律的顺应性、教材内容的思想性和教

材编写的技巧性（高凌飚，2002）。

2. 外语教材中的文化内容

文化是语言教学的核心元素之一，广

泛存在于所有语言教材当中（Kramsch，

1993）。教材不仅是教师的教学材料和学习者

的学习材料，也是引导学生进行思想碰撞的

课程和文化产品（Graves，2019）。以往研究

大多从国别文化角度分析外语教材中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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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且多停留在各类文化所占的比例上，

研究角度较为单一。Cortazzi和Jin（2001）

从学习者的视角将外语教材中的文化内容分

为母语文化、目的语文化和世界语文化三大

类，张革承和张洪岩 （2007）在此基础上补

充了对照文化和其他文化。基于三分法的研

究，也即大多数研究者常用的“本族文化、

英国文化和其他国家文化”三分法理论多从

跨文化交际视角出发，如Siddiqie（2011）基

于文化元素分类探究孟加拉国外语教材中跨

文化内容的种类与占比，并发现教材中的文

化元素对孟加拉国学习者跨文化意识和能力

有着重要影响。Ayu（2020）基于三分法评

价和探究文化素养在英语教学中的重要性，

提出了外语教学中应灌输文化元素的建议。

整体而言，依据Kachru和Nelson（2001）的

“三个同轴圈”理论，当前外语教材中的文

化内容仍以西方文化与意识形态为主导，尤

其指以英语为母语国家的文化元素，这种呈

现方式对应同轴圈中的内圈（Tomlinson & 

Masuhara，2017）。

20世纪中后期，语言教学领域的学者开

始对文化类型的划分进行了研究与探索，先

是Nostrand（1974）的系统讨论，将文化内容

的三十多个元素总结归纳，分别归入文化、

社会、个人、生态和技术五个范畴当中。随

后，Byram和Morgan（1994）提出了更加细

致的文化内容分类，即外语教材文化内容评

价模式，共涵盖九个方面：社会身份与社会

群体、社会交往互动、信念与行为、社会和

政治制度、社会化和生命周期、民族/国家历

史、民族/国家地理、民族/国家文化继承、

国家身份。这一模式更加贴近外语教材的文

化内容设定，被学者广泛应用于研究中。近

年来，Mahmood等（2014）基于以上分类，

以巴基斯坦两版外语教材为研究对象，分析

其中的文化内容分布与占比，并发现了其中

存在的文化歧视。Risager（2018）以包括英

语、丹麦语、德语等在内的六国语言为研究

对象，以文化研究、国家研究和跨国研究作

为理论基础和研究框架，探究了教材中影响

学习者完成文化身份建构的因素，及提高其

跨文化交际能力和意识的实现路径。张虹和

于睿 （2020）采用Byram 和Morgan（1994）

的文化内容分析模式和中华文化分类，分析

了大学英语教材中华文化内容的呈现，发现

教材编写理念与实际教材中华文化内容的呈

现存在一定差距。

外语教材文化内容分析不应仅关注各个

内容之间的占比与平衡，还应着重探究将文

化内容融入外语教材的方式和途径。教材内

容的选择需要依托我国教育现状，在主题语

境和语篇的选择、活动设计上充分考虑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将教书育人的最终目标渗

透到教材当中（文秋芳，2018）。外语教材中

的文化内容呈现方式主要分为显性呈现和隐

性呈现两种（周小兵等，2019），显性呈现方

式包括教材中明确以文化为主题的阅读、听

力、视听语篇或文化知识的专项介绍板块，

隐性呈现方式则主要是通过活动或练习来呈

现文化内容。

整体来看，以往研究分析角度较局限，

大多是从跨文化交际视角出发研究某一版教

材中的文化内容呈现特点，多停留在国别文

化所占比例上，且缺乏对高中英语新教材中

华文化呈现内容的系统研究。鉴于此，本研

究将基于Byram和Morgan（1994）的文化内

容评价模式以及中华文化的分类对高中英语

新教材的文本内容进行对比分析，旨在探究

三版高中英语新教材中华文化呈现的内容和

方式，以期为教材编写和教学提出建议。

三、研究设计
本节主要介绍了研究设计，包括研究问

题、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与步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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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问题

本研究旨在探讨两个问题：（1）三版高

中英语新教材中呈现了哪些中华文化内容？

（2）三版教材在呈现中华文化内容时的分布

和方式有何异同？

（二）研究对象

本研究的对象为三版高中英语新教材，

包括北师大版、人教版和外研版高中英语必

修教材。三版教材均是随着《普通高中英语

课程标准（2017年版）》颁布，以发展英语学

科核心素养等理念重新修订的教材，每套教

材均包括3册必修和4册选择性必修，每版教

材每册设置的单元数和板块均不同。北师大

版新教材在主编寄语中提到，教材注重学生

文化意识的培养，旨在帮助学生学会运用英

语获取中外文化知识，探究中外文化内涵，

比较中外文化异同，构建文化意识。人教版

新教材在前言中提到，教材注重综合培养学

习者的英语学科核心素养，将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作为教材主题内容选择的重要标准，

并以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为着力点，力图将教

书育人的根本目标渗透到教材的各个方面，

进而培养学习者成为有道德情操和家国情怀

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外研版新教材

在前言中提到，教材注重突出文化意识（尤

其是跨文化意识）的构建与发展，让学习者

在语篇和活动中感知和理解世界多元文化，

归纳总结中外文化之间的异同，并自主思考

产生异同背后的原因，平衡对世界多元文化

的态度，进而提升文化素养，树立正确的世

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坚定文化自信。

本研究主要聚焦三版教材的输入型板

块的语篇，包括阅读、听力、视听等，以其

作为文化内容的编码单位，从中找出全部

涉及中华文化的内容，基于Byram和Morgan

（1994）的文化内容评价模式和中华文化的分

类进行文本内容对比分析。

（三）研究方法与步骤

本研究采用定性和定量结合的方法，定

量研究主要体现在对三版高中英语新教材中

华文化内容呈现的统计，旨在揭示中华文化

呈现的内容和特点，通过数据分析比较三版

教材中华文化内容呈现的异同。研究过程主

要分为以下三步。第一步是确定理论框架，

选用Byram和Morgan（1994）的文化内容评

价模式，九项分类的具体含义见表1。

表 1  Byram和Morgan（1994）的文化内容评价模式

主题 具体含义

1 社会身份与社会群体 社会阶层、职业分组、次文化认同、地方认同、种族

2 社会交往互动 社交礼仪、语言使用的正式程度、餐桌礼仪、饮食文化、禁忌语、跨文化交际

3 信念与行为 日常活动、道德观念和行为、宗教信仰

4 社会和政治制度 国家政治制度、医疗保障、法律法规、国家安全、经济组织、艺术

5 社会化和生命周期 家庭、学校生活、生活方式、就业、庆典仪式

6 民族/国家历史 象征民族/国家的历史事件和时政

7 民族/国家地理 人口和工业化分布、国家边界安全、地形地势、气候等自然环境、环境保护

8 民族/国家文化继承 传统文艺、生活、品德

9 国家身份 国家及民族固有模式的主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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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是分析教材中华文化内容的分布

和方式，分析三版教材中的输入型板块的语

篇和活动。以阅读、听力、视听等语篇为文

化内容的编码单位，分别从三版必修教材中

找出全部涉及中华文化的内容，自上而下进

行初步编码，即一级编码。接着以上述九个

项目为框架，自上而下将一级编码及其对应

的语篇详细内容归类到这九个项目下。当内

容超出这九个项目时，便归纳新的编码（例

如英语学习、主动学习等），同时对一级编码

进行修改和调整，整理出二级编码。最后，

根据文献综述中提到的中华文化的分类，将

二级编码归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

和现代文化三个三级编码中。

第三步是文本内容对比分析。基于第二

步的数据，从教材语篇的中华文化内容呈现

和方式两个方面对比三版高中英语新教材的

异同，探究高中英语新教材中华文化呈现的

内容和方式的特点。

四、研究发现
通过对北师大版、人教版、外研版高中

英语新教材必修一至必修三中华文化内容的分

析，本研究聚焦两个研究问题，得出以下两点

主要发现：首先，三版高中英语必修教材呈现

的中华文化内容主要包括传统文化和现代文

化，暂未发现明显的革命文化内容。北师大版

和人教版教材中华文化的涵盖范围较广、较全

面。北师大版高中英语必修教材的63个语篇中

涉及中华文化内容的有20个（占31.7%），其

中涉及传统文化内容的共有8个，包括传统艺

术、历史名人、传统食物等（占40%）；涉及

现代文化的内容共有12个，包括生活方式、移

动科技、英语学习等（占60%）（见表2）。

表 2  北师大版高中英语必修教材中华文化内容汇总

三级编码（2） 二级编码（11） 一级编码（16）

传统文化（8） 传统文艺（4） 传统艺术（3）传统体育（1）

传统生活（2） 传统节日（1）传统食物（1）

传统品德（1） 慈善公益（1）

历史事件（1） 历史名人（1）

现代文化（12） 国家地理（1） 自然灾害（1）

著名人物（2） 名人（2）

生活百态（1） 生活方式（1）

网络科技（1） 移动科技（1）

航空航天（1） 航天业（1）

跨文化交际（2） 英语学习（1）留学生指南（1）

环保减排（4） 共享服务（1）环境治理（2）新型能源（1）

注：括号里面的数字表示语篇数量，以下表3、4均同。

人教版高中英语必修教材共有79个语篇

（必修一第一单元为Welcome Unit，无Video 

Time板块），涉及中华文化内容的有31个，占

比39.2%。其中，涉及传统文化的内容共有16

个，包括传统思想、传统节日、传统艺术等

（占51.6%）；涉及现代文化的内容共有15个，

包括国家形象、体育精神、野生动物保护等

（占48.4%）（见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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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人教版高中英语必修教材中华文化内容汇总

三级编码（2） 二级编码（13） 一级编码（16）

传统文化（16） 传统文艺（4） 传统艺术（2）传统思想（2）

传统生活（4） 传统节日（4）

传统品德（2） 文化遗产保护（2）

语言文化（2） 汉语学习（2）

国家地理（4） 名胜古迹（4）

现代文化（15） 生活百态（2） 校园生活（2）

著名人物（1） 名人（1）

航空航天（2） 航天业（2）

体育事业（2） 体育活动（1）体育精神（1）

跨文化交际（2） 英语学习（2）

国家新形象（1） 国家形象（1）

生态保护（2） 野生动物保护（2）

国家地理（3） 自然地理（1）自然灾害（2）

外研版高中英语必修教材有90个语篇，

涉及中华文化内容的有21个，占23.3%。其

中，涉及传统文化的共10个，包括传统艺

术、传统节日、传统体育等（占47.6%）；涉

及现代文化的共11个，包括生态文明、社交

媒体、饮食习惯等，占 52.4% （见表4）。

表4  外研版高中英语必修教材中华文化内容汇总

三级编码（2） 二级编码（8） 一级编码（13）

传统文化（10） 传统文艺（5） 传统艺术（4）传统体育（1）

传统生活（5） 传统节日（3）传统食物（2）

现代文化（11） 生活百态（3） 校园生活（1）家庭生活（1）饮食习惯（1）

网络科技（1） 社交媒体（1）

著名人物（2） 名人（1）优秀品质（1）

国家地理（2） 生态文明（2）

跨文化交际（2） 英语学习（2）

环保减排（1） 环境保护（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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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三版教材整体上都非常重视

中华文化内容的输入，其中北师大版和人教

版相对较多地呈现了中华文化内容，且都侧

重现代文化和传统文化，涵盖范围较广，覆

盖著名人物、航空航天、体育事业、跨文化

交际、国家新形象、野生动物保护、文化遗

产保护等。中华文化的多元输入有利于引导

学习者多方面、多层次、多角度地摄入文化

内容，探究并深入理解文化内涵。

其次，三版必修教材呈现中华文化内容

的方式以显性为主，隐性为辅。总体来看，

人教版和外研版更加注重中华文化内容的显

性输入，将中华文化内容大量渗透到语篇或

文化知识的专项介绍板块中，而中华文化内

容的隐性输入并不明显。具体而言，人教版

和外研版教材十分注重以主题意义为引领、

以语篇为依托引导学生运用已有的语言知

识、文化知识以及听、说、读、看、写等语

言技能对有显性中华文化内容语篇的主题等

进行意义探究。北师大版教材同时注重中华

文化内容的显性和隐性输入。显性输入包括

在语篇中呈现中华文化内容，隐性输入则包

括将中华文化内容以问题、思维导图等形式

融入活动中，引导学生综合运用所学语言知

识、语言技能和文化知识，密切联系实际进

行深入思考和探究。

五、结语
本研究通过分析发现，三个版本的高中

英语新教材均较好地覆盖了中华文化内容。

作为课程内容的实质载体，中华文化内容有

利于培养学生高尚的民族情操、家国情怀和

爱国热情，但是受长久以来的外语教材编写

传统影响，教材尚未显著涵盖明显的中华革

命文化话题和内容。因此，教师在教学中应

当充分研读教材，引导学生充分学习已有的

中华文化内容，尤其注重对这些内容的内化

和表达，同时，在教材已有内容的基础上补

充缺失的中华文化内容，并注重与时俱进。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

重要讲话中强调文化自信的重要性，提出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现代文化共同

构成了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旗帜，这种文化

的传承和积淀具体体现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中，是植根于中华民族的显著标志。中华

文化是基础教育阶段总体课程体系的重要内

容，高中英语新教材在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

方面均覆盖良好，但是如何在以外国语言呈

现的教材中纳入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文化的

话题内容以及加强中华文化内容的隐性呈现

方式，以更加生动、实时地引导学生在活动

中去学习和感悟中华文化知识背后的精神并

加强文化传承，还是亟待教材编写者和研究

者探究的话题和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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