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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基于中国知网 258 篇 CSSCI 论文和 24 篇博士论文,对我国近 30 年来的外语教材研究进行了

回顾和分析。 结果表明:国内外语教材研究主要采取了质性分析、定量分析与混合分析三种方法,研究内容涉

及编写设计、教材内容、评价与评估、教材使用、教材推介、历史发展、教材与教师发展七大主题。 总体而言,外

语教材研究发展呈现出主题纵深化、理论体系化、方向本土化和方法多元化的特征。 因而提出建议:我国学界

应加强横向和纵向视角的外语教材国际比较和历时分析研究,同时也需重视外语教材研究在不同学段之间的

平衡与衔接,尤其要关注后疫情时代混合式立体化教材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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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语教材是教师和学生开展课堂活动的依

循[1]1,同时又可主导学生的跨文化学习及健康世

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塑造[2]。 在国家安全层

面,外语教材肩负着思想政治教育[3]、意识形态引

领和民族认同养成等重要使命。 鉴于此,开展外

语教材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已经成为国内外学

界的共识。 自 2016 年起,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联合教育部等国家管理部门相继出台多个文

件,对(外语)教材编排选用、支持保障、审查监督

等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 国家教材委员会、教育

部教材局等管理部门也先后成立,开始从国家层

面助推教材建设。 外语教材研究时代已真正

到来[4]。
国际 上 的 外 语 教 材 研 究 呈 现 理 论 专 业

化[5],[6]145,[7]和快速发展的态势[8]。 相形之下,国内

学界对外语教材的关注度不高,当前研究总体上

有起步晚、数量少[9]90,种类不平衡[10],重经验和编

写、轻理论与评价[11]66 等不足。 现阶段,有关外语

教材研究的综述类文章有两个特点:文献来源限

定在外语类 CSCCI 期刊范围内,因此常因囿于学

段(多聚焦于大学阶段)和学科(仅限于语言类期

刊),疏漏了教育学等学科及中小学学段的相关文

献;大多数研究聚焦于外语教材建设[12]83,对教材

评估等其他方面展开的研究不够。 这些局限性使

前人的研究难以展现我国外语教材研究的全貌。
为弥补这一不足,本研究扩大了检索范围,对搜集

到的文献进行归纳和分析,旨在厘清我国外语教

材研究的全面现状和发展动向,帮助广大研究者

建立对外语教材研究的整体认识,为开展进一步

的科学探究提供借鉴参考,以顺应当前国家政策

层面和专业学科领域重视教材建设的大趋势。

1　 文献来源及统计方法
    

本研究沿用了综述研究中普遍采用的文献计

量法[13]16 和内容分析法[12]84。 文献来源包括两大

类型:知网全文数据库( CNKI) 中有关外语教材

研究的国内 CSSCI 期刊论文、博士学位论文。
2022 年 1 ~ 3 月,笔者通过如下方式进行了文献

检索,对所有文献的发表时间不作限制:首先,以
“教材” 、“外语教材”为主题词和关键词在 17 本

外语类及其他类 CSSCI 来源期刊和集刊(均含扩

展版)中进行检索;再以“语言” 作“学科专业名

称” “教材”
 

“外语+教材” 作“篇关摘” 两种方式

在知网博士论文库中进行交叉检索。 经过下载、
阅读、分析与合并统计,最终得到与教材研究相

关性较强的文献 282 篇,其中期刊论文 258 篇、
博士论文 24 篇。



40　　　 教学研究 2024

2　 研究发现

2. 1　 总体情况

通过数据汇总发现(见表 1),我国外语教材

研究起步于 20 世纪 90 年代,发展至今出现过三

个高峰阶段,分别是在 2009 年 ( 25 篇)、2012 ~
2013(25 篇、26 篇)年及 2021 年(24 篇)。 就学科

归属而言,研究主要集中在语言学学科,但也涉及

教育学、教育史、编辑出版等学科领域。 以期刊发

文量计,《外语界》发文量最大,至今共载文 61 篇,
约占文献总量的 22%。 研究语种以英语、日语、俄
语、德语、法语等通用语种为主,还涉及韩语、西班

牙语、马来语、僧伽罗语等非通用语种。 从学段分

布来看,研究主要分布在高等教育阶段,发文 267
篇,占比 94. 7%。 幼儿园(1 篇)、小学(8 篇)、初
中(5 篇)、高中(1 篇) 等学前及基础教育学段的

外语教材研究数量非常少,且多集中出现在博士

论文和《课程·教材·教法》期刊中。

表 1　 国内外语教材研究总体情况

年份 1992 1994 1995 1997 1998 1999 2001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数量 1 1 1 1 3 5 1 7 5 13 10 19 24 9 17 25 26 16 14 11 14 7 13 15 24

　 　 注:
 

部分年份缺失,因未检索到合适文献。

2. 2　 研究主题

国内外学者对外语教材研究文献的分类方法尚

有分歧。 在 Tomlinson 看来,研究主要涵盖编写、评
估、改变和使用等领域[6]43。 Harwood 则将其分为内

容(content)、使用(consumption)和开发(production)
三大主题[1]1。 杨港、陈坚林认为国内英语教材研究

论文主要采取了五个视角:设计与编写、发展、介

绍与述评、使用及评估[13]16。 综合以上观点,笔者经

过逐篇研读、分析,最终将 282 篇文献并入七大研究

主题,其中教材内容与教材编写设计研究又各自包含

三个次主题。 具体分布情况如表 2 所示。
 

同时,为了

更直观地展示近 30 年国内外语教材研究发展的趋

势,笔者将涉及不同主题的文献按照所发表的年代进

行了分布统计,结果见表 3。

表 2　 国内外语教材研究主题分布情况

类别 主题 数量 占比 主要内容

1
教材编写设计

(总 144 篇,
占比 51. 1%)

73 25. 9% 1. 1
 

编写:编写的理论、原则、具体方法、特色等

43 15. 2% 1. 2
 

建设:体系建设、资源整合、立体化开发

28 10% 1. 3
 

设计:内容、任务、单元模块设计

2
教材内容

(总 44 篇,
占比 15. 6%)

19 6. 7% 2. 1
 

语言:词汇、语篇、元话语、惯用语、对话、语类、疑难点

8 2. 8% 2. 2
 

文化:文化价值、内容调查、文化使命、文化自觉、跨文化元素

17 6% 2. 3
 

育人:价值取向、思辨能力、思政教育、国家意识

3 教材评价与评估 31 11% 教材的审定、评价、评估理论的引介、创新与应用

4 教材使用 23 8. 2% 教材的使用建议、方法、案例、心得、反馈

5 教材历史与发展 24 8. 5% 教材历史、历时的发展轨迹、形态

6 教材推介 12 4. 3% 国内外外语教材介绍或推荐

7 教材与教师发展 4 1. 4% 与(对)教师发展的关系、作用

2. 2. 1　 教材编设研究

表 2 显示,国内学界以“教材编写设计”为主

题开展的研究数量最多,占总量的 51. 1%,主要涉

及教材编写、教材建设、教材设计三方面的内容。
首先,研究多集中在教材编写的理论、原则、

具体方法和特色的分析( 73 篇,占 25. 9%)。 早

期,该类研究以编写者诠释参编教材的编写理念

为主。 进入新世纪后,越来越多的非教材参编学

者开始与教材编写者、学科专家一道关注教材编

写问题,形成了专家理论指导、编写者实践、研究

者反思的三方互促局面。 例如,常小玲以文秋芳

教授的“产出导向法”为指导,着重分析教材编写

的过程,由此提出“教学理论—行动研究双轮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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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教材编写模式,为外语教材编写实践与编写

理论研究提供了启示[14]。 另外,研究者们注重教

材编写与前沿理论和方法的融合,研究范式也已

逐渐由最初的“经验式的思辨论证” 转向当前的

“理论建构+实证示范”。 例如,李玉凤结合建模系

统及符号学理论,将教材编写者、教师和学生纳入

教材编写建模的动态连续体,并以课程中的单元

内容改变为例,尝试为大学英语研究型教材的编

写提供理论指导[15]。

表 3　 外语教材研究主题的历年分布情况

年份 1992 1994 1995 1997 1998 1999 2001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1. 1 1 2 4 1 2 2 2 5 6 5 2 8 2 4 2 6 4 5 1 1 2 6

1. 2 2 4 4 6 2 1 4 5 1 3 4 1 1 1 4

1. 3 1 1 1 1 2 1 3 2 2 3 2 1 4 2 2

2. 1 1 1 2 1 1 4 1 1 2 1 1 1 2

2. 2 2 1 1 1 2 1

2. 3 1 1 1 3 1 1 2 2 3 2

3 1 2 2 1 4 1 2 4 6 2 2 2 1 1

4 1 1 3 2 2 2 1 1 1 1 1 1 2 4

5 1 1 1 3 2 1 4 4 1 1 3 2

6 1 1 1 1 2 3 2 1

7 1 1 1 1

　 　 注:类别见表 2。

　 　 广义的教材建设包括“教材编写、教材使用、
教材评估、教材质量监控、教材研究等方面” [9]89;
狭义的教材建设则主要限于教材体系建构、多媒

体资源融合、立体化教材开发等更加微观的具体

问题。 狭义的外语教材建设研究在过去的 30 年

中呈现出以下发展趋势:从通用英语转向专门用

途英语、从语言技能转向人文关照、从文字平面化

转向数字立体化、从实践反思转向前瞻规划。
教材设计研究从微观视角考查教材设计的原

则、方法,以及影响因素、实操应用等,具体涉及材

料设计、环境和方法设计、任务及活动设计、立体

数字化设计(多媒体、多模态、配套 APP)等方面。
如刘明、胡加圣从多模态和认知理论的角度出发,
提出了在第五代教材建设中设计多模态外语视听

教材的新构想和建议[16]。
数量庞大的教材编写设计研究文献一方面反

映了该主题的复杂性和多面性,另一方面也为关

涉相关工作的不同主体提供了学理基础和实践经

验,加速了教材编写设计中内外部因素的辩证统

一与科学融合。

2. 2. 2　 教材内容研究

教材内容本体也是我国研究者比较关注的问

题,其涵盖语言知识、文化信息和育人理念三个方

面。 语言知识研究种类最丰富、发文数量最多。
研究初期,学者通常只关注教材中孤立的语言点,
如模糊概念、疑点等。 而后,词汇成为了研究的中

心议题,具体包括词汇知识、分布特征、复杂度、语
义、拟生态词、词族、惯用语等。 近期研究者们将

视角转向了语用、语类、语篇及文本难易度等方

面。 例如,李民、余中秋对比国外教材,考查了国

内大学英语教材的语用知识类型、频率和呈现方

式[17]。 文化信息研究大体分为三类:(1)朴素文化

价值研究;(2) 跨文化因素对比研究;(3) 文化宣

扬与教育研究,包括中华文化、文化自觉和文化使

命等话题。 育人和文化两个主题密切联系,共有

17 篇研究涉及教材的育人内容。 当前,全力开展

的课程思政有力地助推了广大外语教师群体充分

发掘利用教材中的中国文化,政治育人成为当前

外语教材内容本体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如黄国

文、徐锦芬分别就如何利用外语教材进行课程思

政展开了论证[18]21,[19]。 此外,学生的语用意识,尤
其是思辨能力培养仍保持着对研究者的吸引力,
如陈则航等通过对比中德两套初中英语教材,提
出了改进中学生思辨能力的相应对策[20]。 从可及

性和操作性角度而言,这些教材内容研究具有更

大的现实意义,所取得的相关成果必然会帮助广

大一线教师更理性、全面地认识教材本体,从而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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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灵活地处理教材内容。

2. 2. 3　 教材评价与评估研究

教材评估是指“通过特定的方法和途径对教

材的有效性、可靠性、可行性和使用效果进行分

析,并通过一定方式对分析结果加以综合概括,得
出对教材的价值的总体认识” [13]18。 归纳发现,严
格意义上的教材评估研究并不多见,而且夹杂了

使用教材后的感想和反思,此类的“推介” 和“评

介”范畴是否属于真正的教材评估尚存异议[21]。
基于这些理念,可将以“教材评价与评估”为主题

的研究粗略分为三大类:(1) 针对某本教材的评

价;(2)国外评估理论引介;(3) 新评估理论的建

构与应用。 如,梁雪松从翻译学的视角,
 

对国家级

规划教材《商务英语翻译》一书中的翻译失范等现

象作了系统性评析[22]。 赵勇与郑树棠评介了以

Cunningsworth、McDonough 以及
 

Shaw 等人为代表

的三个在国际上有较大影响力的英语教材评估理

论,并阐述了它们为中国大学英语教材评估所带

来的启示[23]。 现阶段研究者们更注重建构和检验

创新的教材评估理论,如王小梅、杨亚军尝试利用

可读性理论和模糊层次分析法建立起一种新的英

语教材评估模型,并以两套英语教材做实例展开

试评[24]。 本着批判性分析的主旨,教材的评价和

评估研究既能如实反馈教材价值的接受度和认可

度,又进一步提高了教材质量考查规范的系统性

与严谨性。

2. 2. 4　 教材使用研究

教材使用研究分布于教材使用前和使用后两

个阶段。 前者涉及教材统一投入使用前的审定、
编写者的使用建议等内容。 如,董亚芬以总主编

的身份,对如何使用《大学英语》系列教材提出了

建议以供广大教师参考[25]。 后者探究教材使用后

的效果评价和反思心得等。 王跃武利用调查问卷

分析了《视听说教程》的试用情况,结果显示大部

分师生对该套教材持肯定评价[26]。 反思心得型研

究也通常涉及对教材使用过程中的介入变量的考

查,调查对象往往指向对教材有操控权的教师群

体。 如徐锦芬、范玉梅通过质性研究法,发现两名

大学英语教师利用跳过、增加、修改、调整顺序等

策略对教材任务进行改编,其动机具有多样性和

动态性,受个人及社会环境等多种因素影响[27];张
虹等扩大调查对象的规模,分析了 3

 

967 名高校英

语教师使用教材的情况,并探究影响其教材使用

的因素[11]65。 与其他部分的研究趋势相类似,数字

化(网络教材)和本地化问题也是教材使用研究的

热点议题[28]。

2. 2. 5　 教材历史与发展研究
   

自 1862 年京师同文馆利用引进的原版教材

开创英语教育以来,外语教材的使用至今已有 150
余年历史,研究者们意识到应关注百余年间外语

教材的历史形态与发展轨迹,以追根溯源、总结历

史经验教训。 以此为主题的研究共分两大类:第
一类研究常采取历史文献法回看特定历史时期的

教材形态,如孙广平对晚清英语教科书展开深入

的跨学科分析,以反映该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内

容和领域[29];第二类研究采取历时视角,旨在考查

外语教材在某一时间跨度的发展变化规律和特

征。 如吴驰关注清末民国时期(1902—1949)的中

小学英语教材从“文” 到“语” 的转变[30];王立非、
任杰对自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的商务英语教材和

研究论文展开分析,指出了商务英语教材发展历

史与研究现状[31]。 这些回溯性横纵比较和历史、
历时分析更新了学界进行外语教材研究的传统视

角,所取得的发现既具有教育史学的理论意义,又
为当代外语教科书编写提供了实践参考。

2. 2. 6　 教材推介研究

教材推介研究的发文量为 12 篇,主要涵盖对

国内新版教材及国外优秀教材的引荐和介绍等。
如李萌涛等撰文论述了《大学英语·听说(第三

版)》多媒体教学光盘的整体设计、功能和特色[32]。
近些年来,学者们放眼国际,开始对海外尤其是美

国的优秀英语教材进行评析。 华东师范大学主办

的期刊《外语教育理论与实践》对此类研究比较重

视,曾先后刊载 5 篇相关论文。 如束定芳、安琳选

取了若干套海外出版的学术英语类教材,重点分

析了这些教材的目标定位、主题选材、整体及板块

设计等特点,以期在课程设计、教材编写和课堂教

学等诸多方面提供可参照的成功范例[33]。 谈佳和

傅荣从内容编排、呈现方式、练习设置三个视角呈

现了四套法语教材中价值观融入的方式和路

径[34]。 它山石之可以攻玉,针对境外优秀教材的

点评和分析能给国内教材编写者及广大教师群体

以启迪,帮助他们在处理外语教材的工作中扬长

避短、洋为中用。

2. 2. 7　 教材与教师发展研究

教材和教师关系密切,既是教师开展教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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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和资源,又关乎教师自我发展。 当前已有学

者认识到教材对促进教师的成长和发展的重要作

用,开始从理论与实证层面展开相关论证。 此类

研究尚不成规模,发文量最少。 理论建构层面,夏
纪梅通过思辨论证的方式强调了教材的资源性、
功能性及研究性价值,并指出可变教材为学材、用
材和研材以此来实现教师自我发展的最大效

益[35]。 实证研究方面,余渭深、韩萍以问卷和访谈

的形式调查了《大学体验英语教材》对我国高校英

语教师职业能力发展的影响,认为基于体验模式

的教材对教师的自我学习、反思和更新能力的发

展都有明显的提升作用[36]。 安琳从动态、历时的

视角记录了四位中学英语教师对教材的信念及使

用行为的发展变化,并尝试构建分析框架以分析

教材影响下的教师信念及教学行为[37]。

2. 3　 研究方法
   

适切研究方法的选用可以帮助研究者更好地

实现研究目标。 根据国际和国内普遍采用的分类

标准[38-39],将检索到的 282 篇文献的研究方法分成

质化研究、量化研究与混合研究三组。
经过逐篇阅读和比对,本研究发现国内学者

在外语教材研究中最常采用的方法是质性分析,
总数有 191 篇,占比 67. 7%,其中以思辨论证为

主[18]21,[40-42],其次是内容和文本分析法[43-44],也涉及

到案例分析[45-46]、文献法[47]、个案研究法[48]、课堂

观察、师生访谈和自传式叙事研究法[49]等。 与此

相对,采取量化分析的文献数量非常少, 仅有

18 篇,占 6. 4%,主要方法包括语料库法[50]77、文献

计量[12]83,[13]16 和问卷调查[51]等。
混合式研究呈逐渐增长趋势,利用该方法的

文献累计 73 篇,占总量的 25. 9%。 此类研究常采

取“文献计量+内容(文本)” [52]、“语料库+思辨论

证” [53]、“问卷调查+个别访谈” [54]等两两结合的方

式来展开论证。 特别是在外语教材博士论文中,
受立意、内容、体量和深度等因素的影响,混合研

究中的方法更加多样化,组合方式也更多,常常在

三种以上。 如马睿颖采用文献法、历史法和数字

收集法,探讨了建国以来英语专业主导教材的发

展走向和启示[55]。 柳华妮利用文献法、历史法及

文本分析对我国大学英语教材编写体例的变化和

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56]。
总体而言,我国外语教材研究方法呈现鲜明

的时代特征:纯粹的思辨性论证在早期质性研究

中占比较高,中期研究仍以质性为主,但开始侧重

教材的内容和文本分析。 最近 10 年间,国内研究

者广泛应用定量分析及混合法研究,有效地推动

了我国外语教材研究的科学化和规范化。

2. 4　 小结

综合表 1 和表 2 的结果可以发现,围绕教材

编写、建设与设计、使用、评价与评估等主题的研

究发展趋势稳定,接续连贯,说明这些领域一直为

学者们所关注。 教材语言知识、历史发展研究曾

经历短暂的萧条期,如今又重回学术研究视野。
教材推介、文化信息研究分散零散。 教材育人理

念研究虽起步较晚,却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
学界对教材与教师发展的关注未能一直延续,现
已淡出研究者们的视线。

从主题发展角度而言,我国外语教材研究逐

渐从现象表面向问题深层转化,呈现出高、专、新、
全的变化特征。 首先,学界的关注点由孤立、分散

的语言知识点和词汇转向了更高层次的语言结

构,如教材的语篇、语类和语用等方面。 其次,特
殊用途英语教材研究受到了进一步重视。 再次,
多模态理论、产出导向法等新兴的先进语言学与

应用语言学理论已融入教材研究。 最后,近期研

究逐渐实现了视听、说、读、写、译教材类型的全覆

盖,教材语言本体之外的非语言要素研究数量显

著增多。 这些变化都折射出了学界深化教材研究

主题的成效。
从内容趋向角度而言,国内研究在认知层面

已明确外语教材中国化的迫切需求。 尤其是在教

材评估方面,本土化意识的觉醒和实践倾向是当

前评估理论的重要发展趋势之一[12]88。 此外,以传

统中华文化宣扬与教育、思政育人理念等为主题

的研究数量稳步增长,进一步彰显了当前外语教

材研究本土化的取向与特色,也出现了以“思政分

析法”等为代表的教材本土化、中国化途径探索研

究,为广大一线外语教师提供了实践行动的思路

和参考。
从理论建构角度而言,国内研究者已开始重

视外语教材研究的学理论证,特别是在经典主题

的研究中逐渐加强了思辨论证与理论基础的联

系,有力推动了教材研究理论的体系化。 同时,复
合理论的地位也逐渐在研究体系中凸显,如华维

芬论述了交际能力、输入和输出假说、建构主义学

习和人本主义等重要理论与学习任务设计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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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50]77。 最后,多模态、语料库等前沿语言学理论、
工具和方法的利用开始普及,为教材研究理论的

体系化注入了新的动力和活力。
从研究方法的角度而言,多元化趋势在国内

外语教材研究中愈发明显。 语料库法、文献法、学
生产出文本分析等前沿方法与思辨论证的融合,
帮助研究者获得了更翔实的统计数据和事实证

据。 在传统研究方法的使用中,多元化特征主要

体现为方法组合方式的多样性。 除此之外,研究

参与者的广泛性进一步提高,问卷、访谈等调查群

体逐渐由在校师生和教材编辑者,扩展至教研员、
学科专家,甚至是校外从业人员等。

3　 未来研究的展望

3. 1　 研究主题视角

首先,国内学界还需进一步做好外语教材国

际交流工作,在研究中要加大引介国外优秀外语

教材的力度。 除了要重视英、美、加、澳等传统英

语国家的教材之外,对于其他欧盟成员国、日、韩
等使用的经典外语教材也要同样予以关注。 可尝

试将推介研究多样化,如通过评析、引荐和示范等

形式,为广大一线教师提供可参考、可倚赖的教育

资源和智力支持,使国际先进的教材变编写、设
计、建设、使用、评估等理念落地生根。 同时,我国

学界也应尝试把教材研究的最新发现发表于国际

期刊,建立学术话语权,助力我国外语教材研究成

果的国际推广。
其次,后疫情时代的新生教育生态和互联网

技术彻底颠覆了植根于传统纸质教材的研究理

念,迫切需要我国学者在外语教材的混合式设计、
立体化建设研究等方面有所作为。 尤其是在模态

多样性、资源丰富性及学习者自主性等方面,国内

外语教材还存在一定差距,需要学界在研究中深

化论证,以满足当前在线教学、翻转课堂的需要。

3. 2　 研究方法视角

前文的主题分析表明,当前国内外语教材研

究大多采取共时视角,聚焦于现代外语教材的时

代特征,而从历时角度来回溯教材的历史形态和

发展脉络的研究占比不高。 后续研究应有针对性

地开展教材历史、历时的回溯与分析。 从晚清英

语教育发端至今,外语教材 150 余年的发展历程

起伏跌宕,一方面与不同时代的社会经济和政治

文化紧密联系,另一方面又自成体系,有其独特的

发展规律和特征,因此有待学界深入开展研究。
关于外语教材的历史和历时的探索,可从意识形

态、文化表征、文本编排及理论基础等多方入手,
采取文献法、历史法和对比法,以此反映中西文化

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交汇与碰撞,这对于廓清跨文

化交流进程、保持民族独特性与独立性以及推动

外语教材本土化都有现实意义。
此外,高质量的基础学段外语教材研究有待

加强。 尽管文献统计来源和期刊定位可能会影响

数据统计的准确性,但高校教师主导国内外语教

材研究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 为了实现外语教

材研究在不同学段的均衡发展,需要高校外语教

师突破身份定位和研究取向的藩篱,将关注点向

中小学外语教材研究倾斜。 随着外语教材系列

化、一体化工作的推进,不同类型教材在同一学

段、同一类型教材在不同学段的搭配与衔接问题

也值得深入探讨,后续研究可采用语料库法和文

本分析等混合式方法,在横向分布与纵向联系层

面开展更广泛和科学的研究。

4　 结论

本研究梳理了国内外语教材研究 30 年来的

相关文献,对研究的总体发展趋势、主题分布及研

究方法进行了历史回顾。 就发展趋势而言,当前

国内外语教材研究呈现出主题纵深化、方向本土

化、理论体系化、方法多元化的特征。 展望未来的

外语教材研究,本研究建议进一步做好国际交流

工作,同时也强调要加强后疫情时代混合式立体

化教材建设。 在研究方法层面,以文献法、文本分

析为主的历时视角的教材研究需扩大规模;教材

研究在不同学段之间的平衡与衔接也应提上日

程,倡导开展以语料库为主体的混合式研究。 鉴

于教材在外语教育资源配置、学习环境创设中的

重要地位和作用,推进外语教材研究在我国的发

展和深入势在必行,对于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广大

外语教育工作者仍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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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Building
 

on
 

the
 

analysis
 

of
 

the
 

258
 

papers
 

published
 

on
 

CSSCI
 

journals
 

and
 

24
 

doctoral
 

dissertations
 

in
 

CNKI,the
 

current
 

study
 

looked
 

back
 

on
 

the
 

research
 

into
 

foreign
 

language
 

textbooks
 

in
 

China
 

over
 

the
 

past
 

three
 

decades
 

It
 

is
 

found
 

that
 

do-
mestic

 

studies
 

on
 

foreign
 

language
 

textbooks
 

principally
 

adopted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s
 

well
 

as
 

mixed
 

methods, the
 

themes
 

of
 

which
 

include
 

compiling
 

and
 

design,content,evaluation,application,historical
 

development,recommendation
 

of
 

text-
books

 

as
 

well
 

as
 

its
 

relationship
 

with
 

teacher
 

development.
 

The
 

developing
 

trend
 

can
 

be
 

characterized
 

by
 

thematic
 

elaboration,
theoretical

 

systematization,indigenous
 

orientation
 

and
 

methodological
 

pluralization. Prospective
 

studies
 

on
 

foreign
 

language
 

text-
books

 

are
 

suggested
 

to
 

strengthen
 

cross-sectional
 

comparison
 

with
 

oversea
 

textbooks
 

and
 

diachronic
 

research
 

into
 

the
 

historical
 

teaching
 

materials. In
 

the
 

meantime,scholarly
 

endeav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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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so
 

be
 

directed
 

to
 

the
 

balancing
 

and
 

interconnection
 

of
 

different
 

educational
 

stage,added
 

with
 

striving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blended
 

and
 

all-encompassing
 

textbooks
 

in
 

the
 

post-pandemic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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