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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have a more comprehensive and systematic understanding 

of the research status of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extbooks in 

China, understand its research process and research hotspots, and look forward to 

its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 this paper combines bibliometric and literature analysis 

to search, analyze and sort out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about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extbooks published on CNKI.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alizing, 

understanding and using textbooks, this paper provides references for the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extbooks in the future. The current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research of foreign language textbooks in China has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scholars. Referring to the four levels of foreign language textbook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research,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view, questionnaire survey, interview, 

comparison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are adopted to analyze and evaluate foreign 

language textbooks from static entities to dynamic compilation and use of textbooks, 

and some achievements have been obtained. Based on the excellent achievements and 

advanced experience of the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extbook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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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in the past 20 years, it is an important direction for the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extbooks in China in the future to develop research perspectives, 

innovate research methods, analyze and evaluate textbooks integrally, systematically, 

and hierarchically, to select high-quality textbooks with effectiveness, reliability, 

feasibility and good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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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箱：

摘  要：为了更加全面、系统地认识我国外语教材分析与评估的研究状况，了

解其研究历程、研究热点，展望其未来的研究方向，本文结合文献计量法和文

献分析法，对中国知网（CNKI）上刊登的外语教材分析与评估相关文献进行检

索、分析和梳理。从认识教材、理解教材、使用教材的视角，为今后更好地开

展外语教材分析与评估研究提供参考。当前，我国外语教材分析与评估研究已

经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参照教材分析与评估研究的四层次，采用文献法、问

卷调查法、访谈法、比较法、定量分析法等方法，从静态的教材实体到动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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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编写与使用，对外语教材展开多角度分析与评估研究，并收获了一定的成

果。基于近二十年来的我国外语教材分析与评估研究的优秀成果与先进经验，

开拓研究视角，创新研究方法，全面地、综合性地、层次鲜明地分析、评估教材，

选出具有有效性、可靠性、可行性、使用效果良好的优质教材，是今后我国外

语教材分析与评估研究的重要方向。

关键词：外语教材分析与评估研究；文献计量法；文献分析法；研究成果；研

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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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教材是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的重要资源和工具，尤其是对于缺乏目标语语

言环境的外语教学而言，教材是学生学习信息输入的主要来源和渠道。教材在

外语教学中占据重要地位，正如 Sheldon（1987）所言，教材是外语学习中看得

见的心脏。近年来，国内教材市场空前繁荣，呈现多家出版社争相出版、同时

竞争教材市场的局面，但教材质量良莠不齐，令人堪忧［1］。教材的质量直接

关系到教与学的效果，优质的教材能够激发教师的教学兴趣和学生的学习兴趣，

促使外语教学产生积极的效果。因此，分析、评估、选择、推荐出好的外语教

材对于外语教育的意义十分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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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国外语教材分析与评估研究的可视化定量
分析

2.1  数据来源

在外语教育研究中，“教材”和 “教科书”这两个用语均有出现。二者内

涵虽然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鲜有研究对这两个概念进行明确而具体地使用区

分。因此，为了更加全面地检索到外语教材分析与评估的相关文献，本文对于

教材和教科书这两个用语不作硬性区分。文献检索过程中，本文在中国知网的

高级检索界面按照关键词为“教材分析”或含“教科书分析”或含“教材评估”

或含“教科书评估”或含“教材评价”或含“教科书评价”并含主题为“外语”

命令进行检索，文献发表时间不限制，共检索到 1995 至 2020 年间发表的中文

文献 231 篇，剔除不能下载的非中文文献和重复文献，得到可用于分析的中文

文献 218 篇。对于所得文献的发文总体趋势、论文来源、关键词词频，本文利

用中国知网可视化分析工具进行直接分析，同时用 RefWorks 格式导出文献，作

为 Cite Space 分析的原始数据，导入 Cite Space 软件绘制知识图谱。

2.2  我国外语教材分析与评估研究的总体回顾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国外学者就已经开始关注教材的分析与评估［2］。从

中国知网收录的文献来看（图 1），在我国外语教学领域，教材分析与评估研究

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末，略晚于国外。这一时期，教材的分析与评估相关的研

究仅有零星几篇，进入 21 世纪以来，教育部制定《面向 21 世纪教育振兴行动

计划》，提出“全面振兴教育事业”“积极稳步发展高等教育”等举措，我国

教育事业得到快速发展，外语教材分析与评估相关的研究也逐渐增多。2010 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

体现了国家对教育事业的高度重视。我国教育事业继续向前加快发展，作为教

育的基本要素之一——教材的相关研究明显增加。同时纲要明确要求“培养大

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

强调了外语教育的重要性，我国外语教材分析与评估研究也于 2011 年前后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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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短暂的快速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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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CNKI（1995—2020）外语教材分析与评估研究发文分布折线图

Figure 1  Line chart of the publication of the research on the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extbooks in CNKI (1995—2020)

由于我国是一个尊师重教、崇尚教育的国家，教材在教育中具有很高的权

威性［3］，很少有人会质疑教材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对教材的内容进行分析、

判断和评估，这也是我国外语教材分析与评估研究未形成持续稳定发展的原因

之一。同时，通过检索数据 a 也可以发现，在外语教学的相关研究中，对于“教

师”“学生”“教材”这三项基本构成要素，前两者的受关注程度均高于后者。

总而言之，外语教材分析与评估已经引起了我国学者们的关注，但尚未引起学

界的广泛重视。

2.3  我国外语教材分析与评估研究的文献来源

文献来源体现某一研究主题研究力量的分布、研究基地及研究团队的情况

［4］。通过对文献来源的分析可以得知（图 2），关于教材分析与评估这一研

究主题，相关研究主要来源于高等院校，首先是师范类高等院校、其次是外语

类高等院校，再者是综合类高等院校。其中，华东师范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

a　在中国知网进行数据检索，发表时间无限制，分别以题名“外语”并含“教师”“学生”“教材”

进行模糊匹配，相同条件下，前两者“外语”并含“教师”“外语”并含“学生”得到的文献条目分别

为 714 条、1061 条，而“外语”并含“教材”仅为 398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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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西安外国语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等高校为教材分析与评估研究的主

要来源。总体而言，我国外语教材分析与评估研究以师范类、综合类、外语类

高等院校为主要研究基地，在高校教师和研究人员组成的研究群体的引领下，

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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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外语教材分析与评估研究的文献来源柱状图

Figure 2  Histogram of literature sources of the research on the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extbooks

2.4  我国外语教材分析与评估研究的热点

关键词是论文核心内容的凝练，通过对关键词词频及关键词图谱的分析可

以探测研究的热点（图 3），本文利用 Cite Space 软件绘制出外语教材分析与评

估相关研究的关键词分析图谱（图 4）。通过图 3 和图 4 的分析发现，“教材评价”“教

材评估”“教材分析”是研究者主要关注的热点问题，也是研究的核心所在。

同时，从研究所涉及的学科领域来看，对于教材的分析与评估研究主要集中于

英语学科；从研究所涵盖的内容来看，注重从文化方面对于教材的分析与评估；

从研究所面向的教育阶段来看，主要针对大学和高中阶段所使用的教材展开分

析与评估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是，在外语教材分析与评估研究中，已有部分研

究学者意识到了评价标准或者评估标准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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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外语教材分析与评估研究的关键词分布柱状图

Figure 3  Histogram of keyword distribution for the research on the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extbooks

图 4  外语教材分析与评估研究的关键词分析图谱

Figure 4  Keyword analysis of the research on the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ext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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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国外语教材分析与评估研究的内容分析

3.1  我国外语教材分析与评估研究的对象、视角与方法

教材是教学大纲的具体呈现形式，教材内容应与教学大纲的要求一致［1］，

是学生学习的信息资源，引导学生学习的重要工具［5］，也是教师教学的重要

资源、工具和指南［2］。

以上观点分别从教学大纲、学生学习、教师教学的角度来定义教材，表明

了教材这一概念的广泛性、延伸性和不确定性。明确教材的定义是教材分析与

评估研究开展的必要前提。教材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大多数学习者在学习时

最先接触的是课本，因此在他们心目中课本就是“教材”，但这是对教材的传

统的狭义认识。随着教育的发展进步，现代意义上的教材不仅仅局限于课本，

在教学过程中所使用的各种媒体资源，诸如课本、配套练习和教学参考书等辅

助材料，以及新发展起来的多媒体资源等，都是静态的教学的实体材料。对教

材的有效性、可靠性、可行性和使用效果进行分析评价，必须基于对静态的实

体教材的分析，并且透过教材的实体，结合教学大纲和课程标准［1］［6］［7］，

对教材的编写、教材的使用进行分析与评估，这才是教材分析与评估的真正对象，

即教材分析与评估研究的视域［5］。外语教材分析与评估的研究也不例外。

从教材的编写到使用，离不开编写者、学生和教师的参与，我国教材分析

与评估相关研究也基本是围绕编写者、学生、教师这三个视角，采用文献法、

问卷调查法、访谈法、比较法、定量分析法等展开分析与评估研究。

综观我国教材分析与评估相关的主要研究内容，张（2001）从教师的视角，

利用文献法、比较法和定量分析法等对于静态的实体教材的内容进行了分析［8］。

首先梳理了日本的汉语教材的现状，从教材系列、水平等级、内容、形式四个方面，

对日本主流汉语教材结构的特点进行了比较分析，并进一步总结了日本汉语教

材的特点及成因，最后，通过对比日本汉语教材的情况，从形式和观念两方面

指出了中国对外汉语教材国际化的障碍和原因。

冯、张（2009）从教师的视角，简单回顾了新中国成立 60 年以来英语专业

教材建设的历史，并参照《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学大纲》，对国内主要英语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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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教材的种类和使用情况进行了分析，最后剖析了我国英语专业教材建设的研

究现状，进一步从教材名称、教材编写理念、教参和学习辅导材料、教材的使

用指导与推广等方面为我国英语专业教材建设与发展提出了建议［3］。

以上是基于静态实体教材的分析与评估，此外，曾（2005）主要采用问卷调查、

访谈的方法，以上海普遍使用的初中英语教材《九年制义务教育初中年级发达

地区版英语教材》和《初中牛津上海版英语教材》为分析对象，对于两套教材

从理论依据、定位、编写体系、语篇、语言知识的安排、语言能力的活动等方

面进行比较与分析，并通过对师生教材使用情况的问卷调查与访谈，对这两套

教材进行客观的分析与评价，从而更好地认识教材、使用教材［2］。

华（2014）对使用《现代大学英语：精读》教材的深圳大学英语专业一、

二年级的师生和使用《综合教程》教材的上海外国语大学贤达学院英语专业二、

三年级的师生进行问卷调查和访谈［9］，旨在分析师生对教材任务的满意度、

一本好教材应具备的基本要素、教材任务涉及的合理性与趣味性、教材所体现

的文化价值观、自主学习理念等因素。

罗、徐（2011）深入一线教学，对中学的教师和学生进行访谈，了解并进

一步分析他们对于初中任务型英语教材 JEFCGFI的使用情况、观点和看法［10］。

上述研究表明，我国教材分析与评估研究多基于学生和教师的视角展开，

此外也存在少数基于编写者视角的研究。任、刘、莫（2014）正值新目标大学

英语编写之际，为了充分吸收国内外教材的经验得失，对国外最近十年出版的

十多种读写教材，从编写理念、编写目的、材料选择、材料处理、知识的呈现

方式等方面展开分析述评［11］。

3.2  我国外语教材分析与评估研究的层次与步骤

教材分析与评估的层次即分析与评估过程中的主要步骤及内容［5］。在参

照英国的苏萨克斯方案、美国休斯顿大学的察贝塔等人提出的理科教材分析程

序以及噶兰现代教材研究方案等国际上教材分析与评估的成功经验的基础上，

高（2001）提出了教材分析与评估的四层次：（1）一般性介绍（4 项评价标准）；

（2）静态与动态的数据和资料的收集（20 项静态评价标准和 6 项动态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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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描述性分析；（4）综合评估（7 项评价标准）［5］。

综观我国外语教材分析与评估研究可见，虽然根据研究者的研究目的和研

究主题的不同，分析与评估研究的层次存在差异，但是基于这四个层次开展研

究是当前外语教材分析与评估研究的主流。

盛（2005）以上海市高中英语统编教材和牛津教材为对象进行比较分析，

首先从宏观层面比较了教材的指导思想、结构体系和编制水平，整体勾勒了教

材的基本框架，对应教材分析与评估的第一层次。再从微观层面针对教材的语

言知识、语言技能、题材进行对比剖析，并结合师生对于两套教材使用效果的

反馈，基于教材本身所反映的静态信息和实际使用过程中的动态情况，对比、

分析、总结两套教材，最后从教材功能与教材发展、课堂交际模式与教材使用

两方面对教材进行进一步思考［12］。

周（2006）将教材分析与评估的一、二层次相结合展开分析，首先通过文

献法，从编写指导思想及结构体系、教材的编制和设计，教材的内容组织及安排、

教材体现的课程观、语言观、语言教学观等方面入手，对外教社版中职《英语》

教材进行静态分析与评估。然后运用调查法对《英语》教材使用现状进行调查

以收集动态数据信息，并对调查结果进行分析。最后对于今后教材的改进以及

教师如何在教学中使用该教材提出了建议［13］。

刘（2006）首先回顾了教材评估发展相关的语言学理论、语言教学理论和

教学大纲理论，然后在基于成功的理论经验的基础上设计了其分析与评估的框

架模式［14］。该论文对于英语教材《新视野大学英语》的分析与评估主要分

为两个阶段：一是从教材自身展开的初步评估，即对教材的组成、编者的意图，

以及词汇、语法、技能、社会文化内容、语言输入、文章多样性等几个项目进

行分析，这是对教材的一、二层次的分析与评估。二是基于教材使用者的使用

评估。为使初步分析与评估得出的判断更加客观，作者就该教材的内容设置、

任务形式对武汉理工大学二年级的三个不同专业的大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和访

谈。调查和访谈的分析结果与作者在初步评估中得出的判断基本一致，即《新

视野大学英语》意在创建一个以学习者为中心、以主题为中心的教学模式，为

大学生语言使用能力的发展打下扎实基础。同时，该教材也存在选材上的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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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价值倾向、任务设置缺乏合作学习模式及交际性原则等问题。

上述对于英语教材的分析与评估研究基本涵盖了教材分析与评估的四个

层次，但是各层次的内容相互关联，并非孤立存在。上述研究所体现的对于

教材分析与评估的第二、三层次——信息收集和描写性分析，多体现为语言

知识和技能、社会文化内容等方面的数据信息，对于认知与心理规律、编写

技巧和工艺水平等方面的信息收集不足。对于教材分析与评估的第四层次的

综合评估，则集中体现为教材的使用效果、对教材的使用方式的建议与改进

意见等方面。

4  对于我国外语教材分析与评估研究的展望

4.1  以英语学科为示范，以师范类学校为引领的研究模式

通过对我国外语教材分析与评估研究文献（1995—2020）的可视化分析可知，

自 20 世纪 90 年代末以来，我国外语专业学者已经开始关注教材的分析与评估，

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是目前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英语学科，尚未引

起整个外语学科的重视。国内缺乏学习外语的目标语言环境，因此教材成为学

习者学习外语的主要信息输入来源，从事外语教育的学者们应重视外语教材的

作用。

今后的研究动向主要有以下三点：（1）以英语学科为示范，各学科充分借

鉴国内英语专业以及国际教材分析与评估的成功经验，积极开展教材分析与评

估；（2）以师范类、外语类高校为引领，各高校引起对外语教材的重视，广泛

开展教材分析与评估；（3）致力于选出具有有效性、可靠性、可行性、使用效

果良好的优质教材。

4.2  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发展

我国外语教材分析与评估研究已经由传统的对于“课本”的研究，发展为

基于教学大纲和国家推行的课程标准对“课本、教参、多媒体资源等”的分析

与评估，这也体现了我国教材分析与评估研究对象的多样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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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近二十年来的我国外语教材分析与评估研究来看，研究视角主要聚焦于

教师和学生，研究方法仍主要以文献法、问卷调查和访谈为主，基于编写者视

角展开的教材分析与评估研究尚不多见。编写者视角与师生视角下的教材分析

与评估有何异同呢？除上述研究方法之外，是否还有更加合理、新颖的教材分

析与评估方法呢？这些都是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和探索的重要问题。在我国外

语教材分析与评估研究对象多样化发展的基础上，开拓新的研究视角，创新研

究方法，这是推动我国外语教材分析与评估研究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

4.3  基于教材分析与评估的四个层次的研究路径

教材分析与评估分为四个层次：一般性介绍、静态与动态的数据和资料的

收集、描述性分析、综合评估［5］。当前我国外语教材分析与评估研究的数据

信息收集，多聚焦于表层的语言知识和技能、社会文化内容等方面，对于认知

与心理规律、编写技巧和工艺水平等方面的信息收集不足。对于教材的综合评

估集中体现为教材的使用效果、对教材的使用方式的建议与改进意见等方面，

也是我国外语教材分析与评估的局限性之一。此外，在我国外语教材分析与评

估研究中，各层次相互联系、相互结合，但有时也会出现分析内容较为混乱，

层次性不强的问题。因此本文认为，在把握教材内容总体框架的基础上，基于

语言知识、社会文化知识等方面的分析结果，深入考察教材内在的体现的认知

与心理规律、编写技巧与工艺水平，并从教材的目标、编制、使用方式、教与学、

学习效果等方面全面地、综合性地、层次鲜明地分析与评估教材，是今后我国

外语教材分析与评估研究的重要方向。

5  结语

教材是教育的基本要素之一，在我国外语教育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近二十年来的我国外语教材分析与评估研究，以师范类、综合类以及外语类高

校为基地，在高校教师和研究人员的带领下，基于教材分析与评估研究的四层次，

围绕教师、学生和编写者，从静态的实体教材到动态的教材的编写、使用展开

分析与评估，实现了从无到有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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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在外语教育中对于教材的分析与评估，仍需要外语教

育工作者的长期不懈的坚持与努力。基于近二十年来的我国外语教材分析与评

估研究的优秀成果与先进经验，开拓研究视角，创新研究方法，全面地、综合

性地、层次鲜明地开展教材的分析与评估，致力于选出具有有效性、可靠性、

可行性、使用效果良好的优质教材，是今后我国外语教材分析与评估研究的重

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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