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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英语新教材中华文化呈现现状研究

——以外研社版七年级上册英语教材为例

吴逸玲　王勤梅

合肥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　安徽省合肥市　230601

摘　要：本研究以外研社版七年级上册英语教材（2024）为研究对象，探索新教材中华文化呈现的内容、方式和分布。

研究发现 1）新教材呈现的中华文化主要包含现代文化和传统文化，未涉及革命文化；2）新教材中华文化的呈现方式以

显性呈现为主，主要呈现形式为文本和图片；3）新教材中华文化在各单元中均有出现，但各版块间分布不均匀，集中在

Part1、Part2 与 Part3 中。研究指出，教材在传承传统文化上表现积极，但革命文化融入和隐性呈现方式上存在不足，建议

教师在教学中对文化内容进行补充拓展，以促进学生文化意识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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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22 年版）》（以下简称《课

标》）中明确指出，文化意识体现核心素养的价值取向（教

育部，2022）。因此，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是发展学科素养

的重要组成部分。培养文化意识指对中外文化的理解和对优

秀文化的鉴赏，使学生在新时代表现出的跨文化认知、态度

和行为选择（教育部，2022）。所以，要达成此目标，张虹

和于睿（2020）提出中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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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入到教学当中。

基于上述背景，本研究选定 2024 年投入使用的外研社

版七年级英语新教材展开文本分析，旨在探究该教材中中华

文化的呈现内容、呈现方式及其分布情况。这一研究将帮助

一线教师更精准地理解新教材的设计思路，为教师优化教学

策略提供参考，推动教学质量。

2. 文献综述

2.1 中华文化

中华文化指中华民族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创造的物质财

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张虹和于睿（2020）在其研究中提到，

中华文化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

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指在五四运动前的几千年时间

里，中国在特定的自然和人文环境等共同作用下形成、积累

和传承下来，并仍对现代社会产生积极影响的中国古代文化

（李荣启 2014）。革命文化是指在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

领导中国人民在伟大斗争中构建的文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

导，以革命为精神内核和价值取向（朱喜坤 2019）。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也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培养有理想、

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公民为目标，面向现代

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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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聚焦外研社版七年级上册英语新教材，鉴于教材

中所呈现的中华文化较难归类，故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替换

为现代文化。现代文化是指人们为了适应政治、社会等现代

化发展的需要而形成的新的行为标准、道德观念等的集合，

主要包含物质文化、精神文化、行为文化等（李建军、陈彤，

2015；牛新生，2002）。

2.2 国内外研究综述

21 世纪以来，随着跨文化交际学发展，国内外学者对

外语教学中的母语文化呈现开展了深入研究。

国外学者指出，跨国文化是母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的

有机结合，跨文化交际离不开二者的互动。研究发现，融

入母语文化能提升外语教学效果。早在 2003 年，智利学者

Sandra 调查显示，智利外语教师融入母语文化话题后教学效

果显著。同时，国外学者关注到外语教材存在的问题。尤其

Tajeddin 和 Teimournezhad（2015）指出伊朗外语教材重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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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忽视外国文化与母语文化。

国内《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22 版）》强调在英

语课堂中进行中外文化比较，增强学生对中华文化的理解与

认同。近年来，国内学者针对初高中也开展了中国文化教学

现状研究。孙萌萌（2020）发现，初中阶段师生虽认可中国

文化融入英语教学，但实际融入情况不佳，存在教师文化意

识薄弱等问题。在高中阶段，何雅涵（2020）指出中国文化

在课程与教学中的融入不足，教学方法单一，学生用英语表

达中国文化存在困难。

综上所述，国内外研究均认可母语文化在外语教学中

的积极作用，强调目的语文化与母语文化融合的重要性。然

而，现有研究仍存在局限。英语教学中融入中国文化的现状

研究多聚焦高中阶段，对初中阶段关注不足，且多数研究围

绕 2012 版教材，针对 2024 版教材的研究匮乏。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问题

本文将从新教材中华文化的呈现内容、分布情况和呈

现方式三个角度对外研社版七年级上册英语新教材中的中

华文化进行分析，以期解决以下问题：

新教材中呈现了哪些中华文化内容？

新教材中的中华文化是如何呈现的？

新教材中的中华文化是如何分布的？

3.2 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外研社版英语新教材为对象，聚焦 7 个单元

和 各 单 元 的 5 个 版 块（Starting out、Understanding ideas、

Developing ideas、Presenting ideas、Reflection， 以 下 简 称 为

Part1、Part2、Part3、Part4、Part5) 中的中华文化，探索中华

文化的呈现内容、分布情况以及呈现方式。

3.3 研究步骤

本研究基于张虹和于睿（2020）文化编码的方式，并

基于外研社版教材的实际情况进行了调整。

研究以教学活动为文化内容的编码单位，对教材中图

片、阅读等板块涉及的中华文化进行初步编码。随后，以

Byram（1993）提出的 8 个项目为架构，梳理出 4 个二级编码。

依据对中华文化的分类，将二级编码对应到传统文化、革命

文化和现代文化 3 个三级编码中。研究统计三类文化在教材

中华文化中的占比，汇总各类呈现方式数量及其在各单元各

版块的分布。另外，部分中华文化以两种及以上方式呈现，

也分别记录。

4. 研究发现

通过对新教材中 7 个单元、各单元 5 个版块中华文化

的分析，笔者聚焦 3 个研究问题，得出以下发现。

4.1 中华文化呈现内容

新教材主要包含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未发现革命文

化。其中传统文化主要包含传统文艺和传统生活，现代文化

主要包含著名人物和生活百态。

传统文化在教材中出现 18 次，占比 75%。其中传统文

艺出现 10 次，传统生活出现 8 次。在传统文艺中，传统艺

术出现 6 次，经典文学出现 1 次，传统思想出现 3 次。在传

统生活中，传统食物出现 2 次，传统节日出现 6 次。

现代文化在教材中出现 6 次，占比 25%。包含著名人

物 1 次和生活百态 5 次。教材中无明显的革命文化，占比为

0%（见表 1）。

表 1. 中华文化内容呈现

三级编码（2） 二级编码（4） 一级编码（7）

传统文化（18）
传统文艺（10） 传统艺术（6） 经典文学（1） 传统思

想（3）

传统生活（8） 传统食物（2） 传统节日（6）

现代文化（6）
著名人物（1） 名人（1）

生活百态（5） 人民公仆（5）

革命文化（0）

注：括号中为呈现次数

4.2 中华文化呈现方式

中华文化呈现分为显性与隐性呈现。其中显性呈现指

信息明确直接展示，无需过多解读即可感知。隐性呈现则是

信息隐蔽间接，需通过推理、分析等方式察觉。如文学作品

中作者的情感态度，常不直接表述，而是借人物塑造、情节

发展等细节暗含其中。

新教材中主要的呈现形式包含文本、图片、习题和听

力四种，在表格中分别由 A、B、C、D 表示。因为部分中

华文化以两种及以上方式呈现，本研究将其统计为两种呈现

方式。

表 2 中华文化呈现方式

Unit Starter 1 2 3 4 5 6

显性
呈现 AB B/B/ABC/

ABC BC BC/BC/AB/
ABC/ABC B

BC/BC/
BC/AB/

BC
隐形
呈现 B/AB AB/C/BC BCD/

BCD

由表 2 知，新教材中华文化呈现以显性呈现为主，出

现 17 次，中华文化隐形呈现出现 7 次。其中 Starter 未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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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故为空。Unit1、2、6 中的中华文化为显性呈现，

Unit3、4、5 中的中华文化既有显性呈现，也有隐形呈现。

表 3. 呈现形式占比情况

呈现形式 A B C D

占比 19% 47% 30% 4%

在表 3 中，新教材中华文化呈现形式中图片最多，占

比 47%；习题次之，占比 30%；其次是文本，占比 19%；

最后是听力，占比只有 4%。

4.3 中华文化分布情况

表 4. 中华文化分布情况

Unit 1 2 3 4 5 6

Part1 名人（1） 传统节日（1） 传统节日（2） 经典文学（1） 传统艺术（2）

Part2 传统思想（1） 传统艺术（3） 传统思想（1） 传统节日（3）

Part3 人民公仆（3） 人民公仆（2） 传统艺术（1）传统食物（2）

Part4 传统思想（1）

Part5

注：括号中为出现次数

由 表 2 可 知， 新 教 材 里 中 华 文 化 分 布 于 6 个 Unit，

Starter 中未涉及，故表 4 以呈现 6 个 Unit 中的分布为主。

在各板块中，Part2 与 Part3 中文化内容出现频次最高，

均为 8 次；Part1 稍次，出现 7 次；Part4 仅出现 1 次；Part5

未出现中华文化。

5. 结语

本研究通过对外研社版七年级上册英语新教材的深入

分析，全面探讨了该教材中中华文化的呈现内容、呈现方式

及其分布情况。

研究发现，新教材在中华文化的编排上，以传统文化

和现代文化为主，未涉及革命文化。传统文化占据主导地位，

现代文化也有涉及。这表明，教材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方面做出了积极努力，也关注现代社会的文化现象，但在革

命文化的融入上存在不足。

在呈现方式上，新教材主要采用显性呈现，通过文本、

图片、习题和听力等展示中华文化。其中图片是最主要的呈

现形式，利于学生通过直观的视觉材料理解接受文化信息。

然而，隐形呈现仅占 30%，这可能会限制学生对文化内涵

的深入探究和批判思维的培养。

从分布情况来看，中华文化在教材的各个单元均有出

现，但各板块中分布不均。Part2、Part3 与 Part1 板块是中

华文化的主要呈现区域，Part4 和 Part5 板块涉及少。这种分

布不均可能会影响学生对中华文化的学习和理解，所以教师

要注意在学习过程中进行拓展与补充。比如在 Part5 中总结

所学知识，强化表达，帮助学生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

综上所述，本研究为一线教师把握外研社版新教材提

供了依据，也指出教材在革命文化融入和隐形呈现方面的不

足，可为教材修订提供参考。未来可进一步探讨如何在教材

中更好地融入革命文化，并通过隐形呈现培养学生文化批判

思维，促进学生文化意识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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