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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分析】

主题语境视角下外研版
高中英语教材分析

李　 亮　 　 孙溆淼

　 　 【摘　 要】对主题意义进行探究是高中英语教学的重要内容。 教材是教师教学的重要依据,研究英语教材中

文本的主题语境具有重要意义。 文章以外研版高中英语必修教材作为研究对象,参照《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

(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中的主题语境分类,对其中阅读文本的主题语境及其下属主题群的总体特征、输入顺序

和分布情况进行了分析,旨在帮助一线教师了解教材主题语境的呈现规律,以便更加有效地使用教材。
　 　 【关键词】主题语境;高中英语教材分析;阅读文本

　 　 一、引言
教材是教师教学的主要依据,也是学生知识输

入的重要来源,还是连接学生与教师的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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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对主题意义的探究应成
为学生语言学习的最重要内容,英语课程应把对主
题意义的探究视为教与学的核心任务 (教育部,
2020)。 透过真实的语言,挖掘背后的主题意义,不
仅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学习动力(Cunning-
sworth,1995),也可以实现育人价值。 本文拟通过分
析外研版高中英语必修教材中阅读文本主题语境的
整体特征、不同主题语境及其下属主题群的输入顺
序和分布情况,为高中英语教师使用教材提供建议。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高中新课标》提到,必修课程为全体学生必须
修习的课程,是构建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的共同基础
(教育部,2020)。 相较于选择性必修和选修教材,必
修三册教材受众更广,更具代表性,故本文将必修课
程教材选定为研究对象。 每册教材共有 6 个单元,
每个单元 Understanding ideas 和 Developing ideas 部
分各有一个阅读文本,三册教材总计 36 个语篇。

(二)研究方法

《高中新课标》包括人与自我、人与社会和人与
自然三大主题语境。 其中,人与自我涉及“生活与学
习”“做人与做事”两个主题群;人与社会涵盖“社会
服务与人际沟通” “文学、艺术与体育” “历史、社会
与文化”“科学与技术”四个主题群;人与自然包括
“自然生态”“环境保护”“灾害防范”“宇宙探索”四
个主题群(教育部,2020)。 上述主题语境、主题群内
容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具体实施分三步:首

先,将外研版高中英语教材必修三册中的阅读文本
与《高中新课标》中的主题语境进行对照,总结出教
材中所有阅读文本的主题语境和主题群(高铭梅,
2019);其次,计算并统计主题语境和主题群出现频
次和各类主题群的输入顺序、分布情况;最后,统计
数据,形成相应图表。 为保证结果的客观和准确性,
两位研究者先分别分析文本主题语境、主题群,然后
再将结果进行对比、讨论,直至达成一致,以提升编
码的效度(Creswell,2014)。

三、结果与讨论
(一)主题语境分布特征

按照《高中新课标》的主题语境分类主题群及相
应内容要求,对外研版高中英语必修教材阅读文本
对应的主题语境与主题群的分布情况进行统计。

由统计结果可知,三大主题语境中,人与社会出
现频次为 16,占比最高,达到 44. 44% ;人与自然次
之,频次为 11,占比 30. 56% ;人与自我频次为 9,占
比最少,为 25. 00% 。 下分至具体主题群,从涉及范
围来看,外研版高中英语教材涵盖《高中新课标》中
的大部分主题群,但没有涉及“自然生态”方面的内
容。 从整体分布均衡程度来看,主题群分布不太均
衡,其中“环境保护”占比最高,为 22. 22% ;其次为
“生活与学习” 和 “文学、艺术与体育”,占比均为
19. 44% ;之后是“社会服务与人际沟通”“历史、社会
与文化”和“科学与技术”,占比均为 8. 33% ;“做人
与做事”和“灾害防范”占比均为 5. 56% ;“宇宙探
索”只有 1 次,占比为 2. 78%;不涉及“自然生态”。 根
据《高中新课标》,“自然生态”主题群的内容要求为了
解主要国家地理概况,这部分内容是促进学科融合的
重要突破点,能够帮助学生将所学地理知识与英语阅
读语篇内容联系起来,形成知识综合体,以丰富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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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学习资源和认知视野(赵军、陆启威,2016)。 这
部分内容的缺席与《高中新课标》提出的必修课程设
置应满足学生全面发展的要求相悖,故教师需要在教
学中补充此主题群相关文本内容。

为了更加清晰地呈现出外研版教材中各类主题
语境与主题群的分布情况,笔者统计了必修教材中阅读
文本涉及的具体主题语境及相应主题群(见表 1、表 2)。

表 1 显示,人与自我主题语境部分中“生活与学
习”比重较大,高中生活、英语、家庭、饮食等与学生
生活较为贴近的话题内容构成此主题群。 B1U3 的
“Like father,like son”语篇讲述了父子因未来职业规
划不同产生分歧,最终由祖父调和的故事。 B2U1 的
“A child of two cuisines”语篇通过讲述中英跨国家庭
中的孩子经历的不同饮食习惯的碰撞与融合,使学
生体会到中外饮食习俗的不同。 在“做人与做事”方
面,B1U3 的“ Just a brother”语篇中的布朗利兄弟在
铁人三项比赛中的表现展现了他们的优秀品行,而
B3U5 的“ Climbing Qomolangma:Worth the risks?”语
篇通过讲述攀登者挑战珠穆朗玛峰的故事引发学生
对生命意义和人生价值的思考。

表 2 显示,人与社会主题语境内容设置侧重节
日、运动、文学、影视等文化内容的输入。 该部分占
比最高的主题群为 “文学、艺术与体育”。 其中,
B2U4 的“When Hamlet meets Peking Opera”语篇讲述
主人公通过欣赏京剧产生与戏剧《哈姆雷特》的精神
碰撞,B3U4 的“Han Gan and his horses”语篇讲述韩
干与马的故事,表现出教材重视中华优秀文化对学
生的熏陶,体现了中国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 这些
内容帮助学生了解中外文化内涵,感悟中外文化异
同,培养学生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意识,增强他
们的民族自豪感。 “社会服务与人际沟通”主题群
中,通过 B1U4 的“After twenty years( excerpts)”语篇
呈现的主人公在约定时间、地点等待重逢的场景,引
导学生深入并辩证地理解友谊的内涵和意义;B3U1
的“Absolute agony!”语篇以书信的形式呈现了 Ben
在与同学相处时出现的问题和 Agony Aunt 提出的解
决办法,借此引发学生思考如何解决自身在学校生
活中遇到的人际关系问题;B3U1 的“Little white lies”
语篇举例说明了谎言即使是善意的也会带来严重后
果,由此告诫学生在人际交往中要保持诚信、真诚。
在“历史、社会与文化”主题群下,B2U2 的“Time for
a change?”语篇中读者通过书信对于在哪儿吃年夜
饭的问题表达了不同观点,借此引发学生思考中国
传统习俗是否应该改变。 此外,通过 B3U2 的两个语
篇对于 Ryan 公益事业和 Nicholas Winton 生平的描
述,激励学生深入思考他们两人的社会影响,借此激
发学生个人的社会成长。 “科学与技术”主题群涉及

新型交友方式、严谨的科学精神和科学热情激发等
内容。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相较于社交,必修教材更
加侧重文化输入,以拓展文化相关内容的广度,提高
学生的文化意识。
　 　 表 1 人与自我主题语境的分布情况

主题群 阅读文本标题 分布情况

生活与学习

My first day at senior high
High school hints

B1U1

Neither pine nor apple in pineapple
(Mis)adventures in English

B1U2

Like father, like son B1U3

A child of two cuisines
Cold truths

B2U1

做人与做事
Just a brother B1U3

Climbing Qomolangma:Worth the risks? B3U5

　 　 注:B 代表教材分册,U 代表单元。 如 B1U1 表示教材第 1
册第 1 单元。 表 2、下页表 3 遵循同样编码原则。
　 　 表 2 人与社会主题语境的分布情况

主题群 阅读文本标题 分布情况

社会服务与

人际沟通

After twenty years (excerpts) B1U4

The real Father Christmas B2U2

Absolute agony!
Little white lies

B3U1

文学、艺术

与体育

A game for the world
Running into a better life

B2U3

When Hamlet meets Peking Opera
Good book,bad movie?

B2U4

Live from the Louvre
Han Gan and his horses

B3U4

历史、社会

与文化

Time for a change? B2U2

The well that changed the world
The power of good

B3U2

科学与技术

Click for a friend? B1U4

The new age of invention
Franklin’s experiment:How much is

true?
B3U3

　 　 通过表 3 可以看出,必修三册教材中的第五、第
六单元主题语境均为人与自然。 其中“环境保护”主
题群占比最大,B1U5 的“ The monarch’ s journey”语
篇通过帝王蝴蝶迁徙习性介绍和自然奇遇描述告诫
人们对动物、自然要有敬畏之心;B1U6 的两个语篇
对龙脊梯田和英式园艺的介绍阐释了人与自然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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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生的现象;B2U5 和 B2U6 的四个语篇通过旅行日
志的介绍和对鲨鱼、常见环境保护认识误区的讨论,
呼吁人们提高保护环境和动植物的意识。 B3U6 的
两个语篇均属于“灾害防范”主题群,旨在深化学生
对人类生存与环境关系的理解,同时提升其安全意
识和自我保护意识。 在“宇宙探索”主题群下,B3U5
的 “ Twenty thousand leagues under the sea
(adaptation)”语篇呈现了海底景色并描述了在海床
上行走的感受,能满足学生探索海底奥秘的好奇心。
值得一提的是,该文和前文提到的 B1U4 的“ After
twenty years(excerpts)”语篇都由原著改编而来,语言
原汁原味,难度适合高中生水平,学生可以接触到真
实、地道、得体的英语,熟悉多样的语言风格,提升自
我的审美情趣和鉴赏能力(王守仁、何锋,2019)。

表 3 人与自然主题语境的分布情况

主题群 阅读文本标题 分布情况

自然生态 无 无

环境保护

The monarch’s journey
An encounter with nature

B1U5

Longji Rice Terraces
A love of gardening

B1U6

Blogging Australia
Coast to coast

B2U5

Sharks: Dangerous or endangered?
What’s really green?

B2U6

灾害防范
Hot! Hot! Hot!

Stars after the storm
B3U6

宇宙探索
Twenty thousand leagues under the sea

(adaptation)
B3U5

　 　 此外,笔者将教材语篇主题内容与《高中新课标》
中的文化知识内容要求进行对比分析发现,教材语篇
内容较符合文化知识内容要求,但对于中外文化深
入、全面的对比有所缺失,特别是中外传统节日异同
比较、英汉语中常用成语和俗语表达方式对比以及英
美等国家人们与中国人在行为举止和待人接物等方
面的对比缺失,造成学生在实际情境中很难恰当、得
体地处理日常文化差异,难以实现有效的深度文化交
际,更不利于尊重和包容中外文化的多样性。

综上,外研版高中英语必修教材涵盖了《高中新
课标》的大部分主题群,很大程度上符合课标内容设
定,但三册教材缺少“自然生态”主题群相关内容,也
缺少对中外文化深入全面的对比呈现。 在三大主题
语境下,三册教材主题群占比明显不同,在选材上有
所侧重,以突出各自的重点。 人与自我主题方面,突

出“生活与学习”主题群;人与社会主题方面,突出
“文学、艺术与体育”主题群;人与自然主题方面,突
出“环境保护”主题群。 上述对三大主题语境分布情
况的总结,可以为教师提供跨单元内容整合参考,有
助于学生将知识融会贯通。

(二)主题语境输入顺序

本部分对外研版高中英语必修三册教材中阅读
文本的主题语境和主题群的输入顺序和分布情况做
详细分析。

由统计结果可知,三大主题语境在每册必修教
材中均有涉及。 在必修一阅读文本中,人与自我主
题 6 篇,人与社会主题 2 篇,人与自然主题 4 篇。 可
见,必修一偏重人与自我主题内容呈现。 而在必修
二中,人与自我主题 2 篇,人与社会主题 6 篇,人与
自然主题 4 篇;在必修三中,人与自我主题 1 篇,人
与社会主题 8 篇,人与自然主题 3 篇。 由此可知,必
修二、三侧重人与社会主题语境相关内容的输入,且
所占比例逐渐升高;人与自然主题语境内容贯穿必
修一、二、三,且比例相对均衡。

从主题语境内部来看,在人与自我主题部分,
“生活与学习”主题群在必修一中占比最多且相较于
“做人与做事”主题群输入较早。 这种顺序安排关注
到初高中学段的衔接,考虑了教材的可操作性,有利
于学生实现从初中到高中的平稳过渡(王守仁、何
锋,2019)。 此外,《高中新课标》倡导必修教材在主
题分布上贴近学生日常生活。 为此,“生活与学习”
主题群涉及个人、家庭、学校生活和自我认识、学习
与完善;“做人与做事”主题群主要涵盖人生态度、生
命价值、职业规划等内容(教育部,2020)。 学生从日
常生活相关内容中获得知识、总结经验,获得自我提
升,最终形成正确的人生态度、价值观,发现生命的
意义与价值。 由此,从具体的“生活与学习”主题群
到抽象的“做人与做事”主题群的顺序编排,体现了
学生思维水平的提升和进步,符合学生认知发展规
律,也利于教师引导学生基于现有生活经验,结合课
上所学,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对主题意义的探究活动
中来,形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在人与社会主题部分,“社会服务与人际沟通”
和“科学与技术”主题群在必修一中出现,相对较早,
主要涉及友谊、网络交友等人际关系话题。 这些内
容贴近学生生活,易于接受和使用(杨黎霞,2008)。
学生以日常经验为依托,通过对语篇主题意义的探
究,提高相应的思维能力和感悟水准,将所学应用于
日常生活中,解决真实问题。 “文学、艺术与体育”和
“历史、社会与文化”主题群出现在必修二中,相对较
晚。 学生通过必修一的学习,积累了一定的语言知
识,思维能力得以提升,更易接受深层次的文化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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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有能力进一步了解社会、历史等层面的文化,
可以提高文化认知能力,提升跨文化交际能力(丁
程,2018)。 这样的内容安排符合学生思维发展规
律,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此外,通过统计结果还可
知,必修三涉及人与社会下属所有 4 个主题群,相较
必修一、二,涵盖该主题语境内容更广,符合《高中新
课标》对于主题语境实施广度递进的要求。

在人与自然主题部分,由统计结果内容可知,必
修一、二中设置了“环境保护”主题群内容,必修三中
安排了“灾害防范”和“宇宙探索”主题群内容。 “环
境保护”主题群贴近学生生活,而“灾害防范”“宇宙
探索”内容较为新奇,易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学习兴
趣(杨黎霞,2008)。 但此类内容较为抽象,学生鲜有
亲身体验,加之缺乏背景知识,学生学习、吸收、内化
的过程相对较慢,所需思维能力要求较高,需要教师
在教学时预先进行背景铺垫和引导。 由此,教材中
先“环境保护”后“灾害防范” “宇宙探索”主题群的
内容安排顺序较为合理,符合《高中新课标》对于思
维水平层层递进的要求。

四、结语
总体上,外研版高中英语必修教材在阅读文本

选材上话题丰富,较为全面,涵盖了《高中新课标》中
的大部分主题群,但缺少“自然生态”主题群相关内
容。 从文化知识角度来看,教材中缺少对中外文化
深入全面的对比。 从主题语境维度来看,必修三册
各有侧重。 在同一主题语境下,各主题群占比明显
不同。 此外,主题群输入顺序有较大差异,教材主题
内容编排体现出了思维水平、主题语境广度、意义内
涵层次的递进性,符合学生认知发展规律和身心成
长特点,符合《高中新课标》的相关要求。

根据上述教材分析结果,笔者提出以下教学
建议:

首先,针对外研版必修三册教材缺少“自然生
态”主题群相关内容的问题,教师需要在实际教学中
补充国家地理概述等相关材料,以填补教材内容空
缺,实现教材话题、内容上的“跨学科性”,促进英语
和其他学科有效连接,同时提升语言内容的多元性
和丰富性。

其次,针对教材中缺少中外文化深入全面对比
的问题,教师在日常教学中,需要有意识地引导学生
在中外文化比较的情境下开展语言学习,发展跨文
化意识,构建多元文化视角(王守仁、何锋,2019)。
《高中新课标》提出了中外传统节日异同比较、英汉
语中常用成语与俗语表达方式对比以及英美等国家
人们与中国人在行为举止和待人接物等方面的文化
对比内容要求。 值得指出的是,B1U2 的语篇中包含
大量常用英式地道短语表达,体现了英语的趣味性、

多样性和创造性。 教师可以在教授本课内容时,增
加中文俗语、成语、绕口令等内容,使学生在对比英
汉语言的同时,感受不同文化的韵味。

最后,针对跨单元教材内容有效整合问题,教师
可以参照本文总结的表 1、表 2、表 3 的内容,从学生
的实际能力和文化内涵出发,以主题大观念为引领,
重新选取和整合从属于同一主题群的阅读语篇。 教
师可根据主题群确定读写结合话题,从不同单元阅
读语篇中获取论点和论据。

综上,教师使用教材教学时,要摒弃传统“圣经
式”教材观(国红延、王蔷,2013),践行用教材教学而
不是教教材的理念。 教师在课堂中应积极创设情境,
创造性地使用教材,指导学生在特定主题语境引领
下,综合运用学科知识和生活经验,使用所学语言解决
生活中的真实问题,以此增强语篇理解能力、社会交往
能力和日常问题解决能力,最终发展学科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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