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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师作为教材的使用者思考教材发生调整与变化的原因是相当必要的。笔者运用对比分析法把2009年出

版的教材与2017年出版的教材进行对比，在人教版高中英语教材中，以必修一为例，从阅读层面进行对

比，凸显教材的变化，并说明其改革的原因。同时，根据2017年版的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的内容，对

人教版新旧版本高中英语教材进行简要的分析，建议教师根据教材的调整结合大数据技术，增加对于学

生德育的内容，以协助教师更好地进行高中英语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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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user of teaching materials, it is quite necessary for teachers to think about the reasons for 
the adjustment and change of teaching materials. The author uses comparative analysis to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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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e the textbooks published in 2009 with those published in 2017. In English textbooks for senior 
high school, taking Compulsory One as an example, the author makes a comparison of reading to 
highlight the changes in the textbooks and explain the reasons for its reform. At the same time, ac-
cording to the content of the 2017 edition of general high school English curriculum standard, this 
paper makes a brief analysis of the old and new versions of the senior high school English text-
books, and suggests that teachers increase the content of moral education for students according to 
the adjustment of the textbooks combined with big data technology, so as to assist teachers in bet-
ter high school English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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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英语教材是老师在教学过程中重要的教学标尺和参考标准，更是学生吸取精神营养的主要源泉。教

材中所展示的内容质量将对老师的教学课程质量造成直接的影响，更会影响到听从老师授课的学生[1]。
由此可见，教师应该在进行教学活动之前首先考虑教材的选择与分析。根据《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

的内容显示普通高中的培养目标是在学生原有基础之上进一步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着力培养学生的核

心素养，使学生具有理想信念和社会责任感，具有科学文化素养和终身学习的能力，具有自主发展能力

和与人沟通合作的能力[2]。所以，教师应该深挖教材背后的思想道德文化与人文主义精神，充分引导学

生进行自主学习，发挥学生的内在潜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内驱力，从而促使学生保持良好的学习心向。

但是，在开展一切的教学活动之前，教师首先应该做的是选择适合学生的教材。《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

准(2017)》指出英语学科核心素养包括四项，它们分别是语言能力、文化意识、思维品质和学习能力。在

以上四项当中，语言能力在英语学习过程中应该属于基础的地位，文化意识应该在教学过程中潜移默化

地渗透到学生的英语学习之中，而培养学生的思维品质和自主学习的能力则是英语教学过程中的重点和

难点。如何做好以上四项，培养学生英语学科应该拥有的素养，这是一个值得学术界认真思考的问题。

众所周知，英语阅读作为英语的主要输入来源，可以从英语阅读的教材分析与教学方式入手，培养学生

的核心素养[3]。接下来，笔者针对 2007 年普通高中人教版必修一与 2019 年普通高中人教版必修一阅读

部分进行比较，然后给出建议以帮助高中英语教师进行阅读部分的教学。 

2. 人教版必修一新旧高中英语教材对比 

2.1. 教材对比 

我们处在一个高速发展的时代，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势不可挡，这就使得英语在国际上的地位与日俱

增。英语这门连接着全世界的语言已经成为人们进行沟通交流的重要枢纽，一个人如果无法流畅的使用

英语，将在国际上很难生存。而在中国，英语教材提供了英语教学参考的途径，从而促进了语言的学习

[4]。英语阅读在各级各类英语考试中占重要部分，也是最容易拿分的部分，所以英语教师更加偏向于将

精力放在阅读教学上面[5]。《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以下简称“课标”)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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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解读要关注学习内容、如何进行学习以及怎么学习三个方面，包括解读作者意图、主题意义和主要

内容，分析文本结构和语言修辞。所以，笔者选择从阅读这一层面入手对 2019 年人教版高中英语必修一

和 2007 年人教版高中英语必修一进行比较，分析其相同点与不同点。笔者为使对比更加清晰，采用表格

的形式展示两版教材的阅读标题。 
 

Table 1. Comparison between the compulsory reading part of Senior High School English in 2019 and that in 2007 
表 1. 2019 年与 2007 年人教版高中英语必修一阅读部分对比 

单元 
2019 年人教版高中英语必修一阅读 2007 年人教版高中英语必修一阅读 

Welcome Unit 无 

Unit 1 Teenage Life Friendship 

Unit 2 Travelling Around English Around the World 

Unit 3 Sports and Fitness Travel Journal 

Unit 4 Natural Disasters Earthquakes 

Unit 5 Languages about the World Nelson Mandela—A Modern Hero 

 
由表 1 内容可知，2007 年人教版高中英语必修一一共包含 5 个单元，它们分别是：Unit 1 Friendship，

Unit 2 English Around the World，Unit 3 Travel Journal，Unit 4 Earthquakes 与 Unit 5 Nelson Mandela—A 
Modern Hero。而 2019 年人教版高中英语必修一却一共有 6 个单元，它们分别是 Welcome Unit，Unit 1 
Teenage Life，Unit 2 Travelling Around，Unit 3 Sports and Fitness，Unit 4 Natural Disasters 和 Unit 5 Lan-
guages Around the World。从两版文章阅读标题来看，2019 版教材从文化层面扩充了很多内容，2007 版

偏向于英国文化，而 2019 年版偏向于让学习了解世界各地不同的文化，一般情况下，人们认为培养跨文

化交际能力就是培养学习者与目的语国家的人交往时尽可能照顾对方的文化禁忌和交际规则。事实上，

即使交际者了解和熟悉目的语国家的文化禁忌和交际规则，也难以完全消除文化冲突。其原因在于，交

际者有着不同的生活习性、传统沿袭、思维模式、风俗习惯、交际规则、价值观念等，没有“知己知彼”

的情感认知和文化认同，容易造成交际信息的误解，甚至产生文化冲突[6]。因此，新教材的改版在一定

程度上提高了学生对于跨文化交际的认识，从而更好地了解各地的文化。 
著名教育家舒尔茨曾说过，21 世纪人的脑力就是最大的资本，也就是著名的“人力资本”理论。21

世纪以来，人们越来越重视教育，特别是英语教育。英语作为全球性的语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7]。然

而，现如今英语教学过程中却出现了教学内容脱节的现象。高中英语教材做好初高中英语的衔接是十分

必要的，做好中学英语教学衔接研究有利于避免教育资源的浪费，同时有利于增强学生对于英语的兴趣

[8]。因此，当今学术界中部分学者和专家倡导进行大中小学教学衔接，2019 年人教版高中英语必修一在

大中小学教学衔接方面显然比 2007 年人教版高中英语必修一做的更好，这无疑是英语教材编写的一大进

步。 
笔者通过中国知网查询相关文献分析后得出，在大中小学教学衔接中往往小学与初中之间的英语教

学衔接情况良好，而初中与高中之间的英语教学衔接却不容乐观。对于该问题，主要是以下三个方面的

原因而造成的：1) 我国现在实行九年义务制教学，英语作为比较重要的科目，学生深知到初中英语依然

要进行继续学习，而且英语成绩在考试总成绩中所占比例较大，所以刻苦认真地学习英语，但是初中毕

业后，有一部分学生会被分流到职业高中或者不再进行正规教育，所以在初中阶段英语的学习积极性被

严重打击[9]。2) 青少年在青春期阶段容易出现叛逆，内心敏感、脆弱，容易与同学、老师或者父母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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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的情况，这些情况都会影响到英语的学习。由于这些原因导致学生初中英语基础不牢固，所以到了

高中以后对于英语的学习就更加的提不起兴趣[10]。3) 小学英语和初中英语比较简单，英语教师的教学

时间比较多，可以有大量的时间用来纠正学生的错误与进行课堂教学管理，而高中英语难度明显增加，

特别是英语词汇与语法的难度激增，教学内容大大增加，导致英语教师无法按时完成从必修一到选修九

的英语课堂教学，更加没有时间进行纠错与对于后进生的辅导，这就导致了一些英语基础较差的学生因

此放弃对于英语的学习[11]。根据以上三个原因，初中英语教师要与高中英语教师做好对接，交流学生的

英语学习情况，与此同时，家长也要配合教师，转变学生的学习观念，使得学生能够顺利度过青春期，

明白英语学习的重要性。 

2.1.1. 新旧教材的相同点 
一本书最先让人看到的是封面，针对封面而言，2007 年人教版高中英语教材与 2019 年人教版高中

英语材材同样在封面上写有：英语、必修、第一册、普通高中教科书等字样。翻开封面是封二，封二的

背面是教科书编者的署名，有主编、副主编及各位编写人员，下面还有书的定价和版本、印刷次数等信

息。再翻是书的前言，它说明这本书修订的大体情况以及它的特点。而且，新旧人教版高中英语教科书

都是国内老牌出版社中国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专业性质，难度高，无论是对学生还是老师都有很高的

要求，由于其对《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英语》的使用所展开的大量的实证调查分析、教学实际

反馈以及相关教学研究成果，对实验教科书进行大幅度的完善，同时在编写过程中，多次在不同地区不

同学校开展试教，不断听取师生的反馈意见，不断修改，力求既符合课标精神，又切实我国普通高中英

语教学实际，其适用范围广。新旧教材都既涉及到中华文化的学习，又涉及到外国文化的了解[12]。与此

同时，新旧教材都同样注重学生英语核心素养即思维品质、文化意识、语言能力以及学习能力的培养，

注重“以人为本”，使用的对象是中国高中学生，课程内容同样囊括了听、说、读、写的训练，该教材

的编写目的同样是为了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2.1.2. 新旧教材的不同点 
首先就封面而言，2019 年版高中英语必修一的封面是一张游览胜地的风景图，以绿色调为主。在左

上角有一个绿色的小圆章，上面写着国家教材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审核通过 2019。而 2007 年版高中英语

必修一的封面偏暗黄色，在左上角有一个绿色的小圆章，上面写着国家教材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审核通 2007。
其次是书的目录，在这里你可以看到 2019 年人教版高中英语必修一一共包括 6 个单元，一个欢迎单元和

5 个正式的单元。而 2007 年人教版高中英一共包含 5 个单元，缺少欢迎单元。2019 年人教版高中英语必

修一在单元活动之前就再起一页详细描述了该单元的教学目标，方便教师更好地设计课程，也帮助学生

更好地掌握重点。这是 2007 年人教版高中英语必修一没有的环节。接下来是在教学活动的正文部分，两

版教材的结构存在着差别。2007 年人教版高中英语必修一第四单元 Earthquakes 共分为：Warming up，
Pre-reading，Comprehending，Learning about language，Using language 六个部分。其中，Learning about 
language 又分为 Discovering useful words and expressions 和 Discovering useful structures。Learning language
又分为 Reading and speaking，Listening 和 Reading and writing。2019 年人教版高中英语必修一第四单元

Natural disasters 共有 Listening and speaking，Reading and thinking，Discovering useful structures，Listening 
and talking，Reading and writing，Assessing your progress，Project，Video time 八个部分，其中 Project 和
Video time 为可选教学内容。2019 年人教版高中英语必修一更加重视学生思维品质和文化意识，2007 年

人教版高中英语必修一则偏向于语言学习和内容学习，旧版与新版相比更重视学生语言知识的掌握与语

言技能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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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教学建议 

2.2.1. 文化意识的教学 
英语阅读教材往往是中国学生能够了解到西方文化的一大媒介，同时教材是教师用于进行课堂教学

与学生进行知识学习必不可少的资源，它可以为学生提供丰富的语言材料，同时它促进了学生语言知识

的学习和语言技能的发展。众所周知，英语的阅读材料在英语教材中所占有的地位不容小视。课堂中教

师引导下的阅读技能训练是学生阅读技能发展一大途径，学生的阅读能力的提高与教材中阅读材料的选

择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对教材中阅读部分进行学习是十分必要的[13]。2019 年人教版高中英语必修一

阅读部分，阅读材料更加突出核心素养中文化的重要性，注重学生的思想文化教育，并且文章后面附有

更多的课后习题帮助学生深入理解课文内容，也更加注重单词的积累与使用[14]。比如：在 2019 年人教

版高中英语必修一第五单元的阅读部分，文章内容从 2007 年人教版高中英语必修一讲述南非总统罗

森·曼德拉的事迹改为讲述古代中国汉字的传承与发展，并且在文章后加入更多课后习题帮助学生理解

文章。从学习罗森·曼德拉的生平事迹改为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书法，从老版《新课标》要求学

生在学习外国文化的基础上学习中国文化到学习中华文化，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从一味地学习西方的价

值观到让世界聆听中国的声音。教材的改革有利于学生进一步了解中华文化，培育学生的文化自信，增

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15]。因此，笔者有以下建议： 
1) 教师可以基于教材的这一改变，充分利用第二课堂与第三课堂，结合“线上 + 线下”的方式，

课前利用大数据系统查找及筛选出相关的教学资源，让学生更加深入地学习中国文化，激起学生对于中

华文化的兴趣； 
2) 课中让学生讨论阅读文本的内容，发散学生思维；课后鼓励学生实践，巩固所学内容，促进思想

文化的传播，真正做到思想政治教育与教学内容相融合。 
教师应该顺应教材的改革，更加注重学生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发展。 

2.2.2. 读后续写的实践 
伴随着国内外英语教学改革的呼声愈来愈强烈，关于英语阅读教学中加强读后续写也被广大教师所

认同。2019 年人教版高中英语教材的编写者跟据教育部相关文件以及《新课标》的要求，听取各学者与

专家的专业意见，在编写教材时注重将阅读与写作的关系联接更为紧密[16]。比如：第一单元的写作部分，

教材首先让学生阅读信件后思考相应问题，给予写作背景，然后呈现写作模板，帮助学生进行写作。根

据美国运用语言学家克拉申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提出的第二语言输入理论，语言输入是第一性的，从某

种意义上来说人类习得语言的最基本途径就是对语言输入的理解。“可理解性语言输入”——即略高于

学习者现有语言水平的第二语言输入(i + 1)，是语言习得的必要条件[17]。根据克拉申的观点，这种“i + 
1”的输入并不需要特意地去提供，只要习得者能够理解输入，而输入又有足够量时，输入就会自动提供，

且学习者就能自动获得必要的语法[18]。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安大略教育学院资深教授、国际运用语言学学

会副主席斯旺于 1985 年结合加拿大法语沉浸式教学结果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可理解性语言输出”假说，

她认为“语言输入是必要的，但并不是语言习得的充分条件；要使学习者取得较高的学习水平，仅靠可

理解性输入是不够的，还需要可理解性输出”[19]。因此，采用读后续写的英语教学方式是有效帮助学生

提升写作能力的途径之一。学生只有通过大量的阅读才能积累写作素材，并潜移默化地感受不同文体的

写作风格和特点，从而逐渐掌握写作技巧[20]。教师可以通过一定的阅读材料的输入后因势利导，搭建支

架帮助学生及时进行英语写作的输出，打破传统英语教学中仅依靠背诵写作模板的形象，使得学生可以

发散思维，从而真正地提高学生的英语读写水平。 
针对 2007 年人教版高中英语必修一中的读写结合部分与 2019 年人教版高中英语必修一在的读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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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后者较前者进行了很大的改革，其中最为明显的是后者在读写方面联系更加紧密，同时根据注重学

生思维的发散与生生之间的互助。众所周知，英语写作能力对学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全日制义务教

育普通高级中学英语课程标准(实验稿)》提出：“高中生应该具有下列写作根本技能：理清思路，组织素

材，布局文章结构，列提纲，组织语言，遣词造句，正确运用标点符号和字母的大小写等。”在写作部

分，写作之前都会有阅读材料进行铺垫，能够协助学生整理思路，组织素材，布局文章结构，列提纲，

有利于做到输入与输出、读与写的结合[21]。教师在教师过程中可以明显感受到学生的学习热情高涨，学

习能力得到显著提升。与之相比，2007 年人教版高中英语必修一读与写的关系没有处理好，写作部分的

阅读材料过少，相对 2019 年人教版高中英语必修一教材而言写作模板比较单一，容易使学生形成思维固

化，而且写作部分内容过于简单，对学生要求太低[22]。如果使用该版的教师，可以在写作前给学生更多

的阅读材料和范文来创设语境，通过增加阅读输入量，让学生发散思维，打破禁锢，实现“最近发展区”

的完成；通过增强对于英语写作格式与长难句的教学，搭建支架，降低教学内容的难度，鼓励学生进行

写作，真正做到读与写的结合。 

2.3. 新旧教材的分析 

新旧两版教材各有优缺点，笔者针对两版教材教学一个总的分析。2019 年人教版高中英语必修一教

材在教学过程中存在唯一的不足之处在于阅读文章之前的导入部分相对不足，所以使用这一版教材的教

师可以使用互联网或者头脑风暴等方式增加阅读文章之前的导入部分以此来解决这一问题[23]。比如在第

一单元中的阅读部分，针对主人公所遇到的问题与挑战，几乎是所有高一学生都会遇到的，教师在讲授

该文章之前，可以利用大数据系统查找世界各国的学生是如何应对高一所带来的挑战，再用云计算筛选

出其中优质的信息，最后分类、存档。在进行课堂教学导入时，展示相关资料，使得学生在不自觉中进

行文化比较，实现跨文化交际[24]。因此，2007 年人教版高中英语必修一比 2019 年人教版高中英语必修

一优势在于文章的导入部分更佳的详细也更加的具体，有利于学生做好阅读课之前的准备。而 2007 年人

教版高中英语必修一阅读的不足之处在于文章的内容对于学生来讲理解比较困难，思想文化教育方面也

没有突出，而课后围绕文章的相关习题比较少，不利于高一新生深入地了解文章，所以难以理解作者意

图和主题意义[25]。教师在讲解时可以使用思维导图理清文章的脉络结构、理解文章的主旨大意，也可以

增加与文章内容相关的课后习题帮助学生理解文章的内容或者使用读后续写的方式帮助学生发散思维。

比如：Unit 4 Earthquakes 对于学生而言相关经历较少，唐山大地震发生的时间过于久远，学生的记忆比

较模糊，文中又出现大量长难句和生词，容易导致学生失去对于该文章的学习。笔者建议，教师可以通

过在课前展示唐山大地震的相关资料，先引起学生的好奇心，在课中通过思维导图的方式，按时间顺序

列出地震发生时的自然现象，最后鼓励学生在课后收集关于地震的知识，巩固所学，成功实现课堂教学

与课外教学相统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3. 结语 

人教版新版高中英语教材必修一与人教版旧版高中英语教材必修一各有优势与不足。针对其优势与

不足，教师要善于利用教学设计，深挖阅读材料背后的思想文化，使得学生学会自主学习，发展本身的

综合素质与能力。尽管两版英语教材各有其优势与不足，但是 2019 年人教版高中英语必修一在阅读方面

更利于高一学生进行学习，特别是在大中小学外语教学衔接方面做的很好，学生可以一边巩固初中英语

知识，一边适应高中英语的学习。简单而且贴近现实生活的阅读材料可以更加地吸引学生的学习兴趣，

读写结合使得英语的输入与输出做到完美的结合。因此，人教版新版高中英语教材做到了对于人教版旧

版高中英语教材的传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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