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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练习是第二语言教材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其质量将直接影响学生的学习效果和课堂的教学的质量。本研

究以译林版高中英语新教材中的练习为研究对象，依据《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2017版)中规定的语

言能力内容和学习活动观理念为依据，对教材中的练习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 专项技能练

习覆盖全面，但综合技能练习比例存在较大提升空间；2) 不同认知层级的练习覆盖全面，但不同学段的

认知层级练习比例存在优化空间。本研究对高中英语教学具有重要启示，对高中英语教师创造性地使用

教材进行有效教学具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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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actice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 materials, and its 
quality directly impacts students’ learning and classroom teaching quality. Therefore, this study 
takes practice in the New High School English textbooks of Yilin Editio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conducts a systematic analysis, based on the content of language ability and the concept of the ac-
tivity-based approach to English learning stipulated in the New English Curriculum Standards.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1) special skills practice is fully covered, but there is room for im-
provement in the proportion of comprehensive skill practice; 2) practice at different cognitive le-
vels is fully covered, but there is room for optimization in the proportion of cognitive level prac-
tice at different learning stages. This study has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high school English 
teaching and has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high school English teachers to creatively use teaching 
materials for effective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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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教材是教师教学的主要依据，也是学生学习的重要媒介，同时也是课程标准指导思想在教学中的体现，

对课程的实施起着重要作用。《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2017 版(2020 年修订) (以下简称《新课标》)指出，

英语教材是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重要载体。在满足课标基本要求的前提下，教材的内容和形式应尽可能灵

活多样，以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作为第二语言教材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练习系统的质量将直接地

影响学生的学习效果和课堂的教学质量[1]。近年来，英语教材编写和教材评价研究主要关注高等教育，

对基础教育阶段关注度不够[2]，很少有学者聚焦于英语教材练习系统方面的研究[3]。本文以译林版高中

英语新教材中的练习为研究对象，系统分析教材中的练习类型和分布特征是否与新课标理念对齐，是否符

合高中生的认知发展过程。旨在为教师更好地认识教材和创造性地使用教材提供理论和实践参考。 

2. 研究背景 

2017 年《新课标》颁布，《新课标》在课程内容上相较于《课标(实验)》变化较大，围绕发展学生

英语学科核心素养，增加了“看”的语言技能，建议教师在课堂上设计不同的活动和练习将“看”与其

他技能有机结合，训练学生的综合技能。《新课标》颁布后，全国各地高中英语教材也陆续进行了更新。

与新教材相关的研究较为丰富。有的研究对比分析了人教版必修新旧教材的插图性别刻板印象[4]，有的

探讨了教材中的文化地域，形式和呈现方式[5]，还有的研究对北师大版和译林版教材的编写和修订特色、

存在问题及对策进行分析[6] [7] [8]，也有的通过对现行的三个主流版本高中英语教材中中国故事的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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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方式、主体等进行分析，探究用高中英语教材讲好中国故事的实现策略[9]。另外，还有一些针对新

课标规定的课程内容展开的研究，例如主题语境视角下的教材分析[10]，教材中“看”的资源研究[11]等。 
练习是第二语言教材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其质量将直接影响学生的学习效果和课堂的教学的质量。

有关新教材中练习的研究不多，检索到的几项研究分别分析了教材中练习的指令、研究了教材中的阅读

练习和对比了不同版本教材中练习的差异。毛秋萍通过使用高凌飚的《抽样单元评估表》及自建教材语

料库,对高中英语教材《NSEFC》必修一中的教材练习指令语的认知思维导向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

英语必修一能践行课标的要求，符合高中生身心发展的特点及认知发展的规律，注重培养学生的英语认

知思维能力，但是仍然存在的一些问题，例如，教材中激发学生认知思维的提示词在使用上缺乏多样性；

较高层次的认知思维活动较少等[12]。侯秋嫣以外研版高中英语教材为例,基于《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学

修订版》(以下简称《修订版》)在认知过程维度的划分标准,深入探究外研版必修 1 到选修 8 教材的阅读

练习题的设计对学生认知思维能力的培养[13]。胡宇基于《修订版》，从认知维度统计分析了人教版高中

英语新教材中的阅读练习所处认知层次，总结探讨必修一至必修三中阅读练习对学生认知能力考察的侧

重点，并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了一些建议[14]。还有一些学者也依据布鲁姆认知领域目标分类理论对不同版

本的英语教材进行分析，旨在分析各版本练习系统的优缺点，例如，肖春雨对人教版和重大版高中英语

必修一至必修五中的阅读练习设置进行对比分析[15]。赵成爽以布鲁姆认知领域目标分类理论和维果茨基

最近发展区理论为依据，从静态和动态两方面对人教版和外研版高中英语必修一教材的练习系统进行了

分析[16]。 
综上所述，目前有关教材练习的研究大多以高中英语必修教材为例，聚焦于教材中阅读练习题的分

析方面。然而，以《新课标》相关理念为依据，对教材中的练习进行系统分析的研究却鲜见。本文以江

苏省内广泛使用的译林版高中英语教材为研究对象，从语言技能和认知过程两个维度，系统分析该套教

材中练习的类型和编写特征，以探究教材练习系统与新课标相关要求的对齐度。旨在为高中英语教师创

造性地使用教材中的练习，高效地指导学生进行有效的英语学习提供参考。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问题 

本研究以译林版高中英语新教材为语料，以教材中的练习为切入点，根据《新课标》规定课程内容

中的语言技能和英语学习活动观理念，系统分析教材中的练习拟探明两个研究问题：1) 该套教材的练习

在语言技能维度和认知过程维度分别有何特征？2) 该套教材的练习设置与新课标理念是否对齐？ 

3.2. 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译林版高中英语新教材(满足高考水平要求的七册教材，其中包括 3 册必修教材和 4 册选择

性必修教材)中的练习作为研究对象。练习来自教材中的Welcome to the Unit, Reading, Grammar and Usage, 
Integrated Skills, Extended Reading, Project 等部分和书后的 Workbook 部分。选择此教材有两方面原因：

一是译林版高中英语教材是在《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2017 版(2020 年修订)指导下编写的一套全新教

材，有关其练习的系统研究目前尚未发现相关报道；二是该教材在江苏省内得到广泛使用，研究结果对

江苏省高中英语教学具有现实的参考意义。 

3.3. 数据的编码和统计 

依据《新课标》规定的课程内容和布鲁姆认知领域目标分类理论，从语言技能和认知过程两个维度

对教材中的练习进行编码统计。语言技能维度分为听，说，读，写，看，听说，读写，读说，看写，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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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写说。认知过程维度依据英语学习活动观理念,分为三个层次：学习理解、应用实践和迁移创新。 

3.3.1. 语言技能 
《新课标》规定语言技能可分为理解性技能(听、读、看)与表达性技能(说、写)。而理解性技能和表

达性技能在语言学习过程中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因此，在语言运用的过程中，各种语言技能往往不是

单独使用的，理解性和表达性技能是组合使用的。因而，从语言技能维度可分为听，说，读，写，看，

听说，读写，读说，看写，看说，写说。 

3.3.2. 认知过程 
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法将认知过程分为低和高两个层次。其中，低层次的认知层级包括记忆、理解

和应用三个水平；高层次的认知层级包括分析、评价和创造三个水平。每一个水平都提供了相应的定义、

关键词、同义词和例子。《新课标》提出的英语学习活动观契合了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法中对认知过程

的分类，将英语学习活动分为三个层次：学习理解、应用实践、迁移创新。本文基于《新课标》，将教

材中的练习分为学习理解、应用实践和迁移创新类三个层次。 
具体实施分三步：首先，依据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法的六个不同认知层次收集同义词。其次，将译

林版高中英语教材所有练习指令语与其进行比对，参考杜丽娜的研究[17]，我们总结出学习理解、应用实

践、迁移创新三个层次的练习指令语。再次，依据《新课标》，简化认知过程的练习指令语，以为统计

做好铺垫。例如，“read and find, read and answer”归为学习理解类。“use a similar structure to…”归为

应用实践类。“What is your goal for the new term? How are you going to achieve your goal? Write about it 
using different sentence structures.”则归为迁移创新类。综上所述，最终确定三个层次认知过程的练习指

令语，详见表 1。 
 

Table 1. Examples of instruction language for cognitive process exercises 
表 1. 认知过程练习指令语示例 

认知过程 练习指令语 

学习理解 read and find, answer, discuss, listen and complete, read and understand… 

应用实践 complete, use, mark, rewrite, fill with proper words, fill with correct forms, match, translate… 

迁移创新 express, think about, research, make booklet, what do you think...write, do you agree, design, 
invent, speech… 

 
数据采用 Excel 软件进行分类统计和汇总。为保证分析的客观和准确性，我们在导师的指导下，充

分讨论研究各项练习的性质。然后，选择第一册必修的前两个单元，每个人先对各项练习进行单独编码，

然后将编码结果进行对比，不一致的地方再次讨论，并请教导师，最后达成一致。这保证了编码的效度。 

4. 结果 

4.1. 语言技能维度的练习分布特征 

从语言技能维度看，必修三册与选择性必修四册书共计 877 道练习题，每册书的练习题数量基本相

同、各项技能的练习题数量也趋同(详见表 2)。 
从单一的语言技能来看，每册书中，“读”类练习的占比最高(占比 39.5%)，其次是写(20.6%)、说

(17.3%)、听(11.6%)，而“看”类练习的占比最低，仅为 2.7%。理解性技能(听、读、看)练习的数量多于

表达性技能(说、写)的数量。“看”为《新课标》语言技能“听说读写”中的新增技能，“语言技能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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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The overall distribution of practice of new textbook in the dimension of language skills (unit: frequency) 
表 2. 新教材练习在语言技能维度上的整体分布(单位：频次) 

 听 说 读 写 看 听说 读写 读说 看写 看说 写说 总计 

必修一 16 21 48 27 1 1 1 6 0 2 2 125 

必修二 12 23 52 22 5 0 3 7 0 1 0 125 

必修三 14 21 45 28 5 1 3 6 2 1 0 126 

选修一 12 20 47 27 5 0 3 6 0 3 1 124 

选修二 16 24 50 25 3 0 2 5 0 1 0 126 

选修三 16 21 54 25 3 0 0 5 0 1 0 125 

选修四 16 22 50 27 2 0 2 6 0 0 1 126 

总计 102 152 346 181 24 2 14 41 2 9 4 877 

占比(%) 11.6 17.3 39.5 20.6 2.7 0.2 1.6 4.7 0.2 1.0 0.5  

 
看通常指利用多模态语篇中的图形、表格、动画、符号以及视频等理解意义的技能”[18]。根据表 2，每

册书中都涉及到了“看”类练习。其中，单一技能“看”的频率最低，每册书中分别为 1 次、5 次、5 次、

5 次、3 次、3 次和 2 次。“看说”分布的频率分别为 2 次、1 次、1 次、3 次、1 次、1 次和 0 次。“看

写”出现的频率最低，只在必修三书中出现了 2 次。 
从语言技能的综合运用来看，多元化的练习设计，例如：听说结合，读写结合，读说结合等练习的

数量相对单一技能的练习数量来说显著地少。读说出现的频次为 41 次，占比为 4.7%；读写次之，14 次，

占比 1.6%；看写 2 次，占比最小，仅为 0.2%。 

4.2. 认知层级维度的练习分布特征 

在认知层级维度方面，学习理解，应用实践和迁移创新这三类练习在译林版高中英语教材中均有分

布，且各层次练习在每册教材中的数量基本相同(详见表 3)。 
 

Table 3. The overall distribution of practice of new textbook in the dimension of cognitive levels (unit: frequency) 
表 3. 新教材练习在认知层级维度上的整体分布(单位：频次) 

教材 学习理解 应用实践 迁移创新 总计 

必修一 56 28 41 125 

必修二 54 28 43 125 

必修三 54 29 43 126 

选修一 55 28 41 124 

选修二 53 28 45 126 

选修三 54 28 43 125 

选修四 54 29 43 126 

总计 380 198 299 877 

占比 43.3% 22.6% 34.1%  

 
在三个认知层级层次的练习中，学习理解类练习的数量最多，平均每册教材中有 50 项以上，在总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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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的数量中占比 43.3%；迁移创新类练习次之，平均每册教材中有 40 项以上，占比为 34.1%；应用实践

类练习数量最少，每册教材中分别有 28~29 项，占比为 22.6% (详见图 1)。 
 

 
Figure 1. Number of practice at different cognitive levels 
图 1. 不同认知层级练习的数量 

 

每一册教材之间，这三类练习的数量基本相同，均为学习理解类练习的数量最多，53~56 项，迁移

创新类次之，41~45 项，应用实践类数量最少，28~29 项(详见图 2)。教材之间不同认知层级的练习数量

没有因为学段的升级而有所变化。 
 

 
Figure 2. Number of practice at different cognitive levels in each textbook 
图 2. 各册教材不同认知层级练习的数量 

5. 讨论和启示 

5.1. 专项技能练习覆盖全面，综合技能练习比例有提升空间 

根据研究结果，发现译林版高中新教材练习中专项技能训练的练习覆盖面较为全面，包括了听、说、

读、写、看五个方面，这符合《新课标》规定的各项语言技能训练要求。在七册教材中，听、说、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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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单一专项技能练习的数量充足，并且理解性技能(听、读、看)练习的数量多于表达性技能(说、写)练习，

这符合语言技能习得的逻辑。因为听、读、看是输入，是英语学习的基础，只有保证了足够量的输入，

听、读、看了多模态的语篇内容，学生才能理解和吸收知识，拓宽思维，为说和写类输出技能奠定基础。

“看”的技能是新课标新增的一项技能训练要求，新课标指出，理解多模态语篇除了需要使用传统的文

本阅读技能之外，还需要观察图表中的信息、理解符号和动画的意义[18]。研究发现，七册书中均包含了

“看”的练习，尽管数量上相比其他技能练习较少，但“看”的练习在每册教材中均占有一定的比例，

这说明教材的编写过程显然考虑了“看”的要求，秉承了新课标的理念。然而，研究还发现，随着学段

的变化，各项技能训练的练习比例在教材中并未发生变化，每个专项和综合性技能练习的比例在每一册

教材中的数量几乎是相等的。这启示一线教师在使用教材的过程中应注意根据学生的水平创造性地使用

教材。例如，随着学生水平的提高，理解性机能的增强，教师可适当补充输出类练习，以帮助学生灵活

运用所学的内容进行有意义的输出，从而发展语言能力。 
译林版教材中综合性技能训练的练习比例还存在很大提升空间。研究发现，除了有 5 到 7 项“读写”

结合的练习外，其他综合性练习，如“听说”、“读说”、“看写”等，在教材中占比极小。在选修四

中，甚至没有“看说”的练习，而“看写”的出现频率最低，只在必修三书中出现 2 次。《新课标》指

出，在语言运用过程中，各种语言技能往往不是单独使用的，理解性技能与表达性技能可能同时使用。

因此，应避免孤立的单项技能训练，而应将专项训练与综合训练需结合起来，激发学生参与和体验语言

的兴趣[18]。因此，如果在教材中适当提高综合练习的比例，例如，在听力训练中穿插说、看、写活动，

在阅读训练中穿插看、说、写活动，将有助于学生提升综合语言运用能力。此外，如果教材能增加对“看

写”技能训练的综合练习，将更为合理。因为，英语写作能力是每个高中生的必备能力，也最能体现学

生的综合能力，而“看”是最直接、最真实和最有效的输入方式，学生写作能力的提升需要多看[11]，“看”

不应只是一种渠道，还应该是一种学习策略[19]。因此，如果在课本中适量设置“看写”练习，将更加有

利于提升学生的综合语言能力。 
本研究结果对教学具有重要启示：在语言技能的教学中，教师应有意识地统筹和整合书本练习，改

变单一的教学和练习模式，可将听说读写叠加使用，为学生的知觉能力提供全方位的、均衡的发挥机会，

以促进他们取得最优的练习效果[20]。同时，我们正处于一个智能化、数字化的大数据时代，移动学习已

成为重要的学习方式。为适应时代发展要求，教师应重视发展学生的“看”“看写”的能力，在教学过

程中教师可适当补充图片、视频等多媒体素材，为学生提供真实、生动的语言学习环境，培养学生对材

料的理解能力，激发他们用文字创造性地表达自己的能力，以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 

5.2. 不同认知层级练习覆盖全面，不同学段的认知层级练习有优化空间 

本研究发现，在译林版高中英语教材中，不同认知层级的练习在教材中的分布是全面的，包括学习

理解、应用实践、迁移创新三个层次，这符合《新课标》的要求。从练习数量来看，三个层次的练习中，

学习理解类练习数量最多(380 项)，迁移创新类其次(288 项)，应用实践类最少(198 项)。其中，属于低认

知层级的学习理解类练习数量最多。这可能是因为学习理解能力是英语学科能力的重要基石，学生必须

掌握学科知识，而学习理解和反复练习是必要的。然而，有趣的是，各个认知层级的练习数量并未随着

认知层级的提升而依次增加或者减少。应用实践类练习的数量少于迁移创新类练习，这其中的原因和逻

辑尚不得而知。 
不同学段教材之间的各个认知层级练习数量没有区别，这不利于发展学生的认知思维。应用实践和

迁移创新是学生学科能力表现水平整体提升的关键增长点，直接关乎其核心素养的形成和发展[21]。随着

学段的发展，学生英语水平的提高，教材中不同认知层级的练习比例应当有所变化，以适应学生动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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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语言能力，促进学生的认知思维。教育心理学家林崇德指出:随着年龄增大，学生的智力水平不断提

高，初中二年级是智力向高水平发展的关键年龄，高中二年级是智力发展的成熟期。成熟前，思维或认

知发展变化的可塑性大，成熟后则可塑性小[22]。译林版高中英语新教材中，无论是必修还是选修教材，

低层次的认知思维活动练习偏多，而只有应用实践类的活动练习才有助于学生将所学知识进行内化，从

而形成能力；只有迁移创新类练习才能促进学生综合运用语言技能，进行多元思维，促进能力向素养转

化[18]。同时，已经有研究表明，中国学生在后两个认知层级上的能力有待提高，尤其是在应用实践方面

的描述阐释能力和迁移创新方面的批判评价能力方面[21] [23]。因此，高中英语教材中的练习如果在保持

学习理解类练习比例的同时，随着学段的增加，适度增加应用理解和迁移创新类练习的比例则更加有利

于发展学生的英语学科能力。语言学习的目的不是为了记忆知识和操练技能，而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和表

达意义。 
本研究发现对英语教学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教材虽然是教学的内容和媒介，但并非教学的全部。教

学应当以教材为基础，但教师应根据实际情况优化对教材中的练习，既要保持对学生英语学习理解能力

的稳固培养，也要有意识地增强他们的高阶能力和高层次思维品质，如应用实践、迁移创新等。 

6. 结论 

本文根据《新课标》规定的语言能力内容和英语学习活动观理念，从语言技能和认知发展过程两个

维度系统地分析了译林版高中英语新教材练习的编写特点。研究发现，该套教材的练习编写基本符合《新

课标》的相关要求，但仍存在一些不足，需要进一步优化。教材中专项技能练习覆盖全面，但综合技能

练习的比例不高。这启示英语教师在语言技能的教学中，应有意识地统筹和整合书本练习，以培养学生

的综合语言技能。同时，不同认知层级练习覆盖全面，但是不同学段认知层级练习层次未表现出逐级引

导学生思维品质发展的特点。这启发英语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保持学习理解类练习比例的同时，适度

增加应用理解和迁移创新类练习的比例，逐步提升学生的思维水平。本研究对今后的教材编写、改进以

及教师更好地认识教材和创造性地使用教材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必修教材和选修教材的练习的编写应

综合考虑，系统设计，各有侧重。练习的内容和形式也应尽可能灵活多样，以满足不同学生和不同类型

课程教学的需要，充分体现教材的整体性和适切性。英语教材的编写应以课标为依据，落实英语学科核

心素养的培养目标，最终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基金项目 

本文系 2022 年度江苏省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译林版高中英语教材练习研究”(202210323101Y)和
淮阴师范学院 2023 年度教师教育协同研究一般课题(2023JSY00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 吕必松. 对外汉语教学概论(讲义) (续五)第四章教学过程和教学活动[J]. 世界汉语教学, 1993(3): 206-219. 

[2] 常畅, 杨鲁新. 我国英语教材研究 60 年述评——基于 CiteSpace 知识图谱的可视化分析[J]. 外语界, 2023(1): 
76-83. 

[3] 徐嘉瞳. 牛津译林版初中英语教材练习系统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徐州: 江苏师范大学, 2017. 

[4] 陈柏华, 陶慧晴. 高中英语教材插图性别刻板印象研究——以人教版必修教材为例[J]. 全球教育展望, 2023, 
52(3): 96-112. 

[5] 张虹, 李晓楠. 高中英语教材文化呈现研究[J]. 外语教育研究前沿, 2022(4): 42-52+92. 

[6] 王蔷, 王琦. 2019 版普通高中英语(北师大版)教材的修订依据、主要变化与特色[J]. 基础教育课程, 2019(15): 
59-65. 

[7] 王守仁, 何锋. 2019 版普通高中英语(译林版)教材体例与编写特色[J]. 基础教育课程, 2019(21): 42-47.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2250


陆毓辰 等 
 

 

DOI: 10.12677/ae.2024.142250 1626 教育进展 
 

[8] 吴驰, 李姣, 奉卉青. 新课标背景下普通高中英语教材编写的问题与对策[J]. 课程∙教材∙教法, 2019, 39(8): 79-84. 

[9] 杨吕娜. 高中英语教材讲好中国故事策略研究[J]. 课程∙教材∙教法, 2022(7): 125-131. 

[10] 李亮, 孙溆淼. 主题语境视角下外研版高中英语教材分析[J]. 基础外语教育, 2022(6): 25-33+110. 

[11] 舒婷, 罗梓维, 王佐菊, 等. 核心素养视域下高中英语教材“看”的资源研究[J]. 内江科技, 2023(1): 111-113. 

[12] 毛秋萍. 教材练习指令语与高中生英语认知思维能力培养分析[D]: [硕士学位论文]. 桂林: 广西师范学院, 2015. 

[13] 侯秋嫣. 阅读练习中的认知思维目标设计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重庆: 重庆师范大学, 2016. 

[14] 胡宇. 基于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理论的高中英语教材阅读练习题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 
2022. 

[15] 肖春雨. 布鲁姆认知教育目标分类理论在英语阅读练习中的应用[D]: [硕士学位论文]. 重庆: 重庆师范大学, 
2017. 

[16] 赵成爽. 新课标下人教版与外研版高中英语教材练习系统对比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大连: 辽宁师范大学, 
2019. 

[17] 杜丽娜. 认知过程维度下初中英语教材练习系统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合肥: 合肥师范大学, 2021. 

[18]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2017 版) [S].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20. 

[19] 施新裕. 多模态视阈下高中生英语“看”的技能研究[J]. 英语广场, 2019(3): 126-127. 

[20] 王玉云. 初中英语教材知识体系构建研究[D]: [博士学位论文]. 重庆: 西南大学, 2008. 

[21] 王蔷, 胡亚琳. 英语学科能力及其表现研究[J]. 教育学报, 2017, 13(2): 61-70. 

[22] 林崇德, 李庆安. 青少年期身心发展特点[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1): 48-56. 

[23] 王磊. 学科能力构成及其表现研究——基于学习理解、应用实践与迁移创新导向的多维整合模型[J]. 教育研究, 
2016(9): 83-92+125.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2250

	基于新课标理念的高中英语新教材练习系统研究
	摘  要
	关键词
	Research on the Practice System of New English Teaching Materials for Senior High School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New Curriculum Standards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研究背景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问题
	3.2. 研究对象
	3.3. 数据的编码和统计
	3.3.1. 语言技能
	3.3.2. 认知过程


	4. 结果
	4.1. 语言技能维度的练习分布特征
	4.2. 认知层级维度的练习分布特征

	5. 讨论和启示
	5.1. 专项技能练习覆盖全面，综合技能练习比例有提升空间
	5.2. 不同认知层级练习覆盖全面，不同学段的认知层级练习有优化空间

	6. 结论
	基金项目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