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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材是学生学习的重要输入来源，而教材中练习系统的设置是促进学生语言技能形成和思维品质培养的

关键。本研究以译林版和人教版高中英语教材中的练习为切入点，依据《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2017
年版2020年修订)版中规定的语言能力内容和英语学习活动观理念，探究两个不同版本的教材中练习系

统的分布特征。研究发现，两版教材练习的类型与分布特征具有相似性，但也存在着一定差异：1) 在语

言技能维度上，两版教材在专项技能和综合技能练习上覆盖全面，但仍存在一定的优化空间；2) 在认知

层级维度上，两版教材皆注重学生思维品质的培养，但认知层级的侧重点各不相同。本研究对高中英语

教材的编写和更新具有指导作用，同时研究结果也可为高中一线教师认识和创造性地使用教材提供有效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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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xtbook is an important input source for students’ learning, and the setting of practice system in 
textbooks is the key to promoting the formation of students’ language skills and the cultivation of 
thinking quality. Therefore, this study takes practice in new high school English textbooks of PEP 
and Yilin Editio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o explore the distribution traits of practice system in two 
different textbooks, on the basis of the content of language ability and the concept of the activi-
ty-based approach to English learning stipulated in the New English Curriculum Standards. The 
research results reveal that: 1) In the dimension of language skills, the specific skills and inte-
grated skills are full covered in the two editions of the textbook, but there is still some room for 
optimization; 2) In the dimension of cognitive level, both textbooks pay attention to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thinking quality, but the emphasis of cognitive level is different. This study has a 
guiding effect on the compilation and updating of high school English textbooks, and the results 
can also provide effective reference for teachers to understand and use the textbooks crea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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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教材是教师组织教学、学生进行学习的重要依据。特别是在英语作为一门外语的学习环境下，语言

教材的重要性更加突出。它不仅是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的蓝本，还是学生语言输入的主要来源 [1]。练习

作为第二语言教材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课文教学的继续和深化，是复习、巩固和检验课堂所学不可缺

少的步骤，也是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和效益的重要途径。因此，教材中的练习设计应在满足课标基本要求

的前提下，内容和形式应尽可能多元化、多样化，以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要。近年来，国内外很少有

学者聚焦于英语教材练习系统方面的研究，对比研究则更是凤毛麟角 [2]。本研究以目前广泛应用于高中

英语教学的两个不同版本英语教材为研究对象，系统分析两版教材中练习系统的类型和分布特征，考察

它们是否与新课标对齐，是否符合学生的认知发展规律，以及是否能够满足不同阶段学生的学习需求，

旨在为教师更好地认识教材并创造性地使用教材提供理据和实践参考。 

2. 研究背景 

自 2017 年《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以下简称《新课标》)颁布后，全国各地高中英语教材也陆续

进行了更新，与高中英语新教材相关的研究层出不穷。这些研究从各个方面对教材进行了分析和评价，

主要包括教材的编写特色和优缺点、教材中的文化内容、插图视觉形象和教材中的思政元素分析等方面。

王蔷、王琦对北师大版和译林版等主流版本教材的编写和修订特色、存在问题及对策进行了系统分析 [3]。
张虹、李晓楠基于文化呈现分析框架，探讨了北师大版高中英语新教材中的文化地域、文化形式呈现和

文化呈现方式 [4]。柳华妮等和郭宝仙从课程思政视角探讨英语教材思政育人的重要性 [5]  [6]。陈柏华、

陶慧晴对比了人教版新旧两版高中英语必修教材中的插图性别刻板印象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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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英语教材对比的研究也较为丰富。有研究对比分析了美国和德国两套英语教材词汇和语法的布

局、复现及练习形式 [8]，有的以语用学相关议题为基础，探究中外英语教材中语用知识的呈现类型、频

率和方式 [9]，也有研究围绕英语学科的核心素养展开，如杨娟等从听、说、读、写四个方面对比分析了

新旧两版高中译林版教材在语言能力培养方面的差异 [10]。周启强和范思钰从文化意识这一视角探究人教

版和译林版高一英语教材阅读板块在文化地域、文化类型、文化社群和文化人物等方面的偏好 [11]。有关

教材练习系统对比的研究比较少见，个别研究例如肖春雨对比分析了人教版和重大版高中英语必修一至

必修五中的阅读练习的设置 [12]。赵成爽创新性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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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2]。然而，他们的研究要么仅关注了特定的专项练习，要么仅研究了单册教

材中的练习系统。《新课标》颁布后，不同版本的新教材练习有何特征，有何异同，这些尚无相关探讨。 
本文以译林版和人教版高中英语教材中的练习为研究对象，从语言技能和认知层级两个维度，系统

对比分析两个不同版本的英语教材中练习的类型和编写特征，以探究两版教材练习系统与《新课标》的

对齐度，旨在为教师更好地理解教材，学生更好地利用教材提供参照。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问题 

本研究采用定量研究方法，依据《新课标》中规定的语言能力内容和学习活动观理念，探究两个不

同版本的高中英语教材练习的类型和分布特征，具体回答以下两个研究问题：1) 人教版和译林版两版高

中英语教材练习在语言技能维度和认知过程维度的分布有何异同？2) 两套教材的练习系统与《新课标》

的理念是否对齐？ 

3.2. 研究对象 

《新课标》将高中英语课程分为必修课程、选修课程、选择性必修课程。本研究以译林版和人教版

高中英语必修和选择性必修教材(即 1~7 册)中的练习作为研究对象。此外，译林版和人教版高中英语教

材书后 Workbook 部分中的练习一并纳入统计分析。 

3.3. 数据的编码和统计 

本研究依据《新课标》规定的课程内容和英语学习活动观理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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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说

和写说。认知层级维度分为三个层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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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语言运用的实

际过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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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Listen and tick, 
listen and answer...”，我们将此类练习归为听；“write，rewrite”归为写；“Read and discuss, read and answer...”
归为写说；如果指令中含有 watch，就算作看。为避免太分散，我们结合两套教材中技能练习的特征，依

据《新课标》，最后从听，说，读，写，看，听说，读写，读说，看写，看说，写说这几方面进行了汇

总和统计。 

3.3.2. 认知过程 
《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学修订版》(以下简称《修订版》)将认知过程由低至高划分为记忆、理解、应

用、分析、评价和创造六个层级。每一层级都提供了相应的定义、关键词、同义词和例子。本文基于《新

课标》以及《修订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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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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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步：首先，依据《修订版》的六个不同认知层次所提供的相应定义、关键词收集同义词。其次，将译

林版和人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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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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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再次，依据《新课标》，简化认知过程的练习指令语，

为统计做好铺垫。例如，“Listen and tick, read and answer”归为学习理解类。“Complete the sentence with 
the correct form…”归为应用实践类。“Use what you have learned to write your own student profile…”则

归为迁移创新类。综上所述，最终确定三个认知层级的练习指令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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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nd out, predict, listen and tick, read and answer, listen and complete, read and understand… 

应用实践 Make sentences, use proper words, rewrite, fill in the blanks with correct forms, match, translate… 

迁移创新 Do a survey, think about, add more, dub, make a poster, write, present, design, invent… 

 
数据采用 Excel 软件进行分类统计和汇总。在编码过程中，三名团队成员先对教材中的各项练习进

行独立分析和编码，然后将编码结果进行对比，对于有分歧的编码，三人再次进行协商讨论，并请教导

师，最后达成一致。所有步骤的实施均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 

4. 研究结果 

经统计，译林版必修三册与选择性必修四册书共计 877 道练习题，人教版必修三册与选择性必修四

册共计 1731 道练习题。人教版教材练习总数量远多于译林版教材，这可能是因为译林版的主要在江苏安

徽等少部分省市使用，而人教版的使用对象则为全国学生，其编写的目的、分量、体系、方法与活动的

设计等充分考虑到了全国学生的发展和需要。整套教材中的语言知识和技能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由简

到繁，系统地、循环反复地安排。对于表达性的说写活动，教材不仅提供示范，而且提供学习策略，充

足的练习给老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提供充分支持，帮助学习者一步步获得成功 [14]。两版教材的练习在

语言技能维度上的分布详见表 2。 
 

Table 2. The overall distribution of practice of People’s Education Press and Yilin Edition in the dimension of language 
skills (Unit: Frequency) 
表 2. 译林版与人教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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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总计 

译林 102 152 346 181 24 2 14 41 2 9 4 0 877 

占比 11.6 17.3 39.5 20.6 2.7 0.2 1.6 4.7 0.2 1.0 0.5 0 \ 

人教 174 310 592 278 84 12 64 63 4 83 37 30 1731 

占比 10.1 17.9 34.2 16.1 4.9 0.7 3.7 3.6 0.2 4.8 2.1 1.7 \ 

4.1. 语言技能维度的练习分布特征 

根据表 2，两版教材中，专项技能的练习比例均显著大于综合技能练习的比例。专项技能练习中读

的比例最高，译林版为 39.5%，人教版为 34.2%；看的练习比例最低，译林版为 2.7%，人教版为 4.9%。

此外，两套新教材中理解性技能(听、读、看)练习的比例均高于表达性技能(说、写)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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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语言技能的综合运用来看，两套教材中的读写、读说和看说结合的练习比例高于其他的综合技能

练习。听说、读说和看写等的比例较低。译林版教材中，“读说”出现的频次最为频繁，占比 4.7%；“读

写”次之，占比 1.6%；“看写”和“听说”出现的频次较低均为 2 次。人教版教材中，“看说”出现的

频次最高，占比为 4.8%；“读写”“读说”次之，分别为 3.7%和 3.6%；从表 2 中，我们发现人教版教

材综合技能类练习(占比 16.8%)出现的频次要高于译林版教材综合技能类练习(占比 8.2%)，卡方检验表

明，两者之间的差异呈边缘显著(χ2 = 3.846, p = 0.05)。 
为进一步检验两套教材中的各项技能性练习比例是否存在显著差异，我们进行了卡方独立性检验，

结果发现，两套教材中各项技能练习的比例分配不存在显著差异(χ2 = 9.288, p = 0.862)，也就是说总体上，

两套教材的技能性练习分配是相似的。详见图 1。 
 

 
Figure 1. The overall distribution of practice of People’s Education Press and Yilin Edition in 
the dimension of language skills (Unit: Frequency) 
图 1. 译林版与人教版教材练习在语言技能维度上的整体分布图(单位：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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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人教版高中英语教材

中均有分布。在三个认知层级的练习中，两套新教材里的学习理解类练习数量最多，占比均为 43.3%，

迁移创新类练习和应用实践类练习的比例略有不同。译林版教材中，应用实践类练习比例(22.6%)低于迁

移创新类练习(34.1%)；然而，人教版教材中，应用实践类练习(34.4%)比例大于迁移创新类练习(22.3%) (详
见表 3 和图 2)。 

 
Table 3. The overall distribution of practice of two textbooks in the dimension of cognitive levels (Unit: Frequency) 
表 3. 两套教材练习在认知层级维度上的分布(单位：频次) 

教材 学习理解 应用实践 迁移创新 

译林版 380 198 299 

占比 43.3% 22.6% 34.1% 

人教版 749 596 386 

占比 43.3% 34.4%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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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The overall distribution of practice of two textbooks in the dimension of cognitive le-
vels (Unit: Frequency) 
图 2. 两套教材练习在认知层级维度上的分布(单位：频次) 

 

 
Figure 3. Number of practice at different cognitive levels in Yilin Edition 
图 3. 译林版教材不同认知层级练习的数量 

 

 
Figure 4. Number of practice at different cognitive levels in PEP Edition 
图 4. 人教版教材不同认知层级练习的数量 

 
为进一步了解两套教材各册中三个认知层级的练习分布情况，我们统计分析了每册教材中的练习。

结果发现，译林版每一册教材之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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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之间不同认知水平练习的数量几

乎没有随着学段的升级而有所变化(见图 3)。人教版每一册教材之间，这三类练习的数量上下波动幅度较

大，学习理解类练习的数量最多，95~121 项，应用实践类次之，71~95 项，迁移创新类练习数量最少，

34~66 项。人教版必修三册教材中，学习理解类和应用实践类练习的数量逐册递增，并在必修三教材时

达到高峰，迁移创新类练习的数量逐册递减。人教版四册选修教材相较于三册必修教材，学习理解类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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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和应用实践类练习的占比有所下降，迁移创新类练习的占比有所上升。其中，选修二的学习理解类练

习与应用实践类练习数量相同，占比均为 37.4%。选修三教材的学习理解类和迁移创新类练习的数量出

现了小高峰(见图 4)。 

5. 讨论和启示 

5.1. 两版教材专项练习数量充足，但综合技能练习比例存在提升空间 

根据研究结果，译林版和人教版高中新教材练习中的专项技能训练的练习符合《新课标》规定的各

项语言技能训练要求，包括听、说、读、写、看五个方面，但综合技能练习的显著低于专项技能练习。

相比之下，人教版教材中综合性技能训练的练习种类相较于译林版教材要稍为全面，综合技能类练习出

现的频次明显要高于译林版教材综合技能类练习。译林版教材中，除了“读说”结合的练习出现的频次

较多之外，其他综合性练习比如“听说”、“看写”等练习在教材中占比极小。另外，听说练习还存在

情境创设缺乏真实性、趣味性和开放性，学生学习兴趣和表达动机不强等问题 [15]。此外，两版教材中“看”

及其相关的综合技能练习显著地少。而相较于人教版，译林版中的此类练习数量则更少。随着信息化教

育时代的来临，教材成为课堂教学中师生双方共同完成多模态交际活动的重要载体，需具备多模态性、

互文性、网络化、超文本化、多类型等特点 [16]。进一步研究发现，人教版新教材在每个单元中都设置了

紧扣单元主题的“Video Time”视频学习内容，作为单元教学的有机拓展，通过“看前”“看中”“看

后”三个阶段的任务驱动，让学生通过系统地“看”来加工视频信息，建构和发展语言运用能力。在其

他板块例如“Reading and thinking”中，往往由与单元主题相关且趣味性强的视频开始，引导学生通过“看”

来观察视觉材料的信息，辅之以语言材料的输入，让学生通过讨论和扩展阅读深化对主题的理解，相较

于译林版，这更有利于培养学生在新媒体时代下语言的学习和运用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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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因此，

两版教材中如果适当丰富综合练习的种类，提升综合练习比例，将有助于学生综合语言运用能力的提升，

比如，“听说”结合练习，在听前的活动对话题或意义进行铺垫，使学生有足够的机会在主题语境中体

验、探索、合作、与表达；“看说”结合练习，选取一些有意义的、符合学生已有认知水平且贴近学生

真实生活的练习材料及活动，让学生有话可说；“看写”结合练习，通过“看”来加工视频信息，不仅

可以开阔学生的眼界，丰富学生的体验，还可以激发学生的情感，有助于学生写作思维的活跃。只有开

展综合性的语言技能性练习，进行多模态的信息输入，多感官的信号刺激，听、看、读并举，才能提升

输入性练习的实际效果，加速学生的内化吸收，构建并完善自身认知结构，才能提高说与写输出性内容

的质量。学生在参与的过程，充分调动各个感官，通过参与一系列的语言、信息、文化的输入、内化和

输出活动，使得自身语言技能水平的五个方面得到全面的整体性提升 [18]。 
本研究结果对教学具有重要启示：在语言技能的教学中，教师应以促进语言技能的整体性发展为目

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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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增添一些能促进多项技能训练和发

展的综合性练习，为学生的知觉能力获得全方位的、均衡的发挥创造机会，以促进他们取得最优的练习

效果 [19]。在日常教学中，教师应适当补充与主题相关的图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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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5.2. 两版教材皆注重学生思维品质的培养，但认知层级侧重点各有不同 

本研究发现译林版和人教版教材重视对学生思维品质的培养，不同认知层级的练习在教材中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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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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体而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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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高中学生已经经历了 6 年的英语学习，但由于英语学习阶段较多地受到了母语语言环境

的影响，且缺乏一定的实践性，大多数同学都处于理解能力与英语思维表达能力不匹配的阶段。因此，

在高中英语教材中，学习理解类层次练习占多数，期望以此帮助学生理解文本内容，逐步养成用英语思

维回答问题的习惯，增强表达能力，提高学生英语思维自我意识水平，从而为后续高阶思维品质的培养

打下良好基础。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译林版教材中，应用实践练习量小于迁移创新类练习量，而在人教

版教材中，应用实践类练习量却大于迁移创新类练习量。究其原因，这可能与我国的教育发展现状相关。

长期以来，人教版英语教材一直被广泛运用于全国的不同省份的不同地区，为配合不同地区学生的英语

学习实际水平并确保高中生在英语学科上达到毕业基本要求，高中英语课程新方案中将必修教材数量调

整为 3 本，且仅占 6 学分，适当地降低了学习难度 [20]，而译林版英语教材仅在江苏、湖南、安徽、广东

等部分省市使用。鉴于我国不同地区不同学生的实际英语学习水平有差异，综合各方面因素考虑，故而

在不同版本的英语新教材中，不同认知层级的练习分布不同，不同的侧重点继而导致教材所培养的认知

思维能力出现偏差。但如果仅仅因为差异，就继而迁就发展学生的低层次认知水平，学生可能逐渐缺乏

应用理解，迁移创新等高层次的水平能力的训练。苏联著名心理学家维果斯基曾提出：只有走在发展前

面的教学，才是好的教学。高中英语教材练习的设计也应当如此，教师应树立为思维而教的意识，把培

养学生思维作为教学的重要目标，尝试逐渐引导、帮助学生培养高层次的思维品质，让学生边思边学，

以学促思 [21]。同时，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也应当根据学生的水平创造性地使用教材，逐渐从“教教材”向

“用教材教”转变。比如，随着学生水平的提高，理解性机能的增强，教师可适当补充迁移创新类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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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还发现，译林版教材各册中，各认知层级的练习数量保持不变；而人教版教材中，各认知层级

的练习数量随着学习阶段的发展而变化。在人教版必修教材中，必修三课本中的学习理解和应用实践这

两个认知层级的练习达到一个小高峰，进一步分析发现，必修三第五单元为高中英语教材首次出现戏剧

题材阅读材料，练习的设置需以帮助学生理解戏剧隐含寓意，探讨人物形象为主。这启示教材编者设计

练习时，应考虑到阅读材料的文本题材，客观、合理评估练习的所属层次，从而帮助学生更好地分析和

理解文本。选修教材中，Using Language 板块结合了听说读写看各类综合技能练习，且每册学习理解类，

应用实践类，迁移创新类练习各有侧重。然而，译林版中不同学段教材之间的各个认知层级练习数量没

有差异，这不利于促进学生思维品质的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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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随着学段的发展，学生英语水平的提高，应适度增

加应用理解和迁移创新类练习的比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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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同时，已经有研究表明，目前的高中英语教学大多停留在关注学生较低认知水平的层面，忽略

了对应用实践和迁移创新能力的培养，中国学生在后两个认知层级上的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尤其是在

应用实践方面的描述阐释能力、迁移创新方面的批判评价能力方面 [23]。因此，高中英语教材中的练习在

保持学习理解类练习比例的同时，随着学段的增加，应适度调整应用理解和迁移创新类练习的比例，以

发展学生的高阶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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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度系统分析了人教版和译林版高中英语新教材练习的编写特征。研究发现，两版教材的练习编写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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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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语言技能维度上，两版教材在专

项技能和综合技能练习上覆盖全面，但译林版教材各技能的类型和分布比例仍有提升空间，应多增加单

一技能“看”的练习。在认知层级维度上，两版教材皆注重学生思维品质的培养，但认知层级侧重点不

同。这启示英语教师在语言技能的教学中，应有意识地增加多模态输入，并根据学情，灵活调整教材中

的练习，实现从“教教材”到“用教材教”的转变，以促进学生思维品质的提升，最终实现立德树人的

根本任务。本研究对教材练习的编写和使用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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