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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22年版)》倡导开展英语综合实践活动，提升学生运用所学语言和跨学科知

识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英语教材是学生英语课程学习的重要工具，英语教材内容能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出英语课程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联，因此跨学科分析英语教材是必不可少的。文章以人教版Go for it
九年级英语教材为例，了解教材中跨学科知识的现状，思考教材中跨学科知识中存在的问题，从而针对

这些问题提出相应的建议，使初中英语教材更好地服务于学生跨学科素养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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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mpulsory Education English Curriculum Standards (2022 Edition)” advocates the devel-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4.132150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4.132150
https://www.hanspub.org/


蒋逸婷 
 

 

DOI: 10.12677/ass.2024.132150 1119 社会科学前沿 
 

opment of comprehensive English practice activities to improve students’ ability to creatively 
solve problems using the language they have learned and interdisciplinary knowledge. English 
teaching materials are an important tool for students to learn English courses. The content of Eng-
lish teaching materials can refle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glish courses and other subjects to 
a certain extent. Therefore, interdisciplinary analysis of English teaching materials is essential. 
This article takes the Go for it ninth-grade English textbook of the People’s Education Press as an 
example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interdisciplinary knowledge in the textbook, think 
about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interdisciplinary knowledge in the textbook, and then put for-
ward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for these problems to make the junior high school English text-
book better To effectively serve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interdisciplinary lite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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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今世界是一个多元化的世界，学科与学科之间不再是孤立割裂的状态，学科之间的贯通与交融逐

渐成为学科知识学习以及学科能力发展的趋势。在课程设计上，表现在学者和教师越来越重视跨专业学

习，许多高校开设了很多跨专业、跨专业的课程，一些高校还开设了相关的跨专业选修课程。 
《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22 年版)》提到，在课程内容结构上要加强学科与学科间的关联性，建

立具有跨学科性的主题学习活动[1]。《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2022 年版)》中也指出英语教学不仅要发

展学生的语言能力，而且要使他们通过语言学习来获得跨学科知识和生活经验[2]。英语教材是学生感知，

理解英语语言的重要工具与渠道，也是学生认识了解社会与世界的重要手段，能有效促进学生正确价值

观的形成。英语教材是课程教学的主要载体，是教师课堂教学的主要手段，也是学生学习的主要工具。

英语教材中的跨学科性是帮助教师进行跨学科英语教学，学生进行跨学科学习的关键因素。教材内容的

选择要体现与其他学科如人文学科语文、美术、历史、政治以及自然科学学科数学、科学、物理、生物

等学科的融合。 
随着国家教师学生对跨学科英语教学的重视，跨学科教学在部分地区和学校得到了良好落实，跨学

科教学的研究日益增多，然而目前少有研究从教材着手开展跨学科英语教学研究，对于教材的跨学科研

究局限于小学、高中和大学阶段，对于初中英语教材的跨学科研究相对较少。因此本研究选择人教版初

中九年级英语教材为研究对象，从跨学科视角对其进行分析。希望对能有效帮助教师学生运用教材进行

跨学科英语教学和学习，促进教师跨学科英语教学水平以及学生跨学科英语学习，培养高素质全能型复

合型学生。 

2. 文献综述 

英语教材的跨学科分析研究 

通过文献搜集，笔者发现有关英语教材的跨学科分析研究非常少。学者王瑞昀和彭新竹对专门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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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英语教材进行研究。学者王瑞昀在文章中分析了跨学科口译理论是如何运用于《英语口译教程》[3]。
学者彭新竹对《机电行业英语》教材开发与建设的理论依据、内容设计的原则﹑内容结构等进行了探讨，

有助于行业英语课程的开发建设，拓宽了英语学科研究领域[4]。徐梅将《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二版·读写

教程)》作为研究对象。研究表明，新视野大学英语教材具有较好的跨学科性，同时她提出了该教材中自

然学科相关内容出现频率低的问题并针对该问题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5]。学者陈柏华，吴月文和邹婧

对高中英语教材中的跨学科性进行研究。学者陈柏华和吴月文对人教版高中英语教材必修模块的跨学科

性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人教版高中英语教材的跨学科性较强，但同一主题下不同学科的融合性不够且跨

学科性在人文社科类的比重较大。因此，学者建议可以利用不同学科知识探讨同一主题并且增加自然科

学类内容的比重[6]。学者邹婧以高中外研版英语教材阅读文本作为研究对象，发现外研版高中英语教材

阅读文本具有较好的跨学科性，教材内容涉及多学科但在教材内容选择上存在学科分布不均衡的问题[7]。
学者李欣蕾和周琳对小学英语教材进行跨学科分析分析了跨学科内容在教材中的呈现，为小学英语跨学

科教育模式提供了对策[8]。 
通过对上述文献的整理分析可知国内对于英语教材的跨学科研究主要包括专门用途的英语教材，大

学英语教材，高中英语教材，小学英语教材的跨学科研究，教材中具有良好的跨学科性且主要与人文社

科类的融合为主。然而，对于初中英语教材中的跨学科分析较少。因此，本文将人教版初中九年级英语

教材作为研究对象，研究该本教材中的跨学科性，发现其中的问题并提出改进意见。 

3. 人教版九年级英语教材跨学科性的现状 

笔者选择人教版九年级英语教材作为研究对象的主要原因在于以下几点。第一，人教版初中英语教

材的跨学科探索较少。第二，人教版英语教材是国内大部分地区的师生选择和使用的教材。第三，人教

版九年级英语教材共有 14 个单元，单元略多于其它几册书。第四，课标中对九年级学生的英语水平较高，

相应地，对学生的跨学科学习的能力要求也较高。综上，研究人教版九年级英语教材跨学科性具有现实

意义及代表性。Humphreys 将跨学科学习的定义为“学生探索与实际生活中某些问题相关的不同科目知

识，这些知识包括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从而使学生的技能和知识在多学科领域的学习中得

到提升”[9]中国学科分类国家标准将学科分为信息技术、体育与健康、物理、数学、生物、化学、历史、

地理、政治、艺术、心理学、文学、医学、天文学、建筑以及民族学。因此，笔者基于 Humphreys 学者

对于跨学科学习的定义以及中国学科分类国家标准对九年级英语教材中涉及“英语 + 其他学科”的跨学

科内容进行分析。同时借鉴了学者陈柏华和吴月文[6]的分析框架与思路，从单元主题学科导向，单元语

篇学科导向以及单元板块学科导向三个维度进行分析研究。 

3.1. 单元主题学科导向 

人教版九年级英语教材共有 14 个单元，笔者对教材 14 个单元的学科导向进行统计，将每一单元的

话题及功能也列入表格中，以更好地判断单元主题的学科导向。统计表如下所示： 
纵向分析表 1 分析发现人文社科类在人教版九年级英语教材的 14 个单元主题中的跨学科比重大，自

然科学类的跨学科比重小，只有第五单元主题涉及到了物理学。14 个单元主题涉及到的学科不多，包括

艺术学(音乐)、民族学、地理学、历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缺少数学、化学、政治、体育与健康、信息

技术、医学、天文学和建筑学。大多数单元主题都具有良好的跨学科性，只有第一、第八和第十二单元

主题不具有跨学科性，从表格横向比较发现社会学在该教材的单元主题中所占比重最大。第三、第七和

第十四单元的主题都具有社会学导向，心理学在该教材的单元主题中所占比重仅次于社会学，第四和第

十一单元主题都具有心理学学科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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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Unit subject-oriented statistics 
表 1. 单元主题学科导向统计情况 

门类 数量 学科 单元标题 话题 功能 单元/数量 

/ 0 / 

U1 How can we become 
good learners? Learning how to learn Talk about how to  

study 3 

U8 It must belong to 
Carla. Mysteries Make inferences  

U12 Life is full of the 
unexpected. Unexpected events Narrate past events  

人文社科类 6 

音乐 U9 I like music that  
I can dance to Music and movies Express preferences 1 

民族学 
U2 I think that  
mooncakes are  

delicious! 
Festivals Give a personal reaction 1 

地理学 U13 We’re trying to 
save the earth! 

Protecting the  
environment 

Talk about pollu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1 

历史学 U6 When was it  
invented? Inventions Talk about the history  

of inventions. 1 

社会学 

U3 Could you please  
tell me where the  

restrooms are? 
Getting around 

Ask for information 
politely 

Follow directions 
4 

U7 Teenagers should  
be allowed to choose 

their own clothes. 
Rules 

Talk about what you are 
allowed to do; Agree 

and disagree 
 

U10 You’re supposed  
to shake hands. Customs 

Talk about customs and 
what you are supposed 

to do 
 

U14 I remember  
meeting all of you in 

Grade 7 
School days 

Share past memories  
and experiences; Look 

ahead to the future 
 

心理学 

U4 I used to be afraid  
of the dark. How we have changed Talk about what you 

used to be like 2 

U11 Sad movies make 
me cry. Feelings Talk about how things 

affect you  

自然科学类 1 物理学 U5 What are the shirts 
made of? Things made in China Things made in China 1 

3.2. 单元语篇学科导向 

人教版九年级英语教材每一单元的语篇分布在 A 部分的 2d，A 部分的 3a 和 B 部分的 2b。A 部分的

2d 是口语语篇，A 部分的 3a 和 B 部分的 2b 是书面语篇。笔者对教材 14 个单元的 A 部分的 2d，A 部分

的 3a 和 B 部分的 2b 的语篇学科导向进行统计，将每一单元主题的学科导向也放入统计表，以观察各个

部分的语篇学科导向与单元主题学科导向的联系。统计表 2 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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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Unit discourse subject-oriented statistics 
表 2. 单元语篇学科导向统计情况 

单元标题 学科 Section A2d Section A 3a Section B 2b 数量 种类 

U1 How can we become good 
learners? / / 艺术学(影视) / 1 1 

U2 I think that mooncakes are  
delicious! 民族学 民族学、地理学 民族学 民族学、历史学 5 3 

U3 Could you please tell me where 
the restrooms are? 社会学 地理学、社会学 地理学、社会学 社会学 5 2 

U4 I used to be afraid of the dark. 心理学 / 心理学 心理学 2 1 

U5 What are the shirts made of? 物理学 民族学、地理学 民族学 民族学、历史学 5 3 

U6 When was it invented? 历史学 历史学 历史学、民族学 历史学、民族学 5 2 

U7 Teenagers should be allowed to 
choose their own clothes 社会学 社会学、文学 社会学、文学 社会学 5 2 

U8 It must belong to Carla. / /  历史学、地理学 2 2 

U9 I like music that I can dance to. 音乐学 / 艺术学(影视) 艺术学(音乐)、文学 3 3 

U10 You’re supposed to shake 
hands. 社会学 民族学 民族学 民族学 3 1 

U11 Sad movies make me cry. 心理学 / 文学 / 1 1 

U12 Life is full of the unexpected. / / 历史学、地理学 民族学、历史学 4 3 

U13 We’re trying to save the earth! 地理学 生物学 生物学 生物学 3 1 

U14 I remember meeting all of you 
in Grade 7. 社会学 / 文学 文学 2 1 

学科数量 / 11 17 18 46 / 

学科种类 / 6 8 8 / / 

 
通过对表格的纵向分析可得，该教材中的单元语篇具有较强的跨学科性。其中，A 部分 3a 和 B 部分

2b 的语篇相较于 A 部分 2d 的语篇跨学科数量较多，跨学科种类也较多，具有良好的跨学科性。因此，

得出阅读语篇相较于口语语篇的跨学科性更强。通过横向分析可得，第 2、3、5、6、7、12 单元跨学科

数量较多，第 2、5、9、12 单元的跨学科种类较多，而第 1、4、8、11 单元的跨学科数量和种类均较少。

对比单元主题的跨学科导向以及单元语篇的跨学科导向，发现 2、3、4、6、7、9 单元语篇跨学科导向与

单元语篇跨学科导向相联系，而第 5、10、11、13、14 单元语篇跨学科导向与单元语篇跨学科导向无联

系。因此，可得出该教材中单元语篇跨学科导向与单元语篇跨学科导向的联系并不紧密，多个语篇跨学

科导向与单元语篇跨学科导向无联系。 

3.3. 单元板块学科导向 

笔者对教材 14 个单元的 A 部分的 2d，A 部分的 3a 和 B 部分的 2b 的语篇板块导向进行统计，统计

表 3 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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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Statistical table of unit section subject-oriented  
表 3. 单元板块学科导向统计表 

学科 单元板块 数量 种类 

艺术学 U1Section A 3a (影视)、U9Section A 3a (影视)、U9Section B 2b (音乐) 3 艺术学 

民族学 
U2Section A 2d、Section A 3a、Section B 2b、U5Section A 2d、 

Section A 3a、Section B 2b、U6Section A 3a、Section B 2b、 
U10Section A 2d、Section A 3a、Section B 2b、U12Section B 2b 

12 民族学 

地理学 U2Section A 2d、U3Section A 2d、Section A 3a、U5Section A 2d、 
U8Section B 2b、U12Section A 3a 

6 地理学 

历史学 U2Section B 2b、U5Section B 2b、U6Section A 2d、Section A 3a、 
Section B 2b、U8Section B 2b、U12Section A 3a、Section B 2b 

8 历史学 

社会学 U3Section A 2d、Section A 3a、Section B 2b、U7ection A 2d、 
Section A 3a、Section B 2b 

6 社会学 

心理学 U4Section A 3a、Section B 2b 2 心理学 

文学 U7Section A 2d、Section A 3a、U9Section B 2b、U11Section A 3a、 
U14Section A 3a、Section B 2b 

6 文学 

生物学 U13Section A 2d、Section A 3a、Section B 2b 3 生物学 

 
通过对上述表格的分析，发现民族学、历史学、社会学、地理学和文学在三个语篇板块中的数量较

多，其中民族学最多，历史学次之于民族学，地理学和文学次之于历史学，而心理学、艺术学、生物学

在三个语篇板块中的数量较少，其中心理学的数量最少。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该教材编写者侧重于对学

生各国民族文化知识以及历史知识的培养，对心理学的知识的拓展呈现较少。 
综合上述单元主题学科导向，单元语篇学科导向以及单元板块学科导向的分析，研究发现九年级人

教版教材在跨学科呈现上出现以下几点问题。第一，在学科融合度上，以人文社科类为主，与自然科学

类学科融合不密切；第二，在学科均衡度上，人文社科类的具体学科分布不均衡；第三，在语篇的跨学

科性上，口语语篇的跨学科性低于阅读语篇；第四，在语篇跨学科性与主题跨学科性的关联度上，二者

较分散，联系不紧密。 

4. 建议 

4.1. 增加教材中自然科学学科的内容 

研究中得出该教材与人文社科学科的融合度较强，但自然科学学科的融合度很弱。在第三部分中提

到的自然科学门类中只涉及到物理和生物、信息技术、心理学、医学、建筑学这些自然科学学科都未涉

及，体现出人文社科学科与自然科学学科分布不均衡的问题。因此均衡人文社科类和自然科学类学科的

比例至关重要。教师可以在课堂教学中合理开发教材的跨学科性，增加自然科学学科知识，涉及英语与

自然科学学科融合的教学活动，在布置课后作业时增加自然科学学科内容。 

4.2. 均衡各门学科 

虽然在该教材中人文社科类学科与英语教学的融合度较高，但是通过比较发现人文社科类学科在该

教材中的分布也具有不均衡性，这不利于学科多样性的发展，不利于学生跨学科能力的培养。因此，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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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编写者要均衡每门学科在教材中的布局，教师也可以在实际教学中利用教具以及补充的语言材料均衡

每门学科与英语的融合。 

4.3. 增强口语语篇的跨学科性 

鉴于口语语篇词汇较简单，语篇内容较短，中国学生口语能力普遍弱于阅读能力等因素，大多数教

材中口语语篇的跨学科性大多不如阅读语篇。但教师可以在进行教学设计时仔细挖掘口语语篇中的跨学

科性。例如，教师可以就教材的口语语篇中能体现跨学科性一些词汇及短语对学生进行拓展延伸或者在

网上寻找与教材中口语语篇相关的以及符合学生现有能力的口语语篇，从而增强口语语篇的跨学科性。 

4.4. 增强单元语篇跨学科导向与单元主题跨学科导向的联系 

单元语篇跨学科导向与单元主题跨学科导向的联系不紧密会影响教材的跨学科性以及学生跨学科学

习能力的提升。通过分析可得该教材中单元语篇跨学科导向与单元语篇跨学科导向的联系并不紧密。因

此，在编写教材时，要注意单元语篇跨学科导向与单元主题跨学科导向的之间的关联。教师可以在每个

单元教学开始前对单元主题的跨学科性进行思考，在单元教学设计开始实施教学活动引导学生对于单元

主题的跨学科性的理解。 

5. 结论 

教材作为一种重要的教学工具和学习工具在培养学生的跨学科能力上起到了必不可少的作用。通过

研究发现人教版初中九年级从整体上具有良好的跨学科性。然而，通过分析发现该教材中的跨学科性仍

存在着一些问题。未来的教材可以在学科均衡性、学科多样性、口语语篇的跨学科性以及单元语篇跨学

科导向与单元语篇跨学科导向关联度上体现跨学科性，使英语学习与其他学科的学习实现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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