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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课标要求，教师要注意学生口语能力的训练，培养他们的基本语言能力。教材作为教师辅助教学的工

具，其地位与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现行的教材版本多样，但是每个版本的出发点都是以提高学生基本

语言能力为主的。因此，合理地使用教材对于教师来说是比较重要的。笔者将人教版(2013)和北师大版

(2015)九年级全一册教材进行对比分析，从口语话题、口语话题与单元话题匹配度、口语任务形式以及

口语任务配图的作用这四个角度切入研究，得出了一定的结论，并且就如何使用教材提出了笔者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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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ew curriculum standard requires that teacher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training of stu-
dents’ oral English ability and cultivate their basic language ability. The status and function of 
teaching material as a teacher-assisted teaching tool should not be ignored. There are various 
versions of current textbooks, but each version aims at improving students’ basic language ability. 
Therefore, it is more important for teachers to use textbooks reasonably. The author will focus on 
two different editions of textbooks of People’s Education Press and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in Grade Nine, this paper compares and analyzes from the topics, the compatibility of the 
topics, the form of training and the function of illustrations. In conclusion, the author gives some 
suggestions on how to use teaching mate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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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新课标要求，教学中要重视英语口语的教学，培养和发展学生的口语能力。使每一个学生都能够开

口说英语，将学到的语言知识能够运用到日常学习和生活中，提高学生们的运用英语的能力[1]。新课标

以语言功能意念为纲，给学生搭建日常生活的交际情境，侧重于语言输出的内容。教材分析是教师进行

教学、优化教学的一个重要步骤，是教师进行教学设计、编写教案、制订教学计划的基础工作，是教师

达到教学目的的前提和关键，对顺利完成教学任务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对两套现行的初中英语教材(人教版，北师大版)中的口语板块的设计进行对比研究，以此希望能

够帮助一线的初中英语教师更好地使用教材。 

2. 人教版、北师大版教材中口语板块设计的对比研究 

笔者选用了北师大版(2015)和人教版(2013)这两套教材中的九年级全一册，并对两本教材中的口语板

块的设计进行对比分析。笔者将从口语话题、口语话题与单元话题匹配度、口语任务形式以及口语任务

配图的作用这四个方面进行分析。 

2.1. 口语话题的对比分析 

新课标(2017)要求，英语教学应该以主题意义为引导，以语篇内容为依据，整合语言知识、文化知识、

语言技能和学习策略等学习内容，创设具有综合性、关联性和实践性的英语学习活动[2]。引导学生采用

自主、合作的学习方式，参与主题意义的探究活动，并从中学习语言知识，发展语言技能，汲取文化营

养，促进多元思维，塑造良好品格，优化学习策略，提高学习效率，确保语言能力、文化意识、思维品

质和学习能力的同步提升。 
本文基于主题语境将教材中所涉及到的话题分为人与自我、人与社会和人与自然这三大主题。这三

大主题又细分为 10 个主题群，32 个子话题[3]。笔者按照三大主题语境，以单元为整体对口语话题进行

了统计与分类，下表(见表 1)为统计结果。 
 
Table 1. Statistical table of topics in textbooks in People’s Education Press and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表 1. 北师大版、人教版口语话题统计表 

 
人教版 北师大版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人与自我 7 50% 2 22% 

人与社会 6 43% 5 56% 

人与自然 1 7% 2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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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师大版的九年级全一册教材包括 9 个单元，人教版教材包括 14 个单元。上表(见表 1)统计显示：

人教版教材的单元口语话题主要集中于人与自我(50%)和人与社会(43%)这两大主题，而对于人与自然这

一主题涉及甚少，所占比例只有 7%。北师大版教材的单元口语话题分布则较为平均，占比最多的是人与

社会这一话题，所占比例为 56%，其他两个话题均为 22%。 
就口语话题而言，北师大版教材的口语任务设计更加合理，各类话题的分布都比较均匀，虽然人与

社会这一话题的占比量较多，但话题的数量差别不大。相比之下，人教版的教材的口语话题的分布则相

对没有那么均匀，虽然三大主题都有涉及，但是人与自然这一话题与其他两个话题的占比和数量差距都

较大。因此，教师在使用人教版的这一本教材时，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可适当地增加人与自然这一主题

的同等知识水平的材料，丰富学生们的语料输入。 

2.2. 口语板块话题与单元整体话题匹配度的对比分析 

传统英语教学模式知识点零碎重复，各项任务活动之间也缺乏联系性。将每个单元，甚至于每个教

学任务看成一个封闭的个体，采取单独教授的形式，缺乏整合的眼光。单元整体教学是对教学内容进行

整体性设计的教学模式，它力求改善传统碎片化教学的弊端，以单元为基本教学单位，其自身的系统性

和内部结构的层次性，符合英语教学规律及青少年学习规律，充分体现出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原则。通

过两套教材的口语板块话题与单元话题的匹配度的对比分析，可以帮助教师更好地进行单元整体教学。 
笔者将根据口语板块话题与单元话题的匹配度进行研究，将这两本教材的不匹配口语话题进行统计

与分析，下表(见表 2)为统计结果。 
 
Table 2. Statistical table of unmatched topics in textbooks in People’s Education Press and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表 2. 北师大版、人教版口语任务不匹配话题统计表 

 人教版 北师大版 

不匹配口语话题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6 14% 7 8% 

 
据上表(见表 2)统计，北师大版教材包括 42 个口语任务，而人教版教材包括 88 个口语任务。相较之

下，人教版教材的口语任务的数量比北师大版多出将近一倍，但是关于单元配置方面，人教版的教材比

北师大版多出了 5 个单元。统计表明：两版教材的不匹配话题的口语板块的数量所占教材口语板块总数

量的比例都较少，口语板块的话题的配置也基本符合单元整体的主题话题，口语板块的话题与单元整体

话题的匹配度在这两本教材中体现得较好，有利于教师实施单元整体教学。 
在这两本教材中，不匹配话题的存在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色：不匹配话题的分布会集中于其中的一两

个单元。比如人教版教材的 Unit 8，以及北师大版教材的 Unit 1、Unit 8，因此，教师在使用这两版教材

时，在讲到相应单元的时候，要根据学生们的具体情况，结合口语任务的交际目的，适当地改变一下口

语任务的话题。 

2.3. 口语板块形式的对比分析 

新课标提出“教师应从英语学习活动观的视角重新审视课堂教学设计的合理性和有效性，整合课程

内容，优化教学方式，为学生设计有情境、有层次、有实效的英语学习活动。”[4]这一理念。在主题意

义的引领下，新课标将教材活动或任务分为学习理解、应用实践和迁移创新这三类，致力于加强学生们

对主题意义的理解。学习理解类的口语活动主要以学习新知为主，简单操练语篇对话，加强对于新知的

理解；应用实践类的口语活动主要以锻炼学生的语言能力为主，要求学生能够结合语篇内容，用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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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对语篇内容进行描述与阐释，将语篇知识内化并能够熟练运用；迁移创新类的口语活动更加注重培

养学生们的思维能力，要求他们对语篇进行评价，了解作者写作的意图，并且能够解决陌生情境中的相

关问题。因此，按照这三类活动形式，笔者对北师大版和人教版两版教材中的口语板块形式进行统计分

析，下表(见表 3)为统计结果。 
 
Table 3. Statistical table of oral task forms in textbooks in People’s Education Press and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表 3. 北师大版、人教版口语任务形式统计表 

 
人教版 北师大版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学习理解类 28 32% 2 5% 

应用实践类 47 53% 21 50% 

迁移创新类 13 15% 19 45% 
 

根据以上数据(见表 3)得出，北师大版教材包括 42 个口语板块，而人教版教材总共有 88 个。结合

口语板块形式数量以及所占比例而言，有以下分析和归纳：人教版教材的口语板块形式主要集中于学

习理解类活动(32%)和应用实践类活动(53%)这两种任务形式，而对于迁移创新类的活动涉及较少，所

占比例只有 15%。北师大版教材的口语板块形式则集中于应用实践类和迁移创新类的活动，总共占比

达到了 95%。 
就口语板块形式的统计结果表明，这两版教材各有特色，而且两版教材的侧重点不同，因此适用的

范围也有所差异。人教版教材的口语板块形式相对比较基础，侧重于学生们的语言知识，让学生能够将

学到的知识内化吸收。北师大版教材的口语板块形式则相对更具挑战性一些，应用实践类活动和迁移创

新类活动基本持平，更加要求学生不仅能够将新知内化于心，重点是他们能够对学习到的内容进行评价

与应用，锻炼学生们的思维能力。所以，相比之下，人教版教材的普及性比北师大版教材要高，人教版

教材更为基础，受众学生更多，适用范围也更加广泛。因此，教师在使用教材时，要根据学生们的情况，

适时地调整一下口语任务的形式，这样不仅能够完成口语任务的交际目的，还能够发展学生们的能力，

培养他们对英语的兴趣与热情。 

2.4. 口语任务配图的对比分析 

结合 Levie 对于插图功能的描述，笔者对人教版和北师大版两版教材进行分析，将教材中的插图分

为装饰性、描述性、组织性、解释性 4 种类型。笔者将教材中的口语板块配图进行了分类整理，下表(见
表 4)为统计结果。 
 
Table 4. Statistical table of illustrations of oral task in textbooks in People’s Education Press and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表 4. 北师大版、人教版口语任务配图统计表 

 
人教版 北师大版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装饰性 16 34% 12 80% 

描述性 0 0 0 0 

组织性 23 49% 3 20% 

解释性 8 17%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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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数据(见表 4)得出，北师大版教材有 15 张口语板块配图，而人教版教材有 47 张配图。上表

的统计结果表明：两版教材的口语板块的配图都以装饰性配图和组织性配图为主，关于描述性配图，两

版教材都没有涉及到。大体上，两版教材关于口语板块配图方面的设计，理念以及意图也是基本一致。 
笔者分析了两版毕业年级的教材，毕业年级的学生基本的英语知识已经具备，语言知识和学习能力

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随着年级的增长，装饰性配图和描述性配图应该逐渐减少，而组织性配图和解释

性配图要相应地增多。从统计结果来看，人教版教材比较符合这一理念，组织性配图和解释性配图总共

占比 66%，而相较之下，北师大版教材的口语板块的配图大部分都为装饰性配图，对于高年级学生来说，

装饰性配图并不适合他们英语能力的发展。 

3. 教材中口语板块设计的结论 

针对以上四个板块，我们可以看出，两版教材的口语板块的设计还是符合新课标的总体理念。两版

教材都是以提高学生的语言能力为主的，通过口语板块的设计能够得出，两版教材都很注重培养学生的

基础语言能力，对于学生基础语言能力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3.1. 口语话题主题丰富 

据笔者初步统计，两版教材的口语板块数量较多，且范围广泛。北师大版教材包括 42 个口语板块的

任务，而人教版教材更是将其数量提高到了 88 个。可见两版教材都很注重孩子的语言能力的培养，尤其

是口语表达的能力，这在语言学习的过程中是较为关键的一环。新课标(2017)着力强调主题意义，并且按

照主题语境划分为“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人与自然”这三大主题。纵观两版教材的单元主题以

及子话题，笔者发现两版教材的口语话题的设计较为合理，三大主题都有所涉及，口语话题的主题丰富，

有利于学生语言能力的培养与发展。而且两版教材的不匹配话题的适量以及占比较少，不影响教材整体

的设计，以及学生语言能力发展的需求。 

3.2. 口语任务形式多样 

新课标(2017)将教材活动或任务分为学习理解、应用实践和迁移创新这三类，致力于加强学生们对主

题意义的理解。结合新课标的要求，笔者对两版教材的口语任务形式进行了大致的初步统计，两版教材

的口语任务形式多样，三类的口语学习活动形式都有涉及，能够很好地锻炼学生的语言能力。但是两版

教材的设计各有侧重，重点突出。人教版教材侧重于学生们的语言知识，让学生能够将学到的知识内化

吸收。北师大版教材的口语板块形式则相对更具挑战性一些，重点在锻炼学生们的思维能力。因此，人

教版教材的普及性比北师大版教材要高，人教版教材更为基础，受众学生更多，适用范围也更加广泛。 

3.3. 口语板块配图内容多变 

按照新课标的理解，装饰性与描述性配图更加倾向于帮助学生们理解语篇内容，而组织性与解释性

配图注重辅助学生进行内化运用。通过以上笔者的初步统计，能够得出两版教材的配图内容是变化的，

不局限于一种形式。关于配图方面，两版教材的设计理念相对一致，但是也是各有侧重。人教版的教材

组织性与解释性配图占比较多，而北师大版教材则与之相反，装饰性与描述性配图占比较多。由此可知，

人教版教材希望利用配图帮助学生进行语篇内容的吸收内化，而北师大版教材由于语篇内容较难理解，

所以利用装饰性配图帮助学生进行理解。 

4. 启示与建议 

根据认知过程的普遍规律和教学过程中学生的认识特点，学生系统掌握知识，一般是以对课本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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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开始，感知越丰富，理解就越深刻，形成概念和理解知识就越容易[5]。同时教材具有更加系统化、规

范化的知识体系，便于学生自主学习、复习和进行作业。因此，如何发挥出教材的最优价值，对于英语

教师而言相当地重要。 

4.1. 整体把握教材，优化口语话题 

教师既是教育者，同时也是创造者，教材只是教师进行日常教学工作的一个重要依据。作为一名优

秀合格的教师，不应该把教材奉为圭臬，而应该学会对教材内容进行分析。根据新课标的要求，结合学

生的日常学习情况，适当地对教材进行取舍、整合，以求达到“创造性地使用教材”，为学生创造贴近

日常生活的语料情境，使学生真正体会到英语与生活的联结。教师要根据课标的要求，在保持口语板块

交际目的的情况下，教师要对不匹配的口语话题进行增减与调整。经过综合考虑学生整体的认知水平，

教师可以删减重复出现的冗余语料。对于不匹配的话题，教师在使用教材时，在讲到相应话题的时候，

要根据学生们的具体情况，结合口语任务的交际目的，适当地改变一下口语任务的话题。不仅锻炼了学

生们的思维，也能够很好地实现交际目的。 

4.2. 做到因材施教，合理调整口语板块形式 

学生个体的知识水平具有一定的差距，教师的前提工作就是了解学生，便于对学生实施因材施教。

有助于教师不断地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发展教师的基本素养，帮助学生培养基本的语言知识和技能。

教师需要了解学生已经知道了什么、学生想了解什么、学生对什么感兴趣、学生对什么感到困难，这是

教师工作的基本方针，只有这样教师才能准确地指导学生，培养他们的语言知识和技能。比如，对于面

对语言基础稍弱的学生群体，教师可以使用普适性更高的语篇材料，让学生能够快速理解所学习到的知

识，提高他们的基础能力。而对于认知水平较高的学生而言，教师可以根据教学内容，适当地引用一些

高难度的语篇材料，培养他们更高水平的能力，开拓他们的语言潜能。 

4.3. 根据学生认知水平，灵活运用配图 

教材中口语交际板块的配图必须要贴近学生的日常生活，符合学生日常交际的情境。配图也要追求

新颖，如果配图较大脱离了学生日常交际的范畴，那就不符合新课标的要求，也会导致学生学习兴趣大

大降低。另外，配图就是要帮助学生理解，让他们更好地进行学习，所以，配图要尽可能符合本单元的

主题，根据学生的认知能力进行设置。语言基础稍弱的学生，可以利用配图辅助语篇内容进行学习，可

以运用装饰性和描述性配图，帮助他们理解知识和发展能力。而对于知识水平比较高的学生，多运用组

织性和解释性配图，培养他们的思维能力，发掘他们的语言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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