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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基于教科书评价理论，采用系统评价中的内部评价法，对人教版初中七年级英语教材中的中国文

化内容进行了调查。通过内容分析法对其进行了研究和分析。研究发现，人教版初中七年级教材中本土

文化呈现较少，主要侧重于呈现目标语文化；中国文化元素在各个板块中的分布较为均匀，均分布在听

力、阅读、口语等板块。其中口语板块出现中国文化知识的频次较高，这可以在锻炼学生交际能力的同

时增强他们的文化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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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textbook evaluation theory,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Chinese cultural content for 
Grade 7 in PEP Junior High School English Textbooks by using internal evaluation. It was studied 
and analyzed through the content analysis method and found that the native culture was pre-
sented less, mainly focusing on presenting the culture of the target language; the distribu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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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cultural elements in the various boards was relatively even, and all of them were distri-
buted in the boards of Listening, Reading, and Speaking. Among them, the frequency of Chinese 
cultural knowledge is higher in the speaking section, which can enhance students’ cultural aware-
ness while practicing their communicative sk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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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22 版)》提出英语学科的核心素养包括语言能力，思维品质，文化意识

和学习能力四个维度教(教育部，2022) [1]。其中文化意识的培养并不仅是指培养学生英美国家的文化意

识，还要让学生理解不同国家的文化差异。在尊重国外文化的同时，教师应将中华传统文化融入到初中

英语教学之中，有效地增强学生爱国主义精神，树立跨文化意识，提高跨文化交际的能力。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显著增强，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引领下，中国与全球各国的交流互动

愈发频繁。在这一过程中，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尊重，已逐渐上升为国际交往的核心

议题。世界正瞩目于中国的蓬勃发展，而中国文化也在全球范围内传播，为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注入新的

活力。然而，在当前我国的英语教育中，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学生们往往能够流畅地用英语讲述圣

诞节、复活节等西方节日的文化内涵，却难以用同样清晰地表达方式介绍春节的喜庆、兵马俑的壮丽、

长城的巍峨等中国文化的精髓。这种“中国文化失语”的现象，无疑阻碍了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步伐，

使得我们在文化交流中未能完全展现中国的魅力。因此，我们必须引导学生们学会整合“引进来”与“走

出去”的策略。这意味着，在吸收和借鉴世界优秀文化的同时，更要强化民族文化的认同感，树立坚定

的文化自信。通过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我们不仅能够更好地传播中国文化，还能在国际舞台上展现中

国的风采，进一步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了培育文化自信的重要性，

确定了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的宏伟目标(习近平，2022) [2]。中华民族的复兴和崛

起，必然伴随着中华文化的繁荣和复兴。中华文化反映了国家的精神内核，既是中华民族发展的根和魂，

也是中国人民世代传承的宝贵精神财富。 
因此，在英语教学的过程中，也应加强对学生中国文化的教育，为学生传播中华文化创造良好的条

件。教材作为教学过程的重要载体，能够让中国文化与其他国家的文化更好地融合在一起，让学生在学

习国外文化的同时也能领略到本国文化的精髓，能够更好地弘扬学生的爱国精神，突出“爱国”这一核

心价值观的引导。研究教材中中国文化的元素，可以帮助英语教师在提高学生语言能力的同时，增强其

文化意识。使得学生在英语学习中，也能够不断学习中国文化；同时，能够学会用英语表达，向世界展

示我们的中国文化，树立文化自信的意识。 

2. 概念界定 

2.1. 文化 

“文化”一词来源于拉丁语“cultura”，意思是耕种、驯化和敬畏神灵。经过历史的演变，其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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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了丰富和发展。最早将文化定义为一个概念的学者是爱德华·泰勒。泰勒被称为人类学之父。他认为，

“文化或文明，就民族学的广义而言，是一个综合的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

以及社会成员所习得的所有其他技能和习惯”(Tylor, 1988) [3]。从那时起，文化的不同定义开始发展。

这些定义一般包括两种趋势。一种是广义上的定义，认为文化是人类独特的创造物。这种创造性活动使

人区别于动物。广义的文化包括人类创造的一切成果——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狭义的文化则认为文化是

人类创造的精神成果。英国传播学者 Williams (1961)分析了数百个具有文化内涵的词条，提出文化的定

义可以概括为三大类：第一是理想的。在这类定义中，文化被解释为具有绝对和普遍价值的人类完美的

状态和过程。第二个定义是记录保存。它强调文化是人类智慧和创造的主体，是人类过去思想和经验的

详细记录。第三是社会性。在这一定义中，文化被描述为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代表着习俗和日常行为

中的特定意义和价值[4]。同时，学术界对文化的定义也非常丰富。傅铿(1990)对其他学者关于文化的定

义进行了总结和评价，提出了文化的定义。他认为文化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其核心是价值观。而文化制

度不仅是对人类活动方式加以限制的手段，而且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和成果[5]。总而言之，学者们在各个

领域从不同的角度对文化进行了研究和定义，因此目前还不可能给予一个准确的“文化”定义。本研究

采用广义的文化，包括人类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为便于研究，本文对文化的定义可进一步细化为历

史地理、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价值观念。这一定义很好地概括了上述内容，并对文化教学

带来了具体的指导和有益的启示。 

2.2. 文化意识 

国外学者 Tomalin (1993)认为，“文化意识”是一种对语言使用和交际的认知，它深受与文化背景有

关的行为的影响[6]。文化意识是学习者在学习语言时通过情感策略主动感知文化的意义和价值，进而形

成追求文化的主观能动性(赵同庆，2007) [7]。根据《英语课程标准》，文化意识主要表现为文化知识、

文化理解、跨文化交际意识和能力。从文化意识的定义不难看出，文化意识强调的是对中外文化及其差

异的敏感和认知，以及处理文化差异的灵活性。跨文化意识包含在文化意识中，是指对其他文化的理解

能力和宽容态度(高一虹，2002) [8]。作为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核心，这种文化意识可以帮助学生深入

理解文化知识，并在跨文化交际中灵活应对。有必要培养学习者对不同文化的敏感性，使学习者能够意

识到文化差异，在交际中表现得更加得体。结合上述定义和教科书，本研究将文化意识定义为文化认知、

文化态度和文化行为。其中，文化认知包括国内文化知识和国外文化知识。文化态度是指文化差异的意

愿和开放性。文化行为是指学生在跨文化交际情境中，根据自身的文化背景和所处的环境而表现出的行

为取向。 

3. 程晓堂教科书评价理论 

国外对教科书的研究始于世纪中期，但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90 年代才正式确立教科书评价理论。

相比之下，我国的教科书评价起步较晚。然而，在借鉴国外理论的基础上，国内学者大都试图构建适合

我国国情的教科书评价理论，程晓堂就是其中的代表。在《教材分析与设计》一书中，程晓堂具体介绍

了教材选用的三个评价尺度，分别是初评、细评和在用评价。这些介绍为理解教科书评价理论提供了思

路，也为国内学者进行教科书评价研究提供了帮助。其中，程晓堂教授较为系统地阐述了他对教材评价

理论的系统性、独创性见解[9]。 
程晓堂将教材评价分为印象性评价和系统性评价[10]。印象主义评价属于主观评价，相比之下，系统

评价是一种相对科学的方法。系统评价又可分为内部评价和外部评价。内部评价是指对教材本身的合理

性和科学性的评价，外部评价是指教材对特定社会的适用性。也就是说，内评就是检验教材是否符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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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教育理念，也就是课程标准。外部评价需要分析教师、学生等使用者的需求。由于时间仓促，本研

究采用系统评价中内部评价的方法，对人教版初中英语教材中的中国文化内容进行了调查。内部评估包

括对这些教科书中的中国文化内容进行文本分析，如文本的比例、类别、价值观和呈现方式。 

4. 研究设计 

4.1. 研究问题 

1. 中国文化元素在人教版初中七年级教材中是如何呈现的？ 
2. 中国文化元素在人教版初中七年级教材中分布情况如何？ 

4.2. 研究方法 

本研究通过内容分析法，对七年级教材中的中国文化元素内容进行分析研究。内容分析法的对象通

常为表格，图形，文本等内容，结合相关的理论基础，对这些元素进行分析和比对，从而形成内容研究

结果。 

5. 研究结果 

5.1. 人教版初中英语七年级教材文化元素分析 

本套教材中涵盖了目标语文化、本土文化和其他文化。在英语教材中融入目标语文化、本土文化和

其他国家文化，可以更好地促进学生了解不同国家的文化，也能加强他们的跨文化交际的意识，培养和

提高其跨文化交际的能力。 
由表 1 可以看出，本教材在七年级学段，目标语文化呈现的次数为 22 次，本土文化为 10 次，其他

文化为 4 次，其文化元素主要还是以目标语文化为主。 
 

Table 1. Distribution of different cultures for Grade 7 in PEP junior high school English textbooks 
表 1. 人教版初中英语七年级教材不同文化分布情况 

教材中文化内容 目标语文化 本土文化 其他文化 总计 

七上 9 3 0 12 

七下 13 7 4 24 

总计 22 10 4 36 

5.2. 人教版初中英语七年级教材中国文化元素分布情况 

在英语教材中，文字、图片等呈现方式常被用来设计和安排教材中的教学内容(吴晓威，2014) [11]，
在对本套教材进行总结分析后，笔者归纳出了文字、图片、文字 + 图片、表格这四种中国文化的呈现形

式。初中英语七年级教材中中国文化的呈现形式的统计结果如表 2 和表 3 所示。 

5.2.1. 七年级上册中国文化元素分析 
由表 2 可以看出，七年级上册中所含的中国文化元素内容较少且呈现形式较单一，呈现形式主要是

图片和文本。虽然呈现了中国文化的内容，但有些只是提及，并未有具体的描述。可见，在本册教材中，

中国文化元素出现的频率较低，分布不均匀，且比较零散，呈现得也不够明显。 

5.2.2. 七年级下册中国文化元素分析 
七年级下册共 12 个单元，其板块内容与七年级上册的一致。本册教材中中国文化元素的分布如表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71245


周珂羽 
 

 

DOI: 10.12677/ae.2024.1471245 862 教育进展 
 

3 所示。 
 

Table 2. Distribution of Chinese cultures for Grade 7 (I) in PEP junior high school English textbooks 
表 2. 七年级上册中国文化元素分布情况 

单元 所在板块 内容 呈现形式 频数 

Starter Unit 2 1a, 3a 中国地图 图片 2 

Starter Unit 3 2e CCTV 标志 图片 1 

Unit 1 Section B 名字 文本 2 

Unit 2 课后注释 中国家庭成员之间的称谓 文本 1 

Unit 7 Section B 3a 人民币 文本、图片 1 

Unit 8 Self Check 中国节日日期 文本 1 

 
Table 3. Distribution of Chinese cultures for Grade 7 (II) in PEP junior high school English textbooks 
表 3. 七年级下册中国文化元素分布情况 

单元 所在板块 内容 呈现形式 频数 

Unit 1 Section A 3a 
Section A 1a~1c 中国功夫 文本 2 

Unit 5 2a-2b, 3c 
Section B 1a~1c, 3b 熊猫 文本、图片、表格 9 

Unit 6 
Section A 1a~1c 

Section B 3a 
Section A 1a~2d 

北京 
哈尔滨 
中国食物 

文本、图片 4 

Unit 10 Section B 2a~2c 
Section B 1c~1d 

中国生日食物 
中国餐馆 

表格 
文本、图片 

11 

 
由表 3 可以看出，在七年级下册中，中国文化元素明显增多，在各个板块中的分布也较为均匀，分

布在听力、阅读、口语等板块。呈现形式也较为多样，由图片、文字、表格的结合可以更好地帮助学生

了解和感受中国文化。 

5.2.3. 人教版初中英语七年级教材中中国文化元素在不同语言表达上呈现形式分析 
《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22 版)》中强调英语语言技能包括听、说、读、写、看等方面的技能[1]。

本套教材在板块安排上均为每个单元包括 Section A 和 Section B 两个部分。Section A 强调听、说、看的

技能，Section B 侧重培养学生听、读、写的技能。按照板块分布，本研究将根据“听力”、“口语”、

“语法”、“阅读”、“写作”这五个板块对七年级教材中的中国文化元素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如表 4
所示。 

 
Table 4. Forms of Chinese cultural elements in different linguistic expressions 
表 4. 中国文化元素在不同语言表达上的呈现形式 

 听力 口语 语法 阅读 写作 

七上 1 3 0 1 2 

七下 6 5 1 3 2 

总计 7 8 1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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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4 可知，在本套教材中，有从不同的语言技能方面培养学生的中国文化知识的学习。其中，从

各项中国文化元素呈现的频次来看，口语板块中出现中国文化知识的频次较高，共 8 次；而听力板块仅

此于口语板块，共 7 次；写作和阅读共出现 4 次；然而语法部分中的中国文化知识内容较少，共出现 1
次。由于语法部分主要集中于教授学生单一的英语基础知识，因此呈现中国文化知识内容较少。 

6. 结论与启示 

6.1. 研究结论 

第一，人教版初中七年级教材中本土文化呈现较少，主要侧重于呈现目标语文化。 
第二，人教版初中七年级教材中中国元素在各个板块中的分布较为均匀，分布在听力、阅读、口语

等板块。在听、说、读、写不同的语言学习技能中都有所涵盖，呈现形式也较为多样，多数为图片、文

字、表格相结合，可以更好地帮助学生了解和感受中国文化。在听、说、读、写不同的语言学习技能中

都有所涵盖，使得学生在不同的语言情境学习下，都能够充分学习和运用中国文化知识；且通过文本、

图片或两者结合的方式，更能够让学生更加直观方便地学习中国文化元素。 
第三，人教版初中七年级教材中口语板块出现中国文化知识的频次较高，这可以在锻炼学生交际能

力的同时增强他们的文化意识。使得学生能够学会用英语表达，向世界展示我们的中国文化。 

6.2. 研究启示 

第一，中国文化内容应丰富多样。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内容应展现其丰富多样性。在教材中，除了

涵盖中国传统节日、各大城市风貌以及独特习俗外，还应适当增添中国的名人故事、深厚的历史知识以

及复杂的人际交往习俗等多方面的内容，让学生接触和学习到更为广泛和深入的中国文化知识，从而形

成一个全面而多元的文化认知。同时，教师在讲授中国文化时，也应从多角度出发，运用不同的教学方

法和策略。他们可以通过讲述历史故事、分析名人事迹、探讨社会现象等方式，引导学生深入理解中国

文化的内涵和价值。这样的教学方式不仅能够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还能够培养他们的文化自觉性和自

信心，让他们更加珍视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第二，在语法板块增加中国文化元素的内容。从研究结果可知，本册教材中语法板块的中国文化内

容相对匮乏。考虑到语法学习本身往往显得较为枯燥，缺乏吸引力，因此，在语法教学中可适当加入中

国文化元素，这样的设计不仅有助于学生更直观地理解和记忆语法规则，更能让他们在学习语法的同时，

领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这样的教学方式不仅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还能增强他们的文化认同感

和自豪感，从而达到一举两得的效果。因此，我们建议在语法板块中适当增加中国文化元素的内容，使

学习过程更加生动有趣，同时促进学生对中国文化的深入了解与欣赏。 
第三，中国文化元素呈现方式应多元化。在中国文化元素的呈现形式上，除了传统的图片、文本

和表格外，我们还可以创新性地引入更多元的形式，如相关的音频和视频资源。音频资源为学生提供

了一个随时随地学习中国文化的机会，使他们在碎片化的时间里也能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的精髓。这种

灵活的学习方式有助于学生更好地融入中国文化，增强文化认同感。而视频资源则以其直观性和生动

性，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通过视频，学生可以更加直观地感受到中国文化的魅力，了解中

国文化的各个方面。同时，视频教学也能帮助教师提高课堂效率，使课堂内容更加丰富多彩，吸引学

生的注意力。随着科技的日新月异，我们还可以将诸如 Chat GPT 等人工智能技术融入课堂之中。这些

技术不仅能够为教学提供更多样化的辅助工具，还能为学生创造一个更为生动、有趣的学习环境，进

一步提升他们的学习体验。通过这样的教学方式，我们可以让中国文化课堂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更加

富有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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