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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互动电子书在英语教育中的应用日益普及。在过去的研究中，学者们综合分析了

互动电子书的研究趋势。然而，针对互动电子书在英语等特定学科领域的有效性却鲜有探讨。因此，本

研究着眼于互动电子书作为一种便捷的英语教育工具展开分析。首先，本研究筛选出2021~2023年期间

15份高水平的文章，并根据本文所开发的编码方案解答五个研究问题：1) 近阶段融入互动电子书的英

语课堂研究中，采用了哪些研究方法和学习策略？2) 运用于英语课堂的互动电子书一般的设计特点是什

么？3) 融入互动电子书的英语课堂，学习者一般是何种教育环境、教育背景、参与者角色、学习场景？

4) 在选定的融入互动电子书的英语学科研究中，重点关注哪些方面？研究议题是什么？5) 在英语课堂

上使用互动电子书作为教育工具的潜在好处和局限性有哪些？本文认为，互动电子书在英语课堂上是一

种宝贵的学习工具，但它在实际教学和技术配置方面也面临一些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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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progress of technology, the application of interactive e-books in English edu-
cation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opular. In past studies, scholars have analyzed the research trends 
of interactive e-books. However, little has been done to address the effectiveness of interactive 
e-books in specific subject areas such as English. Therefore, this study focuses on analyzing inter-
active e-books as a convenient tool for English education. First, this study screened 15 high-level 
articles for the period 2021~2023 and answered five research questions based on the coding 
scheme developed in this paper: 1) What research methodologies and learning strategies have 
been used in recent studies of English classrooms incorporating interactive e-books? 2) What are 
the general design features of interactive e-books utilized in English classrooms? 3) What kind of 
educational settings, educational backgrounds, participant roles, and learning scenarios do learn-
ers typically have in an English classroom that incorporates interactive e-books? 4) What are the 
areas of focus in the selected research on English subjects incorporating interactive e-books? 
What are the research topics? 5) What are the potential benefits and limitations of using interac-
tive e-books as an educational tool in the English classroom? This paper argues that interactive 
e-books can be a valuable learning tool in the English classroom, but it faces some challenges in 
terms of practical pedagogical and technological configu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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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当今信息时代，英语已经成为国际交流和跨文化沟通的重要工具，是许多人在教育和职业发展中

不可或缺的技能[1]。然而，传统的英语学习方式存在诸多局限性，例如缺乏趣味性、难以个性化、学习

资源受限等，这些因素可能对学习者的学习动力、学习体验以及学习效益产生负面影响[2]。随着技术的

不断发展，研究人员积极探索如何有效利用技术提升学习者的英语技能[3]。在众多技术中，电子书因其

便捷性、个性化和低成本等特点备受关注[4]。与传统的纸质书籍相比，电子书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可访

问性，使学习能够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间进行[5]。根据互动性质划分，电子书可以分为传统电子书(TE)
和互动电子书(IE)。传统电子书主要侧重于文本和图像，缺乏多媒体和互动元素，而互动电子书则包括多

媒体元素、内嵌链接、互动问题和游戏等特性，被视为数字书籍的高级版本和增强扩展[6]。作为一种数

字化学习资源，互动电子书结合了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多种形式，通过丰富的互动元素和个性化

的学习体验，为学习者提供了更加生动有趣的学习方式[7]。许多研究者认为，互动电子书所具备的多媒

体资源和即时反馈功能使其成为英语语言学习和教学过程中有前景的工具[8]。 
学术界对于互动电子书的有效性存在着争议[9]。迄今为止，虽然已有多项研究证实了互动电子书对

学习者英语学习的积极影响，它能够保持学习者的积极性，并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10]。但是也有研

究指出，过多的互动元素可能会分散学习者的注意力，进而干扰学习过程[11]。Chen 等人(2023)曾对英语

作为外语教育领域使用电子书的研究趋势进行了探讨，着重涉及了三年前电子书在 EFL 领域应用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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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环境、针对性技能和学习指标等方面[12]。值得注意的是，在先前的文献中很少有研究探讨电子书的

设计特点并分析其对处于不同教育环境和学习场景的学习者的影响。因此，本研究通过检索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系统回顾了近三年(2021~2023 年)有关互动电子书在英语学科中应用的文献，以了解互

动电子书在英语教育中的现状、潜力和挑战。本研究的研究问题如下： 
1) 在选定的融入互动电子书的英语学科研究中，采用了哪些研究方法和学习策略？ 
2) 运用于英语课堂的互动电子书一般的设计特点是什么？ 
3) 融入互动电子书的英语课堂，学习者一般是何种教育环境、教育背景、参与者角色、学习场景？ 
4) 在选定的融入互动电子书的英语学科研究中，重点关注哪些方面？研究议题是什么？ 
5) 在英语课堂上使用互动电子书作为教育工具的潜在好处和局限性有哪些？ 

2. 互动电子书的定义 

自电子书首次出现以来，研究者们对这一术语还没有具体的定义。一些学者指出，电子书只将书籍

中的内容数字化，并允许读者进行电子阅读[13]。Littman 和 Connaway (2004)将电子书定义为一系列电子

图书，使读者能够通过各种数字设备，如平板电脑或计算机阅读学习内容[14]。电子书实际上是印刷书籍

的数字版本[15]，其内容以电子文本的形式呈现，通常以 EPUB、PDF、MOBI 等各种电子书格式存储在

电子设备或云存储中，主要用于电子设备上的阅读，如电子阅读器、平板电脑、智能手机或计算机。 
根据 Bozkurt 和 Bozkaya (2015)的观点，互动电子书本质上是数字图书的格式，其中用户、数字图书

以及环境在高水平上进行互动，数字图书元素可以相互作用，还可以与环境和用户以及多个通信渠道同

时互动[6]。因此，可以将互动电子书归结为，是一种高度互动的媒介和学习材料，它将文本、图像、音

频、视频和各种交互元素融合在一起，以强调在电子书中提供诸如注释、高亮、书签、搜索、评估等功

能，从而为读者提供更具参与性的阅读体验，有助于有效支持教师和学生的个性化教学过程[16]。 

3. 互动电子书的发展历程 

随着印刷书籍被转移到计算机环境，电子书的概念随之诞生。印刷书籍电子版本的开发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60 年代，这是整个电子出版现象的早期。根据 Ardito (2000)所述，“电子书”这一术语最早由

Van Dam 在早期的超文本系统中使用[17]。1971 年，互联网首次出现了电子书，它是由迈克尔·斯特恩·哈

特(Michael Stern Hart)将美国的《独立宣言》输入计算机而创建，随后他启动了古腾堡计划(Gutenberg 
Project)，从而奠定了公共电子图书馆的基础[18]。在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许多多媒体“实物”以

CD-ROM 的形式出版，特别是词典和百科全书，可供个人电脑阅读。1993 年 11 月，随着网络浏览器的

普及，古腾堡计划开始在互联网上开放，许多印刷材料都可以作为电子图书在线阅读。到 20 世纪 90 年

代末，许多电子书可以在个人数字助理等设备上使用，同时制造商也在研发专门的手持设备，以更好地

呈现书籍形式的文本。然而，在 2000~2002 年互联网泡沫破灭之后，电子书并没有被出版业广泛接受，

人们对电子阅读设备和电子书技术的投资逐渐消退[19]。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索尼和亚马逊公司(Kindle
电子阅读器)于 2006 年先后推出电子阅读器，电子书行业可能已经开始复兴。此后，美国的电子书销售

迅速增长，推动了 EPUB、PDF、MOBI、AZW 等电子书格式的大规模使用。同时，随着技术进步，电

子书能够集成大量内容和互动元素，电子书的概念也在这一过程中实现自我更新[20]。 
互动电子书的技术发展历程可以划分为 3 个阶段，包括早期电子书、多媒体电子书、弱互动电子书。

早期电子书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简单的文本和图像呈现，通常以 HTML 或纯文本格式制作，而这些电子

书常常缺乏多媒体元素和互动性[21]。21 世纪初，随着计算机性能和互联网的进步，电子书开始整合多

媒体元素(如音频和视频)，以提供更为丰富的阅读体验，这使得出版商能够创作更生动的故事和教育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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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1 世纪 10 年代，移动设备(如平板电脑)普及后，电子书开始引入更多的互动元素，如触摸屏幕交

互、拖放操作、动画和互动游戏。尤其是儿童电子书受益于这些互动功能，以提供更具吸引力的学习和

娱乐体验[23]。 

4. 研究流程 

4.1. 筛选条件 

本研究使用两类关键词列表的组合(“互动电子书”AND“英语教育”)检索了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

中文章主体的部分： 
1) 互动电子书相关的关键词：TS = (“electronic book” OR “ebook” OR “e-book” OR “online book” OR 

“digital book” OR “interactive e-book” OR “open e-book” OR “electronic textbook”) 
2) 英语教育相关的关键词：TS = (“language learning” OR “English language learning” OR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OR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OR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OR “ESL” OR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OR “EFL” OR “English as a native language” OR “ENL” OR “L2” OR “listening” OR 
“speaking” OR “reading” OR “writing” OR “vocabulary” OR “grammar” OR “pronunciation”) 

4.2. 筛选结果 
 

 
Figure 1. The data collection process 
图 1. 数据收集过程 

 
文献鉴定、筛查、合格性以及最终纳入本综述分析的过程如图 1 所示。第一阶段，本研究通过两类

关键词列表搜索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结果共找到 3631 篇文章。第二阶段，本研究进一步筛查第一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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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纳入的文章，只选定 2021~2023 年出版的 SSCI 及 SCI 类文章。在此阶段，综述性文章、评论性文章

和会议文章均被排除在外，最终剩余 421 篇文章进行人工审查。在最后阶段，我们剔除了 406 篇与互动

电子书在英语教育应用中的无关文章，并且只保留了应用性以及实证性文章。在这一阶段后，只有 15 篇

文章被纳入进一步的综述分析。 

4.3. 编码方案 

为了分析互动电子书在英语教育中的应用文献，本研究根据 Lin 和 Hwang (2019)采用的基于技术的

学习模型，开发了一个编码方案[24]。编码项目包括：互动电子书的设计特点、学习者的教育环境、学习

者的教育背景、参与者角色、学习场景、学习策略、研究方法、语言习得、研究议题、研究结果。每个

项目的具体编码方案描述如附录中的表 A1 所示。 

5. 数据统计结果 

5.1. 互动电子书的设计特点 

如图 2 所示，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当前在实验环境方面存在多种设备可以承载互动电子书。有 1
项研究采用了物理机器人作为用户界面，并设置了互动电子书的交互内容(N = 1, 6.67%)，使得学生能够

与电子书和机器人进行实时交互。其次，大多数研究者选择了基于 web (N = 8, 53.33%)和移动设备(N = 6, 
40%)的方式，将互动电子书的内容承载在 PC 端、平板电脑和手机端，旨在促进学生进行随时随地的泛

在学习。 
 

 
Figure 2. Distribution of experimental environments using interactive e-books in 
English classrooms 
图 2. 英语课堂中使用互动电子书的实验环境分布图 

 
Bozkurt 和 Bozkaya (2015)提出了关于互动电子书的四个主要互动级别，这些级别取决于用户在教学

活动中的参与程度[6]。他们将这四个互动级别描述为：第 1 级表示用户处于被动状态，他们仅仅作为信

息接收者；第 2 级表示用户的参与程度有限，通常仅涉及对教学线索做出简单的反应；第 3 级表示用户

有更复杂的参与，能够对教学线索做出多种反应；第 4 级表示用户能够实时参与，处于互动的最高层级。

如图 3 所示，在筛选的文章中，研究者主要以三级(N = 7, 46.67%)和二级(N = 6, 40%)交互电子书作为学

习英语的工具。这些互动电子书通常拥有一种或多种功能，能够通过文字、语音、动作等多种方式进行

人机交互。相比之下，只有少数研究涉及四级交互电子书(N = 2, 13.33%)，让学习者实时参与学习英语。

而目前很少有研究使用一级交互电子书(N = 0)，可见研究者们更加关注学习者的学习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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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Distribution of interaction level of interactive e-books in the English 
classroom 
图 3. 英语课堂中互动电子书的交互程度分布图 

5.2. 学习者的教育环境 

Sharifi 等人(2018)根据英语语言学习者的教育环境将其分为三个类别，包括：学习者在英语为外语的

地区学习英语(EFL)、学习者在英语为母语的地区学习英语(ESL)以及学习者自身以英语为母语学习英语

(ENL) [25]。如图 4 所示，在筛选的文章中，大多数研究者主要以 EFL 学习者为研究对象(N = 15, 93.75%)，
探讨这些学习者使用互动电子书学习英语的表现；其次，有少数研究探讨了 ESL 学习者的表现(N = 1, 
6.25%)；然而，在这些文章中没有研究探讨 ENL 学习者使用互动电子书学习英语的情况(N = 0)。 

 

 
Figure 4. Distribution of educational environments for English language learners 
图 4. 英语语言学习者的教育环境分布图 

5.3. 学习者的教育背景 

如图 5 所示，在英语语言学习者的教育背景方面，研究者们讨论的内容较为广泛。大多数参与者来

自高等教育(N = 5, 31.25%)，这可能是因为大学生普遍对互动电子书持积极态度，并且他们具备自主学习

的能力。其次是学前教育(N = 4, 25%)、中等教育(N = 3, 18.75%)和初等教育(N = 3, 18.75%)。此外，有 1
项研究同时招募了学前教育学习者和家长(N = 1, 6.25%)，以分析互动电子书对学习者学习英语时的学习

效益。然而，这些文献并未提及学习者属于交叉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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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Distribution of educational backgrounds of English language learners 
图 5. 英语语言学习者的教育背景分布图 

5.4. 参与者角色 

图 6 显示了在英语教育研究中互动电子书参与者角色的分布情况。可见，大多数研究集中探讨互动

电子书对学生学习英语的影响(N = 15, 93.75%)，调查了互动电子书如何增强学生的学习效果。其次是家

长(N = 1, 6.25%)，有 1 项研究发现，互动电子书的讨论提示功能能够帮助家长练习对话式阅读策略，从

而为孩子提供更易于理解的输入。然而，在过去的三年里，并没有研究涉及对教师的讨论(N = 0)。 
 

 
Figure 6. Distribution of participants’ roles 
图 6. 参与者角色分布图 

5.5. 学习场景 

图 7 显示了英语教育研究中学习者使用互动电子书的学习场景分布情况。研究数据表明，在英语教

育中使用互动电子书主要分布在四种学习场景，包括课前、课中、课后和实验中。大多数研究者将互动

电子书作为学生的学习材料，并直接运用于英语课堂上(N = 8, 47.06%)。学生可以利用互动电子书的多模

态功能来提升英语技能，同时教师也可以通过观察学生使用互动电子书的学习行为来评估学生的学习表

现。其次，研究者们在课外专门设置了实验(N = 7, 41.18%)，邀请英语语言学习者使用互动电子书，以评

估其对学生学习效益的影响。相比之下，只有 1 项研究将互动电子书综合运用于课前(N = 1, 5.88%)、课

中以及课后(N = 1, 5.88%)。他们开发了一个以目标为导向的主动学习系统(GOAL)，以支持学生的自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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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能力，并在七年级 EFL 学习者中调查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是否会影响他们在自主在线阅读环境中的

阅读参与度、自主学习行为和广泛阅读动机。 
 

 
Figure 7. Distribution of learning scenarios using interactive e-books in English 
classrooms 
图 7. 英语课堂中使用互动电子书的学习场景分布图 

5.6. 学习策略 

图 8 显示了互动电子书在英语课堂学习中采用的学习策略分布情况。本研究的数据统计结果表明，

英语学习者在使用互动电子书进行学习时通常采用五种学习策略，包括引导学习、自主学习、游戏化学

习、项目式学习和协作学习。大多数研究者采用自主学习策略(N = 7, 38.89%)，这可能是因为大多数参与

者具有高等教育背景，自主学习能力较强。其次是引导学习策略(N = 5, 27.78%)和游戏化学习策略(N = 3, 
16.67%)，而协作学习策略(N = 2, 11.11%)和项目式学习策略(N = 1, 5.55%)的使用频率较低。此外，有 3
项研究采用了两种学习策略的混合方式与互动电子书相结合。例如，Boyle 等人(2021)结合引导学习和协

作学习策略，探究了共享电子书阅读对发育障碍幼儿单词阅读能力的影响[26]；Ayşegül 和 Sirin (2021)将
自主学习与游戏化学习策略相结合，研究了六年级 EFL 学习者对电子阅读体验的看法，以及这些看法对

其阅读理解和动机水平的影响[27]；Lim 等人(2021)结合自主学习和游戏化学习策略，比较了互动电子书

和纸质书对初中 EFL 学习者阅读理解的影响[28]。 

5.7. 研究方法 

在研究方法方面，如图 9 所示，大多数研究者采用混合研究法(N = 11, 73.33%)，而定量研究法(N = 3, 
20%)和定性研究法(N = 1, 6.67%)的运用相对较少。从本研究查阅筛选的文章发现，研究者通常收集学习

者填写的问卷数据、访谈数据以及学习行为数据，以此分析互动电子书对学习者的影响。然而，这种数

据收集方式可能偏向主观或者表面，难以对学习者的学习表现进行深入和快速的分析。值得注意的是，

有 1 项研究采用机器学习分类算法，根据学生的电子书阅读行为来预测其表现，这为学习者提供了及时

的干预机会，且为提高他们的学业成绩提供了有力支持。 

5.8. 语言习得 

图 10 显示了互动电子书在英语语言习得中的应用分布情况。英语语言习得的关注点较多，本研究将

其大致归为八类，分别为听、说、读、写、词汇、语法、发音、综合语言。在这些方面，阅读(N = 7, 35%)
与词汇(N = 5, 25%)是许多研究者的主要关注点，其次是发音(N = 2, 10%)和综合语言技能(N = 2, 10%)。
相比之下，听力、口语、写作、语法方面的实证研究较少，各仅有 1 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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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8. Distribution of learning strategies for integrating interactive e-books 
into the English classroom 
图 8. 互动电子书融入英语课堂的学习策略分布图 

 

 
Figure 9. Distribution of research methods for using interactive e-books in the 
English classroom 
图 9. 英语课堂中使用互动电子书的研究方法分布图 

 

 
Figure 10. Distribution of interactive e-books in English language acquisitions 
图 10. 互动电子书在英语语言习得中的应用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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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研究议题 

图 11 显示了互动电子书在英语课堂中的研究议题分布情况。本研究将研究议题分为情意面、认知面、

技能面、行为面以及相关性五个方面进行梳理。情意面进一步细分为情意面 a 和情意面 b 两个子维度；

认知面则进一步细分为认知面 a、认知面 b 和认知面 c 三个子维度。经过数据梳理与统计，本研究发现认

知面 a (记忆与理解) (N = 7, 29.17%)和情意面 a (学习动机) (N = 6, 25%)的研究热度较高，其次是认知面 b 
(推理、自我调节能力与学习注意力等高阶能力) (N = 3, 12.5%)、行为面 a (学习行为) (N = 3, 12.5%)和技

能面 a (准确度与流畅度) (N = 2, 8.33%)。相比之下，情意面 b (自我效能感)、认知面 c (表达与沟通能力)
和相关性 a (社会影响)的探讨较少，各仅有 1 项研究。 

 

 
Figure 11. Distribution of research themes on interactive e-books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classroom 
图 11. 互动电子书在英语课堂中的研究议题分布图 

5.10. 研究结果 

图 12 对互动电子书在英语语言学习的各个关键领域的研究结果进行了分析和整理。如图所示，研究

结果中“积极”的数量占比最高(N = 18, 90%)，而“无差异”(N = 2, 10%)的占比较少，未出现“消极”

结果。本研究发现互动电子书在英语词汇与阅读方面的有效性存在争议。例如，Lim 等人(2021)将交互式

电子书与纸质书分别应用于初中 EFL 学习者，但结果显示两组学习者在阅读理解测试分数上没有显著差

异[28]。同时，他们指出电子书的交互功能可能会分散学生的阅读任务，从而影响理解；Yang 等人(2022)
发现了注重故事理解的讨论提示并不一定能促进孩子的英语词汇学习[29]。 

图 13 对互动电子书在英语教育研究议题的研究结果进行了分析和整理。如图所示，研究结果中“积

极”的数量占比最高(N = 22, 91.67%)，而“无差异”(N = 2, 8.33%)的结果较少，未出现“消极”结果。

本研究发现互动电子书在认知面 a (记忆)与认知面 b (推理)的有效性存在偏差。例如，Yang 等人(2022)探
讨了通过预先为学习者提供基于边听边读的感知干预来增强学习者对电子故事书所附阅读的口头重复的

可能性。研究结果表明，干预对音素识别和记忆的影响较小[29]；在 Lim 等人(2021)的研究结果中也发现，

利用互动电子书阅读对初中 EFL 学习者文字问题和推理问题没有显着差异，其相关功能可能还会妨碍学

习者的理解[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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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2. Distribution of research results on interactive e-books in English lan-
guage acquisitions 
图 12. 互动电子书在英语语言习得方面的研究结果分布图 

 

 
Figure 13. Distribution of research results of interactive e-books in English lan-
guage education research themes 
图 13. 互动电子书在英语教育研究议题中的研究结果分布图 

6. 总结与展望 

本研究对 2021~2023 年关于互动电子书在英语教育中应用性或实证性的文章进行了文献综述，从设

计特点、学习者的教育环境、教育背景、参与者角色、学习场景、学习策略、研究方法、语言习得、研

究议题以及研究结果等多个维度进行了分析，具体内容如附录中表 A2 所示。 
根据对文章内容分析的结果显示，近三年涉及互动电子书融入英语教育的实证研究主要采用混合研

究法和定量研究法评估其对学习者的影响。与此同时，本研究发现互动电子书已与前沿技术(如教育机器

人和机器学习分类器)相结合，以优化学习效果[30] [31]。未来互动电子书的发展趋势是全面深度分析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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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者使用互动电子书的情况，以及时对学习者进行干预。在互动电子书的设计特点方面，大多数研究采

用基于 web 和移动设备的方式呈现学习材料，并采用二级和三级交互实现单模态和多模态交互。值得注

意的是，有研究已将互动电子书与教育机器人相结合，并采用四级交互，为提升学习者英语技能提供了

有效手段与创新模式。此外，本研究发现互动电子书在具有高等教育和学前教育背景的学习者中得到了

更多的关注和研究。然而，对于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背景的学习者研究相对较少。这些研究主要采用了

自主学习和引导学习策略结合互动电子书，少数研究已采用了多种学习策略相结合的方式，以丰富学习

者的学习体验。在学习场景方面，大多数研究是在课堂内进行的，这可能是因为互动电子书可以成为学

生课堂上有效的学习工具。在参与者角色方面，本研究发现大多数研究关注学生角色，而对于家长、教

师、图书管理员等其他参与者角色的研究较少。未来的研究还需要多方面考虑不同参与者角色的融合，

他们的观点可以综合总结出互动电子书的优缺点，以开发出更适合目标受众的高质量电子书。在学习者

的教育环境方面，对于 EFL 学习者的相关研究较多，而 ESL 学习者和 ENL 学习者的研究相对较少。未

来可以尝试将互动电子书融入本土地区，进行对比实验，以进一步扩大研究范围。在英语教育领域，阅

读和词汇成为了研究的热点，但很少有研究探讨互动电子书在听力、口语、写作、语法等方面的应用影

响。未来的研究可以结合人工智能技术，如 VR、AR、聊天机器人、语音识别技术等，将这些作为研究

重点，从而拓宽互动电子书的应用面。在研究议题方面，大多数研究集中讨论了认知面 a (记忆与理解)
和情意面 a (学习动机)进行讨论，而对情意面 b (自我效能感)、认知面 c (表达与沟通能力)和相关性 a (社
会影响)等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这也是当前研究中存在的空白。 

本研究总结了过去三年的研究方向，并对相关研究进行了分析。尽管电子书在英语教育方面具有巨

大潜力，但为了提升教学和学习体验，我们也需要考虑它所面临的挑战。由于互动电子书具有便捷性、

灵活性和个性化等特点，学习者可以在不受地点和时间限制的情况下获取学习材料。互动电子书还具有

笔记、搜索和导航、文本突出显示、书签和分享等功能，在增加相应的游戏化元素后，它们摆脱了传统

课堂教学的复杂性和压迫感，使阅读材料更具吸引力，这有助于减少学习者的英语学习焦虑，培养他们

更高的自信心和主动性，最终提高他们的英语学习成效[32]。然而，一些研究指出长时间使用互动电子书

可能导致眼睛疲劳和头痛[33]。电子书增强的交互性可能使学习者过度关注交互，从而分散学习注意力。

其次，电子书通常承载于移动设备上，这可能导致年轻学习者对移动设备的过度依赖，从而引发一系列

健康问题[34]。在这种情况下，考虑英语语言习得和参与者角色的特点、学习者的教育背景以及学习策略

等因素对于互动电子书的设计与开发至关重要。未来的研究可以更多地关注选择合适的技术支持和学习

策略，并将其与互动电子书相结合。其次，有必要进行多层次、多维度的实地考察，以证实使用互动电

子书进行英语学习的有效性，为学习者提供支持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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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Table A1. Coding scheme for interactive e-books in English language education research 
表 A1. 互动电子书在英语教育研究中的编码方案 

类别 方面 

互动电子书的 
设计特点 

两个方面：实验环境(a. 基于 web；b. 基于移动设备；c. 机器人用户界面) 
交互程度(a. 一级：被动；b. 二级：简单互动；c. 三级：复杂互动； 
d. 四级：实时互动) 

学习者的教育环境 三个方面：学习者在英语为外语的地区学习英语(EFL)、学习者在英语为母语的地区

学习英语(ESL)、英语为母语的学习者(ENL) 

学习者的教育背景 五个方面：学前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交叉水平 

参与者角色 三个方面：学生、教师、家长 

学习场景 四个方面：课前、课中、课后、实验中 

学习策略 五个方面：引导学习、自主学习、游戏化学习、项目式学习、协作学习 

研究方法 三个方面：定量研究法、定性研究法、混合研究法 

语言习得 八个方面：听、说、读、写、词汇、语法、发音、综合技能 

研究议题 

五个方面：情意面(a. 学习态度、动机、兴趣；b. 自我效能感、自信) 
认知面(a. 记忆、理解、应用；b. 高阶能力：分析、推理、问题解决能力、

自我调节能力、学习注意力、创造力；c. 表达能力、沟通能力、

合作能力) 
技能面(a. 准确度、流畅度) 
行为面(a. 学习行为：学习参与度、学习路径) 
相关性(a. 学习模型价值、社会影响) 

研究结果 三个方面：积极、消极、无显著差异 

 
Table A2. Summary of reviewed research syntheses 
表 A2. 经审查的研究综述总结 

文献 设计特点 教育 
环境 教育背景 参与者 

角色 
学习 
场景 学习策略 研究方法 语言 

习得 
研究 
议题 研究结果 

Boyle 等人 
(2021) [26] 

移动设备 
二级交互 

EFL 学前教育 学生 实验中 引导学习 
协作学习 混合研究 词汇 技能面 a 

相关性 a 

词汇：积极 
技能面 a：积极 
相关性 a：积极 

Ayşegül 和 
Sirin (2021)  

[27] 

基于 web 
三级交互 

EFL 初等教育 学生 课中 自主学习 
游戏化学习 定量研究 阅读 情意面 a 

认知面 a 

阅读：积极 
情意面 a：积极 
认知面 a：积极 

Lim 等人 
(2021) [28] 

基于 web 
三级交互 

EFL 中等教育 学生 课中 自主学习 
游戏化学习 混合研究 阅读 认知面 b 阅读：无显著 

认知面 b：无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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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Yang 等人 
(2022) [35] 

基于 web 
二级交互 

EFL 初等教育 学生 实验中 引导学习 混合研究 听力 
发音 认知面 a 

听力：积极 
发音：积极 

认知面 a：无显著 

Li 等人(2021)  
[36] 

移动设备 
四级交互 

EFL 中等教育 学生 
课前 
课中 
课后 

自主学习 混合研究 阅读 情意面 a 
行为面 a 

阅读：积极 
情意面 a：积极 
行为面 a：积极 

Chen 等人 
(2021) [30] 

基于 web 
二级交互 

EFL 高等教育 学生 课中 自主学习 定量研究 阅读 行为面 a 阅读：积极 
行为面 a：积极 

Sun 等人 
(2022) [37] 

基于 web 
三级交互 

EFL 学前教育 学生 实验中 引导学习 定量研究 综合 
技能 

认知面 a 
认知面 b 

综合技能：积极 
认知面 a：积极 
认知面 b：积极 

Umamah 和
Cahyono  

(2022) [38] 

基于 web 
三级交互 

EFL 高等教育 学生 课中 自主学习 定性研究 写作 认知面 b 写作：积极 
认知面 b：积极 

Yang 等人 
(2022) [29] 

移动设备 
二级交互 

EFL 
ESL 学前教育 学生 

家长 实验中 引导学习 混合研究 词汇 
阅读 

情意面 a
认知面 a 

词汇：无显著 
阅读：积极 

情意面 a：积极 
认知面 a：积极 

Yeari 等人 
(2023) [39] 

基于 web 
二级交互 

EFL 学前教育 学生 实验中 引导学习 混合研究 
口语 
阅读 
词汇 

认知面 a 
认知面 c 

口语：积极 
阅读：积极 
词汇：积极 

认知面 a：积极 
认知面 c：积极 

Xodabande 
和 Hashemi  
(2023) [34] 

移动设备 
三级交互 

EFL 高等教育 学生 课中 自主学习 混合研究 词汇 情意面 a 词汇：积极 
情意面 a：积极 

Wang-Kildegaard
和 Ji (2023) [40] 

移动设备 
二级交互 

EFL 中等教育 学生 实验中 自主学习 混合研究法 词汇 认知面 a 词汇：积极 
认知面 a：积极 

Chen 和 Hsiao 
(2023) [41] 

移动设备 
三级交互 

EFL 高等教育 学生 实验中 游戏化学习 混合研究法 语法 行为面 a 语法：积极 
行为面 a：积极 

Feng 和 Wang 
(2023) [31] 

机器人用

户界面 
四级交互 

EFL 初等教育 学生 课中 协作学习 混合研究法 阅读 
发音 

情意面 a 
认知面 a 
技能面 a 

阅读：积极 
发音：积极 

情意面 a：积极 
认知面 a：积极 
技能面 a：积极 

Chen (2023)  
[42] 

基于 web 
三级交互 

EFL 高等教育 学生 课中 项目式学习 混合研究法 综合 
技能 

情意面 a 
情意面 b 

综合技能：积极 
情意面 a：积极 
情意面 b：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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