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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英语教材是英语教学的基础和主要依据。教育部于2022年新修订的义务教育课程标准提出：学习者能够

在借助教材学习英语的过程中比较中外文化的异同，发展跨文化的沟通和交流能力，形成健康的审美情

趣和正确的价值观，树立全球视野，坚定文化自信。这就要求作为英语教学的载体——英语教材，需要

呈现多样主题和内容的文化。插图作为英语教材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生动且富有趣味的方式呈现文化内容

和主题。本文将通过分析2024年人教版初中英语新教材中插图的文化呈现主题和内容出现频次，来呈现

该教材插图的文化呈现样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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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glish textbooks are the foundation and main basis for English teaching. The newly revised Com-
pulsory Education Curriculum Standards issu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in 2022 state that 
learners can compare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cultures through 
textbooks, develop the ability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form healthy aesthetic tastes and 
correct values, establish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and strengthen cultural confidence.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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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ires that English textbooks, as the carriers of English teaching, present cultures with diverse 
themes and contents. Illustrations,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English textbooks, present cultural con-
tents and themes in a vivid and interesting way. This article will take the illustrations in the new 
English textbooks for junior high school published by People’s Education Press, PEP EFL 7A, in 2024 
as an example to analyze the classification of the themes and contents of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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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为了应对当下全球化背景下对培养人才的挑战，教育部响应党的二十大报告的倡议，在 2022 版义务

教育英语课程标准(以下简称《新课标》)提出全面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增强课程思

想性，努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准的义务教育课程体系[1]。2024 年，人教版初中英语教材进行了

改版修订响应教育部提出的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号召，以使英语教育更好地顺应时

代的发展要求。教材是课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是学生学习的重要资源，也是教师教学的重要依据和

工具；同时，教材，也属于文化产品，是进行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和途径[2]。因此，英语教材不仅包含

来自不同文化的语言符号，还涵盖了这些文化的价值观念和思想。它不仅需要涉及对目的语文化的认知，

还应包括本土文化在内的更丰富多样的文化内容[3]。本文将分析新版人教版英语七年级上册插图的文化

呈现策略。 
国内关于教材中的文化呈现的现有研究学段主要聚焦于大学和高中阶段，中学和小学阶段相关的英

语教材文化呈现解读还稍欠缺，其中 2024 年秋季投入使用的初中英语人教版新教材的插图文化呈现解读

稍显空白。因此，笔者认为研究分析人教版七年级上册英语新教材插图中文化呈现样态及文化呈现策略

具有研究意义。 
本研究拟从英语教材文化呈现分析框架作为文化呈现的分析切入点，基于蒋宇红等(2024)对文化主

题和呈现方式的划分，通过分析人教版七年级上册英语新版本的教材文化呈现主题和方式的出现频次，

以描绘人教版七年级上册文化呈现样态[4]。 

2. 国内外研究现状 

2.1. 文化概念界定 

文化，是一个极具包容性和复杂性的概念，不同的学者对其定义和阐述各有侧重。广义上，它涵盖

了一个抑或是多个民族自古以来所形成的地域特色、民族风俗，精神风貌以及价值观等各个方面，指在

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后，基于本民族的文明，融合了各地域和民族文化要素所形成的特有文化，不仅包含

了本民族的文化，在文化发展过程中还广泛地吸收了其它民族的文化精华[5]。而狭义上，文化则聚焦于

更为具体的方面，如文字艺术、文学艺术、历史脉络、地理风貌、地方风情、服饰文化以及饮食文化等

[6]。综上，文化是一系列共有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它是个人行为能够被集体所接受的共同标准。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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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之间既存在着共性与个性，不仅可以借助语言和文字，还可以通过其他表现形式，如图片、非语言

交际等表达出来[7]。 

2.2. 研究教材插图文化呈现的必要性 

根据 2022 年英语新课标的总目标：要培育学习者文化意识，即学习者通过英语课程的学习，可以了

解各国优秀的文明成果，比较中外文化的异同，形成健康向上的审美情趣和正确的价值观念，发展跨文

化交流和沟通的能力，和树立国际视野[1]。 
语言学习的目的在于促进交流。交流是双向互动的过程，它既包括吸收外来文化，也包括传播本土

文化，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3]。然而，在我国当前的英语教育体系中，无论是中小学还是大学阶段，

在推动文化传播方面普遍存在着一种偏向：过分强调目标语言背后的文化内容导入，却相对忽视了对中

国自身丰富文化遗产及其现代发展成就的英文表达训练[6]。这种不平衡导致中国英语学习者具备相应的

语言基础及文化知识，但在用英语讲述中国故事时却显得力不从心——这种现象被称为“文化失语症”

[8]。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中华文化呈现策略或更准确地说，“用英语讲述中国文化”，成为了近年来教

材编写与课堂教学改革的重要方向之一，体现了兼顾目的语文化和中国母语文化的导入[9]。这样做不仅

有助于加深学习者对自己民族文化的认识来促进文化自信，还能通过对比分析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异同点

来培养其文化意识和跨文化沟通能力。 
文化呈现就是将显性或是隐性的文化内容用一定的方式进行呈现。从研究英语学科教科书的视角来

看，即教科书编者通过文字、图片、话题设置等多种编排方式，将英语教科书中的思维、服饰、美食、音

乐、历史、地理、宗教、艺术、价值观念、生活方式、非语言交际、节日等文化内容显示出来[7]。通过

研究七上人教版英语新教材插图的文化呈现，可以分析其中的文化内容设置的比重，合理性以及优缺点，

并给出相应的教学建议。 

2.3. 国内外英语教材本土文化呈现的相关研究 

国外不同的学者对文化分类持有不同的观点和看法，有的学者将文化按地域划分为目标语文化、母

语文化和世界文化[10]；然后，有学者把社群归入文化的一部分，提出文化五要素说，建立文化分类框架，

由文化产品、文化实践、文化理念、文化人物、文化社群组成[11]。 
外语教材中文化内容的选择、文化内容的表现方式、文化教学整体设计的质量等因素都可能影响学

习者的概念和价值形成[12]，其所承载和传递的知识可划分为语言知识本身和其作为载体传承的文化

[13]。随着近年来国际社会上，各个国家民族意识的崛起，越来越多的非英语国家领导人开始关注其本民

族文化的传承及自身话语权的问题，由原先单纯强调输入目的语文化忽略母语文化输出的教学，转为加

强用目的语教学母语文化，使得英语教学中目的语文化和母语文化的呈现有了新的变换。这一现象导致

英语教学中本土文化的教学比重增加，来实现用目的语讲好本民族文化故事的目标，同时也使得各国学

者对英语教材中本土文化的呈现问题愈加重视[14]。对于英语教材中本土文化的呈现，国际上一些学者采

用主题分析、跨文化分析及权力与赋权分析这三种方法，关注研究不同语种教材中的文化呈现[15]。 
葛中华(1994)提出文化因素分为“语言文化”和“超语言文化”两大类，前者指“语言基本词汇或表

达中所包含的文化意义”，后者是“语言在其运用过程中所表达的文化意义”[16]。国内关于教材中的文

化呈现的现有研究学段主要聚焦于大学和高中阶段，中学和小学阶段相关的英语教材文化呈现解读还稍

欠缺，其中 2024 年秋季投入使用的初中英语人教版新教材的文化呈现解读稍显空白。关于教材中文化呈

现的研究，相关学者开始运用专门研制且系统的研究框架进行文化呈现分析，如批评话语分析法中的三

维分析框架[17]和“英语教材文化呈现分析框架”[4] [18]；也有学者通过对比国内不同版本的英语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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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比较分析其中的文化呈现[19]-[21]。插图作为一种视觉信息载体，能够以直观的方式传递文化信息，学

生更容易接受和理解。本文将采用英语教材文化呈现分析框架对人教版七年级上册英语新版本的教材插

图进行文化呈现的分析。通过研究七上人教版英语新教材插图的文化呈现，可以分析其中的文化内容设

置的比重，合理性以及优缺点，并给出相应的教学建议。 

3. 研究设计 

研究问题：七上英语新教材如何在教材插图中有效渗透呈现文化，提升学生的文化认同感和跨文化

交流能力？教材插图中文化呈现主题、呈现方式有何特点？ 
教材选择：选择初中人教版七年级上册英语新教材作为研究对象，文化呈现方式是初中英语新教材

七上册的重要特色之一，关注这一方面能够揭示教材如何融入文化元素，促进学生文化认同感和跨文化

交流能力的培养。通过详细分析人教版七上英语新教材中文化元素在呈现分布、呈现方式上的特点，找

出优点及不足之处，探讨其还可以改进和完善的地方，并对教师和学生分别给出在课堂教学与学习生活

中使用该教材的建议。 
教材分析方法：主要采用插图分析编码方法，通过运用 Nvivo 对初中英语新教材七上册中的插图进

行编码归类分析，重点关注其中涉及文化的内容、呈现方式以及与英语教学的结合点。为全面描绘人教

版七年级上册英语新教材插图中文化的呈现样态，本研究将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021 发布的传统

文化呈现主题编码(见表 1)，同时借鉴蒋宇红等(2024)对文化内容和呈现方式的划分(见表 2)，对新版教材

插图中文化呈现进行分类统计和分析[4]。文化是个人行为能够被集体所接受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不同

文化之间既存在着共性与个性，可以通过图片表达出来[7]。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世界优秀文化和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蕴含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具有共性，可以适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呈现主题的编码。 
 

Table 1. Thematic coding of the presentation of culture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the PRC, 2021) 
表 1. 优秀文化呈现主题编码[22] 

文化呈现主题  
三级编码 核心思想理念 人文精神 传统美德 

二级编码 

革故鼎新、与时俱进 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处世方法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 
脚踏实地、实事求是 文以载道、以文化人的教化思想 精忠报国、振兴中华的爱国情怀 
惠民利民、安民富民 形神兼备、情景交融的美学追求 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社会风尚 
道法自然、天人合一 俭约自守、中和泰和的生活理念 孝梯忠信、礼义廉耻的荣辱观念 
仁民爱物、推己及人 诚和无私、内外兼修的行为准则 尊老爱幼、和睦团结的优良家风 

 
Table 2. Coding of the presented content of culture (Jiang Yuhong et al., 2024) 
表 2. 文化呈现内容编码[4] 

文化呈现内容      
三级编码 文化产品 文化实践 文化观念 文化人物 文化社群 

二级编码 

物质产品 节庆习俗 名家思想 各领域知名人物 民族特色 
建筑 饮食习俗 民族信仰   

艺术形态 穿着习俗 价值观念   
 行为准则 古代哲学   

 
教材分析方法和编码示例均参考了蒋宇红等(2024)对上海地区高中英语教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呈现

样态与优化路径研究一文[4]。借用了编码的条目后，笔者将各类编码条目和人教版七年级上册初中英语

新教材导入到 Nvivo 中，先对新教材中的插图进行编码，随后分析人教版七年级上册英语新教材中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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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内容和主题，编码示例详见表 3，同样参考了蒋宇红等(2024) [4]的编码示例(见表 3)。但由于是笔

者一人完成的编码过程，主观性可能会偏强。有些插图如没呈现相应文化主题或是内容，笔者便没有归

到表 1 和表 2 中的编码条目(见表 1，表 2)；有些插图涵盖的主题和内容多样，笔者就将其编入了表 1 和

表 2 中的多种条目中。在对插图完成编码后，笔者在 Nvivo 中对数据进行文化呈现主题、内容与方式的

频次的分析。 
 

Table 3. Examples of coding for the analysis of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in textbook illustrations 
表 3. 教材插图中文化呈现分析编码示例 

教材文化呈现分析编码实例 
编码维度 三级编码 二级编码 一级编码(文化呈现实例) 

文化呈现主体    
文化呈现内容    

4. 教材中插图文化呈现样态分析 

4.1. 呈现主题特点 

如图 1 所示，教材中插图以二级编码条目“人文精神”为主题的文化内容最多，其次是“核心思想

理念”和“传统美德”(见图 1)。该分类参考了教育部发布的教材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呈现主题，但由

于本文研究文化不仅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于是将文化呈现主题分类稍作了些许改动，包含本国语文

化、目标语文化和第三世界文化。文化呈现主题，不同国家不同民族虽然外显稍有不同，但内核有相似

之处，都具有类似的人文精神、传统美德、核心思想理念等内容。从图 1 和图 2 可直观地看出插图中相

应文化呈现频次(见图 1，图 2)。 
 

 
Figure 1. Themes of cultural presentation in textbook illustrations  
图 1. 教材插图中文化呈现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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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The frequency of themes of cultural presentation in textbook illustrations  
图 2. 教材插图中文化呈现主题出现频次 

 
因为对呈现主题做了新的定义，在接下来的呈现中，会对二级编码条目做出阐述，见括号内的解释。 
“人文精神”占比和出现频次最多，涉及了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处世方法(提倡在和谐中保持个性)；

文以载道、以文化人的教化思想(强调文化的教育和传播作用)；形神兼备、情景交融的美学追求(关注艺

术作品的形式和内涵)；俭约自守、中和泰和的生活理念(提倡节俭和和谐的生活方式)；诚和无私、内外

兼修的行为准则(强调真诚和内外一致的行为)。 
其次是“核心思想理念”，革故鼎新、与时俱进(意味着不断创新)，脚踏实地、实事求是(强调务实)，惠

民利民、安民富民(关注人民的福祉)，道法自然、天人合一(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仁民爱物、推己及人

(强调对人和物的关爱)。例如七上英语新教材预备第三单元 Welcome!的开篇页是一幅中外学生共同参观中

国村庄的图片，体现了“道法自然、天人合一”，为学生创设了中式乡村生活中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情境。 
然后是“传统美德”，涉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强调个人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精忠报

国、振兴中华的爱国情怀(体现了对国家的忠诚和振兴国家的愿望)，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社会风尚(提
倡向品德高尚的人学习)，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荣辱观念(强调家庭和社会道德规范)，尊老爱幼、和睦

团结的优良家风(关注家庭和谐和尊老爱幼的传统)。例如七上英语新教材预备第一单元 Hello!的
pronunciation-3B、3E 的插图是中国国旗和中国军队阅兵式的照片，体现了“传统美德”中的担当意识和

爱国情怀。 
教材插图着重突出了关键主题，这些主题是不同文化内核的重要组成部分，抓住了文化传承与交流

的核心内容，有助于培养学生对本国文化的认同感以及对世界文化的欣赏态度。例如，通过对“人文精

神”中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处世方法的呈现，能引导学生理解多元文化的相处之道，为跨文化交流奠定

基础。但由于分析的新教材只有人教版七年级上册英语新教材，插图涵盖的主题分布不均，有些二级编

码并未呈现，三级编码呈现分布也不均匀。 
综上，七年级上册人教版新教材插图选取聚焦了核心文化主题。但由于篇幅所限，主题覆盖不全面，

有些编码缺失。教师在实际教学中可以补充拓展相应内容，利用好已有的插图和拓展的内容引导学生进

行跨文化比较分析，让学生探讨不同文化在相同主题下的表现差异，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跨文化交

流意识。学生可以通过课上的学习和课外自主搜寻资料以拓展自己的文化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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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呈现内容特点 

教材中插图文化呈现内容呈现频次也有所不同，设计的二级编码条目中，“文化产品”出现频次最

多，接着依次是“文化实践”，“文化观念”，“文化社群”和“文化人物”(见图 3)。 
“文化产品”下的二级编码有：建筑，物质产品，艺术形态；“文化实践”下的二级编码有：穿着习俗，

节庆习俗，行为准则，饮食习俗；“文化人物”下的二级编码有：各领域知名人物；“文化社群”只含有民

族特色这一二级编码；“文化观念”下的二级编码有：价值观念，古代哲学，名家思想，民族信仰(见图 4)。 
从图 3、图 4 可以看出，人教版七年级上册英语教材中插图文化呈现内容比重不均，更侧重于“文化

产品”和“文化实践”，其中“文化观念”，“文化社群”和“文化人物”则涉及较少(见图 3、图 4)。 
 

 
Figure 3. Presented content of cultural presentation in textbook illustrations 
图 3. 教材插图中文化内容主题 

 

 
Figure 4. The frequency of presented content of cultural presentation in textbook illustrations 
图 4. 教材插图中文化内容主题出现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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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文化产品”和“文化实践”的着重展示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就“文化产品”而言，建筑、物质

产品以及艺术形态的插图能够让学生直观地接触到不同文化的具体表现形式。例如，通过比较预备第三

单元 Section A-1a 中国村庄和 Section B-1a 外国村庄等建筑图片能够直观地让学生联系实际生活，意识到

中外生活方式的差异。就“文化产品”而言，如穿着习俗、节庆习俗、饮食习俗等的关注。例如，通过展

现七上第二单元 Section A-2d 中国人的全家福和 SectionB-1b 外国人的全家福，能让学生更直观地了解不

同文化的日常生活与穿着习俗，有助于增强学生的文化意识。然而，由于七上教材的篇幅所限和难度考

虑，教材中关于“文化观念”“文化社群”以及“文化人物”的插图呈现相对匮乏。“文化观念”中诸如

价值观、古代哲学、名家思想等内容展示不足。“文化社群”仅以民族特色作为单一类别，无法展现丰富

多样的文化社群。而“文化人物”也仅涉及一些领域，不够全面。 
综上，七上新教材的插图以直观的形式多样化呈现文化内容，也联系了学生实际生活。但相应内容

比重不均，教师在实际教学中可以善用教材中插图，补充相应的插图来激发学生英语学习兴趣与引导学

生深入思考。学生也可在课余时间自主拓展学习资源。 

5. 结语 

教材是课堂教学的基础和主要依据，要提高课堂教学的质量，就必须有理想的教材[23]。英语教材作

为英语教学的载体，需要呈现多样主题和内容的文化。目的语文化，母语文化和第三世界文化具有共性，

可以通过直观的方式如插图进行呈现[7]。本文以 2024 年出版的人教版初中英语七年级上册教材为例，分

析其中教材中插图的文化呈现主题和内容的比例和出现频次。 
目前对于教材中的文化呈现内容、方式等尚无标准定论，同时笔者对于教材插图主体和内容编码存

在一定主观性，因此本研究结论有一定的局限性。受新教材发布时间顺序的限制，本研究现阶段仅分析

人教版七年级上册英语新教材中的文化呈现，在之后其他册英语新教材也投入使用后，后续研究可以将

研究的教材范围再扩大，分析七年级至九年级的人教版新教材，也可以对比不同版本的教材，得出更加

客观、普适的结论；笔者仅对教材插图进行了文化呈现的分析，没有涉及文本和音频内容的文化呈现，

后续研究中可扩大研究对象，在深化对七年级上册人教版英语新教材插图文化呈现理解的同时，将文本

与音频内容也纳入研究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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