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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教材的有效使用：思想性
与科学性相统一

赛题
解读1



外语教材的有效使用

教材使用(materials use)指学生
和教师实际上如何使用教材、
与教材进行互动 ( G r a v e s , 
2019:338), 是教材开发与建设的
终极目的( Graves,2019:339),也是
教材理念落实的关键,影响课程
实施的效果 (张虹、李会钦、何
晓燕，2021b)。



教师使用教材行为

● Interpret (挖掘/解读)

● Change/adapt （改变/改编）
● Critique 
● Ignore
● Resist
● …



教材改编

Materials adaptation is a general term 
for the process that involves making 
changes to existing 
textbooks/materials to better suit 
specific learners, teachers and contexts 
for the purpose of facilitating effective 
learning (Tomlinson & Masuhara 
2018:82) .



教材改编

Adaptation has become a necessity 
rather than an option in most cases, 
whether the textbooks are 
commercially produced or are 
nationally/institutionally tailored 
(Tomlinson & Masuhara, 2018：83）.



教材改编

Teachers should learn to make small 
changes to the materials and to the way 
we use them which increase their 
potential to facilitate language 
acquisition.



教师使用教材的问题

● “过分依赖教材” 

● “完全抛开教材”



思想性：培根铸魂 启智增慧

育人理念(张虹、李会钦、何晓燕， 2021a):

● 政治导向 
● 价值导向
● 时代导向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坚持立德树人，融入中
国元素，弘扬中
华文化。

体现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和社会
主流价值取向，
引导学生树立正
确的世界观、人
生观和价值观。全方位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的伟大成就，以及世界各国
优秀的文明和文化、前沿的科学技
术、先进的思想理念，内容与
时俱进。



科学性

● 教学目标明确、可测、可评 

● 教学内容准确、适当、规范

● 教学设计合理、连贯、系统

● 符合学情与外语教与学的规律

● 提升教学效果与效率



思想性与科学性相统一

l 文以载道

l 思想性是灵魂

l 科学性是基础

l 融盐入水

l “潜移默化/润物无声”(文秋芳，

2021，p. 50)



—文秋芳 2021.12.8

“思想性就说要培根铸魂、启
智增慧；科学性要考虑知识
表达的科学性，语言的准确
性、难度要符合学生水平，
自己创造的东西要科学；系
统性指上课要有一条主线……
如何自然地思政？……不要贴
标签地去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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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秋芳 2021, p.48)

“外语课程思 政的方法是要
将育人有机融合于教学活动
中，不 能将思政教育和外语
教学看作“两张皮”，把思 政
教育弄成“盖浇饭”，人为地、
生硬地强加在 外语教学内容
上”。

“大学外语课程思政的内涵和实施框架”



比赛案
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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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性



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

不以规矩不成方圆

万众一心、同心同德

Fighting 
COVID-19

washing hands

wear ing  masks

nationwide quarantine

s o c i a l  d i s t a n c i n g

following rules 
and regulations



• 天生我材必有用。

     A man of great talents will surely be given important assignment.

Critical thinking

•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A young idler, an old beggar.

• 有志者事竟成。

     Where there is a will, there is a way.



•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Happiness is achieved through hard work.

Critical thinking

• 青年时代，选择吃苦也就选择了收获，选择奉献也就选择了高尚。

     …choosing to suffer in youth means choosing to gain, and choosing to dedicate in youth means 
choosing to be noble.

•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

      A nation will prosper only when its young people thrive.



科学性



Unit 
8

For a better planet

Text 1: China’s climate 
change commitment;

Text 2: Let there be 
light but not light 
pollution

Fact and opinion



How do we learn?

 

      

Preparation

 Teaching Procedure:

Assessment 

 Productive-orientated 
teaching approach

Exploration - Production 





评价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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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参赛教师的建议



因材而用

因境而用 因教而用   
因生而用

走进教材
跳出教材

人员 目标 中介 机制
（文秋芳、张虹，2019） 

遵循教材 挖掘教材

构建团队改编教材

建议

1 2

3 4



案例分享：中央民族大学（2021 总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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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ng

Revising

Supplementi
ng

Teaching M
aterials



3.1 Selecting

P195

Teaching M
aterials



3.1 Selecting

P187 paras. 
1-3

Analyze the 
three 

principles of 
anecdotes

Teaching M
aterials



3.1 Selecting
P185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human 
and technology

Teaching M
aterials



            

3.2 Revising

Teaching M
aterials



3.3 Supplementing

Teaching M
aterials

Two TED talk 
videos

Some pictures for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anecdo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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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材使用的核心追求是实现教材的育人价值（罗英、
徐文彬，2020）。

● 有效使用教材、有机统一思想性和科学性，发挥教材
的育人价值是教师的责任和使命，也是对教师智慧的
挑战。

● 教师应努力从教材的“消费者”（consumers）转变
为教材的有效使用者（users）和创造者
（creators）。

● 搭建团队：负责人（专业+奉献）+成员（善思+乐学）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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