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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本文对我国 4 个城市、7 所不同层次高校的 607 名非英语专业大学生使用大学英语读写教材与听说教材的

实际情况进行问卷调查，发现: ( 1) 学生的大学英语教材学习仍以考试为导向，自主学习意识和能力较薄弱; ( 2) 学生对

所使用的大学英语教材总体满意度尚可，但对教材内容是否激发学习兴趣、能否保证学习的可持续性评分较低; ( 3) 学

生对使用大学英语教材所能达到效果的评估反映出教材对专业及通用学术场景语言能力培养的忽视以及大学英语学习

和教学目标的模糊性。在此基础上，对大学英语教材建设与编写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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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urvey on the Use and Evaluations of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Materials among Non-English Major College Students

Guo Yan Xu Jin-fen
(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Wuhan 430074，China)

This paper reports on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607 non-English major college students from 7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of dif-
ferent levels located in 4 cities of China on their actual use of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materials，in particular，their ways of u-
sing the materials，their evaluations of the materials，and their perception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using the materials to achieve the
teaching and learning goals of college English stipulated in the College English Curriculum Ｒequirements． The findings are as fol-
lows: 1) College English study through the use of teaching materials is still examination-oriented and the students’awareness and
competence of autonomous learning is lacking; 2) The students displayed a moderate level of satisfaction toward the teaching ma-
terials that they use but gave rather low evaluations on whether the content of the teaching materials is interesting and on whether
they can facilitate sustainable learning; 3) The students’evaluations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using the teaching materials revealed
the ambiguity of College English learning and teaching objectives and the lack of emphasis on English learning related to
students’study of majors and on the learning and use of English in general academic contexts． Suggestions are thus put forward
on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materials development and compi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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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教材是学生学习一门课程的根本，是学校教

学得以进行的基础( 谭培文 2007 ) 。英语教材作

为英语教学系统的信息传播媒体，在英语教学中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英语课程实施的重要组成

部分( 黄建滨 于书林 2010 ) ，是完成教学内容和

实现教学目标的重要前提条件。国内英语教材的

编写和出版呈现一派繁荣的景象，但对英语教材

的研究却没有给予足够重视( 庄智象 2006; 于书

林 黄建滨 2008; 黄建滨 于书林 2009、2010 ) ，这

一研究的薄弱对于英语教材的发展和英语教学都

十分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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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学习主体———学生教材使用情况的调查可

以帮助教材开发者实地了解教材使用者对教材的

需求、态度和评价，从而有针对性地开发、建设更符

合学生需求和实际情况的英语教材，更好、更有效

地为英语教学服务。本文将对国内大学英语教材

的实际使用情况从学习者角度进行广泛调查，从而

为大学英语教材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实证支撑。

2 研究背景
国内外对教材的研究在语言学领域起步较

晚，国外学者的教材评估体系主要有 Van Els et
al． ( 1984) 、Hutchinson ＆ Waters( 1978 ) 、Breen ＆
Candlin( 1987 ) 、McDonough ＆ Shaw ( 1993 ) 、Cun-
ningsworth( 1984、2002 ) 等，国内学者往往在国外

理论的基础上开展研究，分析并评价各种教材评

估体系和评估标准，并针对国内实际情况提出个

人见解，如钱瑗( 1995 ) 、周雪林( 1996 ) 、夏纪梅

( 2001) 、张雪梅( 2001 ) 、程晓堂( 2002 ) 、刘道义

( 2005) 、赵勇和郑树棠( 2006) 等。
Tomlinson ( 2008) 强调教材编写过程中应该

首先考虑学习者的需求，但其在 English Language
Materials: A Critical Ｒeview 中的教材评价却并未关

注学习者对教材的评价，国内的教材研究文献也

鲜有从学习者的角度探讨教材使用者实际使用教

材的现状，其关注点、态度、使用方式和评价等。黄

建滨和于书林( 2009) 对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

大学英语教材的研究进行了调查与梳理，发现对学

习主体的研究非常薄弱，严重缺乏实证调查研究，

尤其缺乏针对教材出版投入使用后学习者对教材

的感受、教材是否适合学习者的学习以及课程的实

施等问题的关注和调查( Ellis 1997: 37) 。
现有文献中从学生层面考察教材评估的研究

主要从某一个微观角度出发，探讨教材在这一方

面的实现情况，如张蓓和马兰( 2004) 考察了我国

高校 EFL 学生对英语教材文化内容上的要求，周

娉娣( 2008) 调查了“新世纪大学英语系列教材”
中《综合英语》对学习者自主性培养的实现程度，

胡美馨( 2007 ) 考察和分析了言语行为意识培养

在综合 英 语 教 材 中 的 体 现，蒋 业 梅 和 刘 素 君

( 2009) 调查了教师和学生对《新视野大学英语读

写教程》练习的看法、评价和期望。蒋学清和冯

蕾( 2011) 则从学习策略角度出发对《新时代交互

英语读写译学生用书 3 ( 全新版) 》进行了回顾性

评估，发现教材的渗透式学习策略指导是有成效

的，教师可以根据教材对学生进行策略学习的指

导，学生也可以根据教师的指导和教材的内容提

高自己使用学习策略的能力。然而，上述这些研

究都局限于单一的某个微观侧重点，不能全面反

映学生在大学英语学习中教材使用的真实情况。
从学生对英语教材进行宏观评价的角度开展

研究的有裴光兰和李跃平( 2007) ，他们通过问卷调

查，考察了西部大学生对《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

求》的了解程度和对所使用大学英语教材的评价，

但其评价过于笼统，如学生对所领用教材的看法

( 分为很好、较好、一般、较差、很差、不知道等选

项) 、学生对所领用教材的内容和质量的评价( 选

项同上) 和本校所使用教材的受欢迎排序等。这些

信息过于笼统，不够具体，对教材改进及建设意义

不大。另外，杨明蕊和黄爱凤( 2010) 采用问卷调查

和访谈法考察了云南省一所二类本科院校英语教

师和非英语专业学生对《新视野大学英语读写教

程》在使用中的评价，然而该调查局限于一所二本

院校，涉及的仅为读写教程，不能反映国内非英语

专业大学生使用大学英语教材的全貌。
基于大学英语教学一般分为读写与听说两种

技能课型，本文将重点考察国内非英语专业大学

生使用读写教材( 即综合教程) 与听说教材( 即听

说教程或视听说教程) 的实际情况，旨在了解学

生使用教材进行英语学习的基本情况、方式、关注

点、效果、评价、感受等，从而拓展教材研究的广

度，为大学英语教材编写提供真实丰富的素材佐

证和建议( 黄建滨 于书林 2009) 。

3 研究设计
3． 1 被试

为了了解非英语专业大学生实际使用大学英

语教材的情况，课题组于 2012 年 4 月至 5 月间对

北京、武汉、广州和烟台等城市 7 所高校的非英语

专业一年级和二年级本科生进行了问卷调查。这

些高校涵盖 985 院校、211 院校和地方所属院校

等，比较具有代表性。
回收有效问卷 607 份，其中男生 384 人，占 63．

3% ; 女生 222 人，占 36． 6%，1 人未注明性别。学

生主要分布在 2 个年级，其中一年级 314 人，占 51．
7% ; 二年级 292 人，占 48． 1% ; 1 人未注明年级。

3． 2 研究工具

调查问卷主要针对读写教材( 即综合教程)

与听说教材( 即听说教程或视听说教程) ，包括 5
个部分的内容: ( 1 ) 大学英语教材使用的基本情

况，如教材名称、教材种类、希望使用的教材类型

和教材学习在英语学习中的比重、每周教材学习

的时间等; ( 2 ) 学生大学英语读写和听说教材学

301

2013 年 郭 燕 徐锦芬 我国大学英语教材使用情况调查研究 第 6 期



习情况，包括具体做法、对教材的关注点、课堂学

习态度、对教材学习的反思和运用; ( 3 ) 学生对教

师教材讲授情况的知觉; ( 4) 学生对大学英语教材

的评价，涵盖内容、练习、词汇、篇章类型、学习策略

指导、有用程度、情感效应和满意度等; ( 5) 学生对

使用大学英语读写和听说教材效果的评估，主要包

括 3 个方面，即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规定目标的

实现情况、情感效应和自主学习能力发展状况。除

基本情况和个别是 /不是题项外，采用莱克特 5 分

量表的形式分级，从“这完全不符合我的情况”( 1
分) 到“这完全符合我的情况”( 5 分) 或从“我完全

不同意”( 1 分) 到“我完全同意”( 5 分) 。

4 研究结果
学生读写教材使用情况如下: 全新版38． 9% ;

新视野 49． 3% ; 新体验 0． 5% ; 新时代交互英语

5． 3% ; 新世纪 1． 8% ; 其他 6． 8% ( 由于学生可以

多选，所以百分比加起来会超过 100% ) 。听说教

材使用情况如下: 全新版 30． 1% ; 新视野35． 1% ;

新体验 0． 2% ; 新时代交互英语 50． 4% ; 新世纪

0． 5% ; 其他 6． 7% ( 同上) 。
学生购买教材数量最低 0 本，最高 20 本，平

均 3． 27 本。具体来说，购买综合教程达 50． 2%，

听说教程 51． 1%，快速阅读 44． 3%，泛读教程

15． 3%，其他 12． 5%。学生希望使用的大学英语

教材类型如下: 基础英语教材 46． 1% ; 专门用途

英语教材 32． 6% ; 通用学术英语教材 25． 1% ; 其

他 1． 8%，有 2 人未选。
在大学英语学习中，教材学习所占比重最低

0%，最高 100%，平均达 53． 55%。学生每周花在

教材学习上的时间最低每周 0 小时，最高每周 30
小时，平均每周 5． 72 小时。

教材学习情况、学生对教师讲授情况的知觉、
学生对教材的评价以及教材使用效果评估详见表

1 至表 6。

5 讨论
从调查中可以看出，国内现行使用比较广泛

的大学英语教材主要有全新版( 读写 + 听说) 、新
视野( 读写 + 听说) 以及新时代交互英语( 听说) 。
学生主要购买综合教程和听说教程类的大学英语

教材，这可能是因为大学英语课堂教学主要分为

这两类，学校要求学生购买教材。至于非课堂教

学使用的教材，快速阅读购买占到 44． 3%，可能

主要用于提高阅读速度和能力，是综合教程的辅

助教材。也有少量学生( 15． 3% ) 会购买泛读教

程，扩大阅读量。
学生对未来教材的期望主要还是基础英语教

材( 46． 1% ) ，这可能是因为学生的理念还未改

变，对大学英语学习目标到底该如何定位没有清

晰的前瞻。但也有 29． 3% 的学生和 22． 2% 的学

生期望大学英语教材向专门用途英语和通用学术

英语方向发展，体现了学生对自身大学英语学习

的思考。
学生实际购买教材的数量不等，平均 3． 27

本。教材学习在他们的大学英语学习中所占比重

较大，平均达到 53． 55%，最高达到 100%，说明学

生的英语学习较大程度上依赖于教材，也说明教

材在学生学习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学生每周花

在教材学习上的时间也不等，平均每周 5． 72 小

时，最高达到每周 30 小时，但也有学生完全不重

视教材学习。
在使用读写教材和听说教材学习时，学生最

常做的是核对答案( 读写教材: m = 3． 6557; 听说

教材: m = 3． 7529 ) 和 认 真 听 讲 ( 读 写: m =
3． 6672; 听说: m =3． 6458) ，这说明大学英语学习

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高中英语学习方式的影响，学

生的学习仍以考试为导向，但学习积极性和求知

欲很高。另外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学生在大学英

语读写教材的学习中不注重背诵好句好段，不常

完成课文后的阅读理解练习和语言练习; 学生对

教材关注较多的是主题内容、语言练习、词汇表以

及写作策略，对教材中出现的文体和篇章结构以

及阅读策略不太关注; 学生虽然能基本上做到认

真听讲，参与课堂活动，在教师要求下自主学习未

讲解的单元，但很少主动自主学习未讲解单元，不

反思学习效果，很少复习，也不能有意识地使用在

教材中学到的语言表达。
上述学生在教材使用上的特点对教材编写有

着极大的启示作用: ( 1 ) 在教材编写中应显性强

调或介绍各单元的文体类型以及该类文体的常见

篇章结构，引导学生更多关注某一类文体的特点

及阅读策略，从而不局限于单个的文章阅读，加强

归类和概括，授人以渔。( 2) 有必要加强教材中对

学习元认知策略的显性培训，引导学生学会自主学

习，监控自己的学习状况，有意识地学会将所学运

用到真实的或创造的英语交流环境中去。( 3) 可

通过增加背诵的练习形式，帮助学生提高对语言的

欣赏意识以及对可学可用的英语表达法的敏感程

度。学生在听说教材的使用和学习中存在同样的

问题，听说教材的编写也应考虑到以上 3 点。
从学生对教师在大学英语教材教学方面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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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中可以看出，教师对学生的自主学习要求不严，

不太要求学生自主学习未讲解单元，即使要求也

不严格检查，缺乏对学生自主学习的管理、监控、
指导和反馈，自主学习流于形式。在批判性思维

能力培养上，学生感知到教师在阅读教学中较注

重，但在听说教学中有所欠缺。建议在教材编写

中增加批判性阅读和批判性听解练习和活动的设

计，显性加强教师和学生对批判性思维能力培养

的意识，同时增加自主学习活动任务的设计，并使

这些活动具有可操作性、可评估性，从而帮助教师

通过具体的任务去引导和监督学生自主学习，并

在活动的不同阶段给予有针对性的反馈，从而使

学生在自主学习实践中学会自主学习，学会管理

自己的学习，也使教师的自主学习指导落到实处。
学生对大学英语教材的评价上，普遍评分较

低的有两项，一是教材内容是否激发学习兴趣，二

是教材是否能保证学习的可持续性。赵庆红等

( 2009) 也发现大学生对大学英语读写( 译) 、( 视)

听说教材的不满广泛而且较为强烈，主要体现在

内容趣味性差、不感兴趣上。在二语学习过程中，

语言输入必须能够让学习者在情感与认知上都充

分投入( engagement) 才有利于习得的产生，帮助

学生获得有效学习和持久学习所需的深层信息处

理( Craik ＆ Lockhart 1972 ) 。如果教材内容不能

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学生不能带着积极的情感

和认知态度去进行教材学习，其效果难以令人满

意。因此，对教材开发而言，确保学习材料和任务

尽可能有趣、相关、令人享受，从而激发学习者积

极的情感反应并影响其学习过程，是对教材编写

的重大挑战，有必要在教材建设和编写的过程中

纳入学生的试用，从学生的角度帮助选择教材的

文章。因此，让学生参与到教材选材中来以及通

过一轮教学实验了解学生兴趣、删除学生不感兴

趣内容的做法值得一试。除此之外，从教材建设

和开发的角度来看，可通过出版更多辅助教材以及

与学生生活、学习、成长、个人发展息息相关的实践

性教学活动材料来帮助满足学生的相关兴趣需求，

如以任务为主的交际性教学活动材料、来源于现实

生活的小组交流练习材料、学习者交际手册等( 龙

婷 龚云 2008) ，使学生在实践中学，在做中学。
学生对大学英语教材缺乏兴趣、对其能否保

证学习的可持续性充满疑虑的另一原因是大学生

的心智水平已经达到一个高度，而大学英语教材

的内容仍然是高中教材各单元主题、内容等的重

复，没有渗透更高层次( i + 1) 的社会、人文与自然

等多学科知识，因此无法对学习者构成一定的认

知挑战而调动其学习兴趣，也无法使学习者在原

有认知的基础上建构新的知识体系，无法产生习

得。李法敏( 2012 ) 在教材策划和推介中的调查

也发现，大学英语教学的语言输入课与中小学的

并无二致，主要为单纯的阅读和听力，所涉主题基

本雷同，使得大学生在经历漫长的同类型、同模式

学习后觉得大学英语课程枯燥乏味，难以获得理

想的教学效果。在二语学习和使用中，学习者通

常仅关注语言的解码与编码，而不像在一语习得

和使用中，将语言使用与自己的生活、评价、预测

和个人观念等建立紧密联系，使得所体验和使用

的语言建立起多维表征，将单一的学习活动转移

到多方位的实际使用，通过丰富的多维认知和体

验产生习得并促进作为个体的整体发展。因此，

在教材开发上，语言练习的设计与编排不能仅以

语言为单一的目的，而要结合学习者的个人生活

体验，使大学英语学习不局限于语言学习，而是心

智、情感和认知等各方面综合素值的提升。李海

英和田慧( 2010 ) 对北京体育大学大学英语教材

教学效果的研究很好地证实了这一点。他们发

现，《运动员英语》教材中大量与体育训练和比赛

相关的素材能引起学生的共鸣，激发学习的兴趣、
热情和积极性，使学生意识到英语的应用离他们

并不遥远，增加他们学好英语的信心，并在实际学

习中提高成绩。
学生对使用大学英语读写教材所能达到效果

的评价中对以下几项感到有所欠缺: 图表描述、专
业论文英文摘要撰写、对大学英语读写教学目标

的了解、引导学生积极从事英语学习活动以及完

成自主学习目标。徐锦芬等( 2004 ) 针对非英语

专业大学生自主性学习能力的调查也发现，学生

不清楚大学英语的教学目标，由于目标不明确，在

学完后无从考核目标是否达到，因而产生大学英

语什么都没有学到的挫败感。这些反馈对教材编

写的启示如下: ( 1 ) 在基础英语教材中增加对实

用文体阅读写作、学术英语阅读写作教学的内容，

满足学生对提高在实用性、通用学术性场景中英

语交流能力的需求; ( 2 ) 在教材中显性强调大学

英语读写教学目标，让教师、学生清楚并针对目标

实施合适的教学或学习活动。
学生对使用大学英语听说教材所能达到效果

的评价中则对以下几项感到较欠缺: 常速英语的听

力能力、英语专业课程的听力理解能力、听力策略

的使用、英语一般交流能力、与目的语人士交流的

跨文化交际能力和专业领域英语交流能力。现有

的听说教材编写拘泥于四六级考试听力理解题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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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的听力训练，如短对话、长对话和篇章等，缺乏语

言交流的真实场景，另外语速也倾向于向四六级靠

拢，非自然常速英语。对教材编写的启示如下: ( 1)

应减少教材内容的应试性，在听说教材编写中注重

语言交流的场景、体裁、真实性，适当加入专业学术

场景听力内容和听力策略的显性和隐性介绍、讲
解，帮助学生适应常速的、真实的语言交际场景听

力并提高听力能力。( 2) 增加口语活动的设计和

编写，并使说的活动基于听的材料，将听与说有机

结合，培养学生在一般领域、专业学术领域与目的

语人士交流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拓展国际视野。

6 结束语
通过对非英语专业大学生使用大学英语教材

实际情况的调查，我们发现学生在使用教材进行

大学英语学习时学习目标不明确，学习方式受高

中英语学习影响较大，自主学习意识和能力较欠

缺，教师对自主学习的指导和监管也不到位; 在对

教材的评价方面，学生总体满意度达到中等水平，

但教材内容在激发学生兴趣、保持学习可持续性

方面比较欠缺; 就使用教材学习的效果评估而言，

学生在读写领域觉得专业性、通用学术性读写能

力有待提高，在听说领域则认为常速听解能力以

及在日常生活学习场景和专业、通用学术场景的

交流能力十分不足。未来的大学英语教材编写有

必要基于上述学生的真实反馈，有针对性地进行

改进、提高，从而促进教材和教学的发展。

表1 大学英语读写教材学习

题号 人数 平均值 标准差 题项描述 分 类

Ｒ1 607 3． 2306 1． 11523 通读文章

Ｒ2 607 3． 2471 1． 12497 记忆单词表

Ｒ3 607 3． 2175 1． 08644 查单词

Ｒ4 607 2． 5914 1． 06138 背诵好句好段

Ｒ5 607 2． 8484 1． 03730 做阅读理解练习

Ｒ6 607 2． 9044 1． 04555 做语言练习

Ｒ7 607 3． 6557 1． 19200 核对答案

做法

Ｒ8 607 3． 3048 1． 06289 主题和内容

Ｒ9 607 3． 1549 ． 99789 语言练习

Ｒ10 607 3． 4119 1． 07094 词汇列表和解释

Ｒ11 607 2． 8913 1． 03632 文体和篇章结构

Ｒ12 607 2． 9193 1． 04285 阅读策略

Ｒ13 607 3． 0000 1． 04360 写作策略

关注点

Ｒ14 607 3． 6672 1． 05052 认真听讲

Ｒ15 607 3． 2323 1． 02465 参与课堂活动

Ｒ16 607 2． 6359 1． 06902 自主学习未讲解单元

Ｒ17 607 3． 2389 1． 05019 教师要求则自主学习未讲解单元

课堂学习态

度

Ｒ18 607 2． 7858 1． 01487 反思学习效果

Ｒ19 607 2． 7496 1． 01956 复习

Ｒ20 607 2． 8847 1． 00159 有意识使用学到的语言表达

反思、运用

表2 学生对教师教材讲授情况的知觉

题号 人数 平均值 标准差 题项描述

T3 607 2． 9506 1． 46607 教师要求自学未讲解单元

T4 607 2． 7875 1． 16861 教师严格检查自学单元

T5 607 3． 0659 1． 10755 教师引导批判性阅读

T6 607 2． 8847 1． 07163 教师引导批判性评价所听内容

T7 607 3． 4827 1． 08817 教师要求完成语言练习

T8 607 2． 9736 1． 15440 教师自行设计练习帮助学生巩固

表3 大学英语听说教材学习

题号 人数 平均值 标准差 题项描述 分 类

L1 607 3． 1664 1． 09469 听完单元所有内容

L2 607 3． 0049 1． 01392 记忆生词

L3 607 3． 0610 1． 04103 查单词

L4 607 2． 7891 1． 01556 背诵好句好段

L5 607 2． 9325 ． 99357 做听力理解练习

L6 607 3． 7529 1． 12644 核对答案

做法

L7 607 3． 2817 1． 02189 主题和内容

L8 607 3． 2685 1． 04141 听力理解练习

L9 607 3． 2356 1． 03193 词汇列表和解释

L10 606 2． 8498 1． 01667 文体和篇章结构

L11 607 3． 0033 1． 11396 生词

L12 607 3． 1829 1． 10855 听说策略

关注点

L13 607 3． 6458 1． 08153 认真听讲

L14 607 3． 2504 1． 05613 参与课堂活动

L15 607 2． 7611 1． 05176 自主听未讲解单元

L16 607 3． 2059 1． 10000 教师要求则自主听未讲解单元

课堂学习态

度

L17 607 2． 8188 1． 00663 反思学习效果

L18 607 2． 8040 1． 02096 复习

L19 607 2． 9259 1． 06680 有意识使用学到的语言表达

反思、运用

表4 学生对教材的评价

题号 人数 平均值 标准差 题项描述

E1 607 3． 1598 1． 01271 内容是学生需要的

E2 607 3． 1252 1． 00534 内容符合实际学习情况

E3 606 3． 1254 1． 00121 练习设计符合实际学习情况

E4 607 3． 0791 1． 06257 有足够丰富内容

E5 607 3． 1960 1． 07143 内容满足需要

E6 607 3． 1812 1． 05935 内容新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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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号 人数 平均值 标准差 题项描述

E7 607 2． 8880 1． 10234 内容激发兴趣

E8 607 3． 3871 1． 01801 词汇是学生欠缺和需积累的

E9 607 3． 3410 1． 01670 篇章类型多样化

E10 607 3． 1054 1． 02867 学习策略讲解引导是学生需要的

E11 607 3． 3064 1． 03487 对英语学习有用

E12 607 3． 1071 1． 06709 能帮助提高学习效率

E13 607 3． 0280 1． 02003 能帮助提高学习成绩

E14 607 3． 1269 1． 03665 使英语学习轻松

E15 607 3． 0890 1． 06178 更有学习兴趣

E16 607 3． 0890 1． 03980 提高信心

E17 607 2． 9918 1． 08467 保证学习的可持续性

E18 607 3． 1647 1． 06049 值得

E19 607 3． 0807 1． 01397 对内容满意

E20 606 3． 2013 ． 98202 对练习设计满意

E21 433 3． 1848 ． 98510 对学习策略讲解及引导满意

E22 607 3． 2488 1． 02400 总体满意

表5 学生对使用大学英语读写教材效果的评估

题号 人数 平均值 标准差 题项描述

OＲ1 607 3． 1433 ． 99713 能读懂一般性文章

OＲ2 607 3． 1516 ． 98843 能顺利阅读专业文献和资料

OＲ3 607 3． 2488 ． 96253 掌握了基本阅读技能

OＲ4 607 3． 1796 ． 95391 扩展了词汇量

OＲ5 607 3． 2488 ． 95219 掌握了英汉互译技巧

OＲ6 607 3． 3147 ． 98076 能借助词典英汉互译一般性文章

OＲ7 607 3． 1054 ． 95721 能借助词典翻译专业文献

OＲ8 607 3． 0461 1． 01043 掌握了常见文体写作方法

OＲ9 607 3． 1252 1． 00369 能胜任 30 分钟限时写作

OＲ10 607 3． 0132 1． 05297 能胜任常见应用文写作

OＲ11 607 2． 9918 1． 04909 能做图表描述

OＲ12 607 2． 6524 1． 03060 能写专业论文英文摘要

OＲ13 607 2． 9110 1． 03023 清楚大学英语读写教学目标

OＲ14 607 3． 0906 1． 04992 明确读写学习目标

OＲ15 607 3． 0412 1． 01959 提高了读写策略意识和能力

OＲ16 607 3． 1895 1． 01897 能积极用英语思维

OＲ17 607 3． 1285 1． 01635 提高了批判性思维能力

OＲ18 607 2． 9951 1． 04280 积极从事英语学习活动

OＲ19 607 3． 2010 1． 02886 学习环境改善

OＲ20 607 2． 9852 1． 00071 能完成自定读写学习目标

表6 学生对使用大学英语听说教材效果的评估

题号 人数 平均值 标准差 题项描述

OL1 607 3． 3888 1． 01005 能听懂日常英语会话及短文

OL2 607 3． 2405 1． 03318 能听懂慢速广播和电视节目

OL3 607 2． 8666 1． 01001 能听懂常速广播、电视节目、电影

OL4 607 2． 6491 1． 12741 能听懂英语讲授的专业课程

OL5 607 2． 9209 ． 92473 能使用基本听力技巧

OL6 607 3． 0692 1． 02855 改善了语音语调

OL7 607 2． 9044 1． 03762 掌握了英语一般交流能力

OL8 607 2． 8221 1． 05991 掌握了日常话题与目的语人士交流能力

OL9 607 2． 8781 1． 01554 掌握了概括能力

OL10 607 3． 1153 1． 05768 能做( 有准备的) 演讲

OL11 607 2． 6343 1． 05054 掌握了专业领域英语交流能力

OL12 607 2． 8797 1． 02785 清楚听说教学目标

OL13 607 3． 1021 ． 99807 明确听说学习目标

OL14 607 2． 9868 ． 98662 提高了听说策略意识和能力

OL15 607 3． 1977 ． 99692 能积极用英语思维

OL16 607 3． 0774 1． 00441 提高了批判性思维能力

OL17 599 3． 0334 ． 99944 积极从事英语学习活动

OL18 599 3． 2487 1． 01653 英语学习环境改善

OL19 599 3． 1068 ． 98921 能完成自定听说学习目标

参考文献

程晓堂． 英语教材分析与设计［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

究出版社，2002．

胡美馨． 言语行为语用意识培养在综合英语教材中的实

现［J］． 外语研究，2007( 4) ．

黄建滨 于书林．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大学英语教材

研究: 回顾与思考［J］． 外语界，2009( 6) ．

黄建滨 于书林．《英语教材———回顾与评价》评介［J］． 现

代外语，2010( 3) ．

蒋学清 冯 蕾． 基于渗透式学习策略的大学英语教材回

顾性评估实证研究［J］． 山东外语教学，2011( 1) ．

蒋业梅 刘素君． 大学英语读写课程常见练习的使用效果

研究———以《新视野大学英语读写教程》为例［J］．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9( 1) ．

李法敏． 创新带来成功———《视听阅读》系列教材策划和

推介中的感悟［J］． 中国编辑，2012( 1) ．

李海英 田 慧． 北京体育大学大学英语教材教学效果的

研究［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0( 7) ．

刘道义． On Evaluation Criteria of English teaching materials
［J］． 中国外语，2005( 6) ．

龙 婷 龚 云． 交际法研究对中国大学英语教材编写的

启示［J］． 外语教学，2008( 6) ．

裴光兰 李跃平． 大学生对《大学英语》课程要求及教材了

解情况实证研究———以广西师范大学大二学生为例

701

2013 年 郭 燕 徐锦芬 我国大学英语教材使用情况调查研究 第 6 期



［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 ，2007( 12) ．
钱 瑗． 介绍一份教材评估一览表［J］． 外语界，1995

( 1) ．
谭培文． 学分制中以人为本的教材建设与管理探微［J］．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 4) ．
夏纪梅． 现代外语教材的特征及其意义［J］． 外语界，

2001( 5) ．
徐锦芬 彭仁忠 吴卫平． 非英语专业大学生自主性英语学

习能力 调 查 与 分 析［J］． 外 语 教 学 与 研 究，2004
( 1) ．

杨明蕊 黄爱凤．《新视野大学英语读写教程》使用情况调

查分析———以一所二类本科院校为个案研究［J］． 红

河学院学报，2010( 5) ．
于书林 黄建滨． 中小学英语教材研究调查分析与思考

［J］． 山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学报( 基础英语教

育) ，2008( 6) ．
张 蓓 马 兰． 关于大学英语教材的文化内容的调查研

究［J］． 外语界，2004( 4) ．
张雪梅． 关于两个英语教材评估标准［J］． 解放军外国语

学院学报，2001( 2) ．
赵庆红 雷 蕾 张 梅． 学生英语学习需求视角下的大学

英语教学［J］． 外语界，2009( 4) ．
赵 勇 郑树棠． 几个国外英语教材评估体系的理论分

析———兼谈对中国大学英语教材评估的启示［J］． 外

语教学，2006( 5) ．
周娉娣． 大学英语教材与学习者自主性培养———“新世纪

大学英语系列教材”《综合教程》试用调查［J］． 外语

界，2008( 2) ．

周雪林． 浅谈外语教材评估标准［J］． 外语界，1996( 2) ．
庄智象．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外语教材编写和评价体系

［J］． 外语界，2006( 6) ．
Breen，M． P． ＆ C． N． Candlin． Which Materials? A Con-

sumer’s and Designer’s Guide［A］． In L． E． Sheldon
( ed． ) ． ELT Textbooks and Materials: Problems in Eva-
luation and Development［C］． London: Modern English
Publications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British Council，
1987．

Craik，F． ＆ Ｒ． Lockhart． Levels of Processing: A Frame-
work for Memory Ｒesearch［J］． Journal of Verbal Learn-
ing ＆ Verbal Behavior，1972 ( 11) ．

Cunningsworth，A． Evaluating and Selecting EFL Teaching
Materials［M］． London: Heinemann，1984．

Cunningsworth，A． Choosing Your Coursebook［M］． Shang-
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2．

Ellis，Ｒ． The Empirical Evaluation of Language Teaching
Materials［J］． ELT Journal，1997 ( 1) ．

Hutchinson，T． ＆ A． Waters．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

McDonough，J． ＆ C． Shaw． Materials and Methods in ELT
［M］． Cambridge and Mass: Blackwell，1993．

Tomlinson，B． English Language Learning Materials: A Cri-
tical Ｒeview［M］． London: Continuum，2008．

Van Els，Th．，Th． Bongaerts，G． Extra，Ch． van Os． ＆ A．
Janssen-van Dieten． Applied Linguistics and the Learning
and Teaching of Foreign Languages［M］． London:

Edward Arnold，1984．

收稿日期: 2012 － 12 － 12 【责任编辑 谢 群】

801

2013 年 郭 燕 徐锦芬 我国大学英语教材使用情况调查研究 第 6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