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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二十多年来，国内外对教科书使用，尤其是教师如何使用教科书的研

究热点主要聚焦于：建构教科书使用的不同框架、考察教科书使用的现状与问题、
探寻教科书使用的影响因素、探索教科书使用的方式与路径等。未来有关教科书使

用的研究大致呈现以下趋势：研究取向上，立足教科 书 使 用 的 基 本 内 涵 和 基 本 矛

盾，深化教科书使用的理论反思；研究内容上，从实体思维转向复杂的关系思维，
更加注重教科书使用的事实、规律、价值、规范等研究的整体关照；研究方法上，
在多维视角的融合中，综合运用混合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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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教科书的使用问题

逐渐受到学界关注。本文对国内外教科书使用研

究中的热点、难点进行梳理，分析问题，总结经

验，对我国未来教科书使用研究予以展望。

一、教科书使用研究的热点

（一）从阐释教科书使用的概念视 角，提 出

分析教科书使用的不同框架

研究者从多维视域出发，对教科书使用的整

体过程、使用要素以及转换机制等进行分析，揭

示了对教科书使用的理解。孔凡哲着眼于教科书

使用的过程要素，从理解、研 究 教 科 书，诠 释、
整合教科书，运用教科书以及评判教科书等方面

构建分析框架。［１］并据此创建了 “教师使 用 教 科

书水平模型”，该模型将 “教师使用教科书水平”
划分为五个级别：误用、机械 使 用、常 规 使 用、
有些新意、创造性使 用。［２］张 莉，芦 咏 莉 将 “教

师使用教科 书 水 平”描 述 为 “教 师 教 材 加 工 能

力”，指 “教师结合学校的实际情况和自身经验，
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及时洞察学生的特点，运用

不同形 式 的 思 维，对 教 材 的 内 容 进 行 分 析、概

括、生成与反思的能力”。教师教材加工能力的

发展经历了从机械加工到常规加工，再到精细加

工，直到创造加工的过程。［３］ “教 师 教 材 加 工 能

力”的划分和 “教师使用教科书水平”等级划分

不谋而合，但各自的侧重点有所不同。沈健美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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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课程实施的层次理论，分析教师如何基于课程

标准和学生需要，探索 “教材二次开发”中文本

转换的层次。［４］毕华林借鉴活动 理 论，构 建 教 科

书使用 “四面体模型”：模 型 中 教 科 书 是 教 学 的

工具中介，这一中介的使用受到教师的调节，教

师和学生是教科书使用的两个主体，而客体则是

一般意义上的知识，教科书、教师、学生、知识

四者共同构成了矛盾的统一体。模型展现了教科

书使用中教科书、教师、学生、知识四因素之间

的相互关系，突出强调了教科书使用活动的客体

不仅仅是教科书及其呈现的信息，而是更为一般

意义上的知识，教科书更多的是作为一种教学资源

和工具来发挥作用。对教科书使用的分析体现于四

对关系：学生—教师—教科书；教师—教科书—知

识；学生—教科书—知识；学生—教师—知识。［５］

（二）从考察教科书使用的现实视 角，呈 现

教科书使用的现状与问题

探 析 教 师 使 用 教 科 书 的 方 式。Ｆｒｅｅｍａｎ　＆
Ｐｏｒｔｅｒ从教学内容选择的视角，研究教科书决定

初级中学数学教学内容的三种情形，分别是照本

宣科、依据学生特征有选择地使用教科书、配合

学区目标有选择地使用教科书。［６］Ｋｏｎ从课程决

定视角分析了教科书资源使用情况：有的教师将

教科书视为主要的教学资源；有的将教科书视为

重要的参考资源；还有的将教科书视为有限的参

考资源。［７］黄政杰列举出教科书误用的八种型态：
孤立型、奉若圣经型、照本宣科型、食谱型、画

重点型、忽视型、囫 囵 吞 枣 型、赶 进 度 型。［８］陈

嘉鸿对高 中 英 语 教 师 的 教 科 书 使 用 情 形 调 查 发

现：除一套主要的教科书外，教师多同时采用补

充教材，包括另一版本的教科书、广播杂志、参

考书以及文法书；教师多认为英文教材的最佳来

源是教科 书。［９］黄 良 微 对 英 语 教 师 的 调 查 发 现：

９７％的教师 按 照 教 科 书 内 容 授 课，其 中５８．５％
的教师几乎完全 （８０％～１００％）按 教 科 书 内 容

授课，３８．５％的教师非常依赖 （６０％～７９％）教

科书内容。［１０］总体来看，教科书使用方式的归类

可以分 为 两 种：一 种 是 分 三 类 使 用 教 科 书 的 取

向；另一种是分两类使用教科书的取向。分三类

的取向包括：按照教科书施教；主要按教科书施

教，但加入其他教学材料；主要按自行编制的教

学材料，以教科书为辅。这三类取向的划分，与

钟启泉、崔允漷归纳的教师使用教科书的三种模

式相契合，即 “教教材”“用教材教”“不使用教

材”。［１１］

了解教师使用教科书授课的比例。Ｒｅｉｎｔｓ　＆
Ｌａｇｅｒｗｅｉｊ分析了 教 科 书 使 用 的 不 同 比 例：１１％
的教师按教科书逐页教学；５０％的教师按教科书

的内容结构教学，同时运用其他教学资源；１０％
的教师视教科书为一种教学资源，与其他教学资

源同等重要；２０％的教师结合第二及第三种取向

使用教科书；１０％的教师完全不使用教科书。［１２］

陈明耀对 台 北 小 学 体 育 教 科 书 使 用 情 况 调 查 发

现：教师经 常 使 用 教 科 书 教 学 占４７．５％；教 师

不曾让学 生 预 习 教 科 书 占７１．７％；不 曾 对 学 生

测验教科 书 内 容 达５６．１％；经 常 使 用 教 科 书 做

教学准备 占７３．５％；回 答 小 学 生 使 用 体 育 教 科

书需要程度时，超过 六 成 教 师 认 为 “可 有 可 无”
或 “不需要”。［１３］

分析教师使用教科书的时机。吴莉蓉研究发

现：教师使用教科书的时机最多是 “课前教学使

用”；使用教科书内容授课最多是使用 “６０％～
７９％”；教 师 使 用 教 师 手 册 的 频 率 最 多 是 “经

常”；最常使用时机以 “课前教学准备”为最多；
最常使用内容以 “参考资料”为最多。［１４］黄千玳

调查发现，教师使用教科书主要原因为 “出版社

提供辅助教学资源”；教科书与教师手册使用频

率以 “有时”使用为最多；多数教师在决定教学

范围时会自行设计课程，并会弹性调整教学节数

及课次顺序。［１５］

调查不同学科的教科书使用差异。Ｃｒｏｓｓｍａｍ
与Ｓｔｏｄｏｌｓｋｙ的 研 究 发 现，数 学、外 语、科 学、
英文、社会等学科的教师对教学及教科书的应用

略有不同，整体而言，数学教师最遵守课程要求

及教科书内容，他们主要依照知识的序列使用教

科书。［１６］研究者也分别就不同学科作了探讨。例

如，教师在使用社会科教科书教学时，主要依据

课本，也参考教师手册。教学范围完全依据课本

内容，偶尔会补充阅读资料；教学顺序则按照课

本呈现的课次 （主题），教 学 时 间 则 按 教 师 经 验

而定，并未依照教师手册；教师使用社会科教科

书教学时，主要凭自己的专业知识与经验，以讲

述、问答和讨论等活动为主，偶尔为学生提供搜

集资料、口头报告的机会。［１７］在综合活动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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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使用方面，教师使用教科书时机以 “课前教学

准备用”比例最高；使用方式以 “选择并调整教

科书内 容”最 多；使 用 比 例 以 “有 时 （４０％～
５９％）”最多；教师使用教科书最 主 要 的 原 因 为

“节省自编课程的时间”“有助于统整课程实施”
“符合课程 纲 要 的 课 程 目 标”等。［１８］在 音 乐 教 科

书的使用中教师使用教学目标比率平均为８６％；
使用音乐教 科 书 内 容 的 比 率 平 均 约 为８９％，显

示教科书在音乐课中的重要性。［１９］

（三）从分析教科书使用的归因视 角，探 寻

教科书使用的影响因素

研究表明，教师教学使用教科书受众多因素

影响。诸如，教学时间、考试、学生程度、法令

规定、教学信念、家长或社会压力、学生成绩表

现、学校设备、不同学科内容、教师同济次级文

化、男女性别与学生年级等。［２０］教师信念、教科

书和环境因素等三方面与教科书使用情形关系显

著。［２１］研究者提出，影响教师教科书使用行为的

因素以 “教师因素”最具影响力，其次为 “学生

因素”，而 “教科书因素”“情境因素”较不具有

影响力。［２２］

研究者将教科书观视为决定和影响教科书使

用的主要因素，对教科书观的内涵、要素以及依

存于不同教科书观的使用取向进行分析。从教科

书建设者视角来看，教科书观即对教科书本质、
属性及作用的认识；［２３］从教学关系视角来看，教

科书观还包括对教科书的价值、作用、评价标准

和处置方 式 的 基 本 看 法。Ａｌｖｅｒｍａｎ提 出，教 科

书角色深深地影响着教师的教学决定与教材内容

的选择，依据不同的教科书认知，存在三种教科

书的使 用 方 式，即 依 据 教 科 书 内 容 有 系 统 地 使

用；将教科书作为信息的来源之一，延 伸 使 用；
将教科书作为师生讨论时的参考书。［２４］郭晓明认

为，不同的教科书观将引导教师在教学实践中构

建不同的教学生活和学生的学习生活。当今中国

教师的教材观以 “圣经式”为主流，这种教材观

作为教育的社会控制职能和制度化教育强化的结

果，它不仅限制了教师教学的个性化和创造性，
束缚了学生的学习空间和创造意识，而且割裂了

课程与社会现实之间的联系。针对这样的弊端，
应倡导 “材料式”教材观。［２５］这与杨启亮提出知

识观和智慧观的教材观有相同之处。“知识观的

教材观”指出教材以本身呈现的知识为目的，教

学即以教材所负载的知识和技能的传授与掌握为

宗旨；“智慧观的教材观”认为教材是教学使用

的材料，通过它去实现智慧的或发展的目的。［２６］

陈伯华曾整理教师的教科书观，以说明教师具有

不同观念会衍生不同使用教科书的模式。若教师

认为教科书即教学内容，其运用模式会倾向于照

本宣科；若 教 师 认 为 使 用 教 科 书 是 提 供 学 习 机

会，帮助学生思考和建构知识，则运用模式会倾

向重视探究和学生自主。俞红珍认为在实践中，
教师对如何选用教材通常存在三种观点：即教教

材、用教材教、不用教材教。这三种观点反映了

课程实施过程中三种不同的取向，即忠实取向、
调适取向和创生取向。［２７］伴随教育观和教学观的

发展，教科书的使用观开始从 “教教材”向 “用
教材教”转变。

研究者认为不同的教师角色选择，也会影响

教科书的使用取向。Ｂｅｎ－Ｐｅｒｅｔｚ将教师处理课程

材料时的角色分为三种：（１）教师是传递课程内

概念的人：教科书是课程设计者传递课程概念的

工具，是防范教师 （ｔｅａｃｈｅｒ－ｐｒｏｏｆ）教学偏离课

程的材料，教师的角色只是照本宣科，教师能否

合法地调试，备受争议；（２）教师是课程实施的

主动者：教 师 在 使 用 教 科 书 的 过 程 中 具 有 影 响

力，课程设计者应采用工作坊和培训把教科书中

的精神转给教师，然后让他们发挥；（３）教师是

课程设计者的伙伴：选择和转化教材于特定的教

学情境，并没有一套预设的特定教科书，教师根

据教育 目 的 因 时 制 宜 地 阐 释 和 调 试 教 科 书。［２８］

Ｐａｒｋｅｒ＆ＭｃＤａｎｉｅｌ将 此 区 分 为 两 种 情 形：教 师

为课程导引者———将教科书内容忠实地传递给学

生；教师为课程代理人———选择或调整教科书内

容。［２９］黄显华、霍炳坤根据教师专业角色，把教

师使用教科书的模式归纳为两类，一类是专业型

教师：他们 由 课 程 设 计 中 选 择 适 当 的 概 念 和 技

巧，利用教科书和学生一起探讨，为学生提供学

习经验，他们虽然不是学科专家，但以专业知识

调试教科书的材料；另一类是依赖性教师：他们

不重视学生的兴趣、疑问和困难，他们最关心学

生完成教科书的难度，只以学生能记忆课本的内

容作为评估学生成绩的方法，很少评估他们能否

理解概念以及这些概念和其他学习范畴 （包括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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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生活面对的问题）的关系。在教学的过程中，
他 们 只 关 心 教 科 书 中 一 页、一 章、一 册 的

安排。［３０］

研究者认为，教学风格也是影响教科书使用

的重要因素。叶芳慈 （２００９）提出，在教学风格

与教科书使用的关系上，偏向教师中心取向的教

师关注与考试相关的教科书内容，教师常以 “加
法”来处理教科书内容，教学时常巨细无遗地解

说教科书内容；偏向学生中心取向的教师以学生

需求作为筛选教科书内容的主要考量，常以 “减
法”来处理教科书内容，教师经常运用自己的生

活经验及师生角色互换等方式解说教科书内容。
研究者还 对 教 科 书 使 用 影 响 因 素 进 行 了 探

讨。例如，教师使用社会教科书的影响因素包括

教学进度和内容、学生能力和教学经验三项。教

师使用教科书时，会依进度教授单元的内容、考

虑学生程度，并因应学生能力与经验而补充阅读

资料；考虑个人教学经验以决定课题教学实践的

多寡。在影响艺术教师使用教科书的因素中，以

“学生因素”为主，且男性教师受到 “学生因素”
影响较女性教师高。教师使用数学教科书时会受

教师知识和信念、个人兴趣和习惯、对教科书的

看法等个人因素，以及学生、时间、学校等外在

因素的影响。小学数学教师教科书解读的主要影

响因素包括课标理解、教科书观、解读理念、解

读基础、解读环境、解读态度等方面。［３１］影响化

学教师使用教科书的五个核心因素是教师、教科

书、学生、课程资源、教学管理制度。［３２］

（四）从优化教科书使用的模式视 角，探 索

教科书使用的方式与路径

研究者从不同视角，梳理教科书使用的基本

模式。Ｃｈａｌｌ概括出三种类型：直接学习的取向、
着重教科 书 研 读 技 巧 的 取 向 以 及 使 用 多 元 资 料

（含教 科 书）的 取 向。［３３］Ｒｅｍｉｌｌａｒｄ　＆ Ｂｒｙａｎｓ将

教师使用教 科 书 的 模 式 也 分 为 三 类： （１）依赖

（ｔｈｏｒｏｕｇｈ　ｐｉｌｏｔｉｎｇ）：非常依赖教科书，倾向使用

课程指引，按其中的建议进行教学；（２）采用与

调试 （ａｄｏｐ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ｄａｐｔｉｎｇ）：经常采用教科书或

课程指引里的题目，但会改编教科书的目的和步

骤以及自定教学计划和教学时间；（３）断续与有

限 （ｉｎｔｅｒｍｉｔｔｅｎｔ　ａｎｄ　ｎａｒｒｏｗ）：很 少 使 用 教 科 书，
教学多运用过去的教学经验和课程资源，偏向选

择较熟 悉 的 题 目 或 曾 经 使 用 过 的 教 学 活 动。［３４］

ＭｉｃｈａｅｌＷ．Ａｐｐｌｅ按照人们在阅读教科书时潜在

反应的 不 同，提 出 了 教 科 书 使 用 的 三 种 不 同 取

向：受支配取向、协商取向和对抗取向。［３５］这与

Ｎｉｃｏｌ＆Ｃｒｅｓｐｏ列举的依赖型、精巧型和创造型，
王世伟总结的 “依耐性”“调适型”和 “灵活性”
相一致。［３６］黄靖加具体探析了这三种模式中，不

同类型语文教师教科书使用的具体情形：教师使

用教科书同时具忠实观、调试观、缔造观三种方

式，整体而言，以忠实观最为 明 显；教 龄２１年

以上较未满２１年的教师更能以调试取向及缔造

取向使用教科书；学士后教育学毕业者较教育学

系学生毕业者更忠实使用教科书；低年级教师较

中、高年级者更忠实使用，比较高年级者更调试

地使用；语文领域教师较非语文领域者更能调试

及创 造 性 地 使 用。［３７］从 教 科 书 使 用 流 程 来 看，

Ｓｈｅｒｉｎ＆Ｄｒａｋｅ提出 阅 读、评 判、调 试 是 教 师 通

常使用的方式。［３８］

研究者基于多元视角，从不同层面提出教科

书使用的优化方略。宏观层面，研究者聚焦教科

书的分析和审理，对教科书主体和对课程标准的

依据进行分析。研究主要包括对课程标准等上位

材料关于教科书所涉及的课程内容与课程要求的

熟悉程度及评判水平，以及对教科书的内容、结

构、特色等 的 熟 悉 程 度［３９］，强 调 从 教 师 自 身 角

度 考 察 课 程 标 准 等 上 位 材 料 如 何 切 实 指 导 教

学，［４０］应对课程标准和教科书中蕴含的目标、内

容、实施和 评 价 要 素 进 行 层 次 上 的 分 析［４１］。这

些研究力求从教师的角度和实践的视角，建立起

课程标准和教师教学之间的内在一致性联系。还

有研究者提出教的 “教材”转化成儿童学的 “学
材”，紧密联系学生的知识经验选择具体教学内

容，基于 “学情分析”转化教材内容。［４２］还有研

究纵向剖析教师解读教科书的层次，并针对每一

层次提出相应关注点，如第一层关注教科书包含

了什么；第二层思考教科书的重点是什么，难点

何在；第三层关注教科书内容应该如何组织与整

合；第四层关注如何看待教科书的地位和作用，
教科书对教师和学生意味着什么，对教师的教和

学生的学分别提出了什么要求；第五层思考教科

书蕴含着什么，折射出什么样的学科教育理念和

教育目 标。［４３］或 将 教 科 书 多 元 地 视 为 蓝 本、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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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本、范本 等，强 调 教 科 书 使 用 的 教 学 规

划，资源开发，主动探究，举一反三等。［４４］中观

层面，研究内容遵从实体思维，重点探究教科书

文本价 值 的 开 发［４５］、分 析 教 科 书 练 习 使 用 策

略、［４６］插图等的使用。［４７］还有研究者从 教 科 书 的

某一系 统 出 发，如 着 眼 于 语 文 教 科 书 选 文 系 统

“定 篇、例 文、样 本、用 件”等 功 能 的 使 用 策

略。［４８］周坤亮基于儿童经验的视角，探讨了教师

如何用教材教的问题。认为教师应从三个方面予

以考虑：一是学生当下经验中有哪些可利用的因

素与教材有关；二是怎样利用这些因素；三是怎

样用教师 的 教 材 知 识 帮 助 解 释 学 生 的 需 要 和 行

动，指导学生成长。［４９］微观层面，以具体学习主

题、课文为例，对教学内容的拓展与整合、教学

策略的 选 择 与 优 化 提 出 策 略，如 “增、删、调、
并”［５０］；“重组、延伸、提升与整合”等。［５１］

还有研究者从教科书自身角度提出相应的策

略，提出教科书应眼于不同地区差异，通过自身

的改进，帮 助 教 师 改 变 观 念，创 造 性 地 使 用 教

材，［５２］或通过教科书进行教学内容选择与定位的

优化方略，实现 “课程内容的教材化、教材内容

的教 学 化”。还 应 明 确 教 科 书 “课 本”的 功 能，
“课程研制”的责任，“呈现方式”的教学价值以

及教科书 “供选择”的商品属性。［５３］

二、教科书使用研究的反思

（一）需 要 研 究 教 科 书 使 用 的 取 向 与 定 位，
建构教科书使用的分析框架，研制相关的分析维

度和指标体系

根据不同的定位取向，教科书的使用可以划

分为不同的类别。这种多样性在一定程度上拓展

了研究视野，但也导致研究者对教科书使用的具

体内容、呈现形式认识不清。建构一个清晰的教

科书使用的分析框架，研制完备的具体维度和指

标体系，既能弥补当前认识论上的缺憾，也能促

进当前有关教科书使用研究的理论发展。
（二）需 要 研 究 教 科 书 使 用 的 理 论 与 知 识，

深入考察不同学科教科书使用的主要影响因素，
揭示教科书使用的主要问题

教师对教科书的使用受到诸多外在和内在因

素的影响，教学目标的设定，教学内容 的 选 择，
教学资源的开发，教学方式的设计等，均是教师

对教科书的理解、诠释、整合、评判以及研究等

相互作用的结果。一方面，从目前教科书使用的

研究内容来看，教科书使用与相关因素的探讨还

不够丰富和深入。比如，教科书使用与教师专业

发展的相互关联、教科书使用与教师实践知识的

相互影 响、教 科 书 使 用 与 教 师 教 学 决 定 的 关 系

等，均缺乏对教科书使用内部过程的探讨，未把

教科书使用这一问题放在整个教学进程中，探讨

它和更大属性之间的关系。因此，全面了解教师

教科书使用的基本现状，深入考察不同学科、不

同学段、不 同 类 型 教 师 教 科 书 使 用 中 的 影 响 因

素，丰富教科书使用研究的理论与知识，深入揭

示教师教科书使用的主要问题。另一方面，现有

的研究多是针对 “为教而教”的教科书使用情形

的探讨，如何从学生学习的终极目标着眼，适合

信息时代以 “学习导 向”为 特 征 学 与 教 的 变 革，
转向 “为学而教”来研究教科书的使用，定会有

更为广阔的研究领域和丰富的研究成果。
（三）需 要 研 究 教 科 书 使 用 的 过 程 与 结 构，

探寻教师专业发展对教科书使用的实际影响，为

提升教师教科书素养、教师培养培训针对性以及

学科教学能力标准的科学研制等提供建议

将教科书使用视为动态、生成的过程，需要

整体研究教师在课前、课中、课后使用教科书的

脉络，解析教科书使用的结构，分析不同阶段教

科书使用的具体问题与现实困难。研究者需要走

入教学田野，深描教师专业发展对教科书使用的

实际影响，并将优化教科书使用作为教师专业成

长的标尺，为教师培养和培训机构制订教师培养

方案提供本土的理论借鉴和方法指引，为各学科

教学能力标准的研制提供建议。
（四）需 要 研 究 教 科 书 使 用 的 方 法 与 技 术，

分析教科书使用的经验和误区，为教科书编制的

优化提供现实指导

反思教科书使用的研究，需要将研究致力于

教师在教学中对教科书进行有意义的教学转化，
并从重构教科书观的视角，探讨教科书使用的理

念与要 求，优 化 教 科 书 使 用 的 方 法 与 技 术。同

时，课程设计者也要发挥专业的角色，致力于教

科书自身的完善，使得由上至下的各层级转化得

以更好地实现。因此，充分了解教师教科书解读

的方式，研究教师教科书使用的经验与问题，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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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如何在正确把握教科书特点的基础上，选用更

好的内容和形式，提 升 教 科 书 对 师 生 的 适 切 性

与发 展 性，优 化 教 科 书 质 量，改 善 学 生 学 习，
也是一个重要课题。

三、教科书使用研究的趋势

（一）研究取向：立足教科书使用的 基 本 内

涵和基本矛盾，深化教科书使用的理论反思

目前研究者主要通过理论思辨和经验梳理对

教科书的使用进行分析描述，阐发教科书的微观

使用策略，但这种研究取向缺乏深入的学理探寻

和研究的整体关照，无法揭示教科书使用与专业

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也不能考察教师是如何使

用教科书以及对学生学习产生的实际影响。对于

教科书使用的内在特质和影响因素，对于教师的

专业发展、提升教科书编制的适切性以及教师培

养培训的新要求等，还未能深入探析。教师、学

生、教科书是教学过程的主要因素，如何按照教

学论基本原理审视、理解、评析和使用 教 科 书，
揭示教科书使用的基本矛盾，提出教科书使用必

须面对的基本问题是今后教科书使用研究的立足

点。围绕 “教师教学与教科书” “学生学习与教

科书”“教师和学生的关系”等维度，在深化教

科书使用现实检视的基础上，融入教科书使用的

理论反思，进一步改进 “教师使用教科书”问题

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从整体优化的角度，围绕

教学系统的不同维度与层面探讨教科书使用与教

学和学习之间的互动和转化，以切合学生学习的

需要，将是未来研究的取向。
（二）研究内容：从实体思维转向复 杂 的 关

系思维，更加注重教科书使用的事实、规律、价

值、规范等研究的整体关照

当前国内的研究更多关注教师对教科书所采

取的一些具体操作行为，例如，对教科书的内容

进行增加、替换、重组，这种研究能够起到一定

示范作用。未来教科书使用研究将不拘泥于研究

教科书本体，在研究内容上将更加注重教科书与

教学中其他因素的内在联系，更加注重现实教学

情境中动态的教科书使用过程、影响因素及其对

教学主体的反作用。已有的教科书分析研究已无

法满足这一要求，未来的研究倾向于针对教师如

何认识和使用教科书，教师专业发展如何影响教

科书的使用等问题的实证研究方向发展。正如蓝

顺德强调的：“高质量的教科书是提升学校教学

水平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足条件，教师的素质

是决定学校教育质量的另一个关键，唯有促进教

师专业 知 能 不 断 成 长，方 能 真 正 有 效 使 用 教 科

书。”［５４］因此，未 来 的 研 究 将 着 力 探 讨 教 师 的 教

科书素养，在优质的教科书基础之上，关注教师

专业在教科书转化的重要内容。在探索教科书使

用应该如何优化的同时，更为注重研究的学理性

与整体性，对教科书使用 “本来怎样” “应该怎

样”“本应怎样”的事实、规律、规范、价值等

问题做整体关照，特别是着重分析不同学科、不

同学科内容、不同学段、不同类型教师的教科书

使用与教师专业发展、学生素养的互动关系，展

现其 “应然”和 “实然”状态。
（三）研究方法：在多维视 角 的 融 合 中，综

合运用多样的方法

目前研究者基本采用单一视角 （或 教 学 论、
或课程论、或教材学），单一研究方法 （或文献

梳理、或调查分析、或理论思辨）来探究教科书

的使用，具有一定的特色。但是，教科书的使用

受到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单一的研究视角和研

究方法无法全面揭示教科书使用的事实、规律与

规范。因此，采用多维的研究视角和多样的研究

方法，在今后可能更加普遍。今后的研究需要在

以定量的结构性分析为线索的基础上，联合质的

研究提供情境细节和意义阐释，建立数据分析和

意义理解的关联。特别是在静态分析教科书使用

研究框架 的 基 础 上 更 多 融 入 教 学 现 场 的 实 际 观

察，动静结合地揭示教科书使用的取 向、内 容、
方式和 影 响。未 来 教 科 书 研 究 也 要 加 强 科 际 整

合，从各 领 域 汲 取 新 的 研 究 方 法，借 鉴 新 的 工

具，通过多种研究方法的互补、融合与整合，更

好地揭示教科书使用的事实规律，夯实教科书研

究的方法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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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黄政杰．多 元 社 会 课 程 取 向 ［Ｍ］．台 北：师 大 书

苑，１９９５．８８．
［９］陈嘉鸿．南台湾高中 英 文 教 师 对 高 中 新 英 文 教 材 之

意 见 及 使 用 现 况 之 研 究 ［Ｄ］．高 雄 师 范 大

学，１９９９．
［１０］黄良微．南台湾 高 职 英 文 教 师 对 英 文 教 科 书 的 看

法及使用现况 ［Ｄ］．高雄师范大学，２００３．
［１１］钟启泉，崔允漷．新课程的理念与创新 ［Ｍ］．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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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陈明耀．台北 市 小 学 体 育 科 教 科 书 使 用 现 况 ［Ｊ］．

国民体育季刊，２０００，２９ （３）：３４－４１．
［１４］吴莉蓉．台中市 小 学 艺 术 与 人 文 教 师 对 艺 术 与 人

文教科书之 使 用 现 况 与 意 见 调 查 研 究 ［Ｄ］．新 竹

教育大学，２００４．
［１５］黄千玳．国民中 学 表 演 艺 术 教 师 教 科 书 使 用 情 况

与意见调查研究 ［Ｄ］．台北艺术大学，２００８．
［１６］霍 秉 坤．教 科 书 使 用 取 向 的 核 心：教 师 专 业 发

展 ［Ａ］．教科书评 论２０１４ ［Ｍ］．北 京：首 都 师 范

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１５．
［１７］洪若烈．国小教 师 之 教 科 书 使 用 方 式 及 其 影 响 因

素之探讨 ［Ｊ］．国教学报，２００３，１５：１７５－１９２．
［１８］管晓真．桃园县 国 中 综 合 活 动 学 习 领 域 教 师 教 科

书使用行为之研究 ［Ｄ］．台湾师范大学，２００９．
［１９］陈雅美．台北市 国 民 小 学 音 乐 教 师 教 科 书 使 用 之

研究 ［Ｄ］．台北市立教育大学，２０１２．
［２０］刘昭宏．教科书 在 国 中 理 化 教 学 中 的 应 用 之 个 案

研究 ［Ｄ］．彰化师范大学，１９９３．
［２１］潘业丰，屏东县 国 中 数 学 教 师 教 科 书 使 用 情 形 之

探讨 ［Ｄ］．屏东教育大学，２００９．
［２２］管晓真．桃园县 国 中 综 合 活 动 学 习 领 域 教 师 教 科

书使用行为之研究 ［Ｄ］．台湾师范大学，２０１１．

［２３］曾天山．教 材 论 ［Ｍ］．南 昌：江 西 教 育 出 版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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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郭晓明．从 “圣 经 “到 “材 料 “———论 教 师 教 材

观的 转 变 ［Ｊ］．高 等 师 范 教 育 研 究，２００１ （６）：

１７－２１．
［２６］杨启亮．教材的功能：一种超越知识观的解释 ［Ｊ］．

课程·教材·教法，２００２（１２）：１０－１３．
［２７］俞红珍．教材选用取向与不同的教材观 ［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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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黄显华，霍炳坤．寻找课程论和教科书设计的理论基

础 ［Ｍ］．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５：１９１．
［３１］沈林．小学数学 教 师 教 科 书 解 读 的 影 响 因 素 及 调

控策略研究：以西师版小学数学教科书 为 例 ［Ｄ］．
西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１．

［３２］毕华林．化学教 学 中 教 师 使 用 教 科 书 的 影 响 因 素

分析———基于扎 根 理 论 的 研 究 方 法 ［Ｊ］．化 学 教

育，２０１３ （１０）：４７－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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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ｃ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４，３５ （５）：３５２－３８８．
［３５］Ｍ阿普尔．教科书政 治 学 ［Ｍ］．上 海：华 东 师 范

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３６］王世伟．小学教 师 使 用 教 科 书 的 情 况 及 其 影 响 因

素研究 ［Ｄ］．香港中文大学，２００８．
［３７］黄靖加．台北县 小 学 级 任 教 师 国 语 教 科 书 定 位 与

使用之研究 ［Ｄ］．台北市立教育大学，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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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孔 凡 哲．教 科 书 质 量 研 究 方 法 的 探 索———以 义 务

教育数 学 课 程 标 准 实 验 教 科 书 为 例 ［Ｍ］．北 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８．
［４０］崔 允 漷．课 程 实 施 的 新 取 向：基 于 课 程 标 准 的 教

学 ［Ｊ］．教育研究，２００９ （１）：７４－７９．
［４１］胡定荣．教材分 析：要 素、关 系 和 组 织 原 理 ［Ｊ］．

课程·教材·教法，２０１３ （２）：１７－２２．
［４２］钟启泉．“优化教材”———教师专业成长的标尺 ［Ｊ］．

上海教育科研，２００８（１）：７－９．
［４３］王 世 伟．教 师 使 用 教 科 书 的 原 则：基 于 教 学 关 系

的 思 考 ［Ｊ］．课 程 · 教 材 · 教 法，２００８ （５）：

１３－１７．
［４４］颜禾．对教科书使用问题的回顾与思考 ［Ｊ］．教育

评论．２０１４ （２）．１４１－１４５．
［４５］郑桂华．语文教师解读课文的基本路经 ［Ｊ］．中学

教学参考，２０１２ （７）：４－６．
［４６］黄厚江．教科书 练 习 的 基 本 类 型 及 其 在 教 学 中 的

使用 ［Ｊ］．语文建设，２００８ （６）：１４－１７；谢 云 燕．
补白·删减·整合·创生：课后练习的 “二次开发”

［Ｊ］．课程教育研究，２０１２（３５）：４８．
［４７］吴建平．激活思品教材插图催生有效课堂教学 ［Ｊ］．

教学月刊 （中学版），２０１１ （９）：１５－１６．
［４８］王荣生．语文科 课 程 论 基 础 ［Ｍ］．上 海：上 海 教

育出版社，２００３：３１５．
［４９］周 坤 亮．教 师 如 何 用 教 材 教 学：基 于 儿 童 经 验 的

视角 ［Ｊ］．当代教育科学，２０１０ （１０）：１３－１５．
［５０］方武．语文教材的探究与运用策略 ［Ｊ］．中国教育

学刊，１９９６ （６）：６－９．
［５１］林茂 平．语 文 教 材 的 创 造 性 使 用———谈 教 材 的 重

组、延伸、提升与整合 ［Ｊ］．语文建设，２００３ （４）．
［５２］付宜红．兼顾城乡差异中教师与教科书的责任 ［Ｊ］．

基础教育课程，２００５ （１０）．
［５３］王 荣 生．对 语 文 教 科 书 评 价 的 几 点 建 议———兼 谈

语 文 教 科 书 的 功 用 ［Ｊ］．中 国 教 育 学 刊，２００７
（１１）．

［５４］蓝顺德．台湾教科书编审 历 程 与 出 版 ［Ｃ］／／首 都

师范大学．２０１４ “教 科 书 研 究 高 峰 论 坛”论 文 集．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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