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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语教育高度重视。为了提高外语教学水平，或弥补师资不足，各级各类学校争相聘请外籍

教师，据估计，每年数以万计的外教应聘在中国从事英语教学工作。这个庞大的外来群体在中国的生活、工作状况、他们

对中国教育的影响以及他们与中国师生之间的跨文化沟通等问题，一直缺乏系统深入研究。由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出版社于２０１３
年出版的ＰｈｉｏｎａＳｔａｎｌｙ的著作《在华英语外教批判民族志：上海故事》（Ａ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Ｅｔｈｎｏｇｒａｐｈｙｏｆ‘Ｗｅｓｔｅｒｎｅｒｓ’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ＥｎｇｌｉｓｈｉｎＣｈｉｎａ）填补了这一空白。该著从民族志角度研究上海某高校外籍英语教师群体的生活经历，历时三年完成。
据作者介绍，其研究成果基于作者在华多年的英语教学经历以及通过在四年内共耗时五个月先后四次采访研究对象获

得的第一手数据。

１　内容介绍
该书共十二章，根据全书的整体脉络分为四个部分：第一至四章为背景介绍，其目的是为后面的数据、分析、讨论打

下基础；第五至九章为研究对象的“生活和工作故事”及作者的分析；第十至十一章则为讨论，分别回答了该书研究的两

个中心问题；第十二章总结了全书内容，提出了进一步研究的启示和思考。

第一章“引言”开头通过一则轶事讲述动词‘ｓｈａｎｇｈａｉ’的含义（即“诱骗某人做并非愿意做的事情”），引出全书的主
题：研究远离祖国来到中国的英语本族语教师群体的社会生活状况。作者指出，在华工作的外教在很多方面并不像故事

中的船员，他们并非被迫来到中国从教，在中国也受到了很好的待遇，并且他们受益于中国工作的经历。之所以将他们

比作被骗的船员，是因为他们在中国的经历告诉作者，他们被推上了一个自己不充分理解的角色，所做的工作并非自己

选择、自愿为之。具体地说，就是外教们被聘担任英语口语教学，可现实对他们的角色要求并非教学，而是中国话语为之

建构的具有“西方人特征”的角色，如引人发笑、热情奔放、面带笑容、令人愉快。

接着作者对该研究的背景进行了具体介绍。重点包括“研究语境”、“研究定位”、“研究焦点描述”。“研究语境”介

绍了宏观社会政治背景。一方面，每年成千上万的“西方人”参加剑桥教师证书考试（ＣＥＬＴＡ），或其他短期课程培训，作
为外出看世界的敲门砖，而中国因其人口最多加之普及英语教育的政策，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最大的英语教学市场，因而

准入门槛最低，接纳人数多。另一方面，因为政治和历史原因，中国对“外国人”有着复杂的成见，这影响到外语教育。

学校并没有建构跨文化的桥梁，反而在教师和学生间强化对外教的已有定势、偏见和理解的障碍。“研究定位”指出该

研究为教育研究，但它采用或基于其它学科的文献建构研究教师的理论，包括社会学、政治学、历史、旅游、人类学、性别

研究、应用语言学、心理学和文化研究等。关于批判角度，作者指出该研究不像其它英语教育的批判研究，它对权力关

系、霸权和其它情景动态持高度批判性，但是对这些不合格的‘西方人’的生活经历客观地进行描述，而不将其妖魔化。

在研究主题方面，这是第一部全面深入系统研究那些经过短期课程培训的英语教师在中国的生存状况、生活经历和身份

困惑的专著。“研究焦点描述”强调该书研究的是一群仅经过短期课程训练、并非具有真正的教师教育背景的外国人在

中国文化语境下所发生的故事。同时提出了研究问题：一是短期语言教学培训课程在多大程度上提供了中国语境下教

学所需技能？二是中国语境下外教的身份怎样得到建构和维持？同时强调，该研究并不是要研究一种普遍现象，而是一

个个案研究。采用扎根理论（ｇｒｏｕｎｄｔｈｅｏｒｙ），没有研究假设，通过归纳，得出结论。最后该书对全书的结构和一些常见
术语做了说明。

第二章“中国的英语教学”涉及中国英语教学的文化、教育背景。作者认为中国的课程大纲理念、学生特点和文化

模式决定了中国教师的保守性，他们所采用的英语教学方法是结果教学法（ｐｒｏｄｕｃｔａｐｐｒｏａｃｈ），交际法教学受到各种限
制。中国教育机构为了实施交际教学法，聘请大批以英语为母语的所谓的“外国专家”在各层次的教育机构从事英语口

语教学，而这些人来华任教的动机各异：“看世界”、“拯救世界”、“见世面”等不一而足。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是英

语教学的一部分，应该包括对外域文化的敏感、行为技能、本土文化和外域文化知识，以及对他群态度、权力关系的质疑。

但是外教们由于自身跨文化能力限制，远不能达到教学目的。外教专业技能没有达标、教学效果也值得质疑。由于学生

和外教之间的误解，外教在中国的教学简直是一种“挣扎”。

第三章“中国外国侨民的理论阐释”阐述西方人在中国经历的社会和政治背景。研究英语教学的理论和认识论广

义上分为认知、社会－文化、批判视角。批判视角优先质疑权力关系，涉及意识形态国家机器（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ｔａｔｅａｐｐａｒ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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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ｕｓ），即霸权是怎样通过教育、媒体等产生、维持和具体化。这就意味着如何抵制引入的教学方法、域外的标准英语模式
和英本主义（ｎａｔｉｖｅ－ｓｐｅａｋｅｒｉｓｍ）。作者指出她的批判民族志采取“发现问题的实践”方法，不带先验假设对特定语境中
发生的过程进行考察。接着作者分析了如下几个问题：中国对外教的“他者化”（ｏｔｈｅｒｉｎｇ）；中国对“西方主义”（Ｏｃｃｉｄｅｎ
ｔａｌｉｓｍ）的话语建构；中国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与他者化之间的矛盾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西方人自身所建构的身
份与中国对他们所期待的的身份产生的差异。

第四章“研究方法”指出，该研究基于定性研究和扎根理论，紧紧依靠社会情境中的复杂现象的深度描写和研究对

象的观点，为此作者使用混合的数据建构和分析方法，主要是民族志、扎根理论和个案研究方法。数据来源于作者参与、

访谈、课堂观察、文件分析、焦点组。本章还对研究的可行性和研究的参加者的背景信息做了详细介绍，也分析了作为研

究者和参加者怎样处理自己的反思、取位、伦理因素及其带来的局限。

第五章“教师、培训、教学”重点介绍研究对象的故事背景。包括这些外教的工作单位人民广场大学（虚构名称，下

称ＰＳＵ）的专业、学制、环境、学生、外教的聘约等的描述，外教的教学工作环节和要求，研究对象的自我背景、经历的介
绍，教师的入职仪式和来自在同一学校工作外教团体的支持情况，外教对该环境给有效教学带来的制约的感受等。

第六章“理解口语教学”阐述没有文件对教学工作进行规定所导致的形形色色的口语教学。作者分析了影响外教

口语教学方式的因素。她认为教师和学生对大学教育的目的、语言的本质、二语学习以及口语学习的本质的理解各不相

同是主要因素，其次是各种情景因素。最后从学生产出和课堂互动模式两个坐标轴归纳了１４位外教的各种口语教学
类型。

第七章“要求‘有趣’的压力”指出本章是全书最重要的章节，因为这种压力是外教感到教学中最大的限制，也为后

面对于教学效果确定、外教身份的建构产生影响。所谓“有趣”是两元的结构：教师令人愉快和教学活动中学生感到快

乐。要求“有趣”的压力来自管理层和学生。作者详细描述了这种压力对外教的教学、发展、积极性带来的各种消极影

响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化误解。

第八章“不关英语教学的事”进一步讨论 ＰＳＵ聘请外教担任英语口语教学的其它目的。首先，由于外教的来华动
机、需求市场、国际竞争、工资待遇等原因，中国大陆招聘外教没有审查从业资格，构成了恶性循环：外教没有高学历、素

质低，学生认为外教是“外国白痴”，或者是一个“好玩”的人。中国招聘外教其实就是招聘外国人，他们认为只要让学生

接触外国人就能学好外语和外国文化。在口语教学中教外国文化，教什么、怎么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本章描述了研究

对象所扮演的各种不同的角色。

第九章“性别身份”讨论性别因素对外教们理解在ＰＳＵ经历的影响。不同外教对由中国学生建构的西方男性“超级
英雄”和西方女性“长有一对乳房的男人”的身份具有不同的感知和反应。不同感知和反应归因于不同的个人条件（如

年龄、相貌、性别）的类型和优劣以及对这种身份的重视程度。

第十章“培训结果和教师需求”通过总结前面各章，集中回答了该书的第一个研究问题：“ＥＬＴ短期课程培训在多大
程度上准备了在ＰＳＵ语境下教学所需技能？”通过分析总结ＣＥＬＴＡ课程培训的目标和ＰＳＵ语境下学生对外教的实际要
求之间的差异，作者指出，这种培训为教师在该语境下教学的准备十分不足，因为尽管课程培训结果和教学对教师的需

要不完全排斥，但不匹配。

第十一章“建构和维持身份”阐述外教的动机不断发生变化以及他们采用各种策略对付各种身份冲突，包括扮演非

英语教学的身份和表达对自己所扮角色的挫折感，而这种挫折以不同方式影响了他们的身份。这部分集中回答第二个

研究问题：“在ＰＳＵ语境下外教怎样建构和维持自己的身份？”
第十二章“建议与反思”指出本研究的启示并提出进一步研究的建议，如怎样改善ＰＳＵ甚至全中国外教英语教学的

现状，怎样促进中国的多元文化等。

２　述评
首先，该研究选题新颖，富有现实意义。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日益增多的外教在全国高校、中小学、各种培训学校

从事英语教学，一般请进来后，把一切交给外教，很少监管。更少有人系统研究外教给英语教学和学生带来了什么影响、

在中国的教学经历给外教们产生了什么影响、外国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发生了怎样的碰撞、外教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在中

国的生存状况等问题。该书对上述问题做出了系统而生动的描述。该研究为提高我国英语教学，特别是怎样充分发挥

外教的优势，提高英语教育水平具有借鉴意义。

其次，该研究视角宽广，内容丰富。该书围绕“西方人在中国的英语教学”这个主题，从宏观着眼，探讨了诸多问题，

从职前培训、课堂实践、个人身份、动机、当地社会对一群来自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的“背包客”教师的角色建构，到跨国

教育的社会学、政治学问题以及中国与外界关系的进化等宏观问题。而且，该研究并没有因为涉及面广而对研究的问题

浅尝辄止。作者以同事、朋友的身份，对研究对象进行了深度采访、亲自实践、加上多方的旁证，收集到充分数据，包括很

多私密的信息。这些无疑增加了该书内容的真实性和生动性。

再次，该研究适用范围广。该书对如下不同的读者群都具有适用性：英语教学和跨文化研究领域的学者、英语教育

主管人员、英语培训机构主管人员，以及想了解中国文化、政治、或旅居中国的西方人生活状况的普通读者。

最后，笔者认为该书中的个别观点和知识需要鉴别和批判。该书作者为澳洲人，从西方人视角探讨西方人在中国的

生活，给读者带来不一样的观点。但是由于作者对中国的政治和文化理解的偏差，书中个别观点和知识，并不正确，需要

读者持有批判的眼光。如该书第５１页谈到中国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时，作者认为，中国对西藏和新疆在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年发动的反中国抗议活动、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四川的藏人自焚事件所采取的行动，以及中国对他者文化的贬抑表明中
国本身就是帝国主义。又如，第８１页说，“该校（ＰＳＵ）被当作二本大学，因为它不是国家教育部直属高校”。显然，这些
都是作者不了解中国国情、不了解中国教育体制所导致的错误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