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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英语多元识读教学法案例研究 ①

邹　霞
（湖南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自１９９６年新伦敦小组提出多元识读的概念，多元识读教学法就在教学实践中得到广泛应用。多元识读教
学法以“ｄｅｓｉｇｎ”为核心理念，强调培养学生的多元识读能力。以一堂大学英语读写课为例，探讨运用多元识读教学法的
课堂教学活动设计和教学过程；分析在这样的课堂上，学生所能得到训练的多元识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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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进入２１世纪以来的１０多年中，人类识读活动正经
历一场深刻的变革。随着信息通信技术（ＩＣＴｓ）的不断发
展和广泛应用，人们进入到多模态识读环境（传统的印刷

文本正在为电子文本取代）。借助不断推陈出新的电子

终端产品（如 Ｉｐａｄ、Ｉｐｈｏｎｅ、ｍｐ４）和日新月异的互联网技
术，人们可以实现远距离声画同步，随时随地读写共现。

具有一定技能的人（们）还可以参与到这种多模态识读环

境的构建中，比如在浏览网页时可编辑文本，上传图片和

视频以及网络互动；人们也在不断构建新的识读环境，如

微博，博客，Ｆａｃｅｂｏｏｋ，维基百科等。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新伦敦小组于１９９６年提出多元

识读（ｍｕｌｔｉｌｉｔｅｒａｃｉｅｓ）的概念和多元识读教学法［１］。在接

下来的１０多年中，多个国家引入这一新的识读理念和教
学法进行教学改革。早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澳大利亚就开
展了一项由Ｃｏｐｅ和Ｋａｌａｎｔｚｉｓ领导的Ｌｉｔｅｒａｃｙｉｎ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Ｎｅｔｗｏｒｋ（ＬＥＲＮ）研究项目［２］。全国中小学都普

遍开展了旨在将科技融入教学大纲以提高识读水平的教

学实践。随即，新西兰、英国、爱尔兰、印度、南非、马来西

亚、加拿大和美国都展开了类似的研究和实践。本文将

多元识读教学理念运用于课堂教学，试以一堂大学英语

读写课为例分析和讨论。

１　文献综述
多元识读教学法就是基于多元识读的现状，探讨如

何使学习者应对不断涌现的与信息通信技术（ＩＣＴｓ）相关
的文本形式和多元化的文化语境，如何使学习者生存于

文化、语言多元化且日益全球化的现代社会。

“设计（ｄｅｓｉｇｎ）”是多元识读教学法的核心概念。多

元识读教学法认为知识是由历史和社会语境设计的。所

有历史和社会活动的参与者都是知识和意义的设计者。

在教育活动中，老师和学生都应该是教学环境和教学活

动，甚至是教学内容的设计者。设计不仅是意义构建和

转化的过程，也是这一过程中所构建的各种模态的意义。

它们包括（１）可供设计的元素（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Ｄｅｓｉｇｎｓ），即已有
或可以获得的意义素材；（２）设计（Ｄｅｓｉｇｎｉｎｇ），即基于设
计的元素（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Ｄｅｓｉｇｎｓ）来表现意义的行为；（３）被设
计的元素（ＴｈｅＲｅｄｅｓｉｇｎｅｄ），即经过转化的新的可供设计
的元素（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Ｄｅｓｉｇｎｓ），或是经过设计（Ｄｅｓｉｇｎｉｎｇ）而
自身转化了的意义设计者。

对于具体如何实施多元识读教学，Ｃｏｐｅ和 Ｋａｌａｎｔｚｉｓ
提出四个知识过程（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每一个过程又
有两个子过程。

第一个过程：“体验（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ｉｎｇ）”。根据杜威的理
念———教育即经验的不断改造，学习知识的过程就是从

体验已有知识（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ｉｎｇｔｈｅＯｌｄ）过渡到体验新知识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ｉｎｇｔｈｅＮｅｗ）的过程；而体验过的新知识一旦成
为了学习者的经验，就转化成了旧的知识，为下一轮学习

过程奠定基础。这些新信息、新文本不能超过学习者的

认知力，应该切近他们的生活，能让他们本能地感知至少

一半的意义，但又足够的“新”，以将学习者带入新的意义

领域［３］（ＣｏｐｅａｎｄＫａｌａｎｔｚｉｓ，ＮｅｗＬｉｔｅｒａｃｉｅｓ１８１）。
第二个过程：“概念化（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ｉｚｉｎｇ）”。概念化不

仅仅是基于老师和课本的说教，而是学习者主动形成概

念，从个别到一般地、有技巧地、明确地概括过程。命名

上的概念化（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ｉｚｉｎｇｂｙＮａｍｉｎｇ）必然要区分相似
与不同，并将事物分门别类贴上一定的标签加以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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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者用抽象术语命名事物并使这一概念得以发展。理

论上的概念化（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ｉｚｉｎｇｗｉｔｈＴｈｅｏｒｙ）是用重要术语
构建阐释框架；学习者建立思维模式、抽象框架和可以转

换的学科图示的过程。概念化的过程要求学习者要主动

形成概念和理论；要在体验和概念之间交互转化（Ｃｏｐｅ
ａｎｄＫａｌａｎｔｚｉｓ，ＮｅｗＬｉｔｅｒａｃｉｅｓ１８１）。

第三个过程：“分析（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功能性分析（Ａｎａ
ｌｙｚｉｎｇ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ｌｙ）是指经过思考、推理和演绎，建立诸如
因果关系这样的功能关系、逻辑分析和篇章联系，以形成

一系列推理和阐释文本意义的模式。批判性分析（Ａｎａｌｙ
ｚｉｎｇ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ｌｙ）涉及到评价自身和他人的观点、利益和动
机。在此过程中，学习者审视意义和行为背后的利害关

系，以及自身的思考过程（ＣｏｐｅａｎｄＫａｌａｎｔｚｉｓ，ＮｅｗＬｉｔｅｒａ
ｃｉｅｓ１８１）。此过程也存在于“体验（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的双向过
程中，以及“概念化（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ｉｚｉｎｇ）”的两个子过程中
（Ｃａｚｄｅｎ２２）。

第四个过程：“应用（Ａｐｐｌｙｉｎｇ）”。恰当的应用（Ａｐ
ｐｌｙｉｎｇ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ｌｙ）是指学习者将获得的理解和知识运
用到现实情境中以检测其有效性。创造的应用（Ａｐｐｌｙｉｎｇ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ｌｙ）是学习者在现实世界中的具有独创性的应用
行为。他们对意义的创造性应用往往体现了自身的兴

趣、经验和灵感。这个过程可以发生在之前的三个过程

当中。

大学英语多元识读教学法的评价体系仍然需要终结

性评价对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进行考核。但是除此

之外要大力加强形成性评价，对学习过程中学习者的情

感态度、学习动机、价值取向和学习策略等进行评价，以

此获取教学反馈和数据，以促进教学和评价的有机结合，

进一步推进大学英语改革。

２　范例教学设计
本文选取了时下高等院校较为常用的《新视野大学

英语读写教程》第三册第四单元 ＦｉｖｅＦａｍｏｕｓＳｙｍｂｏｌｓ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Ｃｕｌｔｕｒｅ作为教学设计对象［４］。这篇课文介绍了

５个典型的美国文化元素。为了明确演示多元识读教学
法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运用，本文选择了其中之一做了

如下教学设计（见表１）。

表１　美国文化元素“Ｂａｒｂｉｅ”的多元识读教学设计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Ｆｏｃｕｓｅｓ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Ｍｕｌｔｉｔｉｌｅｒａｃｉｅｓ
ｔｏｂｅｔｒａｉｎｅｄ

Ｍｏｄａｌｉｔｉｅｓｏｆ
ｍｅａｎｉｎｇｍａｋｉｎｇ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Ｂａｒｂｉｅ

ＴｈｅＳｔｏｒｙｏｆＣｒｅ
ａｔｉｎｇＢａｒｂｉｅ

ＨｏｗｄｉｄＲｕｔｈ
ｇｅｔｉ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Ｂａｒｂｉｅ？

Ｒｏｌｅｐｌａｙ Ｓｐｅａｋｉｎｇ，
ｐｅｒｆｏｒｍｉｎｇ，
ｃｒｅａｔｉｎｇ，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ｎｇ

Ｏｒａｌ，Ｖｉｓｕａｌ，
Ａｕｄｉｏ，
Ｇｅｓｔｕｒａｌ，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ｉｎｇ，
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
Ａｐｐｌｙｉｎｇ，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ｉｎｇ

Ｐｅｅｒ，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Ｂａｒｂｉｅ’ｓＦｅａ
ｔｕｒｅｓ

Ｈｏｗ ｃｏｕｌｄｂｅ
“ａｌｌ－Ａｍｅｒｉ
ｃａｎ”？

ＰＰ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ａ
ｔｉｏｎ

Ｒｅｔｒｉｅｖｉｎｇ，
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ｚｉｎｇ，
ＵｔｉｌｉｚｉｎｇＰＰＴ，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ｎｇ

Ｗｒｉｔｉｎｇ，Ｏｒａｌ，
Ｖｉｓｕａｌ，
Ａｕｄｉｏ，
Ｇｅｓｔｕｒａｌ，
Ｓｐａｃｉ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ｉｎｇ，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ｉ－
ｚｉｎｇ，
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ｉｎｇ

Ｓｅｌｆ，Ｐｅｅｒ，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Ｂａｒｂｉｅ’ｓｐｏｐｕ
ｌａｒｉ－ｔｙ

Ｈｏｗ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ｓ
Ｂａｒｂｉｅ？

ＰＰ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ａ
ｔｉｏｎ

Ｒｅｔｒｉｅｖｉｎｇ，
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ｚｉｎｇ，
ＵｔｉｌｉｚｉｎｇＰＰＴ，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ｎｇ

Ｗｒｉｔｉｎｇ，Ｏｒａｌ，
Ｖｉｓｕａｌ，
Ａｕｄｉｏ，
Ｇｅｓｔｕｒａｌ，
Ｓｐａｃｉ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ｉｎｇ，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ｉ－
ｚｉｎｇ，
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ｉｎｇ

Ｓｅｌｆ，Ｐｅｅｒ，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ＴｈｅＲｅａｌＫｅｎ Ｗｈｙ ｗａｓ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Ｋｅｎ ｄｉｓ
ｇｕｓｔｅｄ ｂｙｔｈｅ
ｄｏｌｌ？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ｎｇ，
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ｉｎｋ
ｉｎｇ，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ｚｉｎｇ

Ｏｒａｌ，Ｖｉｓｕａｌ，
Ａｕｄｉｏ，
Ｇｅｓｔｕｒ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ｉｎｇ，
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

Ｐｅｅｒ，
Ｔｅａｃｈｅｒ

　　教学设计将“芭比”的内容分解为４个子内容，每个

子内容对应一个教学重点。围绕每一个教学重点，可以

设计多种教学活动。表１中呈现的是基于多元识读教学

法，并为本人实践过的教学活动设计。接下来的几栏例

举了相应的能够得到训练的多元识读能力，以及能够呈

现的多模态意义，还分析了每个教学活动的教学过程和

评估方式。

３　分析和讨论
按照课文文本的表述顺序，第一个重点内容是介绍

芭比娃娃的由来。用一个问题来概括就是 ＨｏｗｄｉｄＲｕｔｈ

ｇｅｔｉ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Ｂａｒｂｉｅ（创始人 Ｒｕｔｈ是如何得到灵感

２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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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个内容具有很强的故事性，适合学生多层面地创

造发挥。他们可以讲故事的方式复述文本内容，还可将

文本内容拓展，改编成情景剧在课堂表演。以多元识读

教学法的视角，情景剧显然是优于复述故事的教学活动

设计。从表１中显而易见，ｒｏｌｅｐｌａｙ的教学活动设计既能
训练学生的听说能力，还能开发他们的创新能力、培养他

们的表演能力和合作能力。通过表演，他们呈现意义的

模态远比复述这种教学活动所涉及的视、听模态要丰富

得多。

在具体实践这一教学过程的时候，教师可以先讲解

文本，引导学生通过回忆相似体验而取得深度理解。然

后分组提出ｒｏｌｅｐｌａｙ的要求。Ｒｏｌｅｐｌａｙ既可以即兴表演，
也可以留作课后任务。不管何种安排，教师要帮助学生

分析人物特征、主题表现方法和语言设计。学生则要分

配角色，创作台词，并将所学的语言知识结合自身体验加

以展现。最终的表演过程对台上台下的学生，包括教师

来说都是不同于之前的一种教学体验。在表１中这几个
多元识读教学法的教学过程例举得十分清楚。对此教学

活动的评价除了来自教师，更应该来自观看的学生和参

与表演的学生的互评。

第二个内容有关芭比娃娃的设计特征。文本运用了

一个非常有文化内涵的词进行描述，那就是“ａｌｌ－Ａｍｅｒｉ
ｃａｎ”。鉴于这一课文本就是介绍美国文化元素，对“ａｌｌ－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的理解和认知具有很大的重要性。芭比娃娃体
现的“美国化”主要在美国文化对人的形体外貌的价值取

向，但“美国化”远不止涵盖这一个小方面。因此针对这

个要点，教学活动可以是ＰＰＴ演示，以拓展学生对美国文
化的认知。传统的教学法往往由教师搜集课外资料制作

ＰＰＴ向学生演示。多元识读教学法则提倡学生的多元参
与。由学生制作ＰＰＴ，能使学生主动实现学的过程；由其
演示ＰＰＴ又能使学生体验教的过程。从制作到演示，学
生不仅要学会ＰＰＴ制作，还锻炼了信息检索能力、分析综
合能力、文字编辑和语言表达能力。较之ｒｏｌｅｐｌａｙ的教学
活动，ＰＰＴ制作和演示的教学活动设计更能帮助学生形成
概念性的认知，内化所学知识。

第三个内容涉及芭比娃娃在全球的受欢迎度。文本

选用了两个数据直观地说明了问题。教学活动在这个内

容上可以进一步拓展至不同文化背景下芭比娃娃的受欢

迎度，这要求学生检索大量的信息并加以编辑、综合。如

果要提出更高要求的话，可以要求学生对比芭比娃娃在

不同国家的受欢迎度，找出相似处和不同处，分析这些特

征所反映的文化异同。能够完成以上要求的教学活动首

选ＰＰＴ演示。和第二个内容的教学活动一样，考虑到任
务的信息搜索量和 ＰＰＴ制作的技术难度，学生可以分组
进行，这样也同时锻炼了他们的协同合作能力和任务管

理能力。

由学生完成ＰＰＴ制作和演示的任务能够使学生自行
体验教师的教学过程，变被动的学习为主动的学习，更直

接地运用多模态的意义表现技能，使得多元识读能力得

到发展。ＰＰＴ制作和演示的过程除了包含多元识读教学
法的各个教学过程，还包含多种教学评价模式。如表 １
所示，学生在参与的各个环节，通过与其他组员对比能够

进行自评和互评。教师的评价既可以针对个别组员，也

可以针对整个 ＰＰＴ的制作层面或任务管理层面，以及
ＰＰＴ的演示层面。多元的评价模式既肯定多元的教与学
的模式，也帮助学生培养多元的识读能力。

最后一个内容是创始人的儿子、芭比娃娃原形人物

的哥哥Ｋｅｎ对芭比娃娃的厌恶心理。与芭比娃娃在全球
广受欢迎的现实相反，创始人的儿子却对这一玩偶厌恶

至极，这是很值得探讨的一个话题。为此课堂活动可以

设计为各种形式的讨论。学生在交流各自对芭比娃娃的

观点之后，进而分析讨论为什么 Ｋｅｎ不喜欢芭比娃娃。
这个活动除了能培养学生的口语交际能力、分析问题的

能力和综合能力外，更能侧重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

力。教师应着力引导学生进行独立思考，鼓励学生表达

多元视角和观点。教师对他们的评价以鼓励为主，保持

开放的态度。对于学生之间的互评，教师可以鼓励针锋

相对，据理力辩。

４　结　语
多元识读教学法综合了三大主要教学理论。首先，

它体现了杜威提出的经验主义课程论。学习者通过设计

行为（Ｄｅｓｉｇｎｉｎｇ）不断将旧的经验（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Ｄｅｓｉｇｎｓ）改造
成新的经验（ＴｈｅＲｅｄｅｓｉｇｎｅｄ）。其次，它体现了建构主义
教学论。学习者通过自主行为（Ｄｅｓｉｇｎｉｎｇ）构建意义。建
构的过程是知识不断转化的过程，即由可供设计的元素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Ｄｅｓｉｇｎｓ）转化为被设计的元素（ＴｈｅＲｅｄｅ
ｓｉｇｎｅｄ），进而被设计的元素（ＴｈｅＲｅｄｅｓｉｇｎｅｄ）又转化为下
一轮意义构建所需的可供设计的元素（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Ｄｅ
ｓｉｇｎｓ）。最后，它体现了实践主义教学法。每门课程都是
一个有机生态系统，师生都有自主权来参与和创造教学

过程，以此来改造他们的学习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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