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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4要!数字技术发展及由此产生的人类交际的多模态化!对中学英语教学提出了视觉素养培养的新要求!也引领

中学英语教材由单一语言模态向多模态化转向" 教材多模态有三个主要促学功能#一是通过知识可视化!促进学习认

知$二是通过弱化%情感过滤&!促进学习体验$三是通过隐性和显性方式!培养学习策略" 教师的多模态教学对策包括#

具备多模态教学意识$灵活利用教材多模态辅助语言教学!培养学生的多元读写能力$利用教材培养学生多模态自主学

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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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在社会符号学看来#所谓模态#就是在社会文

化中形成的创造意义的符号资源&!'

( 在人类交

际中#语言是主要的模态#其它各种非语言符号#

如图像)手势)动画等属于辅助模态( 非语言符号

不像语言#它们没有词汇语法#但是同样具有语篇

语义系统#而且这些非语言符号和语言符号一样#

其意义并不是固定的#而是在具体语境下建构意

义的资源( 随着科学技术#尤其是数字技术的发

展#人类生活和交际模式发生了深刻变化( 单一

的语言媒介逐渐由语言)图像)声音等构成的复杂

媒介所取代&#

3

*'

( 读图时代的到来正影响着当代

教育的发展&"'

#引导着教学和教材的图像转向(

在多模态教学时代#是否具有解析和组构图

像的学习能力将直接影响着信息的交流传递#因

而视觉素养的培养成为英语课程教学的一个新的

必然要求&+'

( *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 年

版%+"以下简称*新课标+%适应新的形势#向高

中英语学习者提出在多模态背景下应具备的理解

性技能要求!,通过高中阶段的学习#学生能理解

多模态语篇中文字信息与画面)图像)声音)符号)

色彩等非文字资源传达的意义(-

&2'

*新课标+明

确强调英语教学应培养学生利用语言和非语言符

号理解和表达意义的多模态意识和多模态识读能

力#进而培养学生多元读写能力(

教材是教学内容的载体#也是培养目标的体

现( 最新出版的中学英语教材大幅度增加可视

化效果来训练学生的读图能力和视觉素养&%'

(

为了更好地认识多模态教材#提高多模态教学

的效果#本文以王蔷教授主编的*普通高中教科

书英语必修第 !.* 册+ " #$!7% "以下简称*新

教材 !.*+%为例#考察中学英语教材中多模态

符号的促学功能#并提出使用多模态教材的教

学对策(

!4中学英语教材多模态的促学功能

中学英语教材通过语言符号和丰富的非语言

符号的有机结合#图文并茂#生动活泼#从而大大

促进英语学习( 其促学功能体现为三个方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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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通过知识可视化促进学习认知

教材多模态实现了复杂知识的可视化(

899:;<和 =><1?@<&

&,'首次提出知识可视化概念#

认为它是研究在两个以上人之间运用视觉表达手

段提高知识创造和传递作用( 简言之#知识可视

化就是运用视觉表征手段促进群体知识的传播和

创新#包括所有可以用来建构和传递复杂见解的

图解手段&7'

( 常见的可视化表征形式包括概念

图)语义网络)矩阵图)认知地图)示意图)时间线

以及思维导图和思维地图等( 作为可视化工具#

这些图解手段将抽象信息具体化#条理化#简单

化( 如思维导图有助于读者提取文本关键信息#

提炼知识要点#将内隐的)分散的文本信息变成外

显的)综合的知识内容$思维地图以图像的形式将

知识和信息进行组织和建构#以加强学习者对所

学内容的理解和记忆#进而达到提高学习者学习

效率的目的&!$'

( 常见的思维地图有八种类型!圆

圈图)起泡图)双起泡图)树型图)括号图)流程图)

复流程图)桥型图#分别可以起到不同作用#如对

比)比较)分类)描述)定义等( 从上述可知#教材

实现多模态化#也就是实现知识可视化( 多模态

教材能提高学生对文本信息的分析)整合与概括

能力( 此外#各模态的呈现方式会使观察者获得

不同的感官体验#如排版和页面布局#图像的尺

寸)亮度)色彩对比度)凸显度以及文字的字体)大

小)位置等都会影响学生的注意和认知( 知识可

视化自然会启动学生的视觉学习( 视觉学习的过

程主要涵盖了三种认知活动#即视觉注意)视觉感

知和视觉思维( 视觉思维更强调学习者通过头脑

对信息的图化和想象#将抽象信息具体化#复杂信

息简单化)条理化&!!'

(

A@(B('

&!#'的视觉与文字学习的双层编码理论

与实验结果说明#人们在学习过程中# 既对文字

进行加工处理# 也对插图进行加工处理# 而且两

者之间往往相互促进# 增进信息理解的准确性和

延长保持时间&!*'

( 在多媒体学习过程中#学习者

有三种认知过程参与其中!选择)组织和整合( 首

先#将文字信息和图像信息输入不同的处理中心$

然后#将处理中心的不同种类的信息转化为有待

解释的文字信息模型和视觉信息模型$最后#学习

者将两种信息模型整合#从而达到认知目的&!*'

(

中学英语教材中的多模态实现了语言认知的双重

编码#从而强化学生认知(

从上述可知#教材通过多模态将知识可视化#

将内隐的复杂知识显化#同时通过语言和非语言

符号相结合实现对语言认知的双重编码从而强化

认知( 教材多模态对学生认知的促进作用是多维

度的(

"!% 有助于预测语篇整体内容( 如*新教材

!+C0(D! E;FF'0 *中#大写加粗的蓝色标题GHCI

EJK8JL MN6OGHCP6Q8JO异常醒目#两幅实

景图穿插在文本中"如图 ! 和图 # 所示%( 图 !

中#不同年级的小学生在同一个破旧的教室中上

课$图 #描绘了一个名叫张天的阳光大男孩背着

背包)手拿日记本站在简陋教室中的场景( 结合

标题与两幅图像#利用图文协同互动的方式#在单

元主题语境下#学生可以很容易对文章大意做出

预测#即该文是关于一个大学生在乡村小学支教

的故事( 两幅图与课文标题的凸显形式使学生的

内容图式和背景知识被激活#主动同化或顺应头

脑中的已知信息结构#构建新意义#对文章大意和

主要情节做出预测#做好阅读或听力准备(

图 !4乡村小学复式教学课堂

图 #4支教大学生教师在乡村小学

"#% 有助于理解文本具体内容( 非语言模态

可以使得复杂的文本信息条理化)清晰化)形象

化#从而强化学生对文本内容的理解( 例如#图形

表现手段比文本更能有效地促进文本与读者之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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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息交流&!"'

( 新教材读后和听后活动中有大

量的图表和思维地图等可视化表征帮助学生迅

速)清晰地了解文章整体信息和细节信息#如在

*新教材 *+C0(D7 E;FF'0 ! 6ROJS8E86ITJT5的

读后活动中#练习 " 通过思维导图将文字信息转

变为直观清晰的可视化知识#围绕核心主题的五

个分支主题以及下一层级的各部分内容帮助学生

简明扼要地梳理出主动学习的五种方法及其缘由

和结果"如图 *所示%#使学生在理解语篇整体内

容的基础上加深对细节信息的系统化和逻辑性

认知(

图 *4主动学习读后活动思维导图

"*% 有助于理解语境意义( 非语言模态弥补

文本的部分细节信息#从而有助于学生理解文本

之外的语境意义( 教材中的图像)图表等非语言

模态和文本等多种意义表征模式相辅相成#促进

学生主动建构知识#深入理解文本内容( 上文提

到的*新教材 !+C0(D! E;FF'0 *中#文本并没有具

体介绍张天所在支教小学的教学条件和环境#而

图像则详细描绘了这个小学的环境和条件!脏污

破烂的土墙壁)木制的屋顶)陈旧的木制课桌)衣

着朴素的学生)没有教科书)没有教学设备#这些

细节详细补充了文本内容#加强了学生感性认识(

""% 有助于培养综合思维能力( 多模态教材

中图文并茂)颜色鲜明的思维导图和思维地图能

引导学生思考)分析)概括)整理)比较并展示知识

信息#学生和教师的关注点从知识深入到思维#促

进学生综合思维能力的不断发展( 如*新教材 !+

C0(D* E;FF'0 # LA8RJ6EHRR6LJHTL利用思维导

图激发学生思考参加婚礼或生日聚会需要准备的

东西#中心图用虚拟的大脑图片绘制#三个一级分

支分别用粉色)蓝色)绿色绘制#接着继续向四周

发散出去#能够有效拓展学生的思维空间#锻炼发

散思维"如图 "所示%( 此外#思维导图留有空白

部分供学生进行深层次思考#给出个性化答案#思

路不断清晰的同时#学生的创新意识也在潜移默

化中得到提升&!+'

(

图 "4参加婚礼或生日宴会所需准备之思维导图

!)#4通过弱化$情感过滤%促进学习体验

Q<@F?;0

&!2'认为情感因素对二语习得具有重

要影响( 情感过滤指的是阻碍学习者内化可理解

性语言输入的心理屏障( 学生学习语言时#语言

输入内化为语言习得必须经过,情感过滤-这个

心理屏障#心理屏障强的人#语言习得效果就差#

反之亦然( 对语言输入起过滤作用的情感因素主

要包括动机)兴趣)自信心和焦虑( 动机是促使学

生在学习过程中克服困难的持久稳定的推动力#

而兴趣是激发学生内部动机的保障#二者相辅相

成#所以兴趣和动机是影响学习者二语学习效果

的重要因素( 自信心是对自我价值和知识水平给

予肯定的一种积极的心理状态( 自信心强#不怕

犯错误#利用一切机会和条件学习运用外语的学

习者更容易取得更快的进步( 焦虑是指个体处于

紧张)烦恼或担忧的状态#高焦虑导致高情感过

滤#语言,吸入-量减少#阻碍二语习得(

视觉作为一种特殊的话语形态#往往比抽象

的语言更加具有直观性和表现性#更容易影响认

识主体的思想)情感和行为&!%'

( 教材图像拓展了

使用者的审美活动范围#将,读-延伸到了,看-#

增强了学生对语言描述的内容的体验感( 这种亲

临其境的审美体验#激发学生的想象#引导其正面

情绪#刺激其积极反映( 这种积极情感通过增强

学习兴趣与信心#减少焦虑#最终弱化学习英语的

情感过滤#强化学习效果(

多模态教材由文字)图像)视频)声音)图表等

多模态构成( 其中#文字起主导作用#但同时与其

它模态相互协作#丰富语言输入形式#多维度刺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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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感官#激发学习兴趣#增强内部动机(

首先#多模态教材不仅通过五彩缤纷)图文并

茂的排版以及拓展主题知识的视听资源#悦目娱

心#强化多模态的视觉功能#尤其是阅读部分采用

不同的背景色)多样化的排版和页面布局)生动多

彩的图像#配以特殊的印刷版式#如加粗)有色字

体)大写以及下划线)斜体等#给学生带来丰富的

阅读体验#也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例如#*新教材 !+C0(D! I;@&(0UR:>V ! O;@D(W;主

要讲述6XD;<0''0 O;@和 G>WR?@#语篇以柔和的

藕粉色为背景色#上方的图片中粗犷的竹垫上#斑

驳的石碗盛着清冽的山泉#青翠的嫩叶搭在碗边#

增添了一抹别致的绿意"如图 + 所示%( 纷纷扰

扰#一叶茶#出一盏香茗#淡然宁静#让学生不自觉

地就静下心来品读文章(

图 +4图文并茂的茶文化介绍

其次#教材中的可视化工具#帮助学生对知识

进行,精加工-( 它将隐性)模糊)零散的,知识

点-#变成显性)清晰)系统的,知识网-#在,结网-

的过程中#学生会体会到较强烈的有效思考的快

乐及获得明确成果的成就感&!,'

#进而有利于加强

内部学习动机( 如 *新教材 *+ C0(D, S(;Y(0U

M'<1F?'9

3

LHE6I8T8I5G中#教材利用流程图

填空的形式帮助学生清晰地了解太阳能如何影响

地球上的其他生命和人类生活#学生需要在看的

过程中提取出关键信息#并根据流程图对这些信

息进行思考和整合"如图 2 所示%( 这一过程不

仅需要学生具备一定的相关内容图式#同时也要

将已有的背景知识和视频中的重要信息以及流程

图中的文字)流程线相结合#调动多种感官#对视

频中的信息进行分析和加工#自主体验获得知识

的过程及其乐趣#享受学习#激发学习兴趣和

动机(

图 24太阳能对生命和生活影响的流程导图

!)*4通过显性和隐性方式培养学习策略

学习策略包括一切有利于提高学习效率和学

习质量的计划)规则)技巧)方法及调控管理方式#

它帮助学习者分辨)修正)存储及使用信息#是影

响学习效果的一个重要因素( 学习策略既可以是

内隐的规则系统#也可以是外显的操作程序与步

骤( 教师培训学生学习策略可以采取显性和隐性

方式进行#前者指直接教给学生具体的学习策略#

后者指将学习策略培训融入教学环节中#让学生

在课程学习中不知不觉地掌握学习策略(

教材中的多模态设计同样具有对学生进行显

性和隐性学习策略培训的功能( 如*新教材 !.

*+每个单元中的 M'<& =>(:&;<)O;ZD=>(:&;<)L;0[

D;0/;=>(:&;<) M<(D(0UN;:9) L1(::=>(:&;<) C0(D

\(@<]以及 A;;<8&(D(0UL?;;D板块#以便签的形

式#用双引号)斜体)彩色字体)分行符)下划线)不

同字体等多模态印刷版式与文字协同互动#清晰

醒目#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学习技巧与方法#帮助学

生逐步培养学习策略运用意识和能力#发挥了显

性学习策略培训功能( 教师以教材中的多模态为

依托#在实践操作中通过对教材的处理和教学设

计及多模态呈现方式#培养自主记忆)理解)分析)

归纳)综合等学习策略#这就是教材多模态发挥的

隐性学习策略培训功能(

#4多模态教学对策

*新课标+提出培养学生的多模态识读和多

元读写能力#要求教师在教学中将非语言模态的

视觉符号当作语言教学的重要内容和对象&!7'

(

多模态教材为教师提供了丰富的图片和图表等教

学资源#然而#如果照搬教材内容#那么教师就仅

仅是一个执行者#所以教师要善于利用教材中的

各种符号资源设计教学#从教材的,执行者-转变

为教材的,设计者-

&#$'

( 教师多模态教学对策主

要包括三个方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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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从文字模态转向多模态教学

于福顺&#!'的调查发现#尽管教师认识到插图

对教学的重要性#但在实际的教学中#教师却忽略

了对学生,看-的技能培养( 教师要主动培养多

模态教学意识#创设多模态教学环境#从传统的单

一文字模态教学转向关注各种非文字模态的意义

分析( 首先#充分关注非文字模态概念意义)人际

意义)语篇意义以及不同模态间的相互关系&##'

(

非文字符号也像文字一样#既能表达对客观世界

的描述#也能表达符号使用者对世界的态度#还能

表征对语境中的语篇的组构意义( 在具体的图文

关系中#图像对文本能添加丰富的意义内涵( 其

次#在教学的具体环节中引导学生,读图-并整合

,看-与其他技能的培养#促进学生在看图过程中

理解)分析)批判和创新的思维品质#发展学生独

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

(

#)#4灵活利用教材多模态辅助语言教学

多模态学习像把双刃剑#处理不好反而会分

散学习者的注意力#发生对知识点记忆力的干扰#

导致瞬间,热闹-而事后,空空-之感&#"'

( 教师要

掌握解读非语言模态的规则和方法#分析非语言

模态与语言之间的关系#挖掘其对文本学习的价

值和意义#最大限度发挥多模态的教学价值( 教

师在设计教学时#应根据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和教

学阶段#从多模态教材中选择最佳的模态进行必

要的补充( 例如#*新教材 #+ C0(D2 E;FF'0 ! 6

P8\JR6EAJHT88I介绍了诺贝尔奖获得者屠呦

呦的基本信息及其主要成就( 教材中的导入和读

前活动首先采用文本练习检测学生对屠呦呦的了

解情况#但对于内容图式相对不足的学生而言#这

种单模态较难引起他们的阅读兴趣#反而容易产

生感官疲劳#因此#教师可以用一个有关疟疾知识

的简短视频或相关图片对其进行替换#配以教师

适当的口头讲解#使学生获得清晰的系统化背景

知识#做好阅读准备( 这样#听觉)视觉模态与语

言模态相互配合#获得最佳信息传递效果#从而提

升学生的接受能力(

#)*4利用教材培养学生多模态自主学习能力

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是新课标的要求#也

是促进人终身发展的需要( 因此#教师要以新教

材中的各类学习内容和学习资源为依托#引导学

生利用先进的信息手段主动学习)自主学习( 例

如#在设计*新教材 !+C0(D* M<(D(0U.60 8B;0D

\;F/<(9D('0时#上课前教师可布置学习任务#要求

学生阅读活动 # 部分的文章#观察教材中的两幅

图片#学生自主学习并思考前两个活动中所提到

的问题#从而了解写作任务的情景知识和基本语

言表述#对如何用英语描述庆祝活动有一个初步

认识( 上课时教师利用课件引入写作主题#接着

留给学生足够的时间#让学生根据新教材中的思

维导图以及 L;0D;0/;=>(:&;<自主分析文章结构#

学习语言表达方式#教师适当补充#从而激活并丰

富学生的语言图式和内容图式#为接下来的写作

输出做好准备(

教材中多模态学习资源可以在学生自主学习

的过程中充当脚手架( 教师在设计教学时应该根

据学生认知特点和需求#充分利用新教材中的多

模态资源#为学生创造自我探索的实践机会#培养

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有效提高认知能力#加快知识

内化进程(

*4结语

本文基于多模态交际的现实背景以及*新课

标+对学生英语视觉信息素养的要求#分析了中

学英语教材中多模态的促学功能及使用多模态教

材的教学对策( 本文的讨论有助于教材使用者适

应新的形势#更好地认识多模态教材#从而科学地

利用教材促进教学和学习#尤其是启发教师充分

认识多模态的优势#灵活运用多模态#引导学生分

析非语言模态信息的技能#发展自主学习能力(

这在教师普遍忽略插图的意义)忽略看图能力培

养以及忽略插图与表达性技能培养的当下&#*'

#具

有特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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