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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研究

英语教材编 写 中 图像资源的设计与使用

程晓堂 ， 丛 琳

（北京师范大学 外 国语言文学学院 ， 北京 １０ ０８ ７ ５ ）

摘要 ：
虽 然英语教材广泛使 用 图像等 多模 态资 源 ， 但是 关 于这一领域 的理论和

实践研究都尚 不充分 。 英语教材中 图像资 源 的选取 、 设计和使用 ， 往往局 限于教材

编 写者或编辑的经验 ， 缺乏理论指导 ， 因 而也存在 不 少 问题和误 区 。 本文以视觉设

计语法为 理论基础 ， 探讨英语教材 中 图像资 源 的功 能 ， 分析 图像设计与使 用 中的 问

题 ， 并针对现有 问题提 出改进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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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教材几乎从出 现之 日 起 ， 就开始使用图

像等非文字资源 。 我国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出版的英

语教材就配有手绘简 图 ， ５０ 年代出 版 的教材配

有黑 白插图 ，
７ ０年代至 ８０ 年代出版 的教材大幅

增加了 图片的使用数量 ， ９ ０ 年代 中英合编 的英

语教材每课都使用了双色图片 。 进入 ２ １ 世纪后 ，

英语教材开始大量使用彩色 照片 、 卡通 图 、 地

图 、 示意图等 。

尽管英语教材使用 图像资源的传统 由来 已

久 ， 但是关于为什么要使用图像以及应该如何设

计和使用图像等 问题 ， 尚未引 起学界足够的重

视 。 教材中 图像的设计与使用 ， 尚未形成系统的

理论知识 。 图像等视觉资源在各种学习活动中发

挥着重要作用 。 多元识读能力 （也称
“

多模态读

写能力
”

） 已经成为交际能力的 重要组成部分 ，

学生需要发展读图 能力和借助图像进行交际的能

力 。 图像资源已经不再只是辅助学习 的手段 ， 而

是学习 的重要材料和方式 。 在此背景下 ， 探讨图

像等多模态资源的使用问题成为学界的研究热点

之一 。 本文聚焦中小学英语教材中图像资源的功

能 ， 分析图像资源设计与使用 中的问题 ， 并提出

改进建议 。

一

、 教材中使用 图像资源的理论基础

我们常说的 图像资源是视觉资源 的
一

个种

类 。 视觉资源是指可以通过人的视觉感知能力获

取的信息资源 ， 包括文字资源和非文字资源 。 文

字资源就是大家熟悉 的文字符号 。 非文字资源包

括静态图像资源和动态视频资源 。

教材中使用的视觉资源包括静态图像资源和

动态视频资源 ， 但本文暂不涉及动态资源 。 本文

聚焦视觉资源 中 的静态 图像资源 ， 如绘图 、 照

片 、 卡通图 、 表格 、 地图 、 示意图 。 使用图像资

源可以提高学习者的学习兴趣 ， 促进学习者的认

知与理解 ， 从而提高学 习效果 。 Ｗｉ
ｌ ｌｏｗｓ

＾
以及

Ｌｅｖｉ ｅ 和 Ｌｅｎ ｔｚ
［
２
］ 的研究表 明 ， 使用有插 图 的教

材时 ， 教学效果明显好于使用没有插图的教材 。

图像资源有利于各学科的学习 ， 对语言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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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习 尤为有利 。
Ｂｒｉｔｓｃｈ 指出 ， 视觉学 习在语

言学习 中具有核心地位 ， 视觉思维是语言学习 的

基础 。

［
３
］

Ｓａ ｌｂ ｅｇ
〇 等认为 ， 图像意 义是整体意 义

的
一

部分 ， 分析 图像意义在学 习中能够起到脚手

架作用 ， 帮助学生理解语篇和学习活动的整体意

义 。

［
４
］ Ｅ

ｌｍ ｉａｎａ
ｒａ的研究表明 ， 图像能够提高学 习

者的参与程度 ， 强化语言学习过程 。

为了全面认识图像资源在教育中的价值以及

使用原理 ， 语言学和教育学等领域的学者提出 了
一些指导性理论 ， 其中最有影响 的理论是 Ｋｒｅ ｓ ｓ

和 ｖａｎＬｅ ｅｕｗｅｎ
［
６
］

提 出 的 视 觉 设 计 语 法

（ ＧｒａｍｍａｒｏｆＶ ｉ ｓｕ ａ ｌＤｅ ｓｉ

ｇｎ ） 。 该理论将 图像资

源看作建构意义的社会符号 ， 且具有其 自身的语

法 系统 。 如同语言的语法能够描述词语如何组成

小句 、 句子和 语篇
一

样 ， 视觉设计语法告诉我

们 ， 再现人物 、 地点和事件的 图像元素如何有机

地组成不同复杂程度 的视觉表征 。

根据视觉设计语法 ， 图像具有再现意义 、
互

动意义和构 图意义三种功能 ， 分别与系统功能语

言学 中的概念意义 、 人际意义 和语篇意义相对

应 。 再现意义是指图像能够再现现实世界中的各

种经验 ， 比如 ， 连环画 中 的图片能够再现故事的

主要情节 。 再现意义由 系统功能语言学 中的各种

及物性过程来体现 。 互动意义是指观看者与图像

之间的相互关系 ， 比如图片中人物的 眼神 、 表情

和手势可能表示 向观看者提 出 的请求 。 具体来

讲 ， 互动意义涉及图像中人物与观看者的 目光接

触 、 观看者与图像元素的远近距离 、 观看者的视

点等元素 。
互动 意义 中的情态 以感官编码为取

向 ， 受图像的色彩饱和度 、 明亮程度 、 抽象程度

等因素的影 响 。 构图意义是指 图像如何与文本形

成整体布局 ， 建构多模态语篇 的整体意义 。 构图

意义包括图像资源的信息值 、 凸显性和取景 。 信

息值体现为图像元素的不 同位置关系 ： 位于图像

上 、 下 、 左 、 右 、 中心 、 边缘等位置的 图像元素

具有不同的信息值 。 另外 ， 图像与文本的位置也

能体现图像 的信息值 。 凸 显性是指图像 的吸 引

力 ， 前景化 、 大尺寸 、 色差等都能够起到吸引观

看者注意力 的作用 。 取景是指将图像中 的元素分

离或整合的线条 ， 体现图像元素在意义上的所属

关系 。

视觉设计语法从理论上论证了图像资源是如

何表达意义的 ， 阐明 了图像资源内部各要素之间

的关系 以及图像资源与文字资源的协同效应 。 视

觉设计语法已经广泛应用到教材图像资源的设计

与使用研究之 中 。

二 、 英语教材中 图像资源的 功能

教材中使用最多 的非文字资源是 图像资源 。

学界主要从两个角度对 图像的功能开展 了研究 ：

图像中心角度和学习者中心角度 。

图像中心角度的研究 以图像对文本的作用作

为分类标准 。
Ｈｕｎ ｔｅ ｒ 认为 ， 科学教材 的 图像具

有装饰功能 、 强化功能 、 阐释功能 、 概括功能和

比较功能 。 装饰功能指图像只起装饰作用 ， 与文

本信息无交集 ； 强化功能指图像与文本信息有部

分重合 ； 阐释功能指图像解释说明文本的信息 ；

概括功能指图像概括文本的信息 ； 比较功能指不

同 图像进行信息对 比＾
］ Ｔａｎｇ 沿用 Ｈｕｎ ｔｅｒ 的分

类框架 ， 对不同语言的科学教材进行对 比 ， 将图

像功能重新整合为三大类 ， 保留了装饰功能 ， 将

强化 、 阐释和概括功能整合为强化 、 概括和促进

文本理解功能 ， 并增加了传播知识和提供附加信

息的功能 。

［
８
］

陈风华综合以往研究 ， 将 图像功能

提炼为与插图 内容无关的装饰功能 、 阐释文本内

容的 表征 功 能 和 描述 文本 内 部关 系 的 组织

功能 。

［
９
］

学习者中心角度 的研究以图像对学生的作用

作为分类标准 。
Ｄｕ ｃｈａｓｔｅ ｌ 等将 图像功能分为 ：

吸引 学生注意力的注意功能 、 聚焦学生注意力的

导向功能 、 增加学生学习兴趣的影响功能以及提

高学生学 习效果 的认知功 能 。

［
１°

］ Ｌｅｖ ｉｅ 和 Ｌｅｎ ｔｚ

将注意和导向功能统称为注意功能 ， 将影响学生

情感态度和愉悦学生的功能统称为情感功能 ， 将

辅助文本理解 、 记忆和提供附加信息的功能统称

为认知功能 ， 并提出 了帮助阅读困难学 习者的补

偿功能 。

［
２
］

宋振韶将图像功能分为装饰功能 、 解释功能

和促进功能 ， 并将促进功能分为拓展内容 ， 开阔

视野的功能和促进读者能力提高的 功能 。

［
１ １

］蒲志

安认为 ， 文字 、 插图 、 语言共同完成对学习者观

察 、 认知 、 理解 、 记忆 、 表达 、 审美能力及学习

态度和情感的培养 。

［
１ ２

］何致文认为 ， 插 图在小学

语文教材中应具备辅助语言文字建构与运用 、 促

？７ ９ ？



进思维发展与提弁 、 实现审美教育与积累 、 加深

文化传承与影响譬方面的功能 。

［
１ ３

］

有关團像资源功能的现有研究存在
一

些局限

性 。 有的功能分类框架过于顧致 ， 类别之间互相

重叠 ， 难以
、

区分 。 这些框架主要是理论层面的探

讨 ，
． 不利于教材编写者和一线教师应用于教材编

写和教学实践 。 另外 ， 现有研究往往采用牟
一

视

角 。 以教育学和认知心理学的研究偏多 ， 缺乏语

言学与语言教学视魚相缙合的研究 ６

基于前人的研究 ， 本文以视觉设计语法提出

的掘像的三种意义为基本框架 ， 以图像特点以 及

图像与学习者的关系为考察维度 ， 将英ｉ吾教材 中

图像的功能分为三种 ： 裝饰版面 、 促进理解和提

儀學习内審 （见表 ｉ ）
。

表 １ 英语教材 中 图像的功能

图像功能 图文关系 对学 习的直接作用

裝饰板面 囷文襄 ；＃萆參嘗 ；

（ ａ像本最參 习 的主要 内容 较小

保进理解 蚜 图促Ｘ ， 图文 呼麗 图
：像可

＇

狀ｆＣ遵攀习 较大

■供学句 内睿 图 文互动 ， ＿橡是重要的 ：学 习 内 容 很大

（
一

） 装饰版面的功 能

教材中的部分图像与学习 内容关 系不是十分

紧密 ， 其主要 目 的是增加教材版面的鋒观性和直

观性 ， 或为学习活动提供背景 ， 这是厲像的版雨

装饰功能 。 但是 ， 装饰性图 片弁非可有可无 。 这

类图豫可
＇

以袭途 Ｋｒｅｓｓ 和 ｍｎ 
：Ｌｅｅｕｗｅａ所说的构

菌意义 ， 是教材版面整体意义的组成部分 。

［
１＾
具

有装饰功能的图像可以提供语篇的背景信息或学

习活动语境信息 ， 同时吸引：学生注意 ， 引发学习

兴趣 ， 营造轻松的学习氣围 》 这类图像对促进学

生 的认知也有一定的作用。 例如 ， 人民教育苗版

＿（
：
以下筒称

“

人教歎
’

Ｕ轉 ４ 年版翕中無语

教材筆
一

册第
１
课

’
‘

ＨｏｗＭａｒｘＦｏｒｅ 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 ａｇｅｓ
”

课文爾有马克凰辛 ：勤：工雅的绘 图

（酿 １ ） 。 该篇课文讲述了马克思学习 外语的经

历 。 虽然图像与课文内．容关系不紧密 ， 即便去掉

图 片学生也能理解课文内容 ， 但插图増加了教材

的美感和观食性 ， 也使學生对马．克思的形象有了

直观的感受 。 另 夕卜 ， 裝饰性屈偉也可能与文本的

部分内容有关联性 。 比如人教社 １ ９８４ 年版窩中

英谙教 材第
一册第 ３． 课的课文是

“
ＴｈｅＢｌ ｉｎｄ

ＭｅｎａｎｄｔｈｅＥｌｅｐｈａｍ
＊

＃
． 所配插，图梟六叶賓 ：Ａｌｌ

在摸大象不
＇

同部位的 图片 （面 ２ ） 。 图 片反映 的

内容正是故事？庸节之一 。

近些年来出版的很多中小学英语教材 ， 使用

了大量 的人物照片 ．、 生活和工作场景图 、 实物图

片等图像资源 ， 其中不少 图片就属于装饰性图

片 。 有的教材还使用了一座压底 的彩色音景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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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
二

） 促进理解的功能

教材中有些阖像与学习内容具有紧密的关联

性 。 这类图像为文本提供不可或缺的音Ｍ言息或

情境 ，． 或者提宗文宇的意义 ， 其 目猶羞促进荸生

对文本内容：的理靜和攀３ 。 此类 ：鼠片体现视觉设

计语法所说的再现意义 。 比如 ， 呈现英语词汇

时 》 教材并不纖给出词汇的意思 ， 而是逋过图

片帮助学生襄解词 汇的意思 ＞如 图 ３（：人教社

淠１ ４ 年版小学英语三年级下册第 ＳＯ 页 ） ８
．

图 ３

？ｍ？



促进理解类图像本身＃＿争习的内容 ， 但可

以起到引发学习和辅助学习翁重要作用 ， 学生通

过观察面片 ， 理解興像意 建立图像与文宇的

联系 ， 从而＿语言的意义 。 这类图片具有可替

代性 ， 即图片承载的信息可以 由文宇星现 。 该类

图像与装饰性图像的区别墓 ， 装饰性图像略去以

后 ３ 教材设计也不需要做大的改动 ，

？ 但如果将促

进理解的图像略去 ， 则露要重新设计教材 ， 并以

其他形式呈现图像承载的信息 。

除了再现意义以外 ， 促进理解类的图像也可

以体现视觉设计语法所说的互动倉义 ， 即 ？像
、

文本 、 读者三者之间 的，２动关系 。 这类图像不仅

提示文本的意义 ，
而且提示读者的角色 ， 甚至舎

诉读者要做什么 ， 如團 ４（人敦社 ２〇１ ４ 年版小

学英语三年级下册第 ２４页 ） ｓ

０ 

Ｌｅ
ｔ

＇

ｓｒｏ ｌｅ－

ｐ ｌａ
ｙ

．１^

图 ４

图 ４展示了一个角色扮演活动 ｓ厨埒左边的

男孩及摆在桌子ｉ的国际象棋提示 了
＊
‘

Ｃａｘｉ ｙ〇Ｕ

ｐｌ ａ
ｙ

ｃ ｈｅｓ
§？

”

这 ：句 ：话的愈思 ，

， 右边前男孩与之置

动 〇 图镡 、 文本 、 学生三者之间互动 ， 图偉向箏
生展示角色扮演活动的操作过程^

（三 ＞提供学 习 内容的 功能

提模學习 内容的图 像是指构成主要學习 内

容 、 直接影响学习过程靡结果的图傳 。 此类图像

与文本或学习 活动关系密切 ｔ 共同构成完整的学

习 内容＾ 比如 ， 有些英语教学活动要求学生一边

听录音
一

边观察菌片 、 选捧图片或在图 片中患成

某种操作活动 ， 如 图 ５（人教社 卻 １ ３ 年版义务

敦育教科书 〈丨英语 Ｓ 七年级上册第 １０ 页＞ 。

像图 ５ 这类学习活动对图像具有依輓性 ； 如

果略去图像 ， ． 活动根本无法开展。 这类图像本身

Ｌｉ
ｓ
ｔ
ｅ ｎ ａ

ｇ
ａ

ｉ
ｎ ．

Ｗｈｉｃｈ
ｐ ｉ

ｃｔｕｒｅ
ａｒｅ

Ｊ
ｉａｎ

ｇ

Ｔａ ｏ ａｎｄ Ｔ ｏｍ ｔａｌｋ
ｉ
ｎ
ｇ

ａｂｏｕｔ
？

洱听 遍汆 抒 ， 找出 姿 涛和场姆谈 论 的照片 －

图 ５

学生的高阶认知能力具有重裏意义。 作为学习 内

容的图 像 ． 全方位体现视觉语法所说 的再现意

义 、 互动意义和构图意义 。

三 、 英语教材中 图像设计与使用存在的 问题

（

一

） 图 片 总 体数量偏 少 ， 且具有实 质性学

习价值的 图 片 不多

根据笔者的考察 ， 国内英语教材使用的廚片

总体数量仍然偏少 ， 图像所 占版面比例偏低 。 以

某版本初中英语八年级上册教材为例 ， 该教材内

容Ｋ减共计 ｉ 〇ｓ 页
， 其中戈本内容所 占比例明麗

齎于图像 ， 而且大釣 ４０％ 的 页面没有图片 。 大

约 ５＆Ｋ的页面以文孛 内 容为主 ， 图像只起到辅

助作用 。 图文＃重 以及 以 图 像为 主 的 页面不

足

很多教材 中装饰性图片较多 ， 促进理解和作

为学习 内容的虜像相对较少 。 仍以 以上提到的教

材为例 ， 该教材共有 ６ ８ 幅 （组） 图 其中装

饰性：图 片 ３８ 幅 （组 ） ， 占图像总量 的 ５５ ．８％ ，

教材申
一＾以上的屈偉与学习 内容关系甚微 ６ 装

饰性图像在知识拓展板块出现拿最高 ， 但这些图

像除了与文本中 的个别单词或背最價息有关之

外 ， 与学习 内容没有直接的关联性 。

该册敦材 中作为学 习 内輕的 图 片仅：有 Ｍ 幅

（组 ） ， 且图像类型较少。 其中多幅图係出 现在图

文匹配学■續＿中 ５ 例如 ：根賴 ：文本冉眷将厲片排

序 、 将词谙与虜像进行匹配 、 稂据文本信息迸行

正媒判 断或选择等 。 教材使用 了少量地 图 、 饼状

图和词汇思维导图 ， 要舉学生根据图偉嶋问题

或补全信Ｉ

（二 ） 图 像 类 型 单
一

， 照 片 和表格类 图 像

就是学习 内容 ， 学生需要整合图文信鼠， 构建完偏多

整 的语篇意义 ， 在此基础上学 习 、 理解和运用语教材中可使用的 图俸类塑粮多 ， 如绘图 、 照

言 。 这类图像的学习渉及多个学习过程 ， 对培养片 、 卡通画 １ 图形 ＞表格 、 地图 、 流程 图 、 示意

？８ １ ，



图 、 思维．导图 、 连环画 ， 等等 。 但是 ， 现有英语

教材使用的Ｍ片类 ．型还比较集中 ． 根据我们对某

版本两册初中英语教材的考察 ， 真实照片前使用

率最裔 ，
达到 邡 ． １％ ； 其次是卡通漫晴等手绘

图片 ， 占 图像总量 的 ３０ ．４＾ ； 图 形 、 表格 、 流

程 图 、 示意廚 、 思维导图使用得较少 。 需要指出

的是 ， 虽然这两册教材中真实照片占所有图片
一

半以上 ， 但这些照片主要是装饰性图 片 ９

不同的图像类型具有不同的特点和优势 ， 对

学 习具有：不Ｍ的促进作用 ＊ 能够培养学坐不同的

认知能力 ， 戚片猶狼强的直观性 ， 能够为學习

创设情境 ， 使參生产生身临其境的体验感 ， 这样

的图偉可以提育教学内 容的真实程度 ， 调动学生

的积极性。 卡通瘐画类國像能够以简单 、 幽默的

表现形式激发学生兴趣 ， 拉近与学生的 心理距

禽 ， 创造良好的学习氛围， 图表＿地图类图像信

息量大 ， 能够表达复杂抽象的对比关系 ， 有利于

培养擧生的抽象思维能力和分析能力 。 学生的认

知发展霄要具有不同功能的 商傷共詞发挥作甩 ^

（三 ） 图 文配置 不 当

图文关系
一

直是教材研究的重要课题 ， 是评

价教材虜量的标准之
一

。 ＩＨ如姚建欣所指 出 的 ，

图像与正文的配套与适切性 ， 以及根据教学需要

整体组织编排具有不词功能的插图插画是教材设

计需要考虑的重要 肉容 。

［
１ ４

］

英语教材使用太鼍 图片来呈现文本的意

思 ， 裉多学习栝动要求学生桓据图像信息理解或

运用语言 ４ 但是图文配置不当 的情况时有发生ｓ

幕版本英语教材有这样
一

幅Ｂ片 ：

一

个年轻人正

要上公共汽车 ， 他的手机从身后掉到地上 ， 但芊

轻人没有注意到 。 与图 片对ｉｔ的句子是
“
Ａｍａｎ

ｉ ｓ
ｇｅｔ ｔ ｉｎｇＯｎｔｈｅｂｕｓ

．Ｈ ｉ ｓｍｏｂｉ ｌｅ
ｐｈｏ

ｎｅｉ ｓｌｏｓｌ
，

＊＊

通常情况了 ， 物品掉到地上不等于物品丢失了 ｓ

这个屈文 配置可 能 使学生 误解
４ｔ

Ｈ ｉｓｍｏｂｉ
ｌ ｅ

ｐｈ
ｏｎｅ ｉｓｌ〇：ａＩ

？？

图文配置不当 的另外
一

种情况是 ， 图像与文

本信息的焦点不
一致＋ 某教材使用了

一

姐运动员

手握运动器械做奔跑 、 跳跃等动作的戚片 ， 凸显

了运动主题 ，
展示了不同运动项 目 的特点 。 然

而 ， 与之对应 的学 习 活 动要 求学生 用 ｂｏｒｉｎｇ ，

ｃｈｅａ
ｐ ，ｅｘｃ ｉｔ ｉｎｇ ，ｐｏｐｕ ｌａｒ

，ｅｘｐｅ ｒｘｓｉｖｅ ，ｅ ａｓｙ ？ｄ
ｉｆｆ ｉ

－

ｃｕ ｌ ｔ 等形容钶讨论图片中的运动项 目 。 图像的信

？８２？

息焦点是运动项 目
，
而文本的信息焦．点是对运动

项 目的评价 ， 屈像与文本信息焦点存在错位 ｓ

英语教材在呈现对话和短文时邀常配有反映

对话或短文背暈的 ｆｆｌ片。 但是 ， 有些图片与文本

的语境不完全相符或缺芝情景寘实性 。 比如 ， 图

６是两个争生在菌书馆或图 书室对话的情境 （人

教社 ２０ １ ３ 年版义务教育教科书 Ｃ英语Ｓ 七年级

上册第 Ｓ３ 页 ） 。 但
：
是 ． ， 在图书馆或图书室应该保

持安静 ， 尽量少说话。 如果确实需栗打招呼或 问

候 ＊ 也应该尽彙简短 。

图 ６ 图 ７

图文 ｆｔ息 不对称也是图文配置不霸的表

：现 ， 有些爾像只能 ．反映文丰衡部分信息 。 例如 ，

教材中的对话往往包含多个话轮 ，

一幅静态图像

往往只能体现＾个话轮的情境 ， 这样就合出现图

像与话轮不对应的 问题》 图 ７（人教社 ２０ １ ３ 年

版义务教育教科书 《英语Ｉ 七年级上册第 Ｓ３ 页 ：

）

有两个话轮 ， 但图片 只能反映与第
一个话轮对应

的姿态和手势 。 在第二个话轮 ， 说话者应该面对

床上的夹克衫 ， 而不能背对夹克杉说话 ，

（ 四 ） 图像设计不 够精细

教材图像设计普遍存在图像不猜晰 、 色彩单
一

、 明亮度和饱和度不霄警问题 ＾ 例如 ， 在某版

本教材 中 ， 学隹婦要观察图片 中的物品弁用相关

悔语造句 ， 然而？片中的众多物品形态模糊 ， 外

观觜同 ， 色彩相似 ， 难以排别 ，
． 给學生造成了很

大的学习 困难 。 再如 ， 中學英语教材图像色彩 以

红 、 蓝 、 黄为主 ， 在一组 反映学校建筑的 图 片

中 ， 八蝠图片中有七幅由大面积红色构成。 操场

的跑道 １ 面书馆的地毯和书架 、 办公ｆｔ的办公桌

和装饰画 、 体育馆的地板 、 墙壁和屋顶几乎都是

红色的 ， 可能让攀生产生烦躁的 情绪 。 色瘍 暗

淡、 色差微小可能使图像缺乏吸引力和翳噺度 。

在
一

组食物的图片中 ， 苹果、 番茄 、 橘予 、 胡萝

卜 、 牛 肉是暗红色 ， 巧克力 、 咖啡和Ｉｆ乐接近黑

色 ， 豆子和茶是探绿色 ， 烤鸡 、 土豆 、 薯条是橘



红色 ， 这样一组图片无法反映食物鲜艳诱人的 色

彩 ， 很难刺激学生的视觉感受 。

图像尺寸和版式是
一

个值得柱意的问题 ． 很

多英集教材中雜歸像以買面的 １／ ２０ 、
ｌ ／ｌ ２ 、

１
／Ｓ

的小图为主 。 图＃尺寸过小导致图像的清晰度和

冲击力降低 。 图像版式设计德化的问题体现在Ｍ

像 总是占据页面的水平方向 １ ／ ３ 或 １ ／２ 版面 ， 或

ｆ
ｔ于页面的翁上爾＿＃７＿置 。 过千单

一

的排

版方式造成学生视觉审美寒劳 。

四 、 英语教材中设计和使用 图像的建议

（
一 视觉设计语法理论指导 图像的设计与

使用

视觉设计语法是
一

套科学 的视觉设计和学习

埋论体系 》 为我们提供了建构 图像意义的手段和

工屬：
， 帮助我们对？像资源进行选＃ 、 组织和盩

合 。 合理的图像设计不仅能够更好地发挥图像功

能 ， 也能够有效地解决面文配置问题 。

视觉设计语法理论能够在诸多方商为教材中

的 图像设计提供指导 。 比如 ， 我们可以利用色彩

资撼发挥图像的装饰性功 ：能 ， 选用丰富的色彩拉

近图像与观着者的情感距离 ， 选取
＇

高饱和度色彩

激发学习者 阅读兴趣 ， 用暖色调构建温馨箭适的

学习氛围 ， 等等 。 比 如 ， 人教社 ２ｄ ０ｉ 年版 Ｉ新

目标菊Ｐ 的封面选用 了 一钽学生的 图 片 （Ｍ

８Ｋ 色彩鲜 明 、 饱和 ， 人物表情偷快 、 阳光 、 自

然。 根据笔者的调查 ， 很多用过该教材的學生对

该幅图片有＿常：深刻 的印象。

图 ８

利甩再现意义系统中体现参与考 、
环境和行

动过程的图像元章 ， 可以为学习创设情境 ， 提供

丰富的背景信息 ，
吏好地实现图像的多元功能 。

我们 以图 ９ 为例作迸
一

，步的讨论 （人教社 ２０ １ ９

年版翕中英语必修第二册第 ２０ 页） 。 该图包含两

幅有关野生动物保护的海报 。 基于该图 ， 教材设

计了以下问题或活动 ＊ 插懷中的照片传递了什么

僧感 你能薺用
一

句话概括海报的 内容？ 奪报逋

过什么引发读者的情感？ 海报的读者对象是谁？

海报呼吁人们做什么 ？ 哪幅海报效果更佳？ 海报

中动物 的奢Ｉｆ丰翕 ．

， 真实 ， 它们或在嘶声吼叫 ，

遽直视读眷 。 海报中的文字既蕩 ：动物保护者视角 ：

的锘塔， 也有
：

猶物视＿的诘讓 （如 ＤｍＡ ｍａｋｅ

ｐａｐｅｒｗ ｉｔｈ ｍｙｈｏｍｅ
！ ＞ Ｂ 可以说 ， 该幅國片中＿

图像元素和文本内容与教材设计的学习活动构成

了完美的互动孥习情境 ，
极大地提禽了莩生的学

习參与度 。 學生好像身临其境 ， １］接与 图片中 的

动物互动 。 图 ９ 中 的 圈像与文字充分体现了视觉

设计语法所说的再现意义 、 互动意义和构图意

义。 英语教材座该尽 可 能 多地使用该类 图像

资源 。

Ｕｇ ｌｙ
ａｉ

Ｃ ｈａ ｎＧｅｆｌ

ｓ

ｗ
ｉｋｊ ｌ ｉ ｌｅ ＜

ｊｎ
ｉ ｉｏｏ ｔ ｏ

ｈ

Ｗ ｈｅｎ 
ｉ ｌ

 ｃｏｍｅｓ
 ｔｏｗ ｉ

ｌｄ ｌ

ｉｆｅ
ｐ ｒｏ ｔ ｅｃｔ

ｉｏｎ ，

ａ ｌ ｌ

ｓ ｐ ｅｃ ｉｅｓ—ｔ
ｈｅ

 ｇｏ ｏｄ ， 
ｔ
ｈｅ ｂｏｄ ．  ａｎｄ  Ｉｈｅ ｕ ｇ

ｌ

ｙ－

ｓ ｈｏｕｌｄ
ｂ ｅ ｔ

ｒ ｅａ ｔｅｄ ｅｑｕａ ｌｌ

ｙ
． Ｐａ ｎｄａ ｓ

，



ｄ ｏｌｐｈｉｎ ｓ

ｏ ｎｄ  ｏｔ ｈｅｒ ｃｕ ｔ ｅ

ｗ
ｉｋｊ ｌ ｉ ｌｅ ｏｒ

ｅｉｍｐｏｒｔａ ｎｌ ．


ｂ

ｍｗ ｓ
ｉ

ｐｏｙ 

ｏ ｔｌｅｎ ｔｉｏｎ ｌ ｏ
ｌｅｓ ｓ ｃｕ ｔ

ｅ
ｓ

ｏｎｉｍｏ Ｊ

ｉ

Ｔｈｅ ｗｏ ｒ
ｉ ａ ｒ

ｕ

ｅｅｃＪ ｓ ｏ ｉ ｌ ｉ ｃ ｉ ｎｄ ｓ
—ｗ

ｉ ｌ ｈｏ ｙｌ 
ｖ 〇ｒｉｅ ｔｙ ，

ｏ ｕｒ

ｐ
ｔｏｎ ｅｌ ｃａ ｎｎｏ ｔ ｓ

ｕｉｖ ｉｖｅ
．

Ｓｏ  ｉｆ
 ｙｏｕ 

ｗａ ｎ ｔＩ ｈ
ｅ

ｌ ｕｔｕ
ｆｅ ｔｏ  ｂｅ  ｂｅ ａｕ ｌ ｉ ｌｕ ｌ ． ｖ〇 ｕ

 ｈａ
ｖｅ ｔ ｏ

 ｇｉ

ｖ ｅ ｕｇｌｙ

图 ９

教材设计者和教师都应积极学习视觉设计语

法理论 ， 在教材和教学设计中表达准确 的图像意

义 ， 教师应在教学中 弓 ［
导学生关注图像 ， 为学生

讲授图像意义的建构方法和原则 ， 帮助学生学会

分析 、 解读图像信息 ， 培养学生图像识读能力 ｓ

（二 ） 均衡图像数量 ， 充分发挥 图像的功 能

针对英语教材中装饰性图像偏多且分布不均

的问题 》 笔者建议按照学 习内容的餐霞＊复杂程

度设计和使用装饰性图像。 如果单元＿习 内容较

多或难度较大 ， 则可以适骂减少裝饰性图偉 ， 増

加促进埋解类虜像
，
以减轻学习负担 。

作为学习 内倉的图像能够有效地培养拳生的

裔阶认知能力 ， 这类图像设计应侧重引发＿对

学习 内容的主动学习和探究 ，
对图像进行分析和

？ 狻 ，



整合 ， 运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 。 针对 目前教材中

具有实质学 习价值的图 片偏少的 问题 ， 我们建议

增加作为学 习内容的图像 。 比如 ， 上文介绍的 图

９ 就是很有效的学习 内容 ， 我们建议教材编写中

充分利用该类图像资源 。

（三 ） 保证 图 文配置 的合理性

图文配置是
一

个比较复杂的 问题 ， 从教育学

和心理学视角 出发的图文配置研究很多 ， 但对于

没有教育学和心理学知识背景的英语教师来说 ，

这些领域的理论不易理解 ， 研究成果应用在英语

教学实践的难度较大 。 语言学视角 下的图文关系

研究从语言本身出发将语言意义研究框架拓展到

图文意义研究 ， 更适合英语教师的学习和应用 。

Ｍａｒｔ ｉｎｅ ｃ 和 Ｓａ ｌｗａｙ提 出 了
一＇

个分析 图文状

态关系和逻辑语义关系 的框架
［
１ ５

］

， 这个框架被

认为适用于分析各种图文关系 。 该图文关系框架

包括状态和逻辑语义两个子系统 ， 图像与文本之

间 的状态关系指图像与文本的地位关系 ， 这种关

系可以体现图文平等且没有相互修饰关系 的独立

关系 ， 也可以体现图文同等重要 、 相互修饰 、 图

文结合能够建构更大意义单位的互补关系 。

图文间 的逻辑语义关系分为扩展和投射 ， 扩

展关系包括详述 、 延伸和增强关系 。 详述关系指

把 已经表达的意义用不同的方式表示出来 ， 如在

ｃａｒ旁边配
一

幅小汽车照片 。 延伸关系 指
一

种模

态为另
一种模态增加新的 内容或信息 ， 如一幅名

画照片的文本部分不仅描述了名画的 内容 ， 也提

供了名画 的作者 、 年代等新信息 。 增强关系 指通

过增加时间 、 地点 、 因果和条件等环境成分对原

有意义加以说明 。 如 Ｂｏｂｋ ｉ ｃｋｓｔｈｅｂ ａ ｌ ｌ 的 图像

不仅呈现鲍勃踢球的动作 ， 也能呈现球场 、 天气

等环境成分 。 投射分为言语投射和思想投射 ， 在

教材中体现为对话泡和思维云 。

教材中 的图文配置应符合图文平等状态 ， 装

饰性图像与文本构成独立的平等关系 ， 促进理解

和作为学习材料 的 图像应与文本形成互补关系 ，

图文应具备
一

定的逻辑关系 。

（四 ） 确保 图像设计质量

图像设计应充分考虑图像可能给学生带来 的

视觉和心理感受 。 图像应具有视觉的刺激性和冲

击力 ， 为学生带来真实的感受和能够产生共鸣的

情绪 ， 从而吸引学习者注意 。 视觉冲击力主要依

？８４？

赖于鲜艳 明亮 的 色彩 、 冲 突的 色差 、 大尺寸 图

像 、 高清图像和灵活多样 的版式 。 心理感受主要

依赖于图像的真实性 。 贴近学习者现实生活的 图

像更容 易 引 起学 习 者共 鸣 ， 激发想象 ， 引 发

思考 。

目前国外的
一些教材 已经开始使用高质量 的

摄影作 品和绘画作品 ， 有些教材出版机构还与知

名媒体机构合作 ， 将报刊 、 网站的 照片 、 表格 、

地图等图像直接引 入教材 。 这些 图像设计精 良 ，

具有创 意 ， 能够给学生带来视觉上 的享受和 冲

击 。 需要注意的是 ， 使用该类图像时 ， 不能因为

排版或其他原 因随意更改图像的尺寸 、 比例等 ，

因为即便是微小的 变化都有可能造成图像意义的

改变 。 教材 的排版方式也应借鉴杂志和新媒体的

手段进行创新 ， 例如 ， 设计满页图像和对开页面

图像 ， 将图像放置在页面的各个位置 ， 体现图像

不同的意义和功能 。

图像资源在英语教学 中起着非常重 要的作

用 。 英语教材要充分利用 图像资源 ， 优化教与学

的 内容和过程 。 教材编写者应学习和应用视觉设

计语法等视觉设计理论 ， 充分认识不同图像资源

在英语教学过程 中的作用 ， 合理设计和选用各种

图像资源 。 另外 ， 我们也呼吁学界加强有关图像

资源设计与利用的理论和实践研究 ， 为教材编写

工作提供帮助和指导 ， 以提高教材 中图像资源的

设计水平 。

参考文献 ：

［ １ ］Ｗ ｉ ｌ ｌｏｗｓ ＤＭ ．Ｒｅａｄ ｉｎ
ｇ
Ｃｏｍ

ｐ
ｒｅｈｅｎｓ ｉｏｎｏｆ Ｉｌ ｌｕ ｓｔ ｒａｔｅｄ

ａｎｄＮｏｎ ｉ ｌｌ
ｕ ｓｔ ｒａｔｅｄＡｓ

ｐ
ｅｃ ｔｓｏ ｆＴｅｘ ｔ［Ｃ］ ．Ｐａ

ｐ
ｅｒ

Ｐ ｒｅｓ

ｅｎｔｅｄ ａｔｔｈｅ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 ｉｎ
ｇ
ｏｆｔｈｅＡｍｅｒ ｉｃａｎＥｄｕ ｃａ

ｔ ｉｏｎａｌＲｅｓｅａｒ ｃｈＡｓ ｓｏｃ ｉａｔ ｉ ｏｎ，ＳａｎＦｒａｎｃ ｉ ｓｃｏ ：１ ９ ７９ ．

［
２
］Ｌｅｖ ｉ

ｅＷＨ ，ＬｅｎｔｚＲＥｆｆｅｃ ｔｓｏ ｆＴｅｘ ｔＩｌｌ
ｕ ｓ ｔｒａｔ

ｉ
ｏｎ

：Ａ

Ｒｅｖｉｅｗｏ ｆＲｅ ｓｅａｒ ｃｈ［
Ｊ
］

．Ｅｄｕｃａｔ ｉ ｏｎＣｏｍｍｕｎ ｉｃａｔ ｉｏｎ

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
ｏ
ｇｙ ，

１ ９ ８２
，
３ ０ （４ ）  ：１ ９ ５ ２ ３２ ．

［
３
］Ｂｒ

ｉ
ｔ ｓｃｈＳ ．ＥＳＯＬＥｄｕ ｃａｔｏ ｒｓａｎｄ 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

ｅｎｃｅｏ ｆ

Ｖ ｉ ｓｕａｌＬ ｉ ｔｅｒａｃ
ｙ［ Ｊ ］ ．ＴＥＳＯＬＱｕａｒ ｔｅｒｌ

ｙ ，２０ ０９（ ４ ） ：

７ １０ ７２ １ ．

［
４
］ＳａｌｂｅｇｏＮ ，ＨｅｂｅｒｌｅＶＭ ，Ｇａｂｒ

ｉ
ｅｌａＭ．ＡＶ ｉ

ｓｕａｌ

Ａｎａｌ
ｙ
ｓｉｓ ｏｆＥｎ

ｇ
ｌ ｉｓｈ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ｓ


：Ｍｕｌｔ ｉｍｏｄａｌ Ｓｃａｆｆｏｌ ｄｅｄ

Ｌｅａｒｎ
ｉ
ｎ
ｇ ［Ｊ ］

．Ｃａｌ ｉｄｏｓ ｃｏｐ ｉ
ｏ

，２０ １ ５ ，１ ３（ １ ） ：５ １ ３ ．

［ ５ ］Ｅｌｍ
ｉ
ａｎａＤＳ ．Ｐｅｄａｇｏｇｉ

ｃａｌＲｅ
ｐ
ｒｅｓｅｎｔａｔ

ｉ
ｏｎｏｆＶ ｉ

ｓｕａｌ

Ｉｍａ
ｇ
ｅｓｉ

ｎＥＦＬ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ｓ ：ＡＭｕ
ｌ
ｔ
ｉ
ｍｏｄａｌＰｅｒｓｐｅｃ ｔ

ｉｖｅ



［ Ｊ ］ ．Ｐｅｄａｇｏ ｇｙ ，
Ｃｕ ｌｔ ｕｒｅ＆Ｓｏ ｃ

ｉ
ｅｔｙ ，

２ ０１ ９ （ １ ） ：１ １ ６ ．

［ ６ ］Ｋｒｅｓｓ
Ｇ ？ｖａｎＬｅｅｕｗｅｎ

Ｔ． Ｒｅａｄ
ｉ
ｎｇ 

Ｉｍａｇ
ｅｓ ：ＴｈｅＧｒａｍｍａｒ

ｏ ｆＶ ｉ
ｓｕａｌＤｅｓ

ｉｇ
ｎ

［Ｍ］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 ｅｄｇｅ ，２００６ ．

［
７
］ＨｕｎｔｅｒＢ ，Ｃｈｒ ｉ

ｓｍｏｒｅＡ ，Ｐｅａｒ ｓｏｎＰ．Ｖ ｉ
ｓｕａ

ｌＤｉ
ｓ
ｐｌ
ａ
ｙ
ｓｉ

ｎ

ＢａｓａｌＲｅａｄｅｒ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 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ｓ
［
Ａ

］
．Ｗｉｌｌｏｗｓ

Ｄ Ｍ ，Ｈｏｕ
ｇ
ｈｔｏｎＨＡ（Ｅｄｓ） ．ＴｈｅＰｓ

ｙ
ｃｈｏｌ ｏ

ｇｙ
ｏｆ Ｉｌ ｌｕｓ ｔｒａ

ｔｉｏｎ ，ＶｏｌＩＩ［Ｍ］
．ＮｅｗＹｏｒｋ ：Ｓｐｒ ｉ

ｎ
ｇ
ｅｒ Ｖｅｒ

ｌ
ａ
ｇ
ｅ

， １ ９８７．

［８ ］ＴａｎｇＧＭ ．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Ｉｌｌ
ｕｓ ｔｒａｔ

ｉ
ｏｎｓ

：ＡＣｒｏｓ ｓ ｃｕ
ｌ
ｔｕｒａ

ｌ

Ｓｔｕｄ
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ｍｐ ｌｉｃａｔ 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ｏｆ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Ｍｉ

ｎｏｒ
ｉ
ｔ
ｙ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 Ｊ ］．Ｅｄｕ ｃａｔ

ｉ
ｏｎａｌＩｓｓｕｅｓｏｆ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Ｍｉ

ｎｏｒ
ｉ
ｔ
ｙ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１ ９ ９４（ １３ ） ：１ ７５ １ ９４ ．

［ ９ ］ 陈风华 ． 基于多模态英语教材大学生视觉素 养建构

研究 ［ Ｊ ］ ． 广 东外 语外 贸 大学 学 报 ，
２０ １ ６（ ６ ） ：

１２ ６ １ ３４ ．

［
１０

］Ｄｕ ｃｈａｓ ｔｅ
ｌＰ Ｃ． Ｔｅｘ ｔｂｏｏｋＩｌｌ

ｕｓ ｔｒａｔ
ｉ
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 ｃｈ
ａｎｄ Ｉｎ

ｓｔｒｕｃ ｔ ｉｏｎａｌＤｅｓ ｉ

ｇ
ｎ［Ｍ］ ．Ｌ ｉ ｔｔｌｅｔｏｎ ：Ｅｄｕ ｃａｔ ｉｏｎａｌＭｅｄｉａ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
１ ９ ８０ ．

［
１ １

］ 宋振韶 ． 教科书插图 的认知心理学研究 ［ Ｊ ］
． 北京师

范大学学报 ，
２００ ５（ ６ ） ：２２ ２ ６ ．

［
１２

］ 蒲志安 ． 小学低年级教材插 图 的认知 、 教育功 能与

定位分析 ［
Ｊ
］

． 课 程 ？ 教材 ？ 教 法 ，
２ ００ ８（ ９ ） ：

７ １０ ．

［
１ ３

］ 何致文 ． 小学语文教材图文关系科学性研究 ［ Ｊ ］
． 课

程 ？ 教材 ？ 教法 ，
２ ０ １ ７（ ９ ） ：６ ７ ７ １ ．

［ １４］ 姚建欣 ． 新编小学科学教材的特点分析与后续册次

修订 建议 ［ 〗 ］
． 课 程 ？ 教材 ？ 教法 ，

２ ０ １８（ １ １ ） ：

１ ２８ １ ３ ３ ．

［
１ ５ ］Ｍａｒ ｔ ｉ

ｎｅｃＲ
，
Ｓａｌｗａ

ｙＡＡＳｙ ｓｔｅｍ ｆｏｒＩｍ ａ
ｇ
ｅ ｔｅｘ ｔ

Ｒｅ ｌａｔ ｉｏｎｓ ｉｎＮｅｗ （ａｎｄｏ ｌｄ ）Ｍｅｄｉ ａ［ Ｊ ］ ．Ｖ ｉｓｕａｌＣｏｍ

ｍｕｎ
ｉ
ｃａｔ

ｉ
ｏｎ

，２ ００ ５（ ３ ） ：３ ３７ ３７ １ ．

（责任编辑 ： 严 匡正 ）

ＴｈｅＤｅｓ ｉ

ｇｎａｎ
ｄＵｓ ｅｏ ｆＩｍａｇｅｒｙ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ｉｎｔｈｅＷｒ ｉｔ ｉｎｇｏｆ
Ｅｎｇｌ ｉｓｈ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ｓ

ＣｈｅｎｇＸ ｉａｏ ｔａｎｇ ，ＣｏｎｇＬｉｎ

（Ｓ ｃｈｏｏｌ ｏｆＦｏｒｅ ｉ

ｇｎ Ｌａｎｇｔ
ｍ
ｇ
ｅ ｓａｎｄＬｉｔｅｒａ ｔｕｒｅ

，
Ｂ ｅｉ

ｊ
ｉｎｇＮｏ ｒｍａ ｌＵｎｉｖ ｅｒｓｉ ｔｙ ，

Ｂｅ ｉ
ｊ

ｉｎｇ
１０ ０８７ ５

，
Ｃｈ ｉｎａ ）

Ａｂｓｔｒａｃ ｔ ：Ａ ｌ ｔｈｏｕｇ
ｈＥｎｇｌ ｉｓｈｔ ｅｘ ｔｂｏｏｋｓｍａｋｅｅｘｔ ｅｎ ｓｉｖｅｕ ｓｅｏｆｍｕｌ ｔ ｉ

－

ｍｏｄａ ｌ ｒｅｓｏｕ ｒｃｅ ｓｓｕ ｃｈ ａｓ ｉｍａｇｅ ｓ ，

ｔｈ ｉｓｆｉｅ ｌｄｈａｓｎｏｔｂｅ ｅｎａｄ ｅｑｕ ａ ｔｅ ｌｙ
ｉｎｆｏ ｒｍｅｄｂｙｔ

ｈｅｏｒｅ ｔｉｃａ ｌａｎｄｐｒａｃ ｔｉｃ ａｌｒｅｓ ｅａ ｒｃｈ ．Ｔｈｅｓ ｅｌｅ ｃｔ ｉｏ ｎ ，ｄ ｅｓｉ

ｇ ｎ

ａｎｄｕ ｓｅｏｆ ｉｍａｇｅ
ｒ
ｙ

ｒ ｅｓｏｕ ｒｃ ｅｓｉｎ Ｅｎ
ｇ

ｌｉｓ ｈｔｅｘｔｂｏｏ ｋｓａｒ ｅｏ ｆｔ ｅｎｂ ａｓ ｅｄｏｎｔｈｅｅｘｐｅ ｒｉｅｎｃ ｅｏｆｔ ｅｘ ｔｂｏｏｋｗｒ ｉ ｔ ｅ ｒｓ

ｏｒｅｄｉ ｔｏ ｒｓ ，ｗｈ ｉｃｈｒｅｓ ｕｌ ｔ ｓｉｎｍ ａｎｙｐｒｏｂ ｌｅｍｓａｎｄｍ ｉｓｃｏｎ ｃｅｐｔ ｉｏ ｎｓ ．Ｂａｓ ｅｄｏｎＧ ｒａｍｍａ ｒｏ ｆＶ ｉｓｕａ ｌＤｅｓｉ

ｇｎ ，

ｔｈ ｉｓ
ｐａｐｅ ｒｄｉｓｃ ｕｓｓ ｅｓｔｈｅｆｕｎｃｔ ｉｏ ｎｓｏｆｉｍａｇｅ ｒｙｒ ｅｓｏｕ ｒｃｅ ｓａｎｄｐｒｏｂ ｌｅｍ ｓｉｎｔｈｅｄｅ ｓｉｇ ｎａｎｄｕｓ ｅｏ ｆｉｍａｇｅ ｒｙ

ｒｅ ｓｏｕ ｒｃ ｅｓ ｉｎＥｎｇｌ ｉｓｈｔ ｅｘ ｔｂｏｏｋｄｅｖ 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ｒｏｖ
ｉｄ ｅｓｓｕｇ ｇｅ ｓ

ｔｉｏｎ ｓｏ ｎｈｏｗｔｏｓｏ ｌｖ ｅｔｈｅ
ｐｒｏｂ

ｌｅｍ ｓ ．

Ｋｅｙｗｏｒｄ ｓ
：Ｅｎｇｌ ｉｓｈｔ ｅｘ ｔｂｏｏｋｓ

；ｉｍ ａｇ ｅｒｙｒｅｓｏ ｕｒｃ ｅｓ ；ｆｕｎｃ ｔｉｏｎ ｓｏｆ ｉｍａｇｅ ｓ ；Ｇ ｒａｍｍａ ｒｏ ｆＶ ｉｓｕａ ｌＤ ｅｓｉｇ ｎ

？８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