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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２ １ 世纪以 来 ，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传统的 外语教学模式正在不 断 受到 冲 击 ， 外语学 习 者

多 元读写 能力 的培养开始 受到 国 际教育界的 重视 。 反观 国 内 的 外语教学 ， 《普通 高 中 英语课程标

准 》 （ ２０２０ 年修订版 ）指 出 的 中 国 高 中 生所应具备的 英语学科核心素养成为 当今英语教学与人才培

养的
“

金标准
”

，是英语教学模式 的 指 南和 目 标 。 基于此 ，本文聚焦新人教版高 中英语教材 中 的视

频 多 模 态语篇 资源 ，挖掘其 中各种符号 系 统协 同 建构意义的 内在机制 ， 有机融合 多 元读 写教育理

念的和英语学科核心素养培育 ，探索 多模态语篇驱动下 中 国 外语学 习 者 多 元读写 能 力 与 学科核心

素养的协 同培养路径 ， 助 力培养具有 中 国 情怀 、 国 际视野和跨文化沟通能 力 的新 时代 国 际化外语

人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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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科技与信息技术的发展正在重塑当今的外语教学模式 。

一是信息技术赋能外语教学 。 与传统的

外语教学模式不同 ，信息技术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传统的 以文字为主要交际形式的模态与其他模态 （如

听觉 ，视觉等 ）相结合 ，多模态教学手段正在不同阶段的外语教学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 二是信息技术引

发的 国际间更为密切的交流
“

倒逼
”

外语教学本身的变化与发展 。 日 益增强的文化交流引发了各种语

言变体的出现 ，传统的外语教学模式并不能够很好地满足多元文化之间 的交流与沟通 。 基于此 ， 新伦

敦小组 （ ｔｈｅＮｅｗＬｏｎｄｏｎＧｒｏｕｐ）在 １ ９９４ 年的国际会议上首次提出
“

多元读写
”

这一概念 ， 目 的是适应

信息技术发展所带来的对于不同文化之间沟通交流的新要求 ， 即学生的读写能力不应局限于单一的文

字读写能力 ，而应该转向 由文字与其他模态组成的多模态语篇读写能力 的培养 ； 外语教学 ，尤其是英语

教学不能够只满足于讲授
“

标准的书面语言
”

，而应该将更多精力放在学生的多元读写能力 以及读写多

模态意义能力的培养上 。

作为世界上将英语作为外语学习者人数最多的 国家 ， 中 国 的外语教学模式也应当与时代同频 ，适

应时代的变化 。 《普通髙 中英语课程标准 》指 出 ： 英语学科核心素养主要包括语言能力 （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ｃａｐａｃ ｉｔｙ ） 、文化意识 （ ｃｕ ｌ ｔｕｒｅ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 、思维品质 （ ｔｈ ｉｎｋ ｉｎｇｑｕａ ｌ ｉｔ
ｙ ）和学习能力 （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ａｂｉｌ ｉ ｔ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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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语言能力构成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的基础要素 ，文化意识体现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的价值取向 ，思维

品质体现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的心智特征 ，学习能力构成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的发展条件 。 ２０ １ ９ 年 ，新人

教版高中英语教材正式开始服务一线教学 ，教材内容的更新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国高中阶段外语教

学模式改革的方向 ，而其中全新增加的
“

Ｖ ｉｄｅｏＴｉｍｅ
”

板块更是创新性地将视频这一多模态语篇资源融

人高中阶段的英语教学 ，对培养学生多元读写的能力方面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很好契合了英语学科

核心素养的要求 。 但是 ，在经过随机走访江西省几所重点 中学之后不难发现 ， 这一板块的 内容在教学

过程中并未得到教师足够的重视 ，有些学校甚至直接将这一部分省略不讲。

基于此 ，本文通过对新人教版高中英语教材中
“

ＶｉｄｅｏＴ ｉｍｅ
”

板块的多模态语篇进行深人分析 ， 旨

在挖掘多模态语篇内部各种符号系统协同建构意义的机制 、多模态语篇与单元 目标之间的有机联系 以

及多模态语篇对外语多元读写能力与学科核心素养的协同培养模式建构的完善与促进作用 ，希望为我

国基础外语教育提供更具国际视野 、紧跟时代潮流的理论模式与实践路径 ，助力培养具有中 国情怀 、 国

际视野和跨文化沟通能力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 《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 》 ， ２０２０ ） 。

２ 多模态语篇与多元读写 ： 理论建构与应用

２ ． １ 语篇分析的多模态转向 ： 多模态语篇分析

生命科学的研究告诉我们 ，人类主要通过五大器官
——

眼、耳 、鼻 、舌 、身接收外界信息 ， 因此所有

的模态都必须通过这五大感觉器官被人感知 。 根据感官的类型区分 ，模态可以分为视觉模态 、 听觉模

态 、嗅觉模态 、味觉模态和触觉模态 （朱永生 ，
２００７

：８２ ） 。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语篇从传统的单一文字

模态转向兼具文字与图像 、声音等其他模态的组合 。 在具体的社会情境中 ，人们总是运用包括语言在

内的多种符号资源来完成意义建构 ，如手势 、表情 、语境中的事物 、讲话者和听话者共知的事物等 ，包括

语言在内的这些符号资源构成了多模态 （ｍｕ ｌ ｔ ｉｍｏｄａ ｌｉｔｙ ）（Ｋｒｅｓｓ＆ ｖａｎＬｅｅｕｗｅｎ ，２００ １ ） 。 欧哈罗兰

（Ｏ
’

Ｈａ ｌ ｌｏｒａｎ ， ２００４ ）指出 ： 多模态指语篇中使用的多种符号资源 ， 比如 口头语和书面语、 图像以及其他

可以用来构建语篇的资源 。

多模态语篇分析 的基本理论来源 于韩礼德提 出 的
“

语言是社会符号
”

（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ａｓｓｏｃｉａ ｌ

ｓｅｍｉｏｔ ｉｃ ）这一观点 （Ｈａ ｌ ｌ ｉｄａｙ ， １ ９７８ ） 。 根据韩礼德的观点 ，语言只是符号系统当 中 的一种 ，其他形式的

符号系统也具有传递意义的功能 ，不同的符号系统之间可以组合运用以期产生单一符号系统无法表达

和传递的社会意义 。 多模态语篇分析作为语言学研究当 中 的一个流派开始于克瑞斯 （Ｋｒｅｓｓ ）和范陆文

（ｖａｎＬｅｅｕｗｅｎ ）在１ ９９６年出版的Ｊｍａｇｅｓ ：ＴＴｉｅＧｒａｍｍａｒ〇／
Ｖｉｓｗａ ＺＤｅｓ ｉｇｎ

—书 （见 田海龙 、

潘艳艳 ，
２０ １ ８ ） 。 在这本书中 ，作者的基本观点包括系统功能语言学中语言的三大元功能可以适用于除

语言之外的其他表意符号系统 ，包括图像 、声音 、颜色等 。 参照语言的三大元功能 ， 作者提出针对视觉

图像的分析框架 ： 对应概念意义的再现意义 （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 ｉｏｎａｌｆｕｎｃ ｔ ｉｏｎ ） 、对应人际意义的互动意义

（ ｉｎ ｔｅｒａｃｔ ｉｖｅｆｕｎｃｔ ｉｏｎ ） 以及对应语篇意义的构图意义 （ ｃｏｍｐｏｓ ｉｔ ｉｏｎａｌｆｕｎｃｔ ｉｏｎ ） （Ｋｒｅｓｓ ＆ ｖａｎＬｅｅｕｗｅｎ ，

１ ９９６ ） 。
２ １ 世纪初 ， 以朱永生 、张德禄 、李战子为代表的一些系统功能语言学学者对多模态语篇分析相

关理论在中 国的普及和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 ，也正因如此 ， 多模态语篇分析这一新兴的研究领域开始

在中 国发展起来 ，其中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就是多模态语篇在外语教学中 的实际应用 ，研究 内容主要

包括教师多模态课堂话语分析和多模态教材分析两个方面 。

从实践上讲 ，课堂话语具有很强的多模态性 ，且语言之外的媒体占据主要位置 ： 教师的教态 、情绪 、

讲话速度 、 板书等都直接引发课堂中师生之间的多模态话语交际 ，直接影响课堂教学的效果 （张德禄 ，

２０ １ ５ ） 。 国 内学者对于课堂话语的多模态研究集 中在不同模态教学资源如何服务课堂 ，达到预设的教

学 目 的 ，形成 良好的教学效果 。 张德禄 （ ２００９ ）将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理论应用于多模态语篇的分析与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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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 了在现代媒介技术环境下 ， 如何进行有效的教学流程与实践的选择 。 原伟亮

（２０ １ ４ ） 以多模态语篇分析理论为基础 ，结合程序－体裁教学法 ，探索了基于网络的多模态英语写作教学

模式的可行性与积极意义 。 楼淑娟和何少庆 （ ２０ １ ４ ）通过研究发现 ，在 口译课堂教学过程中丰富的多模

态话语符号通过相互协同 、 强化 、补充 、调节 ，共同实现话语意义 ，并基于有效原则和适配原则 ，选择和

设计 口译教学模态 。

随着多模态语篇分析理论的不断发展和完善 ，

一些学者也将 目光投向 了外语教材的多模态语篇分

析中 ， 旨在挖掘教材内多模态语篇各种符号系统的特点和结构 ， 为教学提供实质性的建议 。 任何教材

都会对学习者产生影响 ，没有这些影响 ，教材就失去了其应有的作用 ，就无法发挥其教学功能 （邹为诚 ，

２０ １ ５ ） 。 通过文献研读和梳理不难发现 ，针对国 内英语教材的多模态语篇研究 ，学者大多数基于系统功

能语言学和社会符号学理论 ，聚焦教材中的图文关系 （王荣花 、江桂英 ， ２０ １ ５
；李华兵 ，

２０ １ ７ ） ， 而对首次

在髙中英语教材中出现的视频资源并没有进行很好的解读 。

２ ．２ 读写能力的多元化 ： 多元读写能力

读写能力 （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在语言教育 中 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被视为语言教育的
“

文化风向标
”

（张德禄 ，

２０ １ ２ ） 。 传统意义上的读写能力一般被认为是对纸质语篇读写能力 的培养 ， 主要集中在 以文字为主的

单一模态语篇中 ，而多元读写能力则是对于多模态语篇读写能力 的培养 ， 既包含传统的语言读写能力 ，

又涉及人类对于各种模态的感知能力 。

２ ．２ ． １ 多 元读写能力 的分类与 英语学科核心素养

思韦茨 （Ｔｈｗａｉｔｅｓ ）在 １ ９９９ 年提出 了多元读写能力 的分类标准 （Ｔｈｗａ ｉｔｅｓ ，
１ ９９９ ） ，而 ２０２０ 年修订

版《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 》则明确 了英语学科的 四大核心素养 。 通过仔细 比较多元读写能力和英语

学科核心素养之后不难发现 ，二者在能力 内涵方面具有诸多的相似之处 。

首先 ，作为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的基础要素 ，语言能力与多元读写能力教育理念中 的语言读写能力

相对应 。 语言能力是指在具体的社会交际情景中 ，通过听 、说 、读 、写等方式理解和表达意义的能力 ，还

包括英语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所形成的语感和恰当使用语言的意识 。 语言读写能力可以被理解为语

言能力 ，但是作为多元读写能力的基石 ，与传统的语言能力相 比 ，其更加强调语言模态与其他符号模态

的协同与互补特征 ， 即学生在进行某些具体情境下的社会交际时 ， 能够同时使用语言模态和其他符号

模态来更好地完成意义的传递 。 也就是说 ，语言读写能力是语言能力在多模态环境之下的具体表征与

体现 ，学习者在提高语言读写能力 的 同时 ， 自身的语言能力也在不断提高 。

其次 ，作为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的价值取向 ， 文化意识与多元读写能力 当 中文化读写能力相匹配 。

文化意识是外语学习者在学习非母语文化过程中对于中外文化的理解以及对于世界上优秀文化的认

同 ，是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基础与前提 。 文化读写能力是文化意识的具体体现 ， 要求学生掌握相关

的跨文化交际知识 ，并在进行跨文化语篇读写时能够正确使用相关的社会与文化背景知识 。 因此 ，在

培养学生文化读写能力的过程中 ，学生的文化意识也得到了潜移默化的提髙 。

再次 ，作为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的心智特征 ， 思维 品质与批评读写能力 和后现代读写能力有着较

为紧密的联系 。 思维品质指学生的思维能力在逻辑推断 、批判创造等方面所表现的能力和水平 。 思

维品质的发展有助于提髙学生分析和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 。 批评读写能力 和后现代读写能力则是

随着语篇的多模态转向应运而生的读写能力 ，前者强调学生能够对所选择的模态和表达的意义进行

评判 ，后者强调沟通和交际方式的多元化和异质性 ， 即个体对语篇内符号资源的选择 、组合和表达具

有差异性 。

最后 ，作为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的发展条件 ， 学习 能力很好地体现在学生的科技读写能力和媒体读

写能力上 。 学习能力指的是学生能够积极运用各种学习资源 ，拓宽学习渠道 ， 以期提髙学习效率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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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和能力 。 科技读写能力和媒体读写能力要求学习者掌握现代媒体技术的知识和使用能力 ，包括不同

的媒体可以呈现怎样的模态以及这些模态如何在语篇 中组合进而表达和传递意义 。 科技的进步和发

展使得传统的以听和读为主要输人渠道的外语学习模式已经不能够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 ，科技读写能

力和媒体读写能力能够很好地对传统学习模式的不足进行补充 。

２ ．２ ．２ 多 元读写 能 力 的培养模式

随着人们交际方式和媒介的快速变化 ，语篇的多模态特征 日 益显现 ，传统的 以文字为主的语篇已

经无法满足人们交际的需求 ，传统的读写能力培养模式的弊端也逐渐显现 。 为了应对这一变化 ，新伦

敦小组在 １ ９９４ 年举行的国际会议上首次提出多元读写 （ｍｕｌｔ ｉ ｌ ｉｔｅｒａｃ ｉｅｓ ）这一概念 ，并在 １ ９９６ 年发表

《多元读写教学法 ： 设计社会未来 》 （Ａｏ／Ｍｍ ／油７ｅｍｃ ｉｅｓ ：ＤｅｓｆｇｎＳｏｃ ｉｆｌ Ｚ Ｆｗ ｆｗｒｅｓＯ
—文 ，进一步

阐释多元读写概念的同时提出多元读写能力培养的四个方面 。

第一 ，实景实践 ，这一方面旨在让学生在一个真实的语言交际情景 中 内化所学知识 。 教师在教学

过程中充当
“

专家指导
”

的角色 ，为学生搭建一个较为真实的语言交际场景 ，学生可以在高度语境化的

学习环境中进一步吸收所学知识 。

第二 ， 明确指导 ，这一方面主要关注多元读写教学过程中 的元语言系统 。 根据新伦敦小组的观点 ，

明确指导并不意味着直接进行知识的传递 、操练和机械记忆 ，相反 ， 它包括教师的积极干预 ，让学生对

于所学知识有一个系统的 、 深人的 、具有解释力的理解 ，从而指导学生的学习活动 。 这一环节的重点是

师生合作 ，其中教师充当
“

脚手架
’ ’

（ ｓｃａｆｆｏｌｄｉｎｇ ）的角色 ，在学生需要外部指导时搭建 ，在学生已经掌握

所学知识之后撤下 。

第三 ，批评性框定 ，这一方面聚焦多元读写能力与社会和文化之间的关系 ，这也是批评语言学所持

有的观点 。 以费尔克劳夫 （Ｆａｉｒｄｏｕｇｈ ）为代表的批评语言学家们认为 ，语言能够被社会活动者用来实

现其交际意图 ，并且批评语言学研究的 目 的之一就是通过对语篇的理解 、 阐释和评价来挖掘语篇背后

深层次的意图和思想 ，包括语言使用背后的意识形态问题和社会问题。 批判性框定主张通过学习来增

强学生的批判阅读能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 ，基于 自身的独立思考对语篇和学习材料中所表征的价值观

及社会文化现象进行理性 、客观的解读和分析 （邱晴 ，
２０２０ ） 。 在具体的教学实践过程中 ，教师首先应当

引导学生站在作者的视角理解语篇 中的情感 、态度和观点 。 对语篇有 了一个整体感知和理解之后 ，再

适时跳出作者视角 ，关联具体的社会文化背景对这些观点和意识形态进行再次思考与解读 ，最后联系

自 身做出最后的价值判断。

第 四 ，转化实践 ，这一方面主要强调学生恰当使用所学语言知识的能力 。 在经过实景实践 、 明确

指导和批评性框定之后 ，学生所学习和 内化的语言知识应该在恰当 的社会文化语境之下被正确地使

用 。 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对应语言的产出环节 ， 学生根据要求完成相应的高度情景化的语言产 出活

动 ，教师观察学生的产出过程并对产 出结果进行分析 ， 了解学生的学情 ， 明确下一步 的教学 内容与

方向 。

３ 研究设计与启示

本研究选取 ２０ １ ９ 年人教版高中英语必修一教材 ， 针对首次在教材中 出现的
“

ＶｉｄｅｏＴｉｍｅ
”

板块 中

的视频资源进行多模态语篇分析 ， 主要采用张德禄在 ２０ １８ 年提出 的多模态话语分析综合框架 （如图 １ ） 。

结合中学生学习实际情况 ，本研究主要聚焦文化语境 、意义系统和词汇语法系统的分析 。 完成视频语

篇的多模态分析之后 ， 聚焦单元主题 目标与视频语篇的联系 ，换言之 ， 视频语篇如何服务单元整体教学

目标 ，促进学生多元读写能力 的提高以及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 ，从而概括出适合中 国外语学习者

的多元读写能力和学科核心素养协同培养路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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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说明 ：

＋＝实例化过程 ，

１

＝层次间的实体体现 ，

ｉ

＝层次的系统间的体现

图 １ 多模态话语分析综合框架

３ ． １ 教材中视频资源的多模态语篇分析

必修一教材各单元
“

ＶｉｄｅｏＴｉｍｅ
”

板块视频多模态语篇分析结果如表 １ 所示 。 需要注意的是 ，在进

行多模态语篇分析时 ，针对意义系统和词汇语法系统部分只选取视频 中最具典型性的意义特征和词汇

语法特征进行分析 ，并不代表其他意义系统和词汇语法系统没有在视频语篇中体现 。

表 １ 视频多模态语篇分析结果

文化语境 意义系统 词汇语法 系统

Ｔｅｅｎａｇｅ

Ｌｉｆｅ

两代人成长环境的对比 主要体现在表现意义 ： 通过 Ｍａｍｏｒｅｎａ

和母亲
■

Ｂｎｄｉ 在青少年阶段不同 的成

长环境和行为串联多模态语篇

文字模态与图像模态互补协同构建

意义 ： 图像提供更为直观的两代人

不同的成长环境对比

ＩＶａｖｅｌｌ ｉｎｇ

Ａｒｏｕｎｄ

文化遗迹的旅游业发展 主要体现在互动意义 ： 旅游业的繁荣

是否会给这一遗迹造成破坏 ， 引 发读

者的思考 ，寻求读者的答案

不同模态间 的协调构建意义 ： 图像

模态与文宇模态在内容方面一致

Ｓｐ＜Ｈ
＊

ｔｓａｎｄ

Ｆｉｔｎｅｓｓ

特殊地貌的攀岩运动 主要体现在表现意义 ： 户外攀岩者在

喀斯特地貌的 山上进行攀岩的行为

和感受

声音模态与文字图像模态的协同互

补 ： 宏大叙事元素 的背景音乐协同

构建中国奇妙壮观的喀斯特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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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文化语境 意义系统 词汇语法系统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

自 然 灾 害 的 形 成 与 破

坏力

主要体现在表现意义 ： 海啸带给人们

的直观感受
一海 啸 的形成过程

一

海

啸巨大的破坏力 串联多模态语篇

图像模态作为文字模态的补充 ： 海

啸的形成过程以及海啸巨大的破坏

力 ；声音模态协同图像与文字模态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Ｗｗｌｄ

中华文化的发展与传播 主要体现在表现意义 ： 汉字的产生与

发展再到汉字的 国 际传播 串联多模

态语篇

图像模态直观解释文字模态 ： 动态

图像阐释古代汉字的产生和发展

通过对视频语篇的多模态分析 ，不难发现 ：

第一 ，教材中视频资源的选择很好地服务单元整体教学 目标 。 从 ＴｅｅｎａｇｅＬ ｉｆｅ 单元两代人成长环

境之间的对比再到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ＡｒｏｕｎｄｔｈｅＷｏｒｌｄ单元关于汉字的发展历程和当今的 国际传播 ，都与单

元主题高度一致 。 作为单元内部最后一个教学板块 ， ＶｉｄｅｏＴ ｉｍｅ 部分承载着小结单元 内容 ，培养学生

综合运用语言的能力 以及拓展学生知识广度的功能 ， 因此视频资源的选取应该服务于单元整体教学 目

标 ，对单元整体进行内容总结 、技能综合、价值升华 。

第二 ，教材中视频资源的选择很好地考虑到高 中学生的学情 。 通过对视频语篇文化语境的分析 ，

视频中所阐述的事实和探讨的话题都能够在课程标准中找到相对应的主题语境 （如表 ２ ） 。 通过对视频

语篇意义系统的分析 ，发现视频中所传达的意义都有一条较为明显的线索 ： 对 比分析 、 问题意识 、攀岩

感受 、逻辑关联和时间顺序 ，较为明显的组篇意义能够让学生很好地接受视频当 中传递的信息与表达

的意义 ，为后续更为高阶的思考奠定基础 。

表 ２ 视频语篇文化语境与主题语境的对应

视频语篇文化语境 课程标准中对应的主题语境

ＴｅｅｎａｇｅＬｉｆｅ 两代人成长环境的对比 人与 自我 ： 个人 、家庭 、社区及学校生活

Ｔｒａｖｅｌｌｉｎｇ
Ａｒｏｕｎｄ 文化遗迹的旅游业发展 人与社会 ： 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Ｓｐｏｒｔｓａｎｄ Ｆｉｔｎｅｓｓ 特殊地貌的攀岩运动 人与 自我 ： 健康的生活方式

Ｎａｔｕｒａｌ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 自然灾害的形成与破坏力 人与 自然 ： 自然灾害与防范

Ｌａｎ＾ｕ＾ｅｓａｒｏｕｎｄｔｈｅＷｏｒｌｄ 中华文化的发展与传播 人与社会 ： 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第三 ，教材中视频资源内部各种符号系统的组合方式很好地助力学生对视频语篇意义的理解 。 通

过分析不难发现 ，视频语篇内部以文字模态 、 图像模态和声音模态为主 ，不同类型的模态协同 以传递意

义 。 与传统文字模态语篇相比 ，视频中图像模态的使用克服了单一文字叙述所带来的表意困难与抽象

的问题 ，用最直观的图片或动画对文字部分的叙述进行补充 ；而声音模态的使用搭建了更贴近 内容的

叙述方式 ，通过声音的变化体现语篇生产者的情态 ，也是对文字和图像模态的协同 。

３ ．２ 多元读写能力与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的协同培养 ： 路径与启示

２ １ 世纪以来 ，多元读写模式因其显著的时代特征受到西方教育界的广泛关注 ， 多元读写教学法应

运而生 （朱永生 ， ２００８ ） 。 作为全国范围 内使用范围最广的高 中英语教材 ，人民教育出版社 ２０ １ ９ 版高 中

英语教材创新性地将视频这一多模态语篇资源融人高中英语教学 ，对学生多元读写能力 的提髙以及英

语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都能起到较好的促进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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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视频多模态语篇较好服务于实景实践这一多元读写能力培养板块 ，对学生的语言读写能力

提高具有促进作用 ，进而培养语言能力这一英语学科核心素养 。 必修一教材 ＴｅｅｎａｇｅＬ ｉｆｅ单元中的视

频资源涉及两代人不同的成长环境这一主题 。 相较于单一文字模态语篇对于此类话题的直接叙述 ，视

频资源融合图像模态和声音模态 ， 与文字模态共同搭建起一个更加真实的语言运用与交际情景 。 学生

在观看视频的同时 ， 以听力和阅读两种输人形式对于语言进行学习 ，相较于单一文字阅读能够更好地

进行知识的吸收 。 此外 ，实景实践同时也促进学生文化读写能力 的提高 ， 进而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 。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ＡｒｏｕｎｄｔｈｅＷｏｒ ｌｄ 单元中介绍汉字的发展与传播视频通过动画这一符号系统直观描述古

代汉字的产生与演变 ，与文字介绍协同构建意义 ，让学生身临其境 ，感受 中 国汉字的无限魅力 ，领悟优

秀中华文化的 内涵 ，树立文化 自信 。 实景实践这一培养板块启发教育者打破传统的 以文字中心的教学

模式 ，利用各种多模态资源为学生建构真实的语言学习 与交际情景 。 但是在实际教学过程中 ，教师要

注意多模态语篇教学资源的选择 ，要认识到多模态语篇是服务于单元整体教学 目标 ， 不宜过度进行知

识的拓展 ，应该尊重学生的学情和接受能力 ，合理选择适合的多模态语篇来进行教学 ，从而达到培养学

生语言读写能力和语言能力的 目标 。

第二 ，视频多模态语篇方便教师对学生进行明确指导 。 学生在观看视频的 同时 ，精神高度集 中于

视频内容 ，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面部表情及肢体动作对学生理解与消化视频 内容的情况进行实时判

断 。 必修一教材中 Ｎａｔｕｒａ ｌＤ ｉｓａｓｔｅｒｓ 单元的教学视频涉及海啸的形成与破坏力 ， 视频 中 出现了一些专

业性较强的词汇 ，对髙中生而言在理解方面存在困难 。 这时教师应通过观察学生表情上细微的变化来

进行合理介入 ，具体表现为暂停视频 ，将已经播放的部分进行讲解 ， 确保学生已经初步了解之后继续播

放视频 。 如果是通过阅读文字资料的形式来完成这一部分的授课内容 ，教师很难及时发现学生遇到的

困难 ，这正是多模态视频资源的优势所在 。 明确指导这一培养板块要求教育者充分利用多模态语篇资

源的优势 ，适时 、及时地对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评估与介入 。 但是 ，教师也要避免在具体操作过程中的

过度介人 ，要注意选择合适的时机进行介人讲解 ，避免学生对教师的讲解产生依赖 ， 注意培养学生独立

思考的能力 。

第三 ，视频多模态语篇建构起批评性框定这一多元读写能力培养板块 ，促进学生批评读写能力和

后现代读写能力 的提高 ， 进而助力学生思维品质核心素养的培养 。 以必修一教材 Ｔｒａｖｅ ｌ ｌ ｉｎｇ
Ａｒｏｕｎｄ

单元中 ＭａｃｈｕＰｉｃｃｈｕ 这一遗迹旅游业发展的课堂教学为例 ，在简单介绍这一遗迹之后 ，语篇生产者应

将重点放在引导学生对旅游业发展的利弊进行思考 ，采用多方视角 ， 以持有不同意见人群的采访实录

为话语方式 ，搭建学生与各方
“

面对面
”

沟通交流的桥梁 ，培养学生对不同观点 的概括与综合能力 ，更好

地发展学生的批判性思维 、批评读写能力 以及后现代读写能力 。 批评性框定培养板块说明多模态资源

在培养学生思维品质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教育者要深刻认识到这一点 ，并且在教学实践过程 中

合理使用各种多模态教学资源 。

第 四 ，视频多模态语篇间接培养起学生的学习 能力 ， 主要体现为学生科技读写和媒体读写能力

的提高 。 随着科技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 出现和利用 ，除视频之外的各种多模态语篇也将出现在社会

生活的方方面面 。 在课堂教学中逐渐适应视频多模态语篇的话语特征及呈现方式之后 ， 学生在其他

社会生活场景中对视频资源的解读能力也将得到提高 。 因此 ，教育者要认识到 ，视频多模态语篇不

仅能够培养学生多元读写能力 和英语学科核心素养 ， 对于学生今后的发展也发挥着不可替代 的作

用 ，教育者要持之以恒将地视频或是其他类型 的多模态语篇融人外语教学 ， 为社会培养更多更全面

的人才 。

４ 结语

多元读写能力是科技化时代化的产物 ，也是新时代对于外语人才提出 的更高的能力要求 。 通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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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视频这一类多模态语篇发现 ，在服务单元整体教学 目标 、学生现阶段学情和意义建构与传递方面 ， 多

模态语篇有着传统文字语篇所不能比拟的优势 。 通过研究发现 ， 多元读写能力与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

准要求的英语学科核心素养具有理论内涵方面的相似之处 ，新伦敦小组建构的多元读写能力培养的 四

个方面能够有效促进学生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的提高 。 将多模态语篇融人学生多元读写能力 的提高和

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具有诸多优点 ，教师应当利用各种多模态资源为学生建构真实的语言学习与

交际情景 ，适时 、 及时地对于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评估与介人 ，在教学实践过程中合理使用各种多模态

教学资源 ，坚持将多模态语篇资源融入外语教学当中 ，助力培养更多具有中 国情怀 、 国际视野和跨文化

沟通能力的新时代国际化外语人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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