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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如何使外语教育更加高效，现在有众多途径，其中之

一便是采用多模态外语教学法。如何做好多模态协同，发

挥教师的支架作用，帮助学生在多模态外语课堂环境下更

好地发展，已越来越成为高中外语课堂教学中的重要研究

课题。

1　多模态外语教学的相关定义

1.1模态

Kress、Leeuwen (2001)和Jewitt (2009)认为模态是

参与交流以产生意义的符号资源。Mills (2006)认为，模

态意味着人与周围环境之间的互动。顾曰国(2007)认为，

模态是人们利用感官与外部世界建立连接的互动方式。胡

壮麟(2007)认为，模态是一种可以用来传达信息的特定媒

体。朱永生(2007)将模态定义为信息的渠道，如口语和书

面语模式。Bezemer，Kress (2008)认为，模态在传达意

义时易受文化和社会因素影响，如图像、文字、和言语。

对于媒介与模态之间的关系，不同的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

进行了研究。模态和媒介的关系就像形式与载体的关系一

样。具体来说，听觉、视觉或触觉等感官属于模态，而耳

朵、眼睛或手等工具则是媒介。

1.2多模态

20世纪90年代后期，新伦敦学派提出了多模态理论。

学者们认为，交流并不应该只局限于通过一种媒介实现，

而应该依靠多种媒介。换句话说，多模态是指使用多种

手段和符号资源，通过多种感官进行交流的一种方式。顾

曰国（2007）认为，单模态是个体利用单个感官进行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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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与互动，多模态则是用三个或三个以上的感官进行沟

通。张德禄(2009)提出了多模态的形式和关系。多模态的

形式包括语言、视觉、听觉和触觉。一种模态不能表达其

全部意思，所以需要用另一种模态来补充。这些模态之间

的关系被称为互补关系，而其他模态被称为非互补关系。

在互补关系中，有强化和非强化两类。在强化关系方面，

一种是主要的方式，其他的都是用来强化关系的。同时张

德禄（2009）还将多模态分为了语言和非语言系统，语言

系统包括声音、文字及它们的协调。非语言系统又分为身

体和非身体两部分。身体系统包括面容、肢体、动作、比

拟，非身体系统包括工具和环境两部分。

1.3多模态外语教学

新伦敦学派(1996)，提出了多元读写能力的概念。胡

壮麟(2006)提到，多模态教学是指在课堂教学中，教师使

用多种模态包括声音、图像、手势、视频等方式传递教学

信息，使学生多种感官同时参与课堂当中。通过多模态教

学，学生在课堂上认识、理解、编码和存储输入信息，为

输出奠定基础，从而形成完整的知识循环系统。

2　教师支架作用的相关定义

2.1支架的定义

对于支架教学的概念界定，Wood(1976)等人认为，在支

架式教学的帮助下，学习者可以更有能力地解决问题或达

到他们在没有支持的情况下不能达到的目标。欧共体“远

距离教育与训练项目”的有关文件提到，支架教学即学习

者为进一步理解知识而建立的思维上的框架。教师需要事

提前把复杂的学习任务分解成简单的部分，再让学习者逐

步深入理解知识。Donato（1994）将其解释为在互动中一

位较有知识的参与者通过语言创造一个具有支持作用的环

境从而使学习者能够参与并且把他的技能和知识提高到更

高一级的水平。支架教学就是教师在学生的现有学习水平

上，建立“支架”，即采用多种方法帮助和指导学生，使

学习者主动构建、掌握和内化所学的知识技能和经验，最

后撤去支架，从而使他们进入下一个更高水平的认知发展

区的教学模式。

2.2支架的作用

Wood, Bruner, and Ross（1976）界定了七种“支架”

功能，分别是：激发兴趣，使任务简单化、坚定目标、指

出理想解决方案与当前产出之间的差距、降低挫折感、示

范解决方案以及反馈。Aljaafreh和Lantolf（1994）将这支

架教学应用到写作教学中，以一对一的方式帮助学生改正

作文中出现的问题。结果表明，当教师在学习者的最近发

展区内与学生协商，可以为学生提供最高效的纠正反馈。

此外，他们还提出了支架式教学中应注意的三点。第一，

协助应是渐进的，教师可以先为学生暗示相关知识，然后

再为他们明确指出。第二，协助应应是适时的，教师应在

学生需要时再提供，如果学生有能力独立完成任务，教师

应立即收回支架。最后，教师可以通过对话协商的方式找

出学生最近发展区的核心活动。

3　多模态高中外语课堂教学中教师的支架作用

3.1做好多模态协同，为学生提供支架

在多模态外语教学中，最关键的是如何进行多模态的协

同以获得最佳教学效果。多种模态之间存在强化与补充、

整体与部分、抽象与具体的关系，教师应根据教学目标和

内容，学生学情，选择图片、声音、文字、视频、手势中

合适的模态进行组合，为学生搭起支架，帮助学生对信息

的感知和理解，如文字与图片模态、文字与视频模态、文

字与图表模态、文字与声音以及图片模态。

文字与图片模态。图片可以进一步解释文本的语篇意

义，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文字内容与学习内容，同时使得

教学内容更加生动有趣。例如，在Masterpieces这一单元

的阅读课学习中，教师配以星空的画作图，帮助学生理解

课文中有关梵高的描述。文字模态与图表模态。教师可以

利用图表将教学内容可视化，帮助学生更清晰、条理地理

解知识。比如，在Avatars这一单元的阅读课堂上，教师

利用表格让学生梳理有关头像的定义、功能、选择等等。

通过图表和文字，帮助学生把整篇文章内容精炼化，同时

提高学生提取信息以及整理信息的能力。文字模态与视频

模态。这样的模态组合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学

生参与活动的积极性。例如，在观察中发现，教师在讲授

A Sea Story一课时，利用泰坦尼克号的视频导入，帮助

学生搭建与海难有关的背景知识，从而将学生更好地带入

到课堂中去。文字模态+声音模态+图片模态。首先，需要

强调声音模态的重要性。声音模态主要包括言语、音乐符

号和其他声音。教师口语的音调、音高、语气、语速等也

很重要。W.R.Lee认为，音高以及语调的变化可以影响听话

者对讲述内容的专注程度和兴趣程度。声音模态是主体，

再配以文字和图片模态，学生的英语学习会更加高效。例

如，在英语学习中，单词是基础。我们在观察高中英语课

堂中发现，有经验的教师在讲单词时，在PPT上呈现单词文

本的同时，还会配以生动的图片或者动图，再加上教师声

情并茂的讲解，多模态协同可以加深学生对单词的印象。

三种模态的协同将单词的音、形、义展现给学生，使学生

单词的学习过程更加生动形象，从而帮助学生理解和记忆     

单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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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合理使用非语言模态，提高学生的课堂参与度

根据张德禄（2009），非语言模态主要包括肢体动作、

面部表情以及身体的移动等。Harrison(1965)提到，在面

对面的交谈中，说话人65%的讲述内容是通过非言语形式传

递给对方的。Mehrabian &Susan（1967）提到，说话人在

表述时，言语、声调和面部表情对意思传达的贡献率分别

是7%、38%和55%。所以，非语言模态有利于意义的传达。

教师在多模态外语教学中应多利用非语言模态加强与学生

的互动，提高学生的课堂参与度。在这里，我们将主要提

到距离

首先，关于距离。空间距离越近，表明双方的关系越

近，心理距离也越近；反之，空间距离越远，表明双方

的关系远，心理距离也越远。我们在观察中发现，在课堂

中，教师通常会通过不断走动来改变他们与学生之的空间

距离。如果教师一直站在讲台上，教师给学生一种权威性

较强的感觉。同时这样的师生距离使得互动更多地落在前

排学生身上，教师很可能忽略后排的学生。如果教师站在

教室的过道上，这样营造出一种轻松、平等的环境，提高

学生的课堂参与度。如果教师面带微笑与肯定的眼神站在

某位学生面前，意味着教师在鼓励学生，在支持学生，更

有助于降低学生回答问题的焦虑情绪。

其次，关于面部表情与目光交流等。教师利用不同的

面部表情，如微笑、皱眉、嘟嘴等，传递给学生赞许、疑

问、鼓励等不同的情感状态，给学生反馈，影响学生对课

堂的参与度。教师上课时应面带微笑，让学生感受到上课

是愉快的、轻松的，并且有助于师生建立一种平等、民主

的关系。这种积极的情感可以提高学生对课堂的参与度。

而皱眉、严厉的眼神等表情，可以起到提醒学生的作用，

提高学生对课堂的关注度。目光交流可以传递感兴趣、理

解、鼓励、提醒等信息。教师要学会根据不同情形，将眼

神落在全体学生、个体学生，PPT，黑板等不同位置。

再次，关于肢体动作。例如，手势可以为言语和真实

世界中物体搭建桥梁，使言语更容易被学习者所理解。在

授课中，教师可以用手势吸引学生对言语所指内容，并使

其具体化，辅助学生理解抽象难懂的知识点。手势可以分

为以下几种：一种是指示性手势，即用手指向物体、屏幕

等；第二种是图式手势，即用手或者胳膊的移动表示某种

物体、行为或概念，比如双手大拇指和食指围成一个圈，

表示小盒子；第三种是节拍性手势，即手指或手掌上下点

击的手势，可以用这个手势给音乐打节拍。

3.3精心制作多模态PPT，与学生积极互动

制作设计多模态PPT选择素材时，一定要结合教学内容

的需要，再考虑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吸引学生的眼球，

避免无关图片、动画或者视频引起学生的无意注意，反而

増加了学生的认知负荷，也浪费了时间。PPT素材包括前面

提到的言语以及非语模态类型的组合。同时，教师在使用

PPT的同时，也要兼顾板书的使用。在多模态PPT辅助教学

的环境下，教师也应该注意与板书相互配合，使得教学互

动达到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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