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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些年来，多模态教学一直是外语教学中重要的热点话题。本文将从多模态理论入手，采用问卷调查，

以泗洪县某所中学为例，调查当前初中英语多模态课堂教学实施现状和影响，分析初中学生对多模态课

堂教学的态度。研究结果表明，多模态在该初中英语教学中实施的比较普遍，教学方法和手段多样化，

该校大部分初中学生认为多模态教学给他们带来的影响是积极的，同时大部分初中学生支持多模态课堂

教学。根据研究结果，进一步分析总结，并对初中英语教学提出针对性建议，以期不断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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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multimodal teaching has been an important hot topic in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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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paper will start with the multimodal theory, use a questionnaire survey, take a middle school 
in Sihong County as an example, investigate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impact of multimodal Eng-
lish classroom teaching in junior middle school, and analyze juni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ttitude 
towards multimodal classroom teaching.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show that multimodality is widely 
implemented in English Teaching in this junior middle school, and teaching methods and means are 
diverse. Most juni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this school believe that multimodal teaching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m, and most juni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support multimodal classroom 
teaching.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results, further analysis and summary, and put forward tar-
geted suggestions for junior high school English teaching, in order to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classroom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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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课程改革的深入推进，基础教育不断面对新的要求，传统课堂教学亟待适应新的教学模式。而

多模态话语分析理论的提出，为传统教学提供了新思路，打开了新视角。该理论一经提出，就受到教育

界的广泛关注和重视。许多专家学者对该理论进行了深入探究和分析，以期将其应用到教学当中来。朱

永生(2007)指出“迄今为止的话语分析基本上局限于语言本身，即只注意语言系统和语义结构本身及其与

社会文化和心理认知之间的关系，忽视了诸如图象、声音、颜色、动漫等其他意义表现形式[1]。这就使

得话语分析带有较大的局限性。20 世纪 90 年代，西方兴起的多模态话语分析，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帮

助人们克服这些局限性”。其中，课堂作为连接教师和学生的主要通道，是教师教授知识和学生学习知

识的主战场，在基础教育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同时伴随着多媒体的出现，高效、新型课堂应运而生，多

模态教学已成为趋势。但是，当前课堂形式过于单一，教师在讲解知识点时容易忽视学生的掌握情况，

与学生互动不够，亦或是互动课堂形式不够多元化，同时教师在课堂讲解知识的过程中容易把知识点全

放在 PPT 上，初中英语课堂教学质量还有待提升。 
本文将以泗洪县某所中学为例，通过问卷调查，探讨多模态教学在初中英语课堂中的实施现状，多

模态教学对学生的影响以及学生对多模态教学的态度，以期运用多模态理论指导教学，能够更加有效地

促进初中英语课堂教学，更好地提高教学质量。 

2. 文献综述 

多模态理论 

多模态话语分析理论是指运用视觉、听觉、触觉和嗅觉等人的多种感觉系统，对语言、文字、声音、

视频、图片、颜色、动漫以及动作等多种符号和手段进行话语交际分析的对象。关于多模态话语分析理

论，自 20 世纪 90 年代西方兴起，国内外众多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国内学者朱永生(2003)从多模态话语

的产生，多模态话语的定义，多模态话语分析的性质和理论基础、多模态话语分析的内容、方法和意义

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他指出从感知渠道可以分为五种交际模态：视觉模态、听觉模态、嗅觉模态、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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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模态和味觉模态，而其中又涉及交流的渠道和媒介，包括语言、技术、图象、颜色、音乐等符号系统。

并对话语分析进行了回顾与展望，他指出话语分析理论在教材编写以及教学方法等多项内容可以发挥更

大的作用[2]。张德禄(2014)在总结语篇分析的进展与前沿时，同样提出多模态语篇分析更加注重在教育

领域的实际应用[3]。 
鉴于此，许多学者将该理论应用到教学当中展开了探讨与研究。基于多模态话语分析理论，有学者

探讨多模态在初中英语写作教学中的应用[4] [5]、多模态话语分析在初中英语阅读教学中的应用研究[6] 
[7]，多模态话语分析理论在词汇、听说教学中的应用研究[8] [9] [10]，将多模态理论运用到不同类型的课

堂教学中，探讨其对课堂教学的影响，发现在该模式下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学生能力和水平都得到一

定程度的提高。可知，学者大多以某些班级进行研究，发现该理论在不同课型中有着积极效果。也有学

者探讨多模态教学在不同年级的教学现状，王永芳(2017)调查了高中学生和老师对多模态教学的了解程

度，多模态课堂实施情况以及对学生学习产生的影响[11]；钟明铃(2020)调查了高中英语教师应用多模态

教学的总体情况[12]；笈文婷(2019)对某高职院校的多模态教学现状进行研究分析，研究发现高职学生对

于多模态教学持肯定态度[13]。但是基于该理论的初中英语课堂教学现状研究的还不是很多，针对初中英

语多模态教学现状的调查研究几乎没有。此外，也有学者从该理论内涵切入，从课堂导入、词汇学习、

课文学习以及课堂活动和课后活动四个方面对初中英语教学过程进行研究，探析多模态之间的协同对初

中英语教学的作用[14] [15]。葛佶吉(2019)探讨了该理论在初中英语教学多个领域中的实际应用，包括课

堂互动教学、视听教学和多元化评价[16]。但是基于该理论的交互式课堂现状与具体实施建议还可以加以

深入。国外学者 Jewitt (2007)从多模态视角研究语篇性和语境，结合例子，探讨图像、色彩、手势、凝视、

姿势和动作以及写作和演讲是如何被教师和学生单元和组织起来的，以及如何形成语境[17]。 
综上所述，在初中教学领域中，多数学者集中探究多模态理论在不同课型中的应用，包括词汇、听

说、阅读和写作。也有立足于该理论，大体讨论其在初中教学过程的运用。而在该理论下的课堂教学研

究的还不多，其教学现状涉及的也比较少。国外学者也多强调互动课堂的重要性，但是对于具体的构建

大多比较宏观。多模态话语分析理论是通过图像、声音、颜色、动漫等多种意义表现形式来丰富语言教

学，对初中英语课堂教学有着重要指导意义，增加师生之间的有效互动，提高课堂效率。因而本文将以

多模态理论为指导，探析多模态理论在初中英语课堂教学中的应用现状和问题，以及通过问卷分析师生

的了解情况和态度，并根据发现的问题提出针对性的建议，以期提高教学效果。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问题 

本文着眼于多模态教学在初中英语课堂中的实施现状和影响以及学生对多模态课堂教学的态度，了

解初中英语课堂教学中的问题和学生的态度反馈，以提出针对性的建议，采取有效措施，提高课堂教学

质量。具体研究问题如下： 
1) 当前初中英语多模态教学实施现状和影响以及学生对多模态课堂教学的态度如何？ 
2) 不同性别和年级学生对多模态课堂教学实施、影响和态度是否有差异？ 

3.2. 研究对象 

本研究是以泗洪县某所中学为例，从初一、初二、初三三个年级的平行班中随机抽取学生共 200 人，

这些学生的水平相当。 

3.3. 研究方法 

本次研究方法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问卷基于 Jewitt (2007，2008)定义的多模态教学理论[17]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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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参考王永芳(2016)的调查问卷[11]，根据本研究的实际需要设计而成。问卷共有 18 个问题，问题 1
到 5 是为了调查初中英语课堂中多模态教学现状，问题 6 到 12 是为了调查多模态课堂教学对学生影响，

最后 6 个问题 13 到 18 是为了调查学生对多模态教学的态度。该问卷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选项包括完

全不符合、基本不符合、不确定、基本符合和完全符合五个选项。在正式进行问卷调查之前，先测试该

问卷是否适用于教学生，先选择 6 名学生进行问卷，所有被试者能够认真并迅速回答且对问题无异议，

则认为该问卷适合学生。 

3.4. 数据分析 

问卷收回之后，采用 SPSS26.0 对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计算出每个选项的百分比(以下 1、2、3 表

中选项 1、2、3、4、5 均分别代表完全不符合、基本不符合、不确定、基本符合和完全符合)。研究主要

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法分析多模态在初中英语课堂教学中的总体教学现状和影响以及初中生对多模态课

堂教学的的态度，并运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和方差分析法分析多模态教学在性别、年级等方面的差异，以 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为了确保问卷调查数据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本研究首先对所收集的三十份

样本数据进行信度和效度分析。 
 
Table 1. Reliability statistics 
表 1. 可靠性统计量 

克隆巴赫 Alpha 项数 

0.963 18 
 
Table 2. KMO and Bartlett test 
表 2. KMO 和巴特利特检验 

KMO 取样适切性量数 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 

0.758 近似卡方 自由度 显著性 

 618.549 153 0.000 
 

从表 1 可以看 Alpha 值为 0.963，大于 0.9，说明研究数据信度质量很高。表 2 是对本研究问卷进行

因子分析，从表中信息可知 KMO 值为 0.942，大于 0.9，意味着数据具有效度，该问卷调查的样本大小

很符合要求，数据可以进行因子分析。综上，问卷各选项满足并高于基本信度、效度要求，可用于调查

研究。 

4. 结果与分析 

本研究共发放问卷 200 份，共收回有效问卷 198 份，有效率为 98%。 

4.1. 当前初中英语多模态教学实施现状、影响和态度 

该问卷分为三个部分，表 3 是多模态教学在初中英语课堂中的实施现状，表 4 是多模态教学对学生

的影响，表 5 是学生对多模态教学的态度。 
 
Table 3. Current situation of multimodal teaching in junior middle school English classroom (unit: %) 
表 3. 多模态教学在初中英语课堂中教学现状(单位：%) 

选项 1 2 3 4 5 

经常使用多媒体工具辅助教学 3.03 3.03 6.06 40.40 4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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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经常使用肢体语言或面部表情来传递、强调和解释

信息 
2.53 4.55 10.61 42.42 39.30 

经常使用多种信息符号的 PPT 课件 4.04 3.54 15.15 39.39 37.88 

经常利用肢体语言进行互动 3.54 8.59 12.63 39.39 35.86 

教学方法和手段多样化 2.02 8.08 9.60 41.92 38.38 
 

如上表显示，关于利用多媒体教学工具、简笔画、身体语言等进行辅助教学，80%以上的学生认为

这一说法是完全符合或基本符合的，可见，多媒体教学在初中英语课堂中是比较常见的。81.72%的学生

认为他们的老师会使用面部表情或肢体语言来传递、强调或解释某种信息，以此来帮助学生理解或加深

对某一重点或难点的印象。其中，近 10%的学生无法确定，说明其应用的不够多，学生也未完全领会到

动作模态传达的教学效果。77.27%的学生认为他们的老师是使用多种信息符合的 PPT 课件，同时，75.25%
的学生认为他们的老师在上课时会经常使用肢体语言进行互动，通过对多模态理论的运用，呈现出多元

模态教学，吸引学生注意力，激发学生兴趣。此外，80.3%的学生认为在英语课上老师教学方法和手段是

多样化的。由此可知，多模态教学在该中学英语课堂中是较为广泛应用的。 
 
Table 4. Influence of multimodal teaching on students (unit: %) 
表 4. 多模态教学对学生的影响(单位：%) 

选项 1 2 3 4 5 

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传达的信息，印象更加深刻 3.03 4.04 12.63 35.35 44.95 

多模态课件信息量大，了解更多知识 1.52 4.04 8.08 38.38 47.98 

感受多媒体手段模拟的正式情境 1.01 4.04 11.11 36.87 46.97 

多媒体教学更容易让你集中注意力 1.52 5.05 8.59 42.42 42.42 

多模态教学的效果很好 1.01 2.53 11.62 37.88 46.97 

课件的背景呈现会影响你对内容关注 4.04 8.08 14.65 34.34 38.89 

利用丰富的 PPT 课件有助于激发你对课堂的兴趣 2.53 2.02 7.07 33.84 54.55 
 

在多模态理论下的教学中，老师使用面部表情或肢体语言来传达、强调和解释某种信息时，80.3%的

学生认为这会使他们对教学内容的印象更深。12.63%的学生不确定以及近 7%的人对此持否定态度。可见

动作模态应用不多，且效果不是很明显。86.36%的学生认为 PPT 信息量大，资源丰富，可以让他们了解

到更多知识，但也有近 15%的学生并不认同 PPT 课件能够使他们了解更多信息，该结论与学者笈文婷

(2020)研究结果相似[13]。同时，83.84%的学生认为老师在课堂上运用多媒体手段模拟的正式情境，能够

使他们体验到真实的目标语语言环境，提高他们的的运用语言的能力。可见，PPT 等多媒体带来的影响

极大部分是积极的，只有近 5%的学生对此持有否定看法。多媒体课件教学与传统教学相比，多媒体课件

教学是否更容易让他们上课集中注意力，84.84%的学生对于这一影响是完全认同或基本认同的，可见多

媒体的运用是广泛的积极影响，但依然有近 15%的学生认为并不能吸引他们的注意力，笈文婷(2020)在
其研究中也发现有 16%的学生认为过多的图片、视频干扰了他们的学习[13]。84.85%的学生认为教师多

模态教学对他们的影响是积极的。此外，73.23%的学生认为课件中的背景音乐、背景的色彩、文字的形

状等会影响他们对内容的关注，而 14.65%的学生对此影响是不确定的，可见视觉模态的运用可以进一步

的深入拓展与运用。同时，教师利用 PPT 课件中的图片和、文字、视频有助于激发对课堂的兴趣，88.39% 
的学生认为是完全符合或基本符合的。可见极大部分学生是很喜欢课堂上通过图片，文字或视频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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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教学内容的，多模态教学给他们带来的更多是积极的影响，因而，对于多模态理论教学，可以深入

进行研究并继续运用与课堂之中。同时，也应当注意学生之间的不同特点，综合运用多种模态教学。 
 
Table 5. Students’ attitude towards multimodal classroom teaching (unit: %) 
表 5. 学生对多模态课堂教学的态度(单位：%) 

选项 1 2 3 4 5 

老师利用手势、声调等，愿意与老师互动 1.52 2.53 11.11 38.89 45.96 

使用音乐会感受到亲切的课堂氛围 2.02 4.04 8.08 30.30 55.56 

通过多种动态视觉符号能让你集中注意力 1.01 4.04 7.07 31.82 56.06 

与老师互动时，喜欢老师给予帮助、反馈或表扬 4.04 3.54 8.59 30.30 53.54 

喜欢老师利用多模态教学来激发你的兴趣 3.54 3.54 8.08 40.91 43.94 

与传统教学相比，多模态教学对你有更大影响 1.52 3.03 10.61 38.89 45.96 

 
如上所示，关于学生对多模态课堂教学的态度，80%以上的学生都是给予积极的肯定。84.85%的学

生愿意在老师利用声调，停顿，手势等控制课堂时与老师互动，也有 11.11%的学生对此不能确定，因而

这里可以进行深入研究，学生不愿意与教师进行互动的因素，从而对课堂教学进行不断改进，提高学生

的课堂学质量。在英语教学中使用音乐丰富课堂体验，比如英文歌曲、节奏律动会让学生感受到亲切的

课堂氛围，85.86%的学生认为是完全符合或基本符合的，14.18%的学生是不确定或是持有否定态度，可

知对于多模态的运用要考虑学生的不同感受。87.88%的学生认为通过多种动态视觉符号，如：图像、表

格、视频、录像等，能够让他们感到集中注意力。可见他们多数支持老师运用多种动态视觉符合，应当

多加以运用。此外，老师在与学生互动时，喜欢老师通过眼神、手势、音调给予学生帮助、反馈或表扬，

与喜欢老师利用多模态教学激发学生对英语学习的兴趣的学生分别是 83.84%和 84.85%，可知学生们更倾

向于在多模态教学中与老师进行互动。在最后一项问题中，学生们给出更加明确的态度，在与传统教学

相比，84.85%的学生认为利用多模态理论教学对他们产生更大影响，可知多模态教学更有助于学生的学

习，能够增加与老师之间的频繁互动，提高课堂效率。钟明铃(2020)提出多媒体对教学效果的提升起了很

大且不可或缺的作用，教师通过多媒体将各个模态与课堂结合，为课堂教学实施提供了有力且有效的辅

助作用，发现学生对使用多模态进行课堂教学是持积极态度的[12]。同时笈文婷(2020)发现学生更偏爱于

视频和图片这种更为直观的模态符号[13]。 

4.2. 性别和班级变量对初中英语多模态教学实施、影响和态度的关系 

Table 6. Comparison of multimodal teaching among students of different genders 
表 6. 不同性别学生对多模态教学比较 

维度 
性别(平均值 ± 标准差) 

t P 
男(n = 98) 女(n = 100) 

实施 4.10 ± 0.80 4.07 ± 0.80 0.264 0.792 

影响 4.18 ± 0.76 4.24 ± 0.69 −0.545 0.586 

态度 4.26 ± 0.78 4.29 ± 0.76 −0.272 0.786 

 
从表 6 来看，P 值均大于 0.05，可知多模态教学现状在性别上没有显著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相

对而言，关于多模态教学在课堂教学中的实施，男生的平均值 4.10 大于女生 4.07，可知男生比女生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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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模态教学在课堂教学中实施更多。在认为多模态教学是否具有积极影响方面，4.24 大于 4.18，女生多

于男生，可知女生认为多模态教学影响更好，此外，在支持多模态课堂教学方面，4.29 大于 4.26，女生

也略多于男生，可知女生更支持多模态教学。 
 
Table 7. Comparison of multimodal teaching among students in different classes 
表 7. 不同班级学生对多模态教学比较 

维度 
性别(平均值 ± 标准差) 

F P 
初一(n = 46) 初二(n = 95) 初三(n = 57) 

实施 4.02 ± 0.92 4.04 ± 0.78 4.22 ± 0.71 1.228 0.295 

影响 4.07 ± 0.78 4.20 ± 0.76 4.33 ± 0.60 1.574 0.21 

态度 4.17 ± 0.80 4.29 ± 0.76 4.33 ± 0.77 0.609 0.545 
 

从表 7 来看，P 值均大于 0.05，多模态教学现状在年级上没有显著差异。但相比较而言，在多模态

教学实施方面，4.22 > 4.04 > 4.02，可知初三年级认为多模态教学在课堂教学中实施更多，高于初一和初

二，初一和初二接近。同时，在认为多模态教学是否具有积极影响方面 4.32 > 4.20 > 4.07，可知初三年级

高于初一和初二，此外，初三年级在支持多模态教学方面，4.33 > 4.29 > 4.17，也略高于初一和初二，但

无统计学意义。 
 
Table 8.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ender and grade in mutimodal teaching 
表 8. 性别和班级在多模态教学中的关系 

差异源 因变量 平方和 df 均方 F P 

Intercept 实施 2960.32 1.00 2960.32 4582.42 0.00 

 影响 3105.30 1.00 3105.30 5862.01 0.00 

 态度 3196.50 1.00 3196.50 5372.34 0.00 

性别 实施 0.05 1.00 0.05 0.07 0.79 

 影响 0.01 1.00 0.01 0.02 0.88 

 态度 0.04 1.00 0.04 0.07 0.80 

年级 实施 1.48 2.00 0.74 1.15 0.32 

 影响 1.63 2.00 0.82 1.54 0.22 

 态度 0.92 2.00 0.46 0.78 0.46 

性别* 年级 实施 0.24 2.00 0.12 0.18 0.83 

 影响 0.52 2.00 0.12 0.18 0.83 

 态度 1.50 2.00 0.75 1.26 0.29 

Residual 实施 124.04 192.00 0.65   

 影响 101.71 192.00 0.53   

 态度 114.24 192.00 0.60   
 

从表 8 来看，性别效果不显著(F(1, 192) = 0.07, P = 0.79 > 0.05)，(F(1, 192) = 0.02, P = 0.88 > 0.05)，(F(1, 
192) = 0.07, P = 0.80 > 0.05)，即不同性别的学生在实施，影响和态度上没有表现出显著差异；同样的，年

级效果不显著，即不同年级的学生在实施，影响和态度上没有表现出显著差异；性别*年级效果也不显著，

即性别*年级在实施，影响和态度上没有表现出显著差异，说明主效应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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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与建议 

5.1. 研究结论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多模态在初中英语教学中实施的比较普遍，教学方法和手段多样化，

极大部分学生认为多模态教学给他们带来的影响是积极的，他们认为多媒体课件信息量大，内容丰富，

能够呈现一些比较直观的信息，因而吸引他们的注意力，有助于激法学生对课堂的兴趣。同时，教师在

使用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进行强调和解释某种信息时，学生的印象会更加深刻。多数学生也喜欢教师采

用多模态教学，采用多媒体课件，通过各种图片、视频、声音、字体等展开教学内容，利用肢体语言、

面部表情、手势动作等激发学生与教师的互动性。他们大多数支持教师在英语教学中使用不同声调，音

频和视频来丰富课堂体验，支持教师利用多模态进行教学。 

5.2. 教学建议 

多模态教学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学生的学习氛围，大部分初中学生认为多模态教学给他

们带来的影响是积极的，同时大部分初中学生支持多模态课堂教学，然而，也有少数学生对多模态教学

带来的积极影响还不够认同，课堂教学还需进一步提高与完善，鉴于此，根据问卷调查结果为初中英语

教学提出以下建议： 
1) 提高并充实相关理论与运用。教师要与时俱进，改变传统教学方式，加强对多模态教学理论的学

习与运用，充分利用现代多媒体教学设施与环境，例如图片，视频，文字，音乐等展开教学内容，营造

课堂良好氛围，提高学生注意力与兴趣，同时可以利用教师自身的肢体语言，面部表情等与学生进行积

极互动，提高课堂效率。 
2) 组合并优化教学方式与体验。在进行多模态课堂教学与互动时，要注意综合运用多种模态教学，

根据不同课型与教学目的，寻找不同模态的最优组合。不可按照一套固定的教学方式一成不变，转变课

堂，给学生创造多种课堂体验。此外，还要注意合理运用模态教学，当视频、图片、声音等过于突出，

可能会产生负面结果，此时，教师就要注意对模态教学的把握，将其与教学内容有效结合到一起。 
3) 收集并了解学生反馈与需求。根据研究结果，虽然极大部分学生对于多模态课堂教学是持有积极

态度的，但是也有少数学生是不认同的。因而，除了合理利用多模态教学，调动学生多种感官获取知识，

还需要与学生进行沟通与交流，在课堂中观察学生的互动反应，课后收集学生的反馈，根据学生的个性

特点与需求，进行适时调整，可以在 PPT 课件中多呈现图片、文字、视频等，教学中可以出现图像、表

格、视频、录像等，通过眼神、手势、音调给予学生帮助、反馈或表扬，与学生积极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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