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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当前教育语境下，教育者越来越意识到有必要将传统语言课堂转型为兼具分析功能与思想解放的空间。

这一转型的核心在于培养学习者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并激发他们在学习过程中的主动性，进而形成批判

性语言意识。本研究组织20名英语专业本科生参与课外实践活动，收集某市景区范围内的语言景观文本，

并引导学习者参与语言景观的分析。通过对学习者互动过程的视频记录以及活动中产生的文本数据进行

细致分析，研究发现语言景观教学法有助从不同维度培养学习者的批判性思维能力，但评价和创造这两

个高阶思维类别所涉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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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urrent educational context, educators are increasingly aware of the necessity to transform 
the traditional language classroom into a space that is both analytical and liberating. The core of 
this transformation lies in developing learners’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and stimulating their initia-
tive in the learning process, which in turn leads to the formation of critical language awareness. 20 
undergraduate English majors were recruited to participate in an extra-curricular activity, in 
which they were asked to collect linguistic landscape texts within the boundaries of a city’s scenic 
area, and were guided to participate in analysing the linguistic landscape texts. By carefully 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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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yzing the video recordings of learners’ interactions as well as the textual data generated during 
the activities,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linguistic landscape pedagogy helps to develop learners’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in different dimensions, but the higher-order thinking categories of evalua-
tion and creation were rarely invol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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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Landry 和 Bourhis 于 1997 年首次提出“语言景观”这一概念，指的是“某个区域公共与商业标牌上

可见的或突显的语言”[1]。近年来，语言景观日渐成为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研究边界不断扩大，已从

一开始的社会语言学领域拓展到了传播学、符号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其中，语言景观

在教育教学领域的应用对语言教育在宏观政策和微观实践两个层面都有重大影响。在宏观层面上，这一

转向凸显了语言教育范式的变化，从狭隘的、以语言为中心的传统教育范式转化为以语言为媒介更广泛

的素养和能力培养的教育范式，其中包括批判性思维和跨文化意识等能力。在微观层面上，这一转向的

关键在于将语言课堂从“压迫空间”转变为“解放空间”，使学习者成为语言话语的能动参与者。 
国外学者们基于学理层面的逻辑思考，对多语语言景观的外语教学功用进行定性分析，明确提出多

语语言景观可作为外语习得的输入来源，有助于提升学习者的多元能力[2] [3] [4] [5]。国内部分学者也敏

锐地察觉到多语语言景观的教学价值，将其作为教学资源和教学工具纳入外语教学中[6] [7]，但教育教学

视角下的多语语言景观研究囿于起步阶段，对教学路径的探讨仅限于浅层[8] [9]。鉴于此，本文重点研究

如何通过双语语言景观数据的协作分析研究，为英语学习者提供一个框架，以激活学习者的批判性思维。 

2. 语言景观和批判性思维的关系 

批判性思维是指通过严谨的分析和评估达到自我完善的一种思维[10]。批判性思维可以嵌入各门学科

的教学中，教师可以思维技能训练为基础进行课程设计[11]。为了使学生能够适应未来复杂多变的生活环

境，教育必须聚焦于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这些能力不仅有助于学生开展有效的合作，进行深入的批

判性思考和分析，还能够在未来的工作场所中促进顺畅的沟通和问题的妥善解决。这要求学生以积极主

动的学习态度，掌握高水平的解决问题技能，并积极参与团队活动。然而，当前的语言教学在很大程度

上仍然侧重于知识的单向传递，缺乏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创新精神的环境。因此，为了改变这一现状，

并推动学生主动学习与合作学习的进程，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显得尤为迫切和必要。语言景观如

今已被视为激发学习者批判性思维的重要输入来源。传统的语言景观研究主要聚焦于语言的可见性，而

现在业已发展成为对空间社会建构的全面考察[12]。语言景观不再仅仅是观察语言使用的方式，而且成为

了揭示公共空间符号学与社会权力之间密切联系的窗口，这一特点使其成为发展批判性思维的宝贵数据

来源。通过让学习者观察和分析公共空间中的语言使用，将学习者置于语言“研究者”的角色中，教育

者可以引导学习者深入思考语言背后的社会意义，使他们能够更深入地理解语言与社会、文化、权力之

间的复杂关系，从而培养他们的批判性语言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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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语言景观研究的“跨学科”特性也进一步增强了其作为教学工具的价值。不同学科之间的交

叉与融合为语言景观研究带来了更广阔的视野和更丰富的研究方法，不仅有助于学习者更全面地理解语

言景观的本质和功能，还能提供更多解读社会现实的新视角。随着研究的深入，技术赋能也为语言景观

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和手段[13]，使语言景观成为解码当代社会话题的重要工具，特别在引导学习者反思

自己对周围人和地方的情感反应和道德立场时，其包容性和相关性得到了充分体现[14]。 

3. 基于语言景观的教学项目 

3.1. 教学环境和课堂活动 

本研究旨在探讨英语作为外语的中国学习者如何在语言景观研究中激活批判性思维，进而促进其在

外语中的能动参与。这一研究目标不仅基于学术探索的需要，更是对目前英语课堂中缺乏社会语言学问

题参与的积极回应。在中国某市地方性高校的英语课堂中，传统的、以语言为中心的教学法仍占据主导

地位，导致学生往往过于关注语言形式，而忽视了与社会环境的互动，即更侧重于对文本内部的详细解

构，而将解释和批评等实践活动置于次要地位。 
鉴于此，本研究致力于开发一个教学项目，旨在改变这种以形式为重点、缺乏社会互动的语言教育

实践，使学生能够摆脱传统教学法所强加的学科特性，更加积极地参与到外语学习中来。为此，研究者

在为英语专业学生开设的《英语课外阅读实践》课中设计了一个语言景观分析活动，旨在引导学生调研

和分析公共空间的语言使用现象，进而培养他们的批判性思维能力。《英语课外阅读实践》是英语专业

本科阶段开设的一门实践课，旨在通过学生课外的阅读与实践，拓宽学生社会文化和科技等方面的知识

面域，帮助学生培养深入理解、分析、推断和归纳能力，提高媒介素养水平。将语言景观调研和分析置

于《英语课外阅读实践》这门课程中，既不会影响其他基础和理论课程的教学进度，还可以增强学生的

语言感知能力和文化视野，提升他们的综合分析能力和媒介素养水平，与该课程的培养目标相契合。 
为了顺利实施这一项目，研究者对参与者进行了简短的培训。培训内容包括语言景观研究的基本概

念和方法，特别是如何分析符号等要素，使学生能够扮演公共空间“调查员”的角色，在分析语言景观

的过程中发挥一定的主观能动性。在活动实施过程中，要求每位学生在该市 3A 级以上景区收集至少五

张语言景观图片，并在收集后进行小组合作讨论分析。为了激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在协同合作分析阶

段，研究者采用启发式教学方法，引导学生对标志的类型、位置、目标受众以及不同语言的存在原因和

对应关系进行深入分析和讨论，启发学生提出自己的解释和观点，并在此过程中培养批判性思维能力。 

3.2. 参与者 

本研究聚焦于中国东部某市地方性高校英语专业本科二年级的 20 名学生。选择二年级学生作为本研

究的主要参与者基于多重考量。首先，相较于大一学生，大二学生在大学学习生活中已积累了一定的经

验，有助于他们更好地理解和参与本研究。其次，相较于大三、大四学生，大二学生的学习任务相对较

轻，参与数据收集活动不会对其造成额外的学业负担。此外，参与本研究的 20 名学生完全出于自愿，通

过项目组在本科二年级学生中招募成员产生。项目组成员需通过大学英语 6 级，具有一定的外语处理能

力，并对语言景观具有研究兴趣。该项目不涉及任何形式的评估任务，旨在确保学生在参与过程中的自

主性和积极性。 

3.3. 数据收集 

在数据收集过程中，研究者采用中文作为说明语言，以确保信息的准确传达。同时，研究者充分尊

重参与者的语言选择权，允许他们在采访和课堂活动中自由使用英语或中文，确保数据的真实性和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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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但鉴于研究需求，所有中文数据资料最终都被译为英文，以确保研究的可比性和可推广性。 
在独立收集语言景观图片后，参与者被组织成若干小组，每组需协作分析所收集的图片文本。在课

堂活动正式开展之前，研究者针对所有参与者实施了半结构式访谈，问题的设计侧重于一般性了解，如

引导参与者表达他们对不同语言的看法，目的在于评估他们在公共空间中的语言意识水平。在合作分析

标志、编写报告的过程中，研究者进一步对各个小组进行了后续的小组访谈，问题则更加聚焦于参与者

的实际体验，如询问他们在活动中收获了哪些知识，特别关注到了标志的哪些特征等，目的是深入了解

参与者对语言景观使用的实际感受，并判断他们对语言景观及其教学价值的初步认识是否有所转变。 
此次课堂协作分析过程全程录像，以确保在不干扰参与者自然行为的前提下，对其分析过程进行细

致观察。在分析过程中，参与者依据研究者所提出的启发式问题进行思考分析，并将分析内容详细记录

在纸上。完成课堂分析后，每位参与者被要求用英文撰写一份研究报告，字数控制在 800 至 1000 字之间，

用以详尽阐述其分析成果。最终，研究者收集所有图片和报告，以便进行后续的深入分析与研究。 

3.4. 数据分析 

本研究采用了两种类型的数据分析方法。首先是演绎法，侧重评估语言景观活动在激活参与者批判

性思维方面的成效。这一分析过程依据学生在语言景观分析活动时的即时反应、以及他们提交的书面报

告，系统检视学生对标识个体特征的解析，以识别哪些批判性思维过程被有效激活。通过对每个数据源

的细致考察，研究者依据 Bloom 分类法修订版本中确立的思维层次结构，对学生分析单个标识时所涉及

的最高阶思维进行编码，以便聚焦高阶思维过程的激活情况。例如，即便参与者在分析一个标识的过程

中明显涉及了理解和应用等低阶思维过程，研究者仅在“分析”这一更高层次上进行一次编码。同时，

研究者也必须认识到任何高阶思维过程都可能得到低阶思维过程的辅助。 
其次是归纳性，涵盖了学生的回应、互动记录、书面报告以及访谈数据，旨在追踪该活动如何引导

学生更主动地参与双语话语实践。归纳法的分析重点关注参与者在语言景观调研过程中共同关注的主题，

并观察这些主题在活动进行过程中是否发生变化以及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因此，该分析采用历时性的视

角，对比参与者在项目前访谈、协作分析以及项目后访谈所表达的反思与见解。通过这一对比，研究者

能够更深入地理解活动对参与者语言意识及批判性思维的影响及其动态变化过程。 

4. 结果与讨论 

4.1. 激活学习者批判性思维 

从量化分析与定性观察相结合的角度来看，语言景观活动在激活高阶思维过程方面的分析结果呈现

出中度的表现。具体而言，研究者的确发现了数个高阶思维过程被有效激活的实例，其中尤以“分析”

为甚。“分析”在总体上被激活频率最高，占据了约 40%的比例，这充分表明该项目在促使学习者激活

高阶思维过程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这个研究结果与国外相关文献中的论点相契合，即将语言景观融入外语课堂有助于增强学生与社会

环境的互动与理解[3] [15] [16] [17]。在数据分析中，研究者观察到学生在分析符号和解构语言景观中的

社会意义时，批判性思维得到了显著激活。通过对课堂活动录像的细致观察，研究者发现学生在讨论标

语的语言翻译和音译问题时，自发地超越了教育者启发式分析框架的界限，进一步探讨了语言的地位问

题。例如，在一次课堂讨论中，有一名学生指出，将具有中文特色的“指示指令信息”直译为英语会产

生出乎意料的效果，并以“小草微微笑，请你旁边绕”(The Grass Is Smiling at You, Please Detour)为例进

行了说明。这一例子表明，学生能够通过认识自身的语言现实和语境，来评价英语语言使用的适当性，

这一过程被编码为“评价”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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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学生们还展现出超越狭义语言范畴的能力，他们能够将颜色等视觉特征与抽象概念相联系。

在一次互动中，学生们将红色、黄色与国家身份相联系，并将这些颜色的使用与文化和民族服装传统的

分类形式相结合。这个例子表明，学生们能够就周围的语言使用表达他们的社会政治观点，这一过程被

编码为“分析”类别。学生们展现出详细阐述和合理化自身观点的能力，这进一步证实了语言景观活动

在激活学生批判性思维方面的积极作用。 
尽管语言景观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激活高阶思维的潜力，但在高阶思维类别中，评价和创造过

程鲜有涉及。此外，研究者还观察到大量低阶思维处理实例的存在，部分参与者在符号认知方面仍停留

在较为表层的水平。这一现象在学习者对符号类型、语言使用以及英文字母相对于中文出现频率较高的

评论中尤为明显。通过仔细观察互动视频，研究者发现学生们认为英文更为突出仅仅是因为想吸引更多

外国人。尽管这一观察体现了某种程度的分析能力，但学生们未能进一步探讨符号的其他特征，这反映

出高阶思维过程如“评价”并未得到有效激活。 

4.2. 激发学习者能动参与话语实践 

除了分析语言景观如何有效激活学习者的批判性思维过程之外，研究者还采用了一种更具归纳性和

历时性的数据分析方法，旨在探究学习者在参与项目时如何更深入地融入双语语言环境之中。中英文两

种语言之间的复杂关系构成了语言景观独特语言生态的一个显著特征，英语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因

此，研究者还将重点探讨学习者如何通过对语言景观数据的深入分析来增强自身的双语语言意识，特别

是他们如何在这个问题上展现出更高的自主能动性，进而推动对语言问题的深入理解和探讨。 
自项目前访谈开始，研究者即观察到参与者对于英语在语言景观中显著地位的明确认知。数名学习

者提及了他们在公共空间普遍经历的英语无处不在的现象，然而，他们对于英语存在背后所蕴含的权力

问题，其探讨尚显浅薄。 
通过对课堂活动中收集的数据进行深入分析，研究者发现语言景观分析为学习者提供了一个调动并

深化现有社会语言学意识的框架。这一框架进而为学习者更积极地探讨双语在权力与不平等问题上的分

歧奠定了坚实基础。在这一意识提升的过程中，一个关键元素在于分析如何引导学习者观察符号的多模

态意义，这为他们进一步思考元素排列如何体现语言与权力关系提供了有力支撑。研究表明，学生们不

仅审视了标志中语言的存在与否，还关注到语言的相对显著性，如字体大小、类型以及信息量的对称性。

尽管在学习语言景观的过程中，学生们提及了这些非语言资源在构建符号意义方面的作用，并愿意利用

这些视觉元素进行分析，但他们仍缺乏相应的元语言来描述这些不同元素在符号意义构建过程中的交织

作用。 
项目后的访谈表明，学生们对不同语言存在、缺失及突显的意识增强，似乎有效地促使他们以一种

更加反思性的方式参与探讨社会语言学中的不平等问题。特别是，对标识制作者与目标受众的反思，在

激发学习者思考某些标志背后更为含蓄的信息方面，表现出了显著的价值。学生们进一步认识到，仅有

英语而无中文的存在，往往象征着一种特权。 

5. 总结 

本文聚焦如何通过引导学习者参与语言景观分析，来提升其双语话语意识与批判性思维能力。借助

批判性思维与批判性语言意识的双重视角，研究者深入探讨了某市大学生在 3A 级以上景区调研语言景

观时，如何多维度地理解语言话语的复杂内涵。研究结果表明，语言景观活动在激活与运用批判性思维

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诸多参与者的表现充分证明了高阶思维过程的广泛应用。同时，本研究亦显示，

众多学习者在语言话语中的能动角色认知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通过语言景观活动，他们不仅能够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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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身份的嵌入性，还能在语言之间洞察身份与权力之间的微妙关系，进而理解这些因素对自身语言选

择的影响。这一转变是语言研究批判性转向的关键所在，即语言不仅是交流的工具，更是身份与意识形

态的载体。这一观点在学习者通过标识所呈现的文字进行深层次语言批判性评估的实例中得到了有力印

证。因此，基于语言景观的教学法能够有效弥补传统教学法过于侧重语言形式习得的不足，为外语教育

注入更为丰富与深刻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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