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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多模态理论与外语教学中的多元能力培养》一书注重多元能力的培养，提出中国本土化外语专业本科

生多元能力结构模式。同时该书基于多样的理论，如多模态话语分析理论、社会符号学理论等来探讨在

全球化以及人类交际多模态化背景下多模态在大学英语教育中的应用价值，并提出相应的培养模式，拓

展了多模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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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ultimodality and Multiliteracies in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focuses on the cultivation of mul-
ticompetence and proposes the structural model of multimodal competence for Chinese under-
graduates majoring in foreign languages. In the meanwhile, based on various theories, such as 
multimodal discourse analysis theory and social semiotics theory, this book not only explore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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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value of multimodality in college English educ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i-
zation and multimodality in human communication, but also proposes the corresponding training 
model, which expands the study of multimod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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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模态是指在社会文化中形成符号资源，用于创造意义[1]。任何模态(如图像、手势、音乐)均为一个

完整的表意系统，它与语言一样，有形式层，词汇语法层，语篇语义层[2]。教学中多模态的选择有以下

几个基本步骤：从文化语境来看，受制于意识形态，体裁系统，针对特定场景语境，选择需要表达的含

义，包括概念的含义、人际和语篇意义等，再依据所选之意，挑选适当之模态加以表达，继而发展多元

能力(multiple competence 或 multicompetence) [3]。随着数字技术发展以及人类交际的多模态化，英语教

材由单一语言模态逐步转向多模态。多模态对教学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可以促进学习认知、学习体验以

及培养学习策略[4]。因此，开展多模态研究对大学英语教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多模态理论与外语

教学中的多元能力培养》(2021)一书通过对多元能力结构的构建和相关理论模式的阐释，深入浅出地阐明

了多模态在大学英语教育中的应用价值，拓展了多模态研究，并有助于培养大学生多元能力。 

2. 本书评介 

2.1. 本书概述 

《多模态理论与外语教学中的多元能力培养》由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张德禄教授、井冈山大学刘睿

副教授和西安外国语大学雷茜教授合著，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于 2021 年 10 月出版发行。该著作得

到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外语本科生多元能力培养模式研究”的资助，是“全国高等学校外语教师丛书”

系列丛书中的一部优秀著作。该教材编著的主要目的是满足全球化发展对人才能力的需求。该著作重点

介绍了多模态话语分析理论、多模态体裁结构理论、多模态互动分析理论、社会符号学理论、以及语义

波理论，以及如何基于这些理论建构新的语言教学模式以便促进大学生多元能力的培养，对外语专业本

科语言教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全书共二十章，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章和第二章国内外的相关理论研究现状进行了综述，并且探讨

了我国外语专业和学科的发展趋势；第三章和第四章点探讨了外语专业本科生应该具备的多元能力结构，

并且进行了实证和实验研究；第五章至第九章重点研究适用于培养外语专业本科生多元能力的理论模式；

第十章至第十六章探讨外语专业本科生多元能力培养模式；第十七章至第二十章为教学案例分析，根据

一些具体的提案写作、课堂口头报告和多元能力评估设计案例，重点探讨了如何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培

养学生的多元能力。 

2.2. 本书述评 

该书结构完整，采用“理论–实践–理论”的基本思路，脉络清晰。纵览全书，主要有以下四个亮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5488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杨蜜莉 
 

 

DOI: 10.12677/ae.2023.135488 3102 教育进展 
 

点：注重多元能力的培养，提出中国本土化外语专业本科生多元能力结构模式；将多元能力研究置于多

模态视野之下；扎实的理论基础，对多样化的理论展开探讨；完备的培养模式，为外语人才培养指明方

向。 

2.2.1. 本土化外语专业本科生多元能力结构模式 
鉴于大多数研究将研究重点放在某种具体的能力，《多模态理论与外语教学中的多元能力培养》指

出从宏观层面上探索外语专业本科生需具备的多元能力结构尤为重要。该书在对国内外有关能力与多元

能力的研究进行综述的基础上，对大学生应具备的能力进行了多方面、多层面的探讨，并结合经济全球

化、我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日益提高等多种因素，结合我国现在和未来的人才需求和人才特点，以及

外语专业本科生在教育和就业中所面临的挑战，对中国外语专业本科生的多元能力进行重构，将其分为

高层能力和中层能力。其中，高层能力包括知识处理能力、外语交际能力、文化综合能力、专业综合能

力、媒体模态合能力、跨专业能力、批评反思能力和社会交往能力。这对高等教育外语专业本科生培养

目标的确定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2.2.2. 多模态视域下的多元能力研究 
本书还结合张德禄，刘睿[5]等人提出的能力是不断丰富发展的观点以及彭庆洁[6]，李桔元，杨贺等

人提出的多模态有利于外语人才的培养的看法，将多元能力培养置于多模态视野之中来论述二者的关系。

大多数研究表明学生的“多元能力”可以在“多模态”的背景下得到发展[7] [8] [9] [10]。张德禄，刘睿

也提出通过多模态、多感知通道可以使教学和学习产生更好的效果，选择和优化模态的组合和运行方式

也可以使之产生良好的效果。然而，很少有研究者系统地探讨大学生在数字通信技术迅速发展背景下应

具备的“多元能力”，而该书正好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值得注意的是，该书将多元能力培养置于多模

态视野之中绝不只是在研究视角上的单纯转换，更重要的是，通过深入研究外语教育与多模态等相关理

论关系，对高校多元能力的培养模式进行了深层次转变，尝试运用语言学等超学科观点和视角来审视高

校外语人才培养机制，并以此为基础确立一种更加符合社会发展需求的培养模式和选择程序。这也是本

书的一个重大突破。 

2.2.3. 扎实的理论基础 
理论是研究的基础，任何研究都始于理论的构建。面对社会多元化和全球化发展对高等教育的影响，

培养学生多元能力的过程会出现一些前所未有的新问题，教育者可能会感到茫然和不知所措。《多模态

理论与外语教学中的多元能力培养》一书基于超学科视角通过系统介绍多模态话语分析理论、多模态体

裁结构理论、多模态互动分析理论、社会符号学理论、语义波理论以及这些理论涉及的相关概念和它们

对外语教学的深远影响。如在本书的第六章，作者探讨外语教学中普遍出现的再符号化现象，包括再符

号化的理论基础、再设计概念，同时本章论述了再符号化的两个主要形式——转换和联通，此外还建构

了一个再符号化的分析框架，接着探讨了再符号化在教学特别是外语教学中的作用，并且用教学实例进

行说明。本书给读者提供了一些成型的理论依据和实践借鉴。 

2.2.4. 完备的培养模式 
该书构建了外语专业本科生多元能力培养模式。在多元能力培养要求下，鉴于不同能力要求不同的

培养重点、培养理念、培养方式、课程设置、教学方案、教学方法等，该书厘清所需要培养的多元能力

的类型及其关系，综合它们的共性特征和相关特性，进而构建综合性、整体性的外语专业本科生多元能

力培养模式。这与以往围绕听、说、读、写、译设置不同层次的课程形成了对比。例如，为了改变一贯

注重知识传授，不注重论辩评议的基本教育思路，该书指出，高校应了解评价和论辩与思辨能力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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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把体裁结构潜势理论、新伦敦小组的多元能力培养教学模式和评价及论辩相结合，构建一个有利

于培养思辨能力的外语课堂教学框架。 
最后，笔者认为该书中存在一些不足。其一，该书由于涉及范围广，因素多，相关理论模式及其之

间关系复杂，因此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对于不同能力的实践教学和教学效果分析不足，对其他可能

与该书研究相关的理论，措施和基本模式，比如对建构主义理论、输入假说等二语习得理论缺乏进一步

探索等；其二，在谈及多元能力构建时，对于每一种能力都有哪些特点，可以通过哪一种具体技能来体

现，以及能力之间的、先后、重叠、依赖等关系，本书没有对其进行进一步说明。 
总体而言，该书结构完整，脉络清晰，排版合理，语言精练，理论结构扎实，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

合，指导性强，不仅为外语专业本科生提供了在新时期应该具备的多元能力结构，而且还探及了多元能

力的培养模式，对高校外语教师、外语教学研究者以及相关专业的研究生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3. 结语 

以上是笔者研读《多模态理论与外语教学中的多元能力培养》一书后所作的分析与总结。我们生活

在一个科技日益发达，全球交流愈加密切的时代，面对国际国内的新形势给我们提出的挑战，外语教育

应向培养学生多元能力的方向发展。大学英语教育应给予多元能力培养更多的关注，通过结合多模态话

语分析理论、多元读写能力培养模式、合法化语码理论和体裁结构潜势理论不断健全与完善现代英语教

育的内容体系，促进英语教学水平和学生多元能力的协同发展。但是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多元能力

培养模式不是一个单一的、固定的教学模式，而是一个可以根据具体目标灵活选择的模式，可以通过它

产生无数新的教学模式，以适应新的培养目标；其次，近几年来，国际化、全球化、网络化和超文化交

际能力变得更加突出。新的外语专业本科生多元能力培养模式的完成预示着更新现有模式需求的来临，

也就是说，外语专业本科生应该具备的多元能力结构也在不断地演化和变化。这在一定程度上启示我们

将来的研究任务不仅是完善和改进已有的模式，而且还要根据新的形势的需要，以及新理论和学科发展，

提出新的模式从而使外语专业本科生多元能力培养研究与学生总体素质和特色研究结合为一体，这样更

有利于培养高层次、高素质、多元能力外语人才。总之，对外语专业本科生多元能力培养模式需要不断

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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