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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现代化教学设备引入和教育方式转变的大背景下，本文发掘以理工科为专业的英语辅修专业学生的学

习特点，通过对多模态听力教学模式及教学手段的分析，提出了针对英语辅修专业的多模态视域下英语

辅修听力学习模式构建的方法，以期有效提高听力学习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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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modern teaching equipment and the change of education, this article ex-
plores the English learning characteristics of students who major i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multi-modal listening teaching mode, we’ve put forward the way to 
build the learning method from multi-modal horizon,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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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listening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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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1.1. 课题研究意义 

英语辅修专业学习者大多具有理工科主专业的学习背景，通过英语辅修学习，努力成为高级复合型

人才，提高自己就业、考证、考研、出国和参加各层次语言应用型赛事的竞争力。英语辅修听力课程，

是英语辅修基础教学阶段的主干课程，随着更加现代化设备的引入和教育方式的改变，课堂不仅有传统

听力音频材料的使用，也常常以视频、演讲、辩论、口译等多种形式展开。在英语辅修听力学习中，很

多学习者时常面临着课堂资源利用不充分、听力学习效率不高、听力能力提升不明显等问题，需要学习

者对学习模式做出相应的调整和完善。 

1.2. 理论基础 

张德禄认为，多模态话语是人类运用自身感官系统，通过语言、动作、声音、图像等符号进行互动

的方式[1]。其中，“模态”是指能够表达一定意义的符号，如语言、动作等，而“媒体”是指承载符号

的载体，其本身没有意义[2]。一种模态可以通过不同的媒体表达，而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现用于课堂

学习的媒体，如 PPT，视频课件等，往往包含了多个模态的表达。模态之间的交互呈现往往可以得到更

好的信息传达的效果，而如何利用现代化的媒体，进行高效率的教学、学习，成为了现代教育工作者和

学者研究的重点[3]。 

2. 多模态英语辅修听力课堂 

2.1. 多模态英语辅修听力课堂中各模态的应用 

在辅修英语听力课堂学习过程中，涉及到听觉模态的是语篇音频和教师的话语；涉及到视觉模态的

是课件(PPT)中播放的文本、图片等；涉及到语言模态的是教师的话语、学生自行复述、口译的话语；涉

及到身姿模态的是教师授课时的手势、动作、表情等以及学生按照教师要求所做出的手势、动作、表情

等；涉及到环境模态的是课堂布局、教室环境等。 

2.2. 英语辅修专业学生特点 

根据辅修专业选择的特点，修读该校英语辅修专业的学生主修理工科专业。理工科专业中所必修的

专业英语课程要求学生掌握专业词汇，提高学生研读英语论文及使用英语进行专业交流的能力。英语辅

修专业的课程可以提高学生在专业英语以外的各项能力，英语听力课程的学习可以提高学生在相关的交

流和研究中的理解能力和表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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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多模态下英语听力学习模式的构建 

对于各模态的应用，应遵循经济原则、有效原则、适配原则和可理解性原则[4]。 

3.1. 课前预习 

多模态辅修英语听力课堂的内容主要为基于新语篇的听力练习、口语练习和基于旧语篇的复习。部

分听力练习可以达到对学生听力水平的检测作用，为保证检测效果的准确性，在学习新语篇之前，不建

议学生在课前接触语篇。此部分可根据具体情况做出调整。当新语篇中的内容涉及到学生较少接触的领

域，可在课前进行相关背景知识的了解。在课前接触到新语篇的音频、文本也会导致学生在课堂上的学

习兴趣、学习效率降低。 

3.2. 课堂学习 

3.2.1. 多模态视域下任务导向型学习模式 
多模态话语分析认为多模态具有以下几点特征：第一，多模态需要多种感官作用，即语言符号和非

语言符号；第二，多模态需要多种媒体的参与，即语言媒体和非语言媒体[5]。根据这种理论思想提出，

当教师在课堂上向学生发布课堂任务，有导向性地与学生讨论解题思路，并与学生一起构建解题的最好

方法时，学生要注意观察与感受此过程中教师提供的多模态类型，并合理地运用于练习过程中。 
例如，教师上课时 PPT 文本叙述：“听下面对话内容，完成语篇填空。”此时学生应在视觉模态下

获取信息，观察 PPT 文本内容是否有加粗或标红等特殊处理，找到需要解决的问题；随后教师会向学生

提供不同的解决方案，如只播放音频要求学生完成语篇填空、播放动画及音频完成语篇填空、教师随机

抽选某个学生作为搭档分角色读对话其他同学据此完成语篇填空等等，此时学生要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

确定是只需要在听觉模态下完成任务，还是需要在视听结合的模态下完成任务，抑或是在视觉、听觉以

及身姿模态下完成任务，同时满足上文提到的四个原则，即经济原则、有效原则、适配原则和可理解性

原则；在完成语篇练习的过程中注意听朗读者的声调、腔调等，如果是教师有所提示时注意老师的身体

移动、面部表情等，以获取更多的信息。 
这个过程既是教师选择更适合于英语听力教学的多模态形式的过程，也是学生观察与选择构建更适

合自己的学习模式的过程。 

3.2.2. 多模态视域下小组合作学习模式 
在大学英语听力课堂中，除了对学生进行合理的认知策略训练外，如何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和主动

性、降低听力焦虑，用怎样的方式让学生进行知识的内化和意义的建构，合作学习可以提供一种较为有

效的途径[6]。除去教师的引导，课堂还是以学生为主体，采用学生自主学习、互助学习的模式，能更激

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在实际交流过程中听说读写的能力。如果说在导向型学习模式下，学生观

察与感受到的更多信息是来自于外界、多媒体或者教师的话，那么在小组合作学习模式下，学生需要更

多地从自身或者从彼此之间获得信息。 
仍然以上文的例子来分析，教师上课时 PPT 文本叙述：“听下面对话内容，完成语篇填空。”但此

时要求学生分成小组，组内完成学习内容。首先学生仍然要在视觉模态下获取信息，观察 PPT 文本内容

是否有加粗或标红等特殊处理，当找到需要解决的问题之后，就要体现小组之间的合作。例如，学生可

以分角色扮演读对话来完成语篇填空，这时注意观察彼此的表情、动作、身体移动等，同时注意彼此的

声调、腔调等。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还可以尽量还原语篇中的环境、布局等，使练习更加浅显易懂。 
由于小组合作人员更少，学生内部调配起来比教师调配全班学生更容易，且学生彼此之间交流更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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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也比较容易尝试更多的方法完成练习，所以这个过程中学生可以有意识地调动自己的感官，并培养

对周围事物与多媒体环境的感知能力，学会使用自己建立的多模态体系充分学习听力。 

3.3. 课后学习 

由于辅修课堂的时间限制，在课堂内难以完成全部的听力学习任务，故而构建多模态视域下碎片化

时间学习模式。利用手机、电脑等媒体，以时间较短的视频材料和练习题呈现课后学习任务。例如，在

学习软件中，每周发布 2~3 个语篇的音频、文本和练习题。学生在课余时间自主进行学习和巩固。在课

堂外，听力学习主要利用听觉模态和视觉模态，材料应符合多模态使用的原则。学生通过学习语篇、做

练习题，并总结问题，在课堂中向教师提出，由教师辅导解决或学生自行讨论解决。 

4. 结语 

多模态视域下适合理工科主专业学生的英语辅修听力学习模式可以更好地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挖掘

学生学习潜力、提高学生学习能力。我们提出多模态视域下英语辅修听力学习模式的构建方法，可以更

好地解决学生对自身学习模式构建的困惑和问题，而这种思路也将在未来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得到更多的

关注且拥有更好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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