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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与英语教学界相比，多模态理论在对外汉语教学界还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以多模态话语分析 

理论为指导，以对外汉语“把”字句教学为例，探讨对外汉语教学中如何调用不同模态使学习者获得多种感官体 

验，提高学生对语法点的理解和表达，以引起人们对对外汉语教学中多模态教学的重视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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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引言 

人们在交际过程中，信息的表达和传递除了使 

用语言，很大程度上是由非语言手段实现的，如空 

间、手势、表情、语音语调和周围的环境等，这些交 

际的渠道和媒介就是模态。人们的5种感知世界 

的通道——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和味觉，对应产 

生5种交际模态——视觉模态、听觉模态、触觉模 

态、嗅觉模态和味觉模态 J。综合运用上述5种模 

态中的两种或多种，通过语言、图像、声音与动作 

等多种手段和符号资源进行交际的现象就是多模 

态话语 。目前，将多模态话语分析理论应用于教 

学研究的成果日渐丰富，但主要集中在英语教学方 

面，将该理论应用于对外汉语教学的研究还不多 

见。为此，以汉语教学中一个常见的语法项 目—— 

“把”字句为例，尝试将多模态理论应用于对外汉语 

教学中，为汉语教学提供新的思路和视角。 

1 多模态话语分析理论在对外汉语教学中 

应用的可行性 

以往传统教学模式下，学生主要用听觉来获 

取信息，教学方式主要是单模态的_3J。将多模态 

理论应用于教学中，利用空间、身势动作、图片、音 

视频、网络与角色扮演等多种手段和渠道来调动 

学习者的听觉、视觉、触觉、味觉等多种感官，使各 

种模态补充、强化、协同以达到最优的教学和学习 

效果，即多模态教学模式。多模态教学模式可以 

充分利用各种资源，使受话人通过多渠道获取信 

息，比单模态话语更便于受话者的理解和记忆 。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计算机技术的广 

泛应用，对外汉语教学也早已不应再是简单的“教 

材+黑板+教师讲学生练”的模式。以语法教学来 

说，传统的汉语课堂教学中，教师一般是按照教材 

给出的语法点讲解语法结构、解释用法、举出例 

子，然后让学生练习。亦或是先举例归纳语法结 

构和用法，进而让学生操练。很多老师秉承对外 

汉语教学中最基本的“精讲多练”的原则 ，但是举 

例时所创设的情景往往仅是用语言进行描述。此 

时虽然语言交际一直处于语言学习的前景之中， 

可是很多时候单靠语言描述表达效率很低。以 

“把”字句这个对外汉语教学中公认的难点为例， 

虽然不少学者提出了关于该语言点教学的建议， 

如结合情境讲清其语义语用，但有限的学习时间 

加之单一的教学方法仍然让很多学生不得要领， 

导致他们不是回避使用就是一用就出错。 

语言学习的一个根本目的就是培养学生的语 

言交际能力，能够在真实语言环境中说出准确得 

体的话语。虽然在汉语课堂上并不是真实的社会 

交际环境，但是可以尽可能地创设真实的社会交 

际环境，多模态的教学模式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 

入口。通过语言媒体和非语言媒体(交际者的肢 

体媒体和非肢体媒体)的有效配合，特别是应用现 

代多媒体技术使文字、声音、图片、视频流、动画和 

网上资源等更加有效地整合在一起，可以帮助学 

生接触到真实交际情景中的情况，通过多渠道获 

取有效的信息，使各种信息得以补充和强化，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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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他们对语言的理解，进行有效表达。 

2 对外汉语教学中多模态教学模式的实施 

2．1模态的选择 

张德禄 认为，外语教学中，主导模态选择的 

因素主要是话语范围、话语方式和话语基调。这 

对对外汉语教学也是适用的。话语范围就是教学 

内容；话语基调主要包括师生的特点、兴趣爱好， 

教师对该语言点的把握，学生原有的知识储备和 

语言表达水平等等；话语方式体现为教学设备、教 

学环节和传播渠道等。 

就对外汉语教学而言，其教学目标并非是让留 

学生掌握汉语知识，而是能够进行表达和交际。以 

“把”字句为例，这个语言点与其他语法项目相比， 

难度较大。教师要了解学生的语言水平，根据其现 

有语言水平设计如何引出“把”字句，涉及的教学模 

态包括哪些，听觉模态、口语模态(师生的话语、教 

师的语气、语调、重复、停顿、音量等)、体势模态(教 

师的身势、手势、眼神、表情等)、以PPT为载体的模 

态组合(如文字、图片、视频、音频、动画等)等如何 

协调运作。因为教学目标是应用型的，如何在多模 

态协调下采用精讲多练的方式，设计能激发学生使 

用“把”字句的真实情境，激起其的表达欲望等等， 

这些都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此外，教室的大 

小、座位的安排等空间条件、教学设备等也影响着 

模态的选用。举例来说，教室座位的编排方式是行 

列式、圆桌式、小组式还是 u型排列法，教师授课时 

所在教室的位置等都会影响和学生的互动。与国 

内一般课堂相比，目前对外汉语课堂基本都是小班 

教学，班级人数 5～20人不等，这为教师充分利用距 

离、表情、手势语等非语言模态，增进教师与学生的 

交流互动提供了便利条件。 

总之，教师要在充分考虑以上制约因素的基 

础上设计教学过程和教学方法，设计如何选用不 

同的模态和媒体。张德禄 认为，模态的选用要 

遵循以下原则：(1)互补原则。一种模态表达的意 

义不足，需要由另外的模态加以补充，使各个模态 

互相配合和协调；(2)强化原则。即一种模态或一 

种模态的一种形式表达整体意义，用一种模态的 

另一种形式或另一种模态来突出部分意义吸引学 

生的注意力。如授课时用 PPT画面突出某个重点 

概念；(3)易理解原则。一种模态表达比较抽象、 

难度较大的知识时，用另一种模态来提供其实例、 

说明、关系等使理解更加容易。如“把”字句这个 

语言点难度较大，一定要结合实例使学生理解该 

句式的语义；(4)吸引原则。当用一种模态表达意 

义时，使用另一种更加具体形象的媒体来重现意 

义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2．2 多模态教学模式在“把”字句教学中的应用 

步骤 

虽然“把”字句的基本表达式是：名词 1(施 

事)+把+名词2(受事)+动词+其它，但实际运用中 

“动词+其他”的形式是多样的，教学中不可能一次 

把所有的具体形式一一呈现，往往最先学习的是那 

些必须要用“把”字句进行表达的形式。如“我把书 

翻开”还有“我翻开书”的表达可以替代，但是要表 

达“我把钱放进钱包里”的情况就只能采用“把”字 

句去描述。限于篇幅，选取汉语中这种位移型把字 

句来阐明如何运用多模态进行教学。 

1)“把”字句的导入。教师利用实物做几个简 

单的动作，如“把书放在桌子上”，通过疏导性提问、 

疑问性提问等方式，引出“把”字句。在导入“把”字 

句阶段，口语模态和听觉模态是主模态，体势模态 

(如教师的动作展示)作为补充提供背景信息。接 

着 PPT展示出刚才导人的“把”字句的语法表达形 

式：s+把+东西／人+V在+地方，并将对应例句写在 

下方，解释该句式表达的语义。为了进一步吸引学 

生的注意，可以在 PPT画面上用彩色大字号、黑体、 

加框等方式将句子中“把”和动词形式放大突出，在 
一 定程度上丰富视觉模态的表现形式。简洁的文 

字表达配合视觉、听觉、体势模态的运用，可使学生 

初步了解这种位移型把字句的表达。然后通过其 

他动作演示巩固学生对这种形式的“把”字句的认 

识，如“把画儿贴在墙上”，进一步还可以引出“V 

进”、“V到”、“V给”等形式的“把”字句。 

2)“把”字句的初步表达。虽然外语课堂不 

是真实的社会交际情境，但是多媒体技术可以为 

其提供尽可能接近真实的语境，如图像、录像、声 

音等作为教学的实际环境，使其接近最佳效果。 

在教学中，可以精心选择一些从真实交际情境中 

录制的视频材料作为学习材料，使其对“把”字句 

的语言表达进行强化和具体化。例如，录制一名 

班级同学回到宿舍后将鞋放进鞋柜，将衣服挂到 

衣架上，将包放到桌子上等一系列动作的简短视 

频，课堂上借助多媒体将这些动作分解性地展示 

出来。该视频的主角是熟悉的同学，情境也是大 

家每天要接触的真实情境，这样就可以引导学生 

表达出“他把衣服扔到床上”、“他把鞋放进鞋柜” 

等一系列把字句。此时，教师也可以通过设计诸 

如“他把书包扔到床上了吗?”等问题，引出“把” 

字句的否定形式：他没把书包扔到床上。PPT突 

出显示否定副词 “没”，以使学生明确否定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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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字句中的位置。此外，也可以由教师说出一 

个“把”字句(如“请把昨天的作业交给我”)，请某 

位同学做出相应动作，进而面向全体同学提问：XX 

刚才做什么了?视觉、听觉、触觉模态相互配合提 

供信息，促进口语表达。 

3)“把”字句的成段表达。在学生对“把”字 

句已经基本掌握后，可进一步加强“把”字句的成 

段表达练习。如可利用这样的情境：下课后班级 

要举办一个 party。借助多媒体，教师可以将桌子、 

鲜花、蛋糕、啤酒、饮料等必备物品的图片呈现给 

大家，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进行讨论，每个人用 

“把”字句说 1～2个句子。此时，教师可以在学生 

中间巡视，倾听他们的表达，保持对全班学生的监 

控，通过眼神、表情、言语等和学生互动。进行小 

结时，当学生说出正确的句子后，教师就将图片动 

画放置到指定位置加以强化。最后，带领大家一 

起将这些“把”字句连起来，进行成段表达。 

4)结合文化，“把”字句运用的进一步拓展。 

语言学习不应仅仅是学习语言表达，还应重视对 

说这种语言的社会群体的文化的了解和学习。在 

对外汉语教学中，教师应时刻具有文化意识，将文 

化教学的内容渗透到语言教学的各方面。很多留 

学生来中国后都非常喜欢 中国食物，教师根据对 

学生的了解，可以给学生展示一段他们较为熟悉 

和喜爱的中国菜(如宫保鸡丁)做法的视频，让学 

生在欣赏中国美食的同时试着用“把”字句进行表 

达，这样可以使学生在操练语言点的同时，了解中 

国食物的做法。为降低难度，教师可以先给视频 

配上“把”字句的口头表达或中文字幕，除了使用 

课堂上操练的“把油倒进锅里”等句子，还可适当 

增加一类使成型把字句，如“把鸡肉切成块儿”。 

在这个过程中，教师所说出的“把”字句是教学的 

主过程，配上视频则是对这个过程的强化。通过 

PPT给学生展示视频中的分解图像和一些提示词 

语，使文字、视频和图片互相补充。在学生稍加练 

习之后，再将视频中的中文字幕移除，请学生为这 

段视频配上解说进行成段表达。最后，在学生使 

用熟练后，可以布置一个课外作业：请他们使用 

“把”字句介绍一种自己所喜欢的中国食物的做法 

或者自己国家特色食物的做法，下节课互相交流。 

3 结束语 

以对外汉语“把”字句的教学设计为例简单说 

明了对外汉语教学的多模态教学模式。在这个设 

计中，教学内容由易到难、层层推进，通过多种模 

态的配合使用，教师逐渐背景化，为学生提供表达 

的机会，使他们最终成为听觉模态和视觉模态的 

发出者。事实上，话语范围不同，模态的选择也应 

因此做相应的调整。另外，在实际操作中，教师也 

要有意识地多创设温馨幽默的环境，如微笑的表 

情、柔和又抑扬顿挫的语调、幽默的语言、通过移 

动随时拉近和学生的空间距离等等，让学生在愉 

悦轻松的氛围中学习，提高学习效率。总之，课堂 

中声音、文字、颜色、图片、音视频、距离、表情、手 

势语与动作等都是传递意义的有效媒体，进行对 

外汉语教学设计时，应该精心选择相应的模态，使 

不同模态之间相互配合补充，让学生创造性地实 

践所学，进行有效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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