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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依据语用学、语言输入假说和母语学习规律，主要探讨多模态输入法对于语言学习

者在语言习得方面的作用；结合课堂实践，探索适应碎片化为特色的时代的有效的英语语言学习

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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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论回顾 

英语语用能力指根据社交语言规则和具体交际

情境的要求，语言运用的得体性和理解表达话语的

能力（陈新仁 2014）。因此，英语语用能力包含两方

面的能力：一、语言语用能力，即有足够的语料库

来表达和理解；二、社交语用能力，即根据语境、

身份、地位、社交规则等非语言因素运用得体语言

的能力（Thomas,1983）。前者是语言的施为用意能

力，后者是偏重社交规则的理解运用能力何自然

（2004）。对于中国的语言学习者来说，学习英语不

像学习汉语，因为英语区别于汉语这种图像符号的

语言系统，属于声音符号的语言系统，两种语言的

学习机制是有所区别的，因此依赖于多写多练的汉

语学习方式，并不适用于英语语言的习得规律。 

Dale(1969: 108)曾经说过：人一般能记住“10%

读到的，20%听到的，30%看到的，50%看到和听到的，

70%说的，90%说和做的”（张德禄 2013），尽管这种

说法非科学的统计，但是却反映出二语习得过程中

单独依靠某一种单一模态，例如读、写或者听是不

够的，理想的学习过程必须穿插加入多种模态的输

入，多模态并举、相互补充、相辅相成。模态是用

某种媒体表达信息的特殊方式（胡壮麟 2007），是物

质媒体经过社会长时间塑造而形成的意义潜势 是

用于表征和交流意义的社会文化资源(Ｋ&V2001);，

主要分为五种：视觉模态、触觉模态、嗅觉模态、

听觉模态和味觉模态，模态通过某种媒介表达具体

的社会符号，而社会符号系统除了语言文字之外,还

有音响、音调、字体、布局等伴语言符号,也包括眼

神、表情、动作等身体语言符号及由 PPT、音响、网

络 等 现 代 科 技 所 构 成 的 技 术 符 号 ( 张 德 禄 

2009:24)。 特定的某一种模态具有其特殊的功能，

对模态输出对象产生不同的意义潜势，在具体语境

中形成相应的社会符号意义，从而实现特定的交际

目的。诸多学者都对多模态的语用功能做出了很多

研究，Royce (2002,2007)研究了不同符号在多模态

话语中的互补性以及在第二语言课堂教学中多模态

的协同性，徐昊晟教授的模因论的语际语用的课堂

教学实践（徐昊晟 2015），张德禄先生也对多模态英

语教学课堂框架结构进行试验和探索，杨仙菊的人

种志方法语用教学研究也把多模态表现形式作为研

究内容，从而提升学习者语用能力交际能力（杨仙

菊 2015），还有胡壮麟教授的关于社会符号学的多模

态化研究，都为多模态输入的语用功能研究奠定了

基础。 

二、多模态资源 

多模态资源包括多种方式。首先，模态需要借

用媒介完成意义的传递和表达：文本、演说、动作

表达意义所包含的纸张文字、声音语调、动作手势

等社会符号需要借用投影仪、音响、电脑灯媒介传

达出来；媒介是表达信息的物理工具胡壮麟（2011），

是实现多模态输入输出的必要工具。那么在英语作

为二语习得目标的前提下，高校英语教学的有效多

模态资源主要包括哪些方面呢？以新标准大学英语

教材为例，完整的多模态教材分为下面几类。 

(一）纸质教材 

配套教材，以新标准大学英语为例，本套教材

包含四本基本书：新标准大学英语综合教程，新标

准大学英语是听说教程，国际交流视听说教程，文

化阅读教程，从各个层面对主题内容陈述、补充和

强化。 

（二）演示课件 

相关课件，外研社高等教育网站准备了两套课

件，分别从背景知识、积极词汇、句式特定、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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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写作特点、中英对照等方面对课文做了全面

且充分的阐释和补充，适合集体授课时演示给学生

观摩学习。 

（三）网络平台 

网络平台，外研社为这套教材研发了专业的网

络平台，更是从多点多面给予教材辅助、支撑、拓

展，为学习者准备了充足的语料输入。而且针对单

元主题设计了大量的练习可以选择，形式多样，包

括人机互动、语音输入、广播播放、电影片段、小

组讨论、单元测试等等，为不同层次、具有不同学

习习惯的个体提供了选择的余地， 

（四）其他素材 

随着电子技术和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进步和变

革，网络成为大众获取知识和了解信息的重要途径。

同时，手机应用，即手机 APP 可以说是二十一世纪

最具有革命性的变革之一，涵盖生活、工作、学习、

休闲、情感、技能、娱乐等等广泛内容。有关英语

的应用软件也是层出不穷，只要是你需要的，都可

以下载安装应用。 

三、多模态输入的语用功能研究 

(一）多元智能发展学说角度下的多模态输入语用功

能研究 

语用能力提高的过程是语言智能的发展过程。

美国心理学教授加德纳推翻了传统的智商判定方

法，他认为人类的智能大体包含九个方面：语言智

能、数学逻辑智能、空间智能、身体运动智能、音

乐智能、人际智能、自我认知智能、自然认知智能

加德纳。每个人在这八个方面的智能发展都是不均

衡的，而这些智能的发展是相互促进的，也就是说

学习过程的多模态化能够让人类多元智能活跃起

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信息社会的碎片化导致

的结果之一即是注意力的碎片化，因而学习方式的

单一必然会导致学生注意广度减弱，会出现走神、

白日梦等现象，因而通过多模态手段能够激活各个

方面的智能元素，达到很好的效果。具体说来，即

通过多模态的语料输入与输出，刺激各个器官功能

的活力因子，推动语言智能的发展，反过来，语言

智能属于多元智能中的一项，又能促进其他智能的

成长。 

（二）克拉申语言学习假说视角下的多模态输入语

用功能 

美国南加州大学教授斯蒂芬•克拉申所提出的

语言输入假说论是迄今为止最有影响力语言学理

论，输入的可理解性是整个假说的灵魂，输入的可

理解性具体包含下面三个方面：第一，输入的语料

是语言学习过程的基本内容，这种输入必须是可理

解的，第二，输入的语料内容必须有趣并且相互关

联，输入的语言材料越有趣、越关联，学习者学习

效果越佳。第三，输入的语料必须是是足量的。传

统的英语教学专注于语法结构会造成学习障碍，单

纯的句式练习，生拉硬套的死背规则起不到良好的

效果。 

输入语料形式上越多样化、内容上越有趣味性，

那就越容易理解。在视觉、听觉、行动的多方刺激

下的输入是优越于单纯的语篇语法输入的，换言之，

多模态的语料输入形式上更具趣味性、内容上更易

于理解，数量上更充足，因而满足克拉申语言输入

假说的条件。下面选取新标准大学英语第一册第六

单元为例来阐释多模态输入法与克拉申输入假说之

间的关系。 

学习内容：购物英语； 

语料输入形式，一、图片观摩和讨论：六副图

片，分别展示购物场所、付款方式、货品分类、店

铺品牌等等，图片生动形象、活泼风趣；二、标注

文字朗读及解析：对应图片内容的单词，词组和句

式；三、语篇朗读、讨论与分析，掌握具体的购物

实例；学习步骤：第一步、分组讨论，强化购物礼

仪、购物词汇；第二步、模拟视频，选取电影中的

购物视频片段，通过观察、模仿、演练，再现视频

内容；第三步、情景对话，设置相应的语言场景，

反复演练购物体验；第四步、通过朗读、讨论、释

疑、复述学习文本。整个学习过程有视觉符号（图

片、文本、视频、表情），声音符号（朗读、讨论、

模仿），这些东西贴近生活，易于理解，而且形式多

样，满足克拉申语言学习假说的所有条件，因而学

习者对语言的理解和应用能力能够短时间内取得良好

的效果。 

（三）从母语学习角度看待多模态输入的语用功能 

婴幼儿学习语言的成效是人类自身发展的一项

奇迹，行为主义者理论归功于婴幼儿的模仿能力，

通过物理刺激、反应、习惯和强化的方式习得语言，

强调了外部环境也就是语言输入的作用，认知主义

理论虽然强调人的大脑中先天存在的语言学习机制

的作用，但是也并不否认语言输入的作用。两种理

论的主要区别在于对于语言学习的内因（学习者）

和外因（输入)的认知的重要性有所区别，但都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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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者的共同作用促成了语言的习得。具体来看，婴

幼儿的学习过程首先是知识库的建立，通过消化日

常生活中的各种多模态输入，声音、动作、表情等

输入逐步积累的一个过程；学习者的知识库影响他

的语言学习体验，如果学习者对所学语言内容不熟

悉，那么这样的输入基本上会被当做无效输入而被

忽略。而且母语学习过程中，婴儿的学习过程中的

输入通常是简单的，形象的，具有耐心的可理解的

多模态输入，教授者会发出简单，清脆，甚至夸张

的声音，伴随微笑、生动的表情、动作模仿、和在

方便的时刻实物展示。 

很显然，婴儿学习语言的方式：利用图片、视

频、音频等媒介，并借助表情、语音语调、动作的

辅助，是多模态输入的典型应用。学习者利用多模

态的输入掌握足够的语料是能够准确理解和灵活运

用这一语言的前提，因而运用大量的多模态资源，

创造类似母语学习过程的真实语境，实现学习过程

的多模态化能够帮助学习者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身临其境的理解具体的语境，掌握具体的交流原则，

运用适当的语言策略，选择得体的语言，圆满完成

交际任务。 

四、结论 

在社会的发展日趋迅猛的当代，掌握一门外语

是至关重要的，多模态输入能够克服目前学习过程

中注意力跨度短、缺乏趣味性等困难，是对克拉申

语言输入假说论的具体实践，也符合当代社会多元

智能协同发展的理论，更是母语学习方式的模仿和

应用，能够有效提高学习者的语用能力，是值得推

广和普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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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pragmatic function of multi-modality input in ESL 
acqui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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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globalization in information age, China is playing a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role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therefore, it is inevitable requirement and trend for intellectuals to have better 
English pragmatic competence so as to spread Chinese culture. This paper,based on the  connotation and era 
characteristic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present generation, following the principles of pragmatics, Language input 
hypothesis and acquisition of mother tongue, studies and illustrates the linguistic application of multi-modaility 
input. It applies the theory to classroom practice and explores the effective and efficient approach to language 
acquisition which concludes that the  multi-modality input is a good language learning strategy to understand, 
organize and use language so as to communicate with foreig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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