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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初级综合课是国际中文教育中的重要基础课程，其课堂互动的质量将直接影响学习效果和学生的语言能

力发展。然而，传统教学模式下的课堂互动形式单一，难以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多模态

教学通过整合视觉、听觉、身体等多种模态资源，为课堂互动注入了新的活力与可能性。文章将基于多

模态视角下的课堂互动，深入国际中文教育中的初级综合课课堂，以期提出适合初级学习者的多模态互

动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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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lementary integrated courses are a fundamental component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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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 and the quality of classroom interaction directly influences learning outcom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language competence. However, under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ls, class-
room interaction tends to be limited in form, often failing to effectively stimulate learners’ interest 
and motivation. Multimodal teaching, by integrating visual, auditory, kinesthetic, and other semi-
otic resources, brings new vitality and possibilities to classroom interaction. This study, adopting a 
multimodal perspective, explores classroom interaction in elementary international Chinese clas-
ses, aiming to propose effective multimodal interaction strategies suited to beginner lear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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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国际中文教育中的综合课是来华留学生基础汉语学习的主干与核心课程，在教学内容、教学任务及

教学方法上均展现出显著的“综合性”特征，对于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汉语进行交际的能力发挥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1]。然而，在传统教学模式下，初级综合课的课堂互动往往局限于机械式的问答，缺乏足够的

趣味性和多样性，致使学生的学习参与度和语言输出效果不尽人意。 
近年来，多模态教学作为一种新兴的教学理念逐渐融入国际中文教学领域。它强调综合运用语言、

图像、声音、肢体动作等多种模态资源，使课堂教学更具互动性和情境性。该种教学方式不仅极大地丰

富了课堂互动的手段，还有效地弥补了传统课堂中单一模态教学的局限性，助力学生在更贴近真实的语

境中掌握语言。然而，当前针对多模态教学在初级综合课课堂互动中的具体应用及研究仍显不足，其互

动策略的设计也缺乏系统性的深入探讨。基于此背景，本文以初级综合课为研究课型，探究多模态教学

对提升课堂互动效果的积极作用，并针对性地提出面向初级阶段学习者的具体互动策略与建议。 

2. 多模态话语分析理论与多模态教学研究 

(一) 多模态话语分析理论概述 
多模态话语分析理论由西方学者 Halliday、Kress 以及 Van Leeuwen 于 20 世纪 90 年代提出，以系统

功能语言学和社会符号学为理论基础，至今已有二十多年的发展历程。其认为语言是社会符号，具有“意

义潜势”，语言以外的其他符号系统也能表达意义，能实现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张德禄在《多模态话语

分析综合理论框架探索》中指出，多模态话语是指运用听觉、视觉、触觉等多种感觉，通过语言、图像、

声音、动作等多种手段和符号资源进行交际的现象[2]。在课堂教学中，每一种模态都有重要的价值和意

义，都可以发挥不可忽视的作用。有学者认为模态可以被大致分为“语言模态”和“非语言模态”。对

此，张德禄[3]在新伦敦小组(New London Group)对模态和符号的研究基础上将模态进行了整理分类，具

体内容如表 1 所示。 
对于多模态类型的界定，学界存在着不同看法。本文将采用张德禄对多模态类型的划分。 
(二) 多模态在教学中的研究 
对于国外的多模态二语教学，新伦敦小组(New London Group)最早将多模态话语分析理论与语言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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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结合起来。其强调在语言教学中培养学生多元识读能力的重要性，主张教师应该激发学生的各种感官，

并使其相互配合以提高教学效果。[4]我国的多模态教学研究始于李战子[5]首次引入多模态话语理论，留

下了对外语教学的深远影响；随后，朱永生[6]、胡壮麟[7]等专家对多模态话语进行了深入研究，为多模

态研究的相关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而后多模态话语分析理论更为广泛地被运用到我国的外语教学中。其中，英语教学领域的应用成果

最为丰富，体现在词汇、阅读、写作、翻译、口语等各方面的“全面开花”。对于在国际中文教学领域的

研究，由于应用研究的投入晚于国内的英语教学，其研究在数量上较英语研究单薄，但近年来也被广泛

地运用到不同的汉语课型。例如，田晋华[8]基于初级汉语听力课样本数据库，探讨了初级汉语听力教学

中不同环节模态调用的普遍规律，并分析了主次模态间协同关系的特点；黄嘉雯[9]通过教学实验，探索

了多模态理论在国际中文初级读写课程中的应用；吴锦洁[10]则以教学案例展示了多模态教学在初级汉

语口语课中的显著优势。 
从上述研究可以发现，学者们普遍关注初级阶段的汉语教学，但在初级综合课领域的探讨相对较少。

因此，笔者将致力于多模态话语分析理论在初级综合课中的研究，专注于提升课堂互动。 
 

Table 1. Multimodal types 
表 1. 多模态类型 

语言模态 口语、书面语、大小写、口气腔调、口音声调、黑体、彩体、斜体等 
肢体模态 眼神、表情、手势、肢体移动、朝向等 
视觉模态 颜色、图像、动画、衣着等 
听觉模态 歌唱、音乐、节奏等 
环境模态 教室布局、身体距离、生态环境等 

3. 初级汉语综合课课堂互动中应用多模态的可行性分析 

(一) 初级汉语综合课课堂互动研究 
随着信息技术在语言教学中的深入应用，国际中文初级综合课的互动教学模式正逐渐从传统课堂模

式向更加灵活且多样化的方向转型。例如。刘婉君[11]提出，“录播 + 直播”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模式

为初级综合课的互动设计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其中各环节之间的有机互动是确保教学效果的重要保障。

此外，吕丹丹[12]和王嘉敏[13]分别将 SPOC 和 BOPPPS 教学模式应用于初级汉语综合课中，通过多种手

段优化课堂结构和互动流程。我们可以发现，初级综合课的课堂互动需要在教学要素、技术工具与学生

需求之间找到平衡点，而多模态教学模式因其兼具灵活性和适应性，正在成为解决互动难题和提升教学

效果的重要策略。 
(二) 多模态下初级汉语综合课课堂互动优势 
初级汉语综合课的课堂互动，鉴于其教学对象和内容的特点，展现出以下几个显著优势： 
1) 提升课堂语言适应性与理解力 
面对零起点或语言基础较弱的学生，课堂语言需要充分考虑学生的接受能力。在传统课堂中，教师

往往依赖口头解释或第二语言辅助来传递信息，这可能导致学生对语言环境的依赖性增强。然而，多模

态教学能够通过多种直观方式，帮助学生更自然地进入汉语语境。例如，教师在教授“吃饭”这一主题

时，可以利用图片展示不同的食物类型，播放相关短视频，并结合动作模仿“吃”的过程。这种方式不

仅可以降低学生对复杂语法解释的依赖，还能增强其直观感知能力，从而更高效地帮助学生理解和记忆。 
2) 增强互动形式的多样化与趣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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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传宪在 1983 年提出适当的趣味性能形成强兴奋中心，使学习者久而不忘[14]。对于初级阶段的学

生而言，单调的课堂活动往往容易使他们失去持续参与的动力。因此，设计多样化的互动形式，以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显得尤为重要。传统的问答模式或单向语言输入往往过于依赖教师的主导，

缺乏学生自主参与的机会，难以满足学生的多元化学习需求。而多模态教学手段则通过提供更丰富、更

生动的互动工具，如多媒体演示、情景模拟、角色扮演、小组任务等，极大地丰富了课堂活动的形式和

内容，使课堂活动更加灵活有趣，更具吸引力。例如，在学习问路的表达时，教师可以利用电子地图和

虚拟导航工具，结合角色扮演活动，让学生在模拟真实场景中完成任务。通过视觉刺激与实际操作相结

合，学生不仅能更深入地理解语言，还能体验到语言在生活中的实际应用。 
3) 引导学生的积极参与 
在互动过程中，学生的语言输出是衡量课堂效果的关键因素之一。然而，对于初级阶段的学生而言，

由于其语言储备相对有限，教师的精心引导显得尤为重要。意义协商互动能够有效联系语言输入和输出、

学习者的个人能力及选择性注意[15]。在此背景下，多模态教学手段为教师提供了多样化的引导工具，以

促进意义协商。例如，教师可以利用触屏技术设计互动式语言任务，通过短视频展示中国文化的真实场

景，或者利用声音和图像提示来辅助学生完成语言表达。具体而言，教师在讲授“家庭成员”这一主题

时，可以利用互动屏幕展示一家人的照片，并配合音频播放相应的汉语称谓，鼓励学生边听边说，最终

通过角色扮演模拟家庭对话情景。此多模态的融合不仅使学生在多感官的刺激下更好地掌握知识，还能

通过模拟真实场景的引导，有效提升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使他们在课堂互动中更加自信、流畅地运用

汉语。 

4. 多模态融合下的初级汉语综合课课堂互动路径 

本部分旨在构建将多模态手段融入国际中文初级综合课中的前、中、后三个思维阶段的框架，深入

探讨如何通过合理融合多模态元素，以优化初级汉语综合课的课堂互动路径。 
(一) 前：基于多模态原则设计课堂互动策略 
1) 适量原则 
多模态话语的运用并非数量上的堆砌，而在于其精准度与典型性的把握。模态组合的最终目的在于

提高外语教学质量，但是多模态组合不是说模态越多越好，而应该考虑经济原则[16]。对此，教师在设计

多模态话语及选取教学材料时，需着重考虑内容的典型性，以确保学生能够高效地建立起语言形式与意

义之间的关联。 
以初级阶段量词的教学为例，如“头”、“只”、“条”等，这些量词的使用范围及搭配对象各异，

常成为学生学习的难点。在讲解时，教师可精选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图片，如将牛、马、猪等体型较大、

重量较重的动物与“头”相匹配，将蛇、鱼、虫类等形状细长的动物与“条”相联系，而将猫、狗、鸟、

蝴蝶等体型较小的动物与“只”对应。通过将这些图片按类别分组展示，教师可以帮助学生直观地理解

量词的意义及其所适用的具体对象，从而在学生的大脑中构建起清晰的语言关联，促进语言学习的深化。 
2) 互补原则 
几个独立的模态单独都可以产生正效应，但组合在一起则可能不能相互配合，而是相互摩擦，从而

降低总体效应[17]。因而，多模态话语的设计需要注重协调性与互补性，各模态之间应相辅相成，共同构

建有助于理解的意义网络。在课堂教学中，当单一模态难以充分传达教师的意图时，应通过合理组合多

种模态进行补充，以确保交际任务的有效完成。例如，在教授“天气”主题时，教师可以将语言、图片、

音效以及动作等多种模态结合起来。在讲解“下雨”这一概念时，可以播放逼真的雨声，展示雨伞或雨

滴的图片，同时配合动作模仿下雨的情景。这种多模态的组合方式能够让学生从听觉、视觉和动觉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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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维度全面感知语言的实际意义，从而加深记忆，提高学习效果。 
3) 递进原则 
互动和互动能力都是中介协商中由参与者共建的，语言发展是在互动中同时体现的，因此应该关注

互动中参与者的身份和经历[18]。基于这一观点，多模态教学设计应当强调模态的层次性和递进性，以更

好地适应学生的认知规律和学习阶段的特点。在多模态话语的呈现上，教师需要遵循从简单到复杂、从

直观到抽象的原则，逐步引导学生，以降低学生的学习压力，并帮助他们逐渐适应汉语教学环境。 
例如，在教授“买东西”主题时，教师可以先通过展示商品实物(如水果、饮料等)和图片，引导学生

理解“买”这一动作的含义，同时通过肢体动作(如递出商品的动作)来强化语义。随后，教师可以设计情

景对话视频或角色扮演的方式，让学生初步体验真实生活中的购物用语。最后，再通过课堂模拟活动让

学生进行完整的购物会话练习，例如让学生扮演“买家”和“卖家”，完成“买苹果、问价格、付钱”等

任务。这种模态递进的方式，不仅能够循序渐进地帮助学生掌握语言知识，还能有效提升他们的学习体

验和交际能力。 
(二) 中：充分发挥各模态互动优势 
在初级汉语综合课堂中，不同模态(如语言模态、肢体模态、视觉模态、听觉模态和环境模态)各具特

色，共同作用于学生的学习过程。语言模态通常通过口语表达和语法结构的讲解来帮助学生建立语言系

统，而非语言模态则包括肢体动作、图片、视频、音效等辅助工具，用以增强课堂的感官体验和情境感

知。因而，教师应根据教学内容灵活选择并结合不同的模态，以实现教学目标和学生认知的最大化。 
表 2 是五种主要模态的互动策略说明。 

 
Table 2. Examples of multimodal interaction strategies 
表 2. 多模态互动策略示例 

定义与策略 实施方式 应用 

语言模态 通过标准的汉语发音、语法结构以及日常 
用语的表达，帮助学生建立语言系统。 

设计贴近学生生活的日常对话场景，在模拟的对话中 
练习口语表达；通过提问的方式引导学生思考和回答 
问题；将学生分成小组，围绕特定话题进行讨论。 

肢体模态 通过示范、指引和表演等方式帮助学生理解

词汇和句子意义。 

教授动作类词汇时，如“跑步”、“走路”、“跳跃”

等，通过模仿相应的动作、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使 
学生能够在动态中把握词汇的精髓。 

视觉模态 
通过图片、视频、图表和其他可视化材料直

观地呈现词汇、句型、语法等内容，并帮助

学生在感知中建立语言的形象和意义。 

教授情感类词汇(如“高兴”，“生气”，“伤心”等)
时，展示不同面部表情的图片或表情符号，帮助学生 

直观理解这些词汇所代表的情绪状态。 

听觉模态 通过音频、语音和音效等方式增强课堂的 
互动感和情境感。 

教授天气、节日、情感等主题时，播放自然声音(如 
雨声、风声、鸟鸣声等)或文化场景中的背景音(如春节

的鞭炮声、街头的叫卖声等)，使学生在身临其境的 
氛围中感受语言的魅力。 

环境模态 通过布置课堂情境和使用实物等方式增强 
课堂的互动感和真实感。 

在“购物”主题的课堂中，布置一个小型“商店” 
场景，让学生扮演顾客和店员角色，进行实际交流， 
从而在模拟的真实环境中锻炼和提升汉语交际能力。 

 
(三) 后：建立多模态实时互动反馈机制 
在初级汉语综合课中，鉴于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和理解能力尚在发展之中，课堂互动的核心目标在

于帮助学生建立准确的语言形式与意义之间的关联。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多模态实时互动反馈机制凭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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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多样性、即时性和直观性的独特优势，能够精确地满足初级阶段学生的学习需求，从而有效地协助他

们克服语言输入与输出中的难题。针对此机制，我们应着重关注以下两方面内容： 
1) 构建多样化的表扬与纠错反馈 
在多模态反馈的多样性方面，多模态实时互动反馈机制可以通过丰富直观的反馈手段，提升学生的

课堂参与度与学习积极性。例如，对于学生的正确表达，教师可以结合语言模态(如“说得很好”、“发

音很标准”)与肢体模态(如点头、微笑、竖起大拇指等)进行正面反馈，从而增强学生的成就感和参与动

力；而面对学生在句子“我想买两个苹果”中量词使用不当(如误将“个”说成“条”)的情况，教师则可

借助手势模拟苹果的形状，同时在黑板上绘制正确与错误用法的直观对比图，并辅以语言模态进行详尽

说明：“我们应该用‘个’而非‘条’，因为苹果是圆形的。” 
2) 实施互动反馈的闭环机制 
初级汉语综合课的教学需要注重反馈的系统性，即通过“反馈–改进–再反馈”的闭环机制帮助学

生逐步巩固语言知识。以角色扮演任务为例，在学生完成任务后，教师可首先运用肢体与语言模态对表

现进行细致反馈，明确指出语法、发音等方面的优点与待改进之处；随后，设计相似但略有调整的新情

境任务，鼓励学生再次练习并力求进步。在此过程中，借助多模态反馈手段，学生不仅能直观感受到自

身的点滴进步，还能迅速理解并修正错误，从而在不断的实践中稳步提升语言能力。 

5. 结语 

多模态视域下的初级汉语综合课课堂互动策略研究，为国际中文教学提供了新的启示和实践路径。

未来的研究和实践应进一步深化多模态教学策略的设计和应用，以更精细地适应不同学习者的需求。同

时，在教学技术的支持下，应探索更多智能化、多元化的互动方式，不断优化多模态资源的使用效果。

通过多模态与教学场景的紧密结合，可以更好地实现国际中文课堂的情境化、互动化和高效化目标，促

进学生语言能力的全面发展，为国际中文教育持续创新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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