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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多模态交际时代，可选择的模态呈现多样性，选择哪些模态以及对所选模态进行怎样的配置才能更加

有效地表达意义，成为了多模态交际是否成功的一个关键问题。本文以优质少儿英语视频直播课程为研

究语料，首先描述了外语视频直播课堂模态配置的制约因素，接着结合视频多模态标注结果阐释了教师

模态配置的总体特征，甄别了各教学环节可优先选择的模态配置方式，总结了不同模态的功能及模态间

的协同关系，并以教师讲解知识点环节为例进行了具体分析；最后，本文提出了外语视频直播课堂模态

配置应遵循的四条原则，以期给切实改善外语视频直播课堂教学效果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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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hoice and configuration of modes are critical to the success of multimodal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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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ch involves a wide variety of semiotic resources. This study, taking high-quality live video- 
streamed English classes for children as an example, first analyzes the constraining factors of the 
configuration of modes in live video-streamed foreign language classes, then summarizes the fea-
tures of modal arrangement by teachers, identifies the ideal ways of arranging semiotic resources in 
major teaching phases and elaborates on the functions and synergetic relations among various 
modes. After that, the features and the mechanism of modal configuration in the phase of overt in-
struction are elaborated. Finally, four principles governing the configuration of modes are put for-
ward, with a view to improving the teaching quality of live video-streamed foreign language cla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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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多模态话语设计中，交际者在语境因素的促动下从可及的符号资源系统中选择出需要的模态后，

还要在框定的时空内对所选的资源进行组合与安排，即配置模态[1] [2]。从符号学角度看，配置是一种模

态布局，选择出来的符号要进行合理安排，要考虑符号表征意义的顺序以及哪种符号安排方式对交际对

方效果最好[1]。在多模态交际时代，可选择的模态呈现多样性，选择哪些模态、对所选择的模态进行怎

样的配置才能更加有效地表达意义，成为了多模态交际是否成功的一个关键问题。可供选择和配置的模

态资源既可以是单模态资源，也可以是多模态资源，当一种模态的供用特征不能很好地体现意义时，交

际者便要对多种模态进行搭配组合，让各种模态的供用特征相互补充、相互协同来共同体现交际者需要

表达的意义[3]。 
近年来，随着网络直播技术的成熟，能提供浸润式全外语学习环境、上课时间和地点灵活、生动有

趣且互动性强的视频直播外语课程越来越受到我国外语学习者的青睐。当前极少数研究从不同角度分析

了此新型类在线课程的多模态话语[4] [5] [6]，但并未对课堂各种模态的配置展开深入研究。而分析在线

外语课堂上教师模态配置的理据、特征及机制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此类新型课堂多模态话语意义

的体现过程并有助于切实改善课堂教学效果。基于此，本文以 30 节优质少儿英语视频直播课程为例，通

过对教学视频的多模态标注和分析来探索外语视频直播课堂多模态话语意义建构中教师模态配置的制约

因素，总结不同教学环节模态配置的总体特征、可优先选择的模态配置方式和不同模态的功能及模态间

的协同关系，并以教师讲解知识点环节为例进行了具体分析，最后尝试提出外语视频直播课堂模态配置

应遵循的原则。 

2. 外语视频直播课堂模态配置的制约因素 

2.1. 多模态话语意义建构中模态配置的制约因素 

多模态话语意义建构中模态的配置不是随意进行的，而是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制约，包括语境因素、

可及的符号资源系统以及不同符号资源的供用特征。首先是语境因素，因为人类所有的语言活动都是在

一定的文化语境和情景语境中发生的。文化语境由作为文化的主要存在形式的意识形态和作为话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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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潜势的体裁(体裁结构潜势)组成。文化语境从宏观上限定和支配人类的交流模式，但是具体采用哪种

交际模式，还需要在具体的情景语境中确定[7]。情境语境是指语言活动的直接环境，它是文化语境的一

个实例，是一个产生语篇的语境[8]。情景语境涉及三个变项：话语范围指发生了什么事、从事什么活动

等；话语基调表示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包括交际者的地位、态度、情感等；话语方式指的是语言活动所

采用的媒介或渠道如口头模式、书面模式、电子模式等[8] [9]。这三种情境因素共同作用，为具体的语言

活动提供语境构型，还可以生成不同类型的语篇结构。 
其次，在模态配置过程中，交际者也要考虑有哪些模态可以用来建构意义，因为不同的语境中可供

选择的模态会有差别。如面对面即时口头交际中可供选择的模态通常包括有声语言、语调、手势、面部

表情、身体姿势、空间距离等；电子邮件交流语境中可供交际者选择的符号资源通常包括文字、字体、

字号、图像、版面布局等；传统电话交际语境中交际者可选择的符号资源为口语和相关的副语言资源如

音调、音高、音色、口音、停顿等；而如今，人们经常通过视频电话来交流，在这种数字化交际语境中，

交际双方也可从口语、图像、面部表情、身体姿势、手势、与声音有关的副语言资源甚至是背景环境等

符号资源系统中进行选择。因此，在多模态话语设计中，交际者也需要考虑特定情景中有哪些可及的模

态可以用来建构意义。 
此外，虽然在多模态话语的建构中可能有很多可以利用的模态系统，但不同模态都有它独特的供用

特征和局限性，也就是说，每个符号系统都具有它们自己合适的意义类型和范围，某些模态适合某些交

际任务，却不适合其它意义类型和范围；有些意义由特定的模态来体现更为经济、有效，而在某些非专

业领域，某些模态可能无法有效地表征意义。因此，了解不同模态的供用特征对于多模态话语意义的建

构非常重要，只有熟悉可选模态的供用特征后才能在模态与意义之间进行准确匹配。有效的模态选择要

求交际者充分了解相关的符号系统中具体的符号资源的供用特征以及它在话语中可能的语义潜势及局限

性，对符号系统及其供用特征的了解越多，对系统中的特征的选择就越准确[10]。 

2.2. 少儿英语视频直播课堂模态配置制约因素 

根据上述多模态话语意义建构模态配置的制约因素，少儿英语视频直播课堂多模态话语意义建构中

模态的选择和配置需要教师除了掌握课程涉及的意识形态、课堂体裁结构成分以及话语范围、话语基调

和话语方式等语境因素外，还需要教师考虑教学过程中有哪些模态(符号资源)可供选择以及这些符号具有

哪些供用特征。 
首先是文化语境，包括意识形态和体裁系统。在意识形态方面，少儿英语视频直播课程性质为主要

针对中国中小学生的校外课程，得到我国相关部门的支持，同时也要遵守相关的法规。体裁系统是文化

语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教学中模态的选择一方面受整体体裁类型的支配，另一方面也受到课堂教学

体裁不同结构成分的支配[3]。少儿英语视频直播课程的体裁结构成分包括问候、主题介绍、提问、发布

指令、知识讲解、拓展反馈、引导反馈、纠错反馈、积极评价反馈以及道别这十个必要的教师教学体裁

结构成分以及教师介绍课堂规则、教师引导学生复习、教师课堂总结、教师布置作业这四个可选的教师

教学体裁结构成分。 
就情境语境而言，其三个变项即话语范围、话语基调和话语方式在教学中分别表现为教学内容、师

生特点和教学条件。Bourne & Jewitt [11]指出，课堂上教师对模态的选择受制于教学目的和教学重点。小

学阶段在线英语课程的总体教学目标是通过师生口头交流和系列符合少年儿童思维水平和认识规律的一

系列趣味游戏来培养学生的英语学习兴趣以及英语进行基本的日常口头交际的能力。就具体教学主题内

容而言，本文涉及的 30 节课程涵盖了物主代词、时间、动作、家具、介词、兴趣爱好、星期、月份、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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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颜色、动物、身体部位、职业、数字等教学主题。就师生特点而言，本文涉及的在线英语课程教师

为母语为英语且拥有 TEFL 证书的外籍英语教师。他们进行全英文授课，发音准确且语调自然。学生方

面，本文研究的在线英语课程授课对象为生理年龄介于 6~9 岁的低小阶段(小学 1~3 年级)英语初学者，

他们活泼好动、好奇心强、喜爱游戏和模仿、自我意识较强且喜欢被称赞，思维能力处于从具象思维向

抽象思维过渡的阶段，更能接受具体、直观的教学信息，对教师抱有一种崇敬和依赖的特殊情感，同时

也存在注意力不集中、自控能力弱和认知范围有限等问题。在教学条件方面，少儿英语在课程依托 Classin、
Air-class、学点云、拓课云等在线教学直播互动平台等进行授课，师生通过教学课件、人像屏幕和互动聊

天区进行多维度实时交流和互动。 
视频直播课堂环境中可调用的符号资源(如图 1 所示)包括语言模态和非语言模态两个大类。语言模态

主要包括口头语言和书面文字；课堂的非语言符号不仅包括课件上的图像、文字样色和版面布局等符号

资源，而且由于师生双方都打开摄像头，师生的手势、表情、上身动作等肢体动作以及教师使用的虚拟

贴纸、特效音频、视频和直观教具等教学工具都参与意义建构。此外，教师的物理背景、服饰、发饰、

妆容等非语言符号也不仅仅是环境因素，他们也成为了体现意义的模态。 
 

 
Figure 1. Semiotic resources in live video-streamed foreign language 
classes 
图 1. 外语视频直播课堂符号资源系统 

 
口语、文字、图像、肢体动作、教学工具和教学环境等符号资源各自具有鲜明的供用特征。口语模

态具有极强的表意功能，能清楚、直白地传递几乎所有的信息，特别是抽象、笼统的信息；书面语具有

长时保留信息、延时反馈的特点，特别是当人们在无法迅速理解转瞬即逝的口语信息的时候，书面语言

让人们有足够的时间通过视觉通道来弥补未能理解的口语的含义；文字的呈现和组织方式如字体形状、

大小、颜色、空间布局等伴语言的媒体特征对意义整体表达起着重要作用，有时甚至起到关键作用，能

引发整体意义的变化[3]；图像具有表达形象逼真、精细、具体和吸引注意力等供用特征，人的一切心理

和情感活动，如想象、意图、意识、情感以及模糊的、直觉的或难以言说的信息，都可以通过图像来表

达[7]；手势既可以伴随语言使用，又可以脱离语言来表达意义，具有生动性、直接性、指示性、补充性、

模拟性的特点；面部表情能有效反映情感和内心状态的变化；头部动作具有语用功能，能示意话轮的转

换；身体姿态能有效表达情绪、态度、注意力和投入度等，具有侧重性、控制性、吸引注意力和模拟性

的特点；虚拟贴纸生动有趣、简便易用；实物教具能生动、形象、直观地辅助语言表达；音视频能有效

吸引注意力；交际物理空间、服装、身体装饰等符号资源也能体现意义，能反映交际双方的个性、权势

关系或交际关系的正式程度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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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外语视频直播课堂模态配置研究方法 

本研究使用免费开源、功能强大的多模态标注工具 ELAN 来进行教学视频的多模态标注。首先对在

线课程的师生有声话语进行转写。接着设定师生话语、手势、教学工具、教学环节模态配置等共 11 种标

注类型和层级。其中教学环节模态配置层级的标注侧重教师为实现该环节教学目标所采用的模态或模态

组合方式，如“口语 + 文字 + 图像”、“口语 + 图像”、“口语 + 文字 + 手势”、“口语 + 手势”、

“纯口语”等模态配置类型。最后将各个层级的标注结果如时长、频率等信息导出到 Microsoft Excel 和
SPSS (20.0)进行统计、分析。 

由于目前缺乏科学、统一的测试或教学质量监测和评估标准来直接检验少儿英语视频直播课堂教师

多模态话语的教学效果，同时考虑到此类课程以口语能力的提升为主要教学目标，绝大部分的课堂活动

都是依赖师生言语互动来实现的，而且学生的学习行为是由语言行为、身体动作与信息技术行为协同的

多模态化动态信息交互行为[6]，因此将学生在课堂上的有声话语输出率、互动话语输出率、正确答题率、

主动发言频率以及师生语言互动率和学生多模态活动率作为客观反映教师多模态话语教学效果的 6 个维

度。利用 SPSS 对各个教学环节教师不同模态配置方式的频率与这 6 个教学效果综合评价维度进行相关

性分析，同时结合不同模态的功能及相互关系来甄别各教学环节可优先选择的模态配置方式。 

4. 少儿英语视频直播课堂模态配置特征及机制 

以下分析少儿英语视频直播课堂各个教学环节模态配置的总体特征及机制(不同模态的功能及模态

间的协同关系)并以教师知识点讲解环节的模态配置方式为例来进行具体分析。 

4.1. 少儿英语视频直播课堂各教学环节模态配置总体特征及机制 

少儿英语视频直播课堂的问候、主题介绍、提问、发布指令、知识点讲解、拓展反馈、引导反馈和

纠错反馈、积极评价反馈和道别这些教学环节中口语、文字、图像、手势、实物教具、虚拟贴纸、音频、

视频等模态的配置方式如表 1 所示，可以发现此类课堂上教师的模态配置具有以下特征： 
 
Table 1. Modal configurations in various teaching phases of live video-streamed foreign language classes 
表 1. 少儿英语视频直播课堂各教学环节的模态配置方式 

环节 模态配置方式 
的数量 优先选择的模态配置方式 

问候 3 “口语 + 身体动作” 

主题介绍 1 “口语 + 文字 + 图像” 

提问 9 “口语 + 文字 + 图像”、纯口语模态及“口语 + 图像” 

发布指令 8 纯口语、纯手势、“口语 + 身体动作” 

知识讲解 9 “口语 + 文字 + 图像”、“口语 + 文字”、“口语 + 文字 + 图像 + 
身体动作”、“口语 + 图像” 

拓展反馈 7 “口语 + 文字 + 图像”、“口语 + 图像 + 身体动作”、“口语 +  
文字 + 图像 + 身体动作” 

引导反馈 7 “口语 + 图像”、“口语 + 文字”、“口语 + 图像 + 身体动作” 

纠错反馈 5 “口语 + 文字”、“口语 + 图像”、“口语 + 文字 + 身体动作” 

积极评价反馈 12 纯口语、“口语 + 身体动作”、“口语 + 身体动作 + 虚拟贴纸” 

道别 3 “口语 + 身体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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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除了标题呈现环节教师只通过 1 种模态配置方式来建构多模态话语意义外，其它各个教学环

节的模态配置方式都出现多样化的特点，涉及 3~12 种不同的模态配置方式，特别是在积极评价反馈环节

教师采用高达 12 种不同的模态或模态组合来在建构意义。总体来说，“口语 + 文字 + 图像”模态组合

和“口语 + 图像”模态组合是整体课堂上教师选择最为频繁的模态配置方式。 
其次，不同体裁结构成分的模态配置方式绝大多数是多模态的，多种模态协同配合共同参与意义的

建构，但总体而言，值得优先选择的模态配置方式通常涉及 2~4 种模态的搭配组合。具体来说，从表 1
可以看出，“口语 + 身体动作”模态组合为问候和道别环节意义建构的首选模态配置方式；“口语 + 图
像 + 文字”模态组合为建构课程标题意义时可以优先考虑的模态配置方式；“口语 + 文字 + 图像”模

态组合、纯口语模态及“口语 + 图像”模态组合是建构提问意义时值得优先采用的模态配置方式；在建

构指令意义时，纯口语模态、纯身体动作和“口语 + 身体动作”模态组合可以优先采用；“口语 + 文
字 + 图像”、“口语 + 文字”、“口语 + 文字 + 图像 + 身体动作”和“口语 + 图像”模态组合是

教师讲解环节意义建构时值得优先选择的模态配置方式；“口语 + 文字 + 图像”、“口语 + 图像 + 身
体动作”和“口语 + 文字 + 图像 + 身体动作”模态组合是拓展反馈意义建构时可以优先使用的模态配

置方式；“口语 + 文字”、“口语 + 图像”和“口语 + 图像 + 身体动作”模态组合是引导反馈意义

建构时优先选择的模态配置方式；在建构纠错反馈意义时，“口语 + 图像”、“口语 + 文字”和“口

语 + 文字 + 身体动作”模态组合是值得优先考虑的模态配置方式；纯口语、“口语 + 身体动作”组合

和“口语 + 身体动作 + 虚拟贴纸”组合是建构积极评价反馈意义时可以优先选择的模态配置方式。 
此外，口语、文字、图像、身体动作、教学工具在多模态话语意义建构中发挥着不同的意义潜势，

相互配合来共同表达意义。口语是绝大多数教学环节主要且必要的模态，直截了当地通过听觉通道传递

信息；文字、图像、手势、直观教具、虚拟贴纸等模态通过视觉通道对口语主模态起强化、互补等作用，

通常处于辅助地位。文字与口语所表征的信息部分重合，强化了口语中的核心信息并在实义层提供口语

信息的正确拼写形式，口语则在实义层体现了文字的正确发音，在语义层是对文字的确认和强化；大部

分课件图像对口语或文字信息进行强化或补充，如限定语言中人称代词的语义范围、为语言提供具体例

证或时间、地点、方式等环境因素，同时图像还能通过卡通表征形式、明艳的色彩以及背景语境对比来

吸引学生注意力和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文字的字号、颜色、呈现方式也能发挥吸引学生兴趣的人际功

能和引导学生注意力分配的语篇功能；身体动作尤其是手势能对口语或文字信息或与核心语言相关的主

体图像进行强化、互补或拓展，还可以脱离语言而独立传递指令或积极反馈信息，不仅能增加课堂乐趣，

还能引导学生的注意力，提高学生对知识点的理解力和记忆效果；各类教具不仅能生动、形象地体现知

识点的语义信息，还能吸引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注意力。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在主题介绍环节，口语、

文字和文字均为主要且必要的模态，在知识讲解环节，口语和文字则都是主要且必要的模态。 

4.2. 教师知识讲解环节的模态配置特征及机制举隅 

以下以少儿英语视频直播课程教师讲解知识点这一环节为例来具体分析教师模态配置的特色及效果。

多模态标注结果显示，在少儿英语课堂中，平均每节课(25.8 分钟)教师讲授单词、词组、句子以及语法结

构等知识点 58.7 次。教师在讲解知识点时的模态配置方式非常丰富，共选择了 9 种模态或模态组合，如

表 2 所示。可以看出，“口语 + 图像 + 文字”模态组合、“口语 + 文字 + 图像 + 身体动作”模态

组合、“口语 + 文字”模态组合和“口语 + 图像”模态组合是中外教师在呈现知识点时选择最为频繁

的模态配置方式(共占知识呈现总频次的 88.8%)。其它 5 种模态配置方式则很少被选择。 
在“口语 + 图像 + 文字”模态组合这一教师首选的模态配置方式中，口语在实体层示范了字母、

单词、词组或句子的正确发音，在语义层是对文字的确认和强化，而文字则在实体层提供了字母、单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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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The frequencies and percentages of various modal configurations in the phase of overt instruction 
表 2. 讲解意义建构不同模态配置方式的频次及占比  

 

口语 + 
图像 + 
文字 

口语 + 
文字 + 
图画 + 
身体动作 

口语 + 
文字 

口语 + 
图像 

口语 + 
文字 + 
身体动作 

口语 + 
文字 + 
直观教具 

音频 + 
文字 + 
图像 

口语 + 
图像 + 
文字 + 
直观教具 

口语 + 
文字 + 
图像 + 
虚拟教具 

频次 20.60 13.80 10.60 7.20 3.80 1.10 0.80 0.70 0.20 

占比 35.0% 23.5% 18.0% 12.2% 6.5% 1.9% 1.4% 1.2% 0.3% 

 
词组或句子的正确书写形式，图像与口头语言或书面语言形成拓展或投射的逻辑语义关系，口语、图像

和文字模态协同配合表达知识点的概念意义、人际意义和语篇意义。如在例 1 中(见图 2)，课件上浅蓝色

纯色背景图上的四幅概念图像——一坨蓝色颜料、一只蓝色蝴蝶、一只蓝色小鸟和一粒蓝莓是非衬线粗

体大号蓝色文字 blue 的具体例证，文字和图像构成抽象–具体的逻辑语义关系；虽然文字 blue 直接覆盖

在纯蓝色背景图上且其尺寸够大且与四幅概念图像视觉分割明显，方便学生辨认重点文字信息；教师读

出课件上的文字，在实体层示范了该词的正确发音，并在语义层对其进行确认和强化，而文字则在实体

层提供了单词的正确书写形式。 
 

 
Figure 2. The multimodal ensemble of “Speech + Written Text + Image” 
图 2. “口语 + 文字 + 图像”模态组合  

 

 
Figure 3. The multimodal ensemble of “Speech + Written Text + Im-
age + Body Language” 
图 3. “口语 + 文字 + 图像 + 身体动作”模态组合 

 
在“口语 + 文字 + 图像 + 身体动作”模态组合这种教师选择第二频繁的模态配置方式中，口语在

实体层示范了字母、单词、词组或句子的正确发音，在语义层对文字概念意义进行确认和强化，而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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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在实体层提供了字母、单词、词组或句子的正确书写形式，图像与文字形成拓展或投射关系，身体动

作特别是手势则强化了口语、文字和图像中的核心信息，口语、图像、文字和身体动作模态协同配合表

达知识点的概念意义、人际意义和语篇意义。如在例 2 (见图 3)中，课件上高语境化农场背景图中有多处

文字和多个表征参与者，红色圆形线框引导学习者注意力聚焦在洁白卷毛小绵羊卡通表征参与者和上方

的橘色文本框内的白色非衬线中号文字 lamb；教师读出单词 lamb，口语和文字虽然在语义层重复，但口

语不仅在实体层示范了单词的正确发音，同时也是对文字的确认和强化，而文字则在实体层提供了口语

信息的正确书写形式；课件上的蓝天白云、青草红房以及两个卡通人物表征参与者让学生仿佛置身于农

场中，而且还拓展了语言信息，生动、形象地展示了绵羊的形象、生活环境等额外信息；课件上可爱的

小绵羊表征参与者以及教师头上的虚拟绵羊头则如为单词 lamb 提供了具体的例证；此外，教师双手放在

头顶，做出羊角的手势，生动地描述了绵羊的明显外部特征，不仅增强了语言的表达效果，也能提高学

生的课堂参与度，学生一边跟读一边也模仿教师做出羊角手势。口语、文字、图像和手势有机结合，形

成了一个紧凑的信息整体，栩栩如生地解释了 lamb 这个词的含义，同时也能增强学生的理解和记忆效果。 
“口语 + 文字”是教师呈现知识点时选择第三频繁的模态配置方式。教师读出课件上的文字信息，

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这两种模态分别在听觉通道和视觉通道传递语义信息，虽然两者在语义上部分重复，

但口语是对文字内容的确认和强化，同时也提供了句子的正确发音，而文字则在实体层提供了口头表达

的正确书写形式。如在例 3 (见图 4)中，大面积纯深蓝色背景图上方黄色文本框内的黑色文字 They are 
sitting on the couch.与文本框及课件背景图色彩构成鲜明对比，在视觉上易于学生辨认；教师直接读出这

个句子，强化了文字语义信息并在实体层示范了该句子的正确发音；文字本身则在实体层提供了教师口

语的正确书写形式，同时也对口语内容进行了确认和强化。 
 

 
Figure 4. The multimodal ensemble of “Speech + Written Text” 
图 4. “口语 + 文字”模态组合 

 

 
Figure 5. The multimodal ensemble of “Speech + Image” 
图 5. “口语 + 图像”模态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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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语 + 图像”模态组合也是教师在讲解知识点时选择的一种模态配置方式。如在例 4 (见图 5)中，

教师在读出第一个示范句子 I am listening to music.后，由于时间的限制没有让学生回答后面四幅独立黑边

浅绿色底文本框中的叙事图像所对应的句子，也没有将正确答案写出，而是直接口头示范了正确句子如

I am watching TV、I am playing football 等并要求学生跟读。教师直接通过听觉通道对学生进行明确指导，

即提供了图像对应句子的正确发音，图像则为教师口头语言知识点提供了具体的例证，口语和图像相辅

相成，在时间有限的情况下也能帮助学生理解并熟悉 I am doing sth.这一句型。 
虽然 SPSS 相关性分析结果(见表 3)显示教师知识讲解环节这 4 种主要的模态配置方式与教学效果各

维度没有显著正向或负向相关关系，但从表 2 的教师知识点讲解环节不同模态配置方式的频次及占比可

以看出，几乎所有(98.6%)的知识讲解方式都涉及口语模态，绝大部分(87.8%)知识讲解方式涉及文字模态，

近 3/4 (73.2%)涉及图像模态，近 1/3 (29.3%)涉及身体动作模态尤其是手势，涉及的音频、实物、虚拟贴

纸模态非常少。由此可见，口语和文字是知识讲解环节的必要模态，口语在实体层示范了字母、单词、

词组或句子的正确发音，在语义层对文字信息进行确认和强化；文字则在实体层提供了字母、单词、词

组或句子的正确书写形式。图像、身体动作和实物教具为可选模态，图像与语言形成拓展或投射的逻辑

语义关系，为语言信息提供具体例证或时间、地点、方式等环境因素，同时通过卡通表征形式、色彩、

背景语境对比来吸引学生注意力。此外，适量的手势等身体动作不仅能对核心的语言信息进行强化，促

进学生对关键知识点的理解和记忆，能拓展表达无法通过语言表达的信息，还能引导学生的注意力；实

物教具能直观、形象地体现知识点的语义信息，吸引学生的注意力；音频则能独立或与教师口语联合体

现听觉意义。口语和文字这两种主要模态可以与图像、手势这两种辅助模态进行搭配组合，形成的“口

语 + 文字 + 图像”、“口语 + 文字 + 图像 + 身体动作”、“口语 + 文字”模态组合能比较有效地

传递教学信息。 
 
Table 3. The result of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the frequencies of major multimodal ensembles and various pedagogical 
effectiveness indicators 
表 3. 讲解环节主要模态配置方式的频率与教学效果各维度相关性分析结果 

 师生口语 
互动率 

学生多模态

活动率 学生话语率 学生互动 
话语率 

学生回答 
正确率 

学生主动 
发言频次 

口语 + 图像 +  
文字 

r 0.619 0.041 −0.036 0.544 0.324 −0.242 

p 0.062 0.831 0.850 0.052 0.081 0.198 

口语 + 文字 +  
图像 + 身体动作 

r 0.610 −0.002 −0.104 0.590 0.165 −0.271 

p 0.051 0.990 0.586 0.057 0.383 0.148 

口语 + 文字 
r 0.200 −0.055 −0.001 0.369 0.009 −0.142 

p 0.289 0.771 0.996 0.065 0.963 0.455 

口语 + 图像 
r 0.483 0.001 −0.041 0.546 0.176 −0.291 

p 0.053 0.997 0.829 0.062 0.353 0.119 

5. 外语视频直播课堂模态配置原则 

本研究对外语课堂教学多模态话语意义建构具有一定的启示。在外语视频直播课堂的模态配置过程

中，除了需要考虑文化语境中的意识形态、情境语境中的教学条件这几个比较固定的因素以及修辞目的、

教学目标和内容、师生特点以及体裁结构成分这几个交互影响因素外，交际者也需要遵循适配原则、主

次原则、经济原则和动态调整原则，以增强模态配置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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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适配原则是指教师要根据课程的宏观意识形态、体裁结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师生特点、

教学条件、修辞目的、不同模态各自的供用特征和词汇语法系统以及相互之间的协同关系，对有声语言、

文字、图像、身体动作、教学工具、物理背景等模态进行合理搭配组合，充分刺激学习者的听觉通道和

视觉通道，最大限度地表达意义。其次，主次原则是指在线外语课堂的多模态意义建构中，口语是主要

的、必要的模态，而文字、图像、手势、直观教具、虚拟贴纸、音频等其他模态，对口语主模态起强化、

补充等作用，通常处于辅助地位。教师需要高度重视作为课堂交际主要和重点模态的有声话语的质量，

有意识地对其进行精心设计，当然，也不能忽略图像、文字样式、版面布局、手势、虚拟贴纸、特效、

音频、视频、以及备玩具、工具、卡片等实物教具等非语言模态资源的表义功能。此外，根据模态配置

的经济性原则，教师要做到在意义得到充分表达的情况下，模态资源的配置要尽可能简化，避免因为模

态过多分散学生的注意力，产生负面的教学效应。最后，动态原则要求教师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和学习

者的认知、思维和外语水平并灵活结合学生的课堂即时反应来增加或减少模态来更为有效地表达意义。 

6. 小结 

本文以优质少儿英语视频直播课程为例分析了外语视频直播课堂模态配置的文化语境、情境语境、

可及模态和不同符号资源的供用特征等制约因素；结合视频多模态标注结果分析了教师在不同教学环节

模态配置的总体特征、甄别了各教学环节可优先选择的模态配置方式、总结了不同模态的功能及模态间

的协同关系，并以教师讲解知识点环节为例进行了具体分析；最后，本文提出了外语视频直播课堂模态

配置应遵循的四条原则，以期对切实改善外语视频直播课堂教学效果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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