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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基于Kress & van Leeuwen视觉语法理论，采用量化统计与质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新人教版

与新北师大版高中英语必修教材的单元开篇页进行对比分析，旨在揭示两版教材在意义构建上的异同及

潜在不足。研究发现，两版教材在再现意义方面均以叙事再现为主，有助于学生理解主题语境；在互动

意义方面，均通过正面、平视视角促进学生与图像的互动。然而，新北师大版教材更多采用中等镜头拉

近学生与图像的距离，促进互动，而新人教版教材则以长镜头为主，仅提供客观场景，学生与图像的距

离较远。此外，两版教材均以“提供”类图像为主，缺乏互动性。本研究为高中英语教材开篇页的设计

优化及教学实践提供了相应建议，有助于提升教材的互动性和教学效果。 
 
关键词 

视觉语法，高中英语教材，单元开篇页 
 

 

A Comparative Study of Unit Opening  
Pages in Senior High School English  
Textbook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isual Grammar 
—Taking the New PEP and BNUP Compulsory Editions as Examples 

Siyi L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Zhejiang  
 
Received: Apr. 11th, 2025; accepted: May 20th, 2025; published: May 31st, 2025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ml
https://doi.org/10.12677/ml.2025.135540
https://doi.org/10.12677/ml.2025.135540
https://www.hanspub.org/


李思怡 
 

 

DOI: 10.12677/ml.2025.135540 790 现代语言学 
 

 
 

Abstract 
This study is grounded in the Visual Grammar theory proposed by Kress and van Leeuwen and em-
ploys a mixed-methods approach, combining quantitative statistics with qualitative analysis, to con-
duct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unit opening pages in two editions of senior high school English 
textbooks in China: the newly revised People’s Education Press (PEP) Edition and the Beijing Nor-
mal University (BNU) Edition. The aim is to uncover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meaning con-
struction between the two versions, as well as any underlying deficiencies. The study reveals that 
both versions primarily utilize narrative representation to construct meaning, which facilitates stu-
dents’ understanding of the thematic context. In terms of interactive meaning, both versions pro-
mote student-image interaction through a frontal, eye-level perspective. However, the BNUP ver-
sion tends to use medium shots more frequently to bridge the gap between students and images, 
enhancing interaction, whereas the NPEP version mainly relies on long shots, providing only objec-
tive scenes and thus maintaining a greater distance between students and images. Moreover, both 
versions predominantly feature “offer” images, which lack interactivity. This research provides cor-
responding suggestions for the design optimization of the opening pages in high school English text-
books and for teaching practice, which can help improve the interactivity and teaching effectiveness 
of the textbooks. 

 
Keywords 
Visual Grammar, Senior High School English Textbooks, Unit Opening Pages 

 
 

Copyright © 2025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根据《普通英语课程标准(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语言能力是指在社会情境中以听、说、读、看、

写等方式理解和表达意义的能力。修订后的课标新增“看”这一理解性技能，“看”通常指利用多模态语

篇中的图形、表格、动画、符号以及视频等理解意义的技能[1]。教材中的图像资源是学生“看”的重要

依托，对学生学习起着关键作用。 
国外学者对英语作为外语(EFL)教材中图片的功能进行了广泛研究。视觉语法理论指出，图像与语言

一样具有再现意义、互动意义和构图意义三大元功能。基于该理论，国外文献[2]-[4]对 EFL 教材中的图

像进行了研究，揭示了教材图像在设计和选取方面的不足，并提出了改进建议。然而，国内相关研究中，

文献[5] [6]研究关注图片的类型和功能，基于视觉语法理论的研究较少。 
本研究选取高中英语必修教材的单元开篇页作为研究对象。单元开篇页是单元内容的教学引领，承

载着单元的核心主旨，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和兴趣。基于视觉语法理论框架，本研究采用量化统计

与质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新人教版与新北师大版教材单元开篇页的意义构建进行对比分析，旨在揭

示两版教材在意义构建方面的异同点及存在的不足，为教材的设计、选取和教学实践提供相应建议。 

2. 理论基础：视觉语法 

本研究基于 Kress & van Leeuwen 提出的视觉语法理论，探讨高中英语教材单元开篇页的视觉资源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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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构建意义。视觉语法理论是在系统功能语法的理论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其核心思想是将语言的三大元

功能扩展到视觉领域，具体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visual grammar 
图 1. 视觉语法理论框架 

2.1. 再现意义(Representational Meaning) 

再现意义表征图像中人物、地点和事件之间的交际关系或概念关系，包括叙事再现和概念再现。矢

量是叙事再现的标志，通常由对角线构成，表征具体的行动和事件。叙事再现包含行为过程、反应过程、

言语过程和心理过程，其中行为过程和反应过程可分为及物和不及物两类[7]。与叙事再现不同，概念再

现的图像不包含矢量，而是用于传达事物的稳定特性和象征意义。概念再现主要包括分类过程、分析过

程和象征过程。其中，分类过程用于展示事物的层级关系，分析过程用于描述整体与部分的关系，而象

征过程则强调图像的象征意义，如人物的身份或社会角色。 

2.2. 互动意义(Interactive Meaning) 

互动意义是指图像中的表征参与者与观看者之间的互动，囊括三个维度：接触、社会距离和视角[7]。 
当表征参与者直视观看者时，接触就建立起来了，包含这类眼神接触的图像被称为“索取”类图像，

希望从观看者那里得到些什么。当表征参与者并未与观看者进行眼神互动，只是客观向观看者提供信息，

这类图像被称为“提供”类图像。 
表征参与者和观看者之间的社会距离是通过框架尺寸的选择来实现的。短镜头显示了被摄者的头部

和肩部，阐释个人距离；中等镜头大致显示被摄者的膝盖及以上的部位，展示社会距离。在长镜头中，

我们可以看到主体的全貌或更多，体现客观距离。 
视角分为水平视角和垂直视角。水平维度包括正面角度和倾斜角度，两种角度与观看者的互动有所

不同。与倾斜角度相比，正面角度更有可能让观看者融入图像中的世界。垂直维度包括俯视角度、仰视

角度和平视角度，展现不同程度的权力关系。俯视角度表示观看者地位高于图像表征参与者；仰视角度

表明图像表征参与者地位高于观看者；平视角度展现表征参与者和观看者之间的平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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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构图意义(Compositional Meaning) 

构图意义是指图像的整体布局，分为三种资源：信息价值、显著性和取景[7]。图像元素的位置体现

信息值：左–右(已知信息–新信息)，上–下(理想信息–实际信息)，中心–边缘(重要信息–次要信息)。
显著性是指通过将重要元素置于前景、放大尺寸或以鲜明的色彩对比突出重要元素，来吸引观看者注意

力。取景指的是图像中有无空间分割线条[8]，有形线条或框架划分图中元素表明图像中元素之间的分离

关系，而没有框架划分则体现元素之间的衔接和联系。鉴于构图意义的分析相对复杂，本文主要聚焦于

单元开篇页的再现意义和互动意义。 

3. 研究方法 

在视觉语法理论框架下，本文对新人教版和新北师大版高中英语必修教材的单元开篇页展开对比研

究。研究聚焦于两版教材单元开篇页在再现意义和互动意义构建上的异同点，以及其意义构建的不足之

处。研究对象为两版教材的 25 张单元开篇页，这些页面作为单元教学引领，具有丰富的多模态资源，能

够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研究采用量性统计与质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先依据视觉语法理论对图像进行标

注，涵盖叙事与概念再现、多种互动视角等维度，再量化统计各标注类别图像数量与占比，通过表格呈

现对比结果。最终结合数据与图片，深入分析两版教材单元开篇页的异同，并基于研究发现提出对教材

选取和设计的启示。 

4. 研究结果与讨论 

4.1. 两版教材单元开篇页意义建构的相同之处 

4.1.1. 再现意义建构上：都以叙事再现图像为主 
两版教材的单元开篇页均以叙事再现图像为主，为学生提供背景信息和情境，帮助其理解单元主题

[6]。图像的再现意义分为叙事再现和概念再现，前者有矢量，后者无矢量。根据表 1 (括号内为占比，括

号外为数量)，新人教版教材中，叙事再现图像共计 13 张，占比 81.25%，概念再现图像共 3 张，占比

18.75%；新北师大版教材中，叙事再现图像共计 6 张占比 66.67%，概念再现图像共 3 张，占比 33.33%。 
 
Table 1. Representational meaning in unit opening pages 
表 1. 单元开篇页的再现意义的呈现 

 叙事再现图像 概念再现图像 

新人教版 13 (81.25%) 3 (28.75%) 

新北师大版 6 (66.67%) 3 (33.33%) 

 
如表 1 所示，两版教材的单元开篇页均以叙事再现图像为主，通过呈现具体动作或事件，帮助学生

更好地理解单元主题。这些图像中的矢量大多由动作斜线构成。例如，图 2 中人们支撑龙舟的手和注视

前方的目光均构成矢量，因此该图属于叙事再现类图像。图 2 包含两个过程：行为过程和反应过程。其

中，人们支撑龙舟向前行走属于行为过程，人们是动作者(actor)，龙舟是目标(goal)，构成及物行为过程；

而人们行进中注视前方属于反应过程，反应者(reactor)为人们，由于目光没有明确指向，缺乏现象

(phenomenon)，因此为不及物反应过程。图 2 通过叙事再现图像为学生提供文化庆祝的背景信息，帮助

其理解单元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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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新人教版高中英语必修三教材。 

Figure 2. An example of narrative representational images 
图 2. 叙事再现图像示例 

4.1.2. 互动意义建构上：都以“提供”类、正面和平视角度图像为主 
两版教材的单元开篇页主要采用“提供”类图像，传递客观信息，并以正面和平视角度为主，体现

平等的互动关系。图像的互动意义从接触、社会距离和视角三个维度构建。如表 2 所示，新人教版教材

中，“提供”类图像占比 93.75%，仅 1 张为“索取”类；长镜头图像高达 11 张，占比 68.75%；正面角

度图像高达 15 张，占比 93.75%，平视角度图像共 12 张，占比 75%，另有少量倾斜、俯视和仰视角度图

像。新北师大版教材中，“提供”类图像占比 88.89%，仅 1 张为“索取”类；中等镜头图像 5 张，占比

55.56%，长镜头图像占比 33.33%，短镜头图像占比 11.11%；正面和平视角度图像均占比 100%。 
 
Table 2. Interactive meaning in unit opening pages 
表 2. 单元开篇页的互动意义的呈现 

 

接触 社会距离 视角 

“提供” “索取” 短镜头 中等 
镜头 长镜头 

水平 垂直 

正面 倾斜 俯视 仰视 平视 

新人 
教版 

15 
(93.75%) 

1 
(6.25%) 

0 
(0%) 

5 
(31.25%) 

11 
(68.75%) 

15 
(93.75%) 

1 
(6.25%) 

2 
(12.5%) 

2 
(12.5%) 

12 
(75%) 

新北师

大版 
8 

(88.89%) 
1 

(11.11%) 
1 

(11.11%) 
5 

(55.56%) 
3 

(33.33%) 
9 

(100%) 
0 

(0%) 
0 

(0%) 
0 

(0%) 
10 

(100%) 

 
接触是通过图像中表征参与者与观看者之间的目光对视来建立的。如果图像中的表征参与者未直视

观看者，则属于“提供”类图像；反之，如果参与者直视观看者，则为“索取”类图像。如表 2 所示，两

版教材的单元开篇页均以“提供”类图像为主，客观地向观看者传递信息。例如，图 3 中消防人员未与

观看者建立目光联系，仅呈现地震救援和火灾救援的相关信息，因此属于“提供”类图像。 
两版教材单元开篇页多用正面和平视角度，营造平等友好的互动氛围，吸引学生参与。图 4 以正面和

平视的角度拍摄旅游父子，学生观看时仿佛置身其中，自然融入场景，与图像互动，加深对“Travelling 
Around”主题的理解。这种视角还体现了参与者与学生之间的平等关系，激发学生主动观察图像内容，积

极了解其中情境。整体而言，正面平视角度的设计有效促进了学生与教材图像的互动，提升了学习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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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新北师大版高中英语必修二教材。 

Figure 3. An example of “Offer” images 
图 3. “提供”类图像示例 

 

 
图片来源：新人教版高中英语必修一教材。 

Figure 4. An example of frontal and eye-level images 
图 4. 正面和平视图像示例 

4.2. 两版教材单元开篇页意义建构的不同之处 

根据表 2，互动意义建构上，新人教版教材单元开篇页以长镜头为主，而新北师大版教材单元开篇页

以中等镜头为主。 
在镜头选择上，两版教材单元开篇页存在差异。新人教版教材多采用长镜头，体现公共关系或非个

人距离，图像表征参与者与观看者之间距离较远，仅传递客观信息。例如，图 5 使用超长镜头拍摄，人

物尺寸极小，学生与图像中的参会人员距离遥远，不利于互动。 
新北师大版教材单元开篇页多采用中等镜头，体现社会距离，拉近图像表征参与者与观看者之间的

距离，便于学生融入图像情境，增强互动。例如，图 6 以中等镜头拍摄，呈现学生们的腰以上部位，营

造出图像内外学生之间亲近的氛围，有效促进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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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新人教版高中英语必修一教材。 

Figure 5. An example of long-shot images 
图 5. 长镜头图像示例 

 

 
图片来源：新人教版高中英语必修三教材。 

Figure 6. An example of medium-shot images 
图 6. 中等头图像示例 

4.3. 两版教材单元开篇页意义构建上的不足之处 

单元开篇页作为单元的引导部分，应促进图像表征参与者与观看者之间的互动，吸引学生注意力，

帮助其认识和理解单元主题。通过对 25 张高中英语教材单元开篇页的量性统计和质性分析，本文发现其

设计存在以下不足：首先，两版教材均以“提供”类图像为主，仅传递客观信息，而“索取”类图像极

少，导致图像表征参与者与学生之间缺乏眼神互动；其次，新人教版教材单元开篇页多采用长镜头图像，

学生与图像之间的距离过远，限制了学生与图像表征参与者之间的互动。 

5. 结论 

本文在视觉语法理论框架下，采用量性统计和质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新人教版和新北师大版高

中英语必修教材单元开篇页进行对比研究，探讨其在再现意义和互动意义上的异同点，并分析其设计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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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为高质量多模态教材的设计提供建议。 
研究发现，两版教材单元开篇页在意义构建上存在相同点：两版教材单元开篇页均以叙事再现图像

为主，通过展现具体动作和事件，为学生构建了生动的语境，从而促进学生对单元主题的理解。两版教

材在图像功能上均以“提供”类图像为主，主要传递客观信息。这种设计虽然能够向学生传递明确的知

识内容，但其互动性相对较弱。从更深层次来看，“提供”类图像的大量使用可能限制了学生对图像的

主动解读和思考，学生在面对这类图像时更多是被动接受信息，而缺乏与图像之间的深度互动和交流，

不利于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自主学习能力。两版教材在拍摄角度上均以正面和平视角度为主，营造

了平等的互动关系，有助于学生在心理上更自然地接受图像所传达的信息。然而，两版教材在互动意义

上也有所不同。新人教版教材多采用长镜头，体现非个人距离，仅提供客观场景。这种设计虽然能够呈

现较为完整的场景，但学生与图像之间的距离感较强，互动性相对较弱，难以激发学生与图像之间的情

感共鸣和深度互动。新北师大版教材多采用中等镜头，拉近了学生与图像的距离，使学生能够更好地将

自己代入到图像所呈现的情境中，从而增强与图像之间的互动性，提高学生对图像内容的关注度和理解

程度。研究还发现，两版教材单元开篇页设计存在不足：两版教材单元开篇页设计均存在以“提供”类

图像为主。“提供”类图像虽然能够传递客观信息，但其互动性较弱，不利于学生主动参与学习过程。新

人教版教材长镜头图像过多，使得学生与图像的距离过远，进一步削弱了互动性，从而影响学习效果。 
对于教材开发者和编辑，应选择或设计叙事再现图像，展现具体动作和事件，促进学生对单元主题

的理解，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避免过多使用“提供”类图像，合理平衡图像的功能类型。虽然“提供”

类图像在传递客观信息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但教材开发者应注重图像的多样化设计，以满足学生在不同

学习阶段的需求。充分利用中等镜头、正面和平视角度等视觉元素来促进学生与图像的互动。中等镜头

能够拉近学生与图像的距离，使学生更容易产生代入感；正面和平视角度则能够营造平等的互动氛围。

教材开发者在设计图像时，应综合考虑这些视觉元素的运用，使图像在传递信息的同时，能够更好地激

发学生与图像之间的互动，提升教材的教学效果。教师应在视觉语法理论框架下深入分析单元开篇页的

图像设计，理解其在再现意义和互动意义上的特点和不足。通过分析，教师能够更清晰地把握教材的设

计意图，从而在教学过程中合理利用图像的意义构建来引导学生学习。例如，教师可以结合图像的叙事

再现功能，引导学生通过观察图像中的动作和事件，推测单元主题的相关内容，培养学生的观察力和思

维能力。当发现教材单元开篇页在图像设计上存在不足时，教师应在教学中及时加以调整和补充。例如，

针对“提供”类图像互动性不足的问题，教师可以设计一些互动性强的教学活动，如小组讨论、角色扮

演等，引导学生对图像内容进行深入探讨和思考，弥补教材图像设计的不足。同时，教师还可以根据教

学目标和学生实际情况，自行设计或引入一些更具互动性的图像资源，丰富教学内容，提高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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