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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多媒体与多模态下的大学英语听力教学

谢竞贤，董剑桥

（江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无锡　２１４１２２）

摘　要：本文认为多媒体与多模态下的大学英语听力教学印证了ＤａｖｉｄＮｕｎａｎ的“后教学法”学说。
听力练习不再是单独的技能训练，而是通过信息的整合，充分融合到了课堂教学的各个环节。这种听力

教学是以多媒体技术为支撑，以学生多模态感知为基础，教师根据听力教学矩阵原则和“可理解性输

入”原则设计并开展听力活动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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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２００７）规定“大学英语
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特别是

听说能力，使他们在今后的工作和社会交往中能用英

语有效地进行口头和书面的信息交流…”。教学目标

高度强调听说能力的重要性。然而，“长久以来，在听

说读写的四项技能中，听力一直扮演着‘灰姑娘’的角

色。作为交际能力的基本部分，听力（教学）日益受到

重视”（Ｆｌｏｗｅｒｄｅｗ＆Ｍｉｌｌｅｒ，２００５：ｐｒｅｆａｃｅ）。纵观各个
时期盛行的教学法，人们对听力教学的重视程度也是

逐步深入的。在传统语法翻译法的七项学习目标中未

曾涉及听力教学项目；在直接法教学中，听力教学也只

是包括简单的问答题；语法教学法将句型匹配和听力

测试纳入教学目标。听说领先法赋予听力教学更多的

意义，即通过听力教学进行句型练习，模仿对话和记忆

内容等活动。在交际式教学中，听力教学承担了更多

的教学内容：通过对口语语篇的处理实现功能目的；领

会说话人意图并与说话人开展交互式活动，或者完成

一个交际任务。在任务式教学中，要求运用听力获取

的信息执行真实任务并实现功能目的。

Ｒｏｓｔ（２００１）认为，由于教学法彼此之间的不连贯，
许多语言教师对方法和具体步骤的理解不一，结果也

不明确，所以许多教师同意采取“反教学法（ａｎｔｉｍｅｔｈ
ｏｄｓ）的姿态”。ＤａｖｉｄＮｕｎａｎ的“后教学法”学说

（１９９７）认为教师必须通过系统性观察，分析和评估教
室里发生的事情，然后自己建立一个有充分根据的教

学原则。国内陈坚林教授（２００５．５：３８）在关于教师中
心与学生中心的论述中也指出，外语教学中应该灵活

综合地运用教师中心和学生中心模式，他还指出未来

的外语教学将向以计算机主导的方向发展（陈坚林，

２００５．４：９１２）。
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的角度而言，现今的大

学英语教学似乎更趋向于使用基于多媒体和多模态的

综合式教学法。于上世纪６０年代开始运用于外语教
学的 ＣＡＬＬ即计算机辅助学习，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
展。第一阶段的ＣＡＬＬ教学主要以行为主义理论为基
础；第二阶段以交际式教学法为背景；第三阶段 ＣＡＬＬ
摈弃了某个特定的教学理论，更倾向于采用综合式教

学法。“综合式 ＣＡＬＬ教学旨在将听说读写四项技能
和（计算机）技术充分融合于语言学习”（Ｗａｒｓｃｈａｕｅｒ
ａｎｄＨｅａｌｅｙ，１９９８：５８）。ＣＡＬＬ环境下的教学必定是多
模态的。所谓“多模态”（ｍｕｌｔｉｍｏｄａｌｉｔｙ）就是运用几种
符号学模态（ｓｅｍｉｏｔｉｃｍｏｄｅｓ），或综合使用若干符号学
模态来强化同种意义的表达，或行使补充功能，或进行

有层次排序（Ｋｒｅｓｓ＆Ｌｅｅｕｗｅｎ，２００１：２０）。Ｏ’Ｈａｌｌｏｒａｎ
（２００８：２３１）综合多位专家的观点，将多模态定义为
“综合语言、视觉图象、其他符号资源，构建纸质、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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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和日常生活文本、事物、事件的理论分析与实践。”

多模态理论与Ｈａｌｌｉｄａｙ的系统功能语言学有着一定的
渊源。在多模态教学中，学习者调动多重感官吸收多

种模态形式的外部符号，这些不同感官模式获取的信

息之间会进行（有效的）互动，或者生成某种形象（ｉｍ
ａｇｅ）作为文字文本的部分，或者文字文本形式生成形
象文本形式等（Ｋｒｅｓｓ，２００１：７）。

简而言之，在多媒体、多模态教学中，人类通过一

种以上感官（如视觉、听觉等）跟外部环境进行互动方

式（顾曰国，２００７）。国内外对ＣＡＬＬ教学已进行了长
达半个世纪的探索与实践，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

是，人们对如何利用多媒体手段发展听力技能研究甚

少。本文将主要探讨多媒体、多模态条件下的听力文

本选择和听力任务的设计，寻求适合课堂听力实践的

原则。

１　多媒体、多模态下的听力教学本质

１．１　听力的定义
国内外很多学者和专家都试图给“听力”一个完

美的定义。可是，至今没有一个定义令人完全信服。

这主要源于几方面的原因：① 作为一种复杂的、隐性
的活动，人们很难对听力过程进行精确的研究；② 很
多关于听力的研究成果有些相悖；③ 人们对于听力的
研究还处于解释阶段，还未到实证验证阶段。Ｔｕｃｋｅｒ
（１９２５）认为听力的过程需要专注和努力；Ｒａｎｋｉｎ
（１９２６）认为听力就是理解口头语言的能力；Ｈｏｏｋ
（１９５０）认为真正的听力理解都是具有创造性的；Ｊｏｎｅｓ
（１９５６）则认为听力是倾听者有目的的选择并解释所
接收到的声音信息的过程（Ｗｏｌｖｉｎ，１９８３：３１）。学者们
从不同角度阐释听力。虽说人们无法给出听力的确切

定义，但是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听力一般具有明显的目

的性和创造性，是一个需要努力储存与处理信息的大

脑的认知过程。

１．２　一项关于听力的实证研究
根据课程设计的原理，合理的教育项目必须建立

在学习者的需求上。笔者根据Ｒｉｃｈａｒｄｓ的需求分析表
（ｎｅｅｄ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对江南大学 ０７级和０８级（０８级采用
分级教学，分级考试成绩前５％编入三级起点班，５％
后至前３５％编入二级班，其余编入一级班）学生进行
随机抽样问卷调查。笔者共选择了８个样本，分别为
０７级三级文、理工科班各一个；０８级三级、二级、一级
各级文、理工科班各一个。该问卷共有四项内容涉及

听力：

（１）课程学习中要求使用听力技能的频度（① 总
是；② 经常；③ 有时候；④ 很少）

（２）碰到听力问题的频度（① 总是；② 经常；③
有时候；④ 很少）

（３）学好大学英语课程，听力的重要性如何？（①
最重要；③ 中等；⑤ 不太重要）

（４）大学毕业后，在你的职业领域中，听力技能的
重要性（① 最重要；③ 中等；⑤ 不太重要）

统计结果如下：

在８个随机抽样样本中，选择听力使用频度为“经
常”的学生比例为４４％ ～６０％之间；碰到听力问题的
频度也集中在“经常”，百分比在２８％ ～５２％之间；各
个样本中有５０％ ～８０％不等的学生认为听力在学好
大学英语课程中最重要，同样的趋势体现在第四项的

选择中。

１．３　多媒体、多模态下的听力教学本质
心理语言学认为听力理解涉及三种因素：词汇的

理解；句法的分析；记忆过程和认知。Ｃｈａｕｄｒｏｎ＆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１９８６）将听力理解的过程分为自上而下（ｔｏｐ
ｄｏｗｎ）和自下而上（ｂｏｔｔｏｍｕｐ）两种模式。Ｂｒｏｗｎ＆
Ｙｕｌｅ（１９８３）将听力的目的分为两类：人际交往功能和
信息交易功能。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２００２）将听力理解的模式与
功能结合，创造了听力教学的矩阵。听力教学矩阵为

多媒体与多模态下的听力材料的选择与数量提供了科

学的模本。多媒体、多模态条件下，各种网络听力资源

唾手可得。如果只是简单将这些相关资源罗列，费时

又低效，而且还违背认知规律，加重学生的认知负荷，

降低学习效率。根据 Ｓｗｅｌｌｅｒ认知负荷理论（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ＬｏａｄＴｈｅｏｒｙ）：工作记忆容量是有限的，这使得人们很
难同时加工多种来源的信息；学习过程要求将工作记

忆积极地用于理解和处理教学材料，并把习得的信息

编码储存在长时记忆中，超过了工作记忆的容量，学习

将会无效；当某种知识（或图式）含有多种相互作用的

元素时，这些知识将加重认知负荷。学生面对超量信

息（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ｖｅｒｌｏａｄｅｄ）时，很容易疲劳，进而产生
抵触情绪。Ｃｏｏｋ（２０００：８０）：也许，听力无法直接训
练，最好的（语言）教师所能做的便是设计有趣的活

动，在活动中自动激发学生自然而然的听力过程。

如果说Ｒｉｃｈａｒｄｓ的听力教学矩阵给多媒体与多模
态听力教学设置了“大纲”，那么听力的“量化指标”该

如何界定？Ｋｒａｓｈｅｎ（１９８３）将“可理解性输入”（ｃｏｍ
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ｂｌｅｉｎｐｕｔ），即语言习得只有在人们理解目的语
的信息时才会产生，引入听力教学，并认为二语习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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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听力的输入。根据可理解性输

入原理，在听力任务设计时，要充分考虑新旧信息的比

例，尽可能减少重复冗余信息。

因此，我们认为多媒体、多模态下的听力教学的本

质为根据Ｋｒａｓｈｅｎ的“可理解性输入”原理，参照 Ｒｉｃｈ
ａｒｄｓ听力教学矩阵，设计各种听力活动任务，以调动学
生的多重认知感官，并以不同方式参与课堂环节，达到

提高语言水平的目的。

２　多媒体、多模态下的听力的文本选择

２．１　文本的选择
“多媒体、多模态学习有点像把双刃的剑。处理好

可以把学习者的注意力真正集中到知识点上，以达到

强化记忆力的作用，从而提高学习效果；处理不好相反

会分散学习者的注意力，发生对知识点的记忆力的干

扰，导致瞬间‘热闹’而事后‘空空’之感”（顾曰国，

２００７：９）。
Ｂｒｅｔｔ（１９９７）做了对比实验，分别以录音机、电视、

多媒体为媒介开展相同内容的听力教学，结果证实多

媒体组的教学效果最好。在万维网上，我们可以从下

列网站搜到听力材料：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ｂｃ．ｃｏｍ，ｈｔｔｐ：／／
ｗｗｗ．ｃｎｎ．ｃｏｍ，ｈｔｔｐ：／／ｗｗｗ．ｅｓｌｃａｆｅ．ｃｏｍ／ｓｅａｒｃｈ／ｌｉｓｔｅｎ
ｉｎｇ，ｈｔｔｐ：／／ｗｗｗ．ｅｖｉｅｗｓ．ｎｅｔ，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ｂｃ．ｃｏ．ｕｋ，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ｂｓ．ｃｏｍ，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ｓｎｂｃ．ｃｏｍ，ｈｔ
ｔｐ：／／ｗｗｗ．ｎｐｒ．ｏｒｇ，ｈｔｔｐ：／／ｗｗｗ．ｐｂｓ．ｏｒｇ，ｈｔｔｐ：／／ｗｗｗ．
ｒｅａｌｇｕｉｄｅ．ｃｏｍ，ｈｔｔｐ：／／ｗｗｗ．ｖｏａ．ｇｏｖ，ｈｔｔｐ：／／ｗｗｗ．ｅｎｇｌ
ｉｓｈｌｉｓｔｅｎｉｎｇ．ｃｏｍ，ｗｗｗ．ｍｓｎｂｃ．ｍｓｎ．ｃｏｍ，ｈｔｔｐ：／／ｗｗｗ．
ｔｅｄ．ｃｏｍ，ｈｔｔｐ：／／ｗｗｗ．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ｈａｎｎｅｌ．ｃｏｍ，ｈｔｔｐ：／／
ｗｗｗ．２４ｅｎ．ｃｏｍ，等等。这些网站提供的材料大都为与
时事息息相关的“真实材料”（ａｕｔｈｅｎｔｉｃ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真实材料”，如新闻采访、电话聊天、学术讲座、谈话

闲聊、戏剧演出、广播公告等的输入无疑是有助于学生

提高现实生活中的外语听力能力的。“原则上，课堂听

力理解的目标应该使学生学会在现实生活中掌握并使

用这种听的技能和能力”（Ｕｒ，２０００：１０５）。这些材料
具有现实生活听力的特点，例如：语速为本族语操习者

该场景下的正常说话速度，词块、短句较多，词汇呈口

语化，不太讲究语法规范，往往伴有特定的背景噪音，

冗余信息较多等。根据听力矩阵原则，对文本进行科

学的选择是非常有必要的。

首先，听力文本尽可能满足课堂交往和信息交易

的需要。与传统的听力教学相比，多媒体条件下的听

力内容不是独立的，它必须设计成为课堂活动的环节

与纽带。其次，在多媒体、多模态下，听力形式多样化

的实现具有可行性。究竟以哪种形式为主呢？传统听

力教法注重书面语体材料的听力输入，而忽略会话形

式的材料输入（Ｆｌｏｗｅｒｄｅｗ＆Ｍｉｌｌｅｒ，２００５：４７）。会话听
力形式能够实现听力活动的互动功能与交易功能

（Ｂｒｏｗｎ＆Ｙｕｌｅ，１９８３）。笔者认为会话形式的听力材料
是多媒体、多模态条件下尽可能可以多多使用的形式。

实践证实，对于单个听力文本的听的时间不宜过长。

在多媒体教室，学生往往因为听力材料过长而失去耐

心和信心，影响了后续活动的开展。再次，在听力材料

播放之前，教师可以适当提醒学生听力的话题，以激发

学生的听力动机。

２．２　文本的编辑
确定文本内容后，还需要对文本进行编辑。剑桥

大学出版社（Ｈｅｄｇｅ２００２）调查了二语学习者听力过程
中碰到的普遍障碍。其中有学习者认为自己不能跟上

接收信息的步骤，不能预测和超前思考问题；也有学习

者认为文本太长，人容易疲劳，越来越难以集中精力认

真听。根据“可理解性输入”原理，在选用这些文本

时，我们在对文本材料进行编辑的同时，可以使用

ＣＯＯＬＥＤＩＴ软件，在音质不变的前提下，将语速设定为
适合不同级别学生程度的听力材料。除非出于欣赏目

的，可以使用ＰＲＥＭＩＥＲＥ软件进行视频剪辑。出于语
言学习目的的文本，应尽可能减少一目了然的图表、表

格或图画。图表与表格的表意功能将掩盖学习者对语

言本身的理解。

与传统文本，即磁带式听力相比，多媒体下的听力

文本选择余地大，呈现方式多，信息量大，更好地调控

可理解性输入的量与质，能充分利用学习者的多模态

学习方式，提高语言学习的效果。

３　多媒体、多模态下的听力的任务设计

“在语言教学中，有效的听力材料须以合理的学习

理论原则为基础，（难度）适合学习者的需要，能展现

语言如何使用的例子，并能提供给学生交际的机会和

真实使用语言的机会。”（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２００２：５０）
与传统的听力教学模式相比，多媒体、多模态下的

教学更能按照听力教学矩阵安排听力活动，灵活实现

听力教学的各项任务。这首先归功于多样化的听力文

本。文本的多样化将从不同侧面强化听力的过程。最

为重要的是听力活动要进行有序的设计，与课文内容

与活动有机结合起来，以全面训练学生听力的技能与

技巧。

·３·

谢竞贤，等：论多媒体与多模态下的大学英语听力教学



３．１　借助听力导入课文内容
在传统课堂中，要选择适当适量的听力材料作为

课文导入，是件很费周折的事情。在大学英语教材中，

有一些课文导入听力内容很好，可是由于听力长度较

长，或语速稍快，学生往往听了一会儿，就直接翻到书

上录音原文处，阅读原文了，听力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训

练。我们利用多媒体技术，可以突破这个瓶颈，对这些

材料进行编辑与删减，调试到学生的“可理解性输入”

水平。课堂听力导入旨在让学生接收与理解课文信

息，因而，听力难度设计要合理，尽可能让９５％的学生
能够听懂，这是新信息的交易过程。在让学生接收导

入内容之前，教师最好跟学生简单的提示一下听力内

容，如“Ｃｌｏｎｅ，ｂｅｔｔｅｒｏｒｗｏｒｓｅ？Ｔｈｅ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ｄｉａｌｏｇｕｅｉｓ
ａｂｏｕｔ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ａｎｄｄｉｓ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ｏｆｃｌｏｎｅ．Ｌｉｓｔｅｎｃａｒｅ
ｆｕｌｌｙ，ｔｈｅｎｐｒｅｓｅｎｔｙｏｕｒｉｄｅａ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ｌｉｓｔｅｎｉｎｇｍａｔｅ
ｒｉａｌ．”
３．２　借助听力学习新词汇

在多媒体、多模态条件下，教学能够更好地突出词

汇教学重点。在目前使用的几套大学英语教材中，每

个单元的单词少则几十个，多则百来个。如何把这些

单词巧妙地融合在教学中，并生动展现其具体用法，往

往是很困扰大学英语教师的一个问题。在课时有限，

词汇讲解零碎的情况下，可以利用合适的听力文本来

整合这些词汇。例如，听说教程中有部分是课文词汇

练习，可以利用这些听力材料让学生练习词汇填空，并

讲解这些词汇的用法。这部分听力旨在训练学生“自

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技能。

３．３　借助听力组织课堂辩论
很多大学英语老师都认为，课堂中几乎无法开展

英语辩论。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

学生认为自己词汇有限，对英文表达缺乏信心，想法又

单一，课堂参与意识不强。通过实践，笔者发现，提供

相关的听力资料（包括音频和视频），作为信息输入，

能够大大提升学生的积极性。学生普遍反映，参与课

堂辩论的自信心主要是来自听力材料的某些内容，诸

如“我知道我要表达的中文意思如何用英文表达了”、

“听了几种观点后，比较一下，就形成自己的观点了”、

“我或许没有完全听懂，但是，我大致知道他们的观点

中的一些是可以作为我辩论的论据的”。

３．４　借助听力欣赏课文相关的文艺作品，如电影、歌
曲等

欣赏文艺作品是语言学习的有效的途径。学生对

学唱英文歌曲和观看英文影片都表示出极大的兴趣。

利用多媒体技术，我们可以将这些内容进行编辑，恰到

好处地融合到课文中去，而不是作为单独的项目实施。

这部分听力主要是欣赏性的，但是，也可以适当布置任

务，以检查学生是否达到教学目的。例如，在讲授《全

新版》（第三册）第四单元《外星人》中，为了让学生更

好地了解正式语言与非正式语言的差异，笔者选用了

电影ＭｙＦａｉｒＬａｄｙ《卖花女》ＨｅｎｒｙＨｉｇｇｉｎｓ的一段对白
以及Ｐｒｏｏｆ《求证》中 Ｃａｔｈｅｒｉｎｅ与父亲的对白。学生在
观看完两段剪辑，再对照课文，能够根据自己的体会，

基本总结出两种语言形式的差异。

４　结语

多媒体、多模态下的大学英语听力教学，不是作为

独立的技能训练项目而存在的，它是以课文内容和教

学目标为主线的，可以深入与整合到课堂教学的各个

环节。建立在技术层面和语言层面的听力活动设计能

够较为全面与合理地体现听力教学的目的，实现听力

教学的功能。然而，在实践中，我们也发现一些问题。

究竟多少的听力总量是较为合适的？如何将网络资源

更好整合，建立不断更新的听力资源库，使资源能够被

充分利用？多媒体技术的不稳定性，往往会影响上课

的效率，如何避免这种状况？这些问题都是值得进一

步探索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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