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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多模态话语分析视阈下的大学英语在线学习模式研究属于跨学科研究。以多模态话语分析中的情景语境
理论为依据，基于在线学习模式研究需求，本研究搭建了问题框架，从话语范围、话语基调、话语方式三个方面，
以国家开放大学广东分部的在线英语学习者为研究对象，运用Nvivo11软件对大学英语在线学习模式展开质性研究。
研究结果发现：（1）在线学习模式中，导学视频课是重要的环节，基于情景语境理论，导学设计是教师选用最佳模
态、进行模态组合和模态协同的安排过程；（2）在线学习模式中教师的情感体验、学习者的学业情绪具有相当的重
要性；（3）多模态协同已不局限于表情、手势、视频等多符号系统，其还扩大延展至其他相关因素的协同，如学习
任务清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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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网络和信息技

术飞速发展，对教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学术界

对MOOC开展了多项研究[1-5]。大量聚焦MOOC的
研究发现高辍学率和低参与率是MOOC明显的短

板。同时，MOOC教学模式单一，活动设计主要

以获得学习为主，而对探究学习和协作学习重视

不足[6]。有学者认为当前MOOC存在课程教学模式

囿于传统、学习者学习兴趣欠缺、情感缺失、难

以实现个性化学习、学习体验缺失等问题[7]。对

MOOC的反思促使我们进一步地理性思考。

在线英语教学多模态化成为必然趋势。多种

模态的有机整合可以促进大学英语在线学习者知

识意义的主动建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大学

英语在线学习模式发展进程中出现了一种现象：

过于强调在线技术层面，忽略了英语作为语言的

特质；英语语言和其它相关的意义资源未能进行

有效整合，各种符号系统，如图像、音乐、颜色

等在在线学习模式中所产生的效果扩大化，语言

系统在意义交换过程中的作用受到忽视；在线英

语学习者对所学英语的知识、技能的解读趋于片

面、表层，降低了在线英语学习的效果。

再者，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多模态话语分

析的意义可以弥补语言和其他相关的意义资源未

能有效融合的缺陷，联通语言系统和其他符合系

统，有机整合多种模态。但是，由于多模态话语

分析理论自身所存在的局限性、不成熟性，千篇一

律的多模态话语分析研究模式带来的研究“瓶颈”

需要在其他跨学科理论方面进行探索和研究[8]。

上述层面的诉求，为开展多模态话语分析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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阈下的大学英语在线学习模式研究提供了主观、

客观动因。基于在线学习模式研究需求，本研究

构建的问题框架为：

（1）在线英语学习支架的搭建需要关注哪些

因素？

（2）在线英语教学改革引发了师生哪些情感

变化？需要哪些情感支持？

（3）与在线英语学习效果最为相关的交互手

段是什么？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本研究借助Nvivo11软
件，试图以多模态话语分析中的情景语境理论为

依据，从话语范围、话语基调、话语方式三个方

面，研究大学英语在线学习模式中，在线英语语

言学习者的学习需求、学习动机和兴趣、学业情

绪、教师的情感体验、导学教学设计以及导学过

程中的交互手段，以便为大学英语在线教学的师

生提供参考，有效融合语言和其他相关意义资源，

促进大学英语学习者知识意义的主动建构，达到

帮助学习者利用语言进行社会交际的教学目的。

二、研究现状

运用听觉、视觉、触觉等多种感觉，运用语

言、图像、声音、动作等多种符号资源进行交际

的现象就是多模态话语[9]。

在国外，多模态话语分析研究兴起于20世纪

90年代，主要以Kress & Van Leeuwen[10]、Scollon & 
Levine[11]、Forceville, C. & E. Urios Aparisi[12]等为代

表，他们将对语言社会符号性的研究重心转移到

多模态交际手段的研究上，构建分析视觉图像的

语法框架，为多模态话语分析提供理论依据和分

析方法。国际上多模态话语分析研究内容主要涉

及系统功能学多模态话语分析、社会符号学、多

模态隐喻分析等层面[13]49-50。概括起来，研究内容

实质上涉及的都是语言和其它符号模态之间的作

用，以达到实现人类交际活动的目的。

在我国，多模态话语分析研究有20多年的历

史[14]。虽然紧跟国际多模态话语分析研究热点，

取得相当成果，体现了语言学各流派之间日趋加

深的融合[15-16]，但是同样表明，由于多模态话语

分析理论具有非语言学性和跨学科等特性，多模

态话语研究与教育学、传播学、心理学等学科之

间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加强。文献梳理发现，我

国多模态话语分析研究内容主要涉及：（1）多模

态话语分析的相关理论探讨[17]；（2）多模态话语

分析理论与媒体技术在外语各类课程教学中的应

用[18]；（3）多模态话语分析理论在教学课件、诗

歌、小说、网络软件、电影等各类文本分析中的

应用[19]39-42；（4）关于多模态话语国内外相关研

究的介绍和评论[13]53-56[20-21]。从研究方法来看，理

论思辨性的探讨占主导地位，其次为应用描述、

引进和评介。通过量化、质性研究的实证案例验

证理论合理性和适用性的只占少数。

由此可见，虽然多模态话语研究论题多样，

语言学内部各流派之间，如语用学、修辞学之

间的渗透、融合有所加强，但语言学与其它学科

（如教育学、传播学等）交叉、融合的程度还不

够深入。我国多模态话语研究主要还是局限在消

化吸收和应用外国理论进行话语分析方面，以多

模态话语分析视角研究在线英语教学，开展跨学

科的研究还较少涉及。在研究方法上，思辨描述

性文章较多，多模态话语定量定性的实证研究涉

及较少。所以，开展多模态话语分析视阈下的大

学英语在线学习模式实证研究具有相当的实用价

值和现实意义。

三、 研究设计

（一）理论基础

多模态话语分析的理论框架涉及五个层面：

文化、语境、意义、形式和媒体[22]。本研究聚

焦语境层面。根据Halliday的观点，语境分为文

化语境(context of culture) 和情景语境 (context of 
situation) 两个类别[23-24]。在这里，我们主要讨论

情景语境。情景语境由话语范围、话语基调和话

语方式三个方面组成。在语言的情景语境中，除

了语言本身的符号系统，与交际活动相关的其它

语境因素，如表情、手势、动作、行为，和工具

性的图画、图像、图形、视频、音频、动画等多

符号系统，共同参与交际。于是，多符号系统从

语境转化为模态，实现交际意义。

在线英语教学中，情景语境的三个要素——

话语范围、话语基调和话语方式的主要内容分别

为：

（1）话语范围：指在线英语学习阶段，所讲

授英语知识内容的难度、深度；需要实现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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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教学设计等。

（2）话语基调：指参加在线英语学习的教师

和学习者双方的兴趣、情感、学情分析等，包括

参加在线教学改革的动机、情感体验，参加在线

教学改革学习者的情感体验、求学动机、英语学

习兴趣、英语学习基础等。

（3）话语方式：主要有两种，第一，为多

模态交际搭建网络平台，提供大量的语料、模拟

真实交际语境（人机对话）、录音、录像、图像

等，作为意义表达的辅助方式，激发学习者兴趣

和热情。本研究所涉及的网络平台有国家开放大

学学习网、开放云书院APP、东莞开放大学的导

学平台。前两个平台由国家开放大学设计的大学

英语网络课程资源，如课程资源、学习活动、教

学评价、学习支持服务等组成。本研究聚焦后一

平台，即东莞开放大学第一学期使用的QQ平台

和第二学期学校后期建设的在线直播平台。在线

导学是为在线英语学习者提供全程跟踪服务和综

合性指导帮助的一种方式。在线英语导学视频课

是主要针对网络英语课程进行辅导教学的补充视

频。第二，多种模态的协同，有学者称之为模态

搭配[19]44-46，即选择多种模态相互配合来完成交

际任务的现象。在线英语学习环境导学视频包含

各类音、视频，如根据书面语含义转换的口语音

频或视频、单词音频、口语练习视频，以及整合

图、文、声、动作的整段情景视频。在这里，学

习者对情景是熟悉的，但对英语语言和文字不熟

悉。图片或视频图像是用来阐释文字的，使事物

更加具体、真实；音频或视频帮助英语学习者改

善口语发音以及理解文字。补充替换的音视频内

容用来提供信息，既增加意义的明晰度，又达到

由浅入深、由点到面的教学目的。除此之外，多

模态协同已不局限于表情、手势、视频、音频、

动画等多符号系统，已扩大延展至其他相关因素

的协同。结合导学视频而进行的各项运用其他模

态的工作，如学习任务单、学习设备使用、学校

管理等，都可以列入话语方式的范畴。

（二）研究方法和工具

本研究主要运用Nvivo11进行质性分析，通过

半结构化访谈方式进行。首先，确立访谈提纲。

访谈提纲针对教师和学习者两类访谈人群设计。

前者主题与教学设计、教师情感体验、学习支持

服务相关，后者与学习者第一、第二学期学习时

间、学习情感体验、师生交互、导学平台评价等

方面相关。然后，联系访谈对象，进行访谈。访

谈分教师访谈和学生访谈两场进行。访谈结束之

后，运用讯飞语音软件对访谈录音进行处理，形

成访谈文本文件，修订歧义、错误、不准确的地

方之后，将学生访谈文本文件和教师访谈文本文

件导入Nvivo11软件中，进行编码整理，文本中的

信息编码至树状三级节点，各级之间互为关联，

是一种从属关系，形成编码参考点，利用软件的

相关功能对编码进行分析。Nvivo11软件中的词频

分析功能可以呈现可视化图形，直观地表现第一

手资料所关注的内容。 

（三）研究对象及样本

访谈对象为国家开放大学广东分部参加在线

学习模式改革试点的东莞开放大学的6位老师和18

位学生。教师们为中青年骨干教师，绝大多数从

事英语教学多年，平均年龄37.3岁。其中，2位英

语教师全程参加第一、第二学期教学试点，另2位

英语教师参加了第二学期教学试点，1位英语教师

为非试点班教师，1位为班主任（非英语教师），担

任试点班级管理工作（教师访谈样本信息如表1）。

18位学生为工商企业管理专业专科学生，已

经完成一学期的在线英语教学试点学习，正在进

行第二学期的在线英语教学试点学习。我们从性

别、工作年限、英语基础、英语兴趣、职业、年

龄、原学历层次等方面对受访谈学生做了初步了

解（受访谈学生样本信息见下页表2）。所选取的

访谈学生对象，在年龄、英语基础、学习兴趣等

方面与国家开放大学广东分部全省的学生生源情

表 1 教师访谈样本信息

序号 性别 年龄 所担任的工作 职称 访谈记录字数

1 女 42
英语教学、试点

项目管理
讲师 约 6700

2 女 40
英语教学、试点

项目管理
讲师 约 4400

3 女 34 英语教学 讲师 约 650

4 男 36 英语教学 讲师 约 2200

5 女 23
班主任，试点

班级管理
助理讲师 约 980

6 男 49
非试点班英语

教学
中学高级教师 约 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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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一致，具有代表性。但是在学习设备、原学历

层次、职业方面具有广东珠三角经济较为发达地

区的生源特性。

访谈以面对面集体访谈形式进行，教师访谈

录音累计时长140分钟，学生访谈录音累计时长

120分钟。平均每个教师访谈对象约23分钟，平均

每个学生访谈对象约7分钟。教师访谈由4位研究

者共同完成，学生访谈由2位研究者共同完成。

四、结果与分析

（一） 树状三级节点及其相互关系

Nvivo编码形成的树状三级节点各级之间互

为关联，是一种从属关系。其中，一级节点是理

论框架的核心要素，根据多模态话语分析中的情

景语境理论，话语范围、话语基调和话语方式是

3个核心要素。在Nvivo软件编码过程中，这3个核

心要素作为3个一级节点。此种编码方式是核心式

编码。一级节点位于树状节点的最顶端，其编码

参考点数来自于所从属的二级节点和三级节点的

编码参考点数。二级节点是将相似含义的三级节

点归纳、概况而得，是关联式编码。三级节点是

从访谈资料中提取的原始文本信息点，是开放式

编码。编码时，如果一段话语涉及几个节点，则

分别放置在不同的节点下。完成初步的三级编码

后，需要对各个节点、子节点名称、内容进行推

敲、斟酌，合并相同或相似节点，对树状节点3个

级别节点的逻辑性深入探讨，不断修正。另外，

试点启示、试点行动流程与3个核心要素组成的一

级节点无清晰的逻辑关系，作为自由节点单列。

3个核心要素构成的一级节点及其下属的二级

节点在Nvivo中的编码情况见表3。话语范围的二

级节点由导学内容和导学设计构成。话语基调的

二级节点由教师视角和学生视角构成，其中学生

视角的参考点数最多。话语方式的二级节点由学

习设备、QQ导学视频印象、学校直播平台学习感

受、学习任务单、学生支持服

务、师生交互构成，其中学习

任务单的编码参考点数最多。

各个二级节点的编码参考点数

为自身编码参考点数与下属三

级节点编码参考点数之和。

（二）话语范围分析——在线英语学习支架

的搭建需要关注哪些因素？ 

根据对受访谈学习者英语学习基础和兴趣的

了解，加强英语语言基础知识导学是提高在线英

语学习者听说读写能力的前提。如何在在线学习

中有效引导学习者学习英语基础语法、词汇，是

试点教师导学视频的中心问题。多元读写能力的

培养模式，我们可以按照新伦敦小组的观点[25]，

包含语言模态、视觉模态、听觉模态、身势模态

和空间模态五个类别。语言模态包括表达式、词

汇、隐喻等模态成分；视觉模态包括颜色、视

角、背景化等模态成分；听觉模态包括音乐、音

响效果等模态成分；身势模态包括行为、身体形

状、手势、感觉、身体动作等模态成分；空间模

态包括地理位置、建筑意义等模态成分。对英语

语言教学来说，语言模态的作用尤其重要。在线

英语导学视频中，需要有机糅合这五种模态。

不论是在QQ平台，还是在学校直播平台的导学

中，教师讲授英语，听觉模态是主模态；学生看

视频，视觉模态是次模态，补充听觉模态，与听

觉模态形成协调类非强化关系。因此，颜色、视

角、背景化、音乐、音响效果等需要考虑、设

计。教师的身体模态和空间模态互为补充，如教

师的微笑表情、身体移动、手势、与面部朝向、

所站立的位置等模态相辅相成。

从一级节点话语范围的分析发现，在线英语

表 2  工商企业管理专业开放专科受访谈学生样本信息汇总

人

数
性别 年龄段 工作年限 英语基础 英语兴趣 职业

原学历

层次

18
男 女 20-28 30-33 40-46 2-3 4-5 6-9

10

年以

上

较

好

较差

中等

一般

差
喜

欢

一

般

不

喜

欢

销售

客服

文职

其

他

专

科

高中、

职高等

同等学

力

12 6 11 5 2 4 2 9 3 1 10 7 5 11 2 10 8 1 17

表 3 一级节点及其下属的二级节点在 Nvivo 中的编码
参考点数统计

一级节点 二级节点
编码参考

点数

话语范围
在线英语导学内容 2

在线英语导学设计 21

话语基调

直播环境下导学教师的情感、兴趣、态度 51

直播环境下在线导学课堂学生的情感、兴趣、

学情
160

话语方式
直播平台 41

多模态协同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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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学内容和在线英语导学设计2个二级节点中，

教师们对直播环境下在线英语导学设计节点的关

注度高于直播环境下在线英语导学内容节点。在

导学设计节点，直播环境下，融合英语口语、音

频、视频、教师表情、手势、姿势、站位、空间

等多种模态的导学设计受到关注。其次，直播中

需要两位教师同时在线——一位主讲，另一位辅

学老师在线答疑。另外，导学设计需要基于国家

开放大学学习网上英语资源开展导学，介绍该门

课程丰富的网上学习资源、开放云书院APP等导

学内容，并且设计同步指引，为学习者自主学习

提供学习支架。导学内容的难易和导学顺序设计

也是关注点之一。另

外，第一堂课的设计尤

为重要，需要不厌其烦

推敲细节，以提高学生

兴趣（具体见表4）。

关于在线英语导

学内容节点，学习者

对导学内容的期待，

由高到低依次为听

力、口语的操练、难

点重点的梳理以及语

法的讲解。从上述分

析可以看出，直播环

境下，基于多种模态

的在线英语导学设计

成为在线英语教学的

主要关注点，也是本研

究的重要问题之一。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在线

英语学习导学支架的搭建需要关

注导学设计，注重口语、图像等

多模态因素的结合。

（三）话语基调分析——在

线英语教学改革引发师生哪些情

感变化？需要哪些情感支持？ 

一级节点话语基调分为2个

二级节点：教师视角和学生视

角（具体见表5）。在教师视角

的2个三级节点中，情感体验的

参考节点数高于试点动机。其

中，各种情感参考点数从高到低排列为：困惑、

忙乱、激情、震撼（感动）。造成困惑的因素主

要是教学困境和学习成果展示方面。教学困境涉

及下列问题，如：“导学，我们希望用翻转课堂

的方式。但是如果学生不完成学习任务单上的任

务，我们的课堂根本没有办法翻转过来”“上导

学课，问学生什么，他完全不懂，他没有去看网

上学习资源”“有些学生的基础不好，很多基本

词汇都不认得”等等。学习成果展示方面的困惑

存在于在线教学改革试点结束后期，如在线学习

者学习成果展示的方式、时间、展示类型、展示

程度等。没有思想准备、找不准在线教学改革定

表 4  一级节点话语范围及其下属的二、三级节点在 Nvivo 中的编码参考点数

一级节点
二级节点和编码参考

点数
三级节点和编码参考点数

话语范围

在线英语导学内容

（25）

梳理难点、重点（9）

听力、口语的操练（10）

语法讲解（6）

在线英语导学设计

（39）

直播导学中，融合英语口语、音频、视频、教师表情、手势、

姿势、站位等多种模态的设计（10）

针对国家开放大学学习网上英语资源开展导学（8）

直播中，需要一位主讲教师、一位辅学老师同时在线（9）

所有试点成员共同参与备课（2）

导学资源设计（2）

导学内容的难易和导学顺序设计（2）

学习资源同步指引设计（4）

第一堂课设计（2）

表 5  一级节点话语基调及其下属的二、三级节点在 Nvivo 中的编码参考点数

一级节点
二级节点编码

参考点数

三级节点编码参

考点数
参考点内容举例

话语基调

教师视角（51）
试点动机（14） 导学为中心，科研先不考虑；科研导学并举

情感体验（37） 困惑、忙乱、激情、震撼（感动）

学生视角（160）

情感体验（12）
对参加试点班感到满意；有进步；想学好英语；在线学习情

感较淡薄，有孤独感；第一学期懵懂，第二学期清楚

学情（109）
英语基础；英语兴趣；职业；原学历层次；学习动机以及元

认知监控（学习主动性较强；学习主动性不足）

对在线直播导学

方式的评价（13）

在线学习的短处；在线学习后，学习效果有提升；总体评价

挺好；面授与在线学习结合更好；在线学习担心刷屏

在线导学课堂

师生交互的看法   

（16）

课堂回答问题不是特别多；第二学期开展小组讨论活动多一

点；与辅导老师的文字交流不够，有疑问时，会打字问一下；

导学老师随和、亲切，有主动回答问题的欲望，交流还可以；

碰到问题时，有交流

在线直播课堂与

面授课堂的比较

（16）

在线比面授好；面试比在线学习好，如交流多一点；适当增

加一点面授；在解决问题的时候，面授比在线学习模式好 

参加导学的时间

（10）

大多数时候来上课；次次都来上课；第二学期比第一学期多；

第一学期比第二学期多；几乎没上过课

参加导学课堂的

主动性（从出勤

人数看）（10）

参加学生总数情况：第一学期 2人，第二学期 26 人

经常上线人数 11 人

积极互动，认真完成作业人数 5～ 6人 

优秀学员 1人 

导学当天不看直播的学生人数约占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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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资金支持欠缺也是困惑因素。教学任务重、

工作量大和科研压力是造成忙乱的主要原因。激

情与震撼（感动）的参考点数近似，认为参加在

线教学改革是一种挑战，富有刺激、充实感。在

试点动机节点中，认为科研、导学并重的参考点

数占首位，教师们认为从教学实践中可以获得宝

贵的第一手数据、资料，通过对它们的收集、汇

聚、分析，可以深化、发展相关理论，教学科研

相辅相成，不可孤立对待。而导学为中心，科研

先不考虑的参考点数比其略低。

在学生视角节点中，除了相关英语基础、

英语兴趣、职业、原学历层次的学情节点人人必

须谈及外，学生的学习动机各不相同，但自我提

升、交朋友的参考点数为最多，拿文凭、工作需

要两种动机排列其后。学生的情感体验（或者称

之为学业情绪）中，满意参考点数为首位，其次

为孤独、懵懂。关于在线学习方式评价，总体评

价挺好的参考点数高于其他各项，认为在线学习

后，学习效果有提升。其次是面授与在线学习结

合更好。从对在线导学课堂师生交互的看法节

点，可以知道在产生疑问的时候，与辅导老师通

过直播留言板沟通是使用较多的模态。另外，导

学老师随和、亲切，是直播课堂上主动回答问题

的唤醒因素。在线与面授的比较，认为适当增加

一点面授的参考点数最高，然后为在线比面授好

的参考点数。参加导学的时间和参加导学课堂的

主动性（从出勤人数看）两个节点结合起来看，

可以发现大多数时候来上课、次次都来上课或者

经常上线的约为11人；第一学期参加导学视频课

的学生数比第二学期多，原因是因为学校直播平

台可以下载、回看，第二学期投入使用后，导学

当天不看直播，而进行回看的学生人数占了2/3。

由此，我们得知在线英语导学教学改革引

发师生多方面的情感变化。在改革初期、中期、

后期需要不同的情感支持，情感关注重点为初中

期。对导学教师，需为其提供详细的教学设计指

导，在制度层面争取一定的时间和资金，缓解导

学、辅导教师的困惑和忙乱。而对学生，在直播

环境下的在线导学课堂，应进行多种模态的协

同，唤醒学生的兴趣，调动他们的热情，同时给

与足够的学习支持服务，减少学习者在线自主学

习的孤独、懵懂情感。

（四）话语方式分析——与在线英语学习效

果最为相关的交互手段是什么？ 

一级节点话语方式有6个从属的二级节点，它

们的参考点数由高到低的排列为：学习任务单、

学习设备/学生支持服务（并列）、师生交互、

学校直播平台学习感受、QQ导学视频印象（表

6）。学习任务单节点的参考点数远远高于其他节

点，其中，任务清晰、内容简洁参考点数最高，

其次分别是设计友好、任务清单（checklist）、面

向学生并以学生为对象、检查评价、翻转课堂。

学习设备中，使用台式电脑、手机的人数最多。

学生支持服务节点中，班主任任课老师拨打电话

督促、提醒参考点数最多，其次是“学习任务单

的编排也是一种学生支持服务”。学校直播平台

学习感受节点中，解决了QQ平台问题、好平台等

肯定意见的参考点数占主导地位。关于QQ导学视

频印象，有点卡、经常掉线的参考点数高于其他

节点。在师生交互节点中，交流不够的参考点数

为最高，其后按参考点数从高到低的顺序为老师

表 6 一级节点话语方式及其下属的二、三级节点
在 Nvivo 中的编码参考点数

一级节点 二级节点编码参考点数 三级节点编码参考点数

话语方式

学习设备（18）

电脑（手提、平板）、手机

电脑（手提、台式、平板）、手机

手机

手提电脑、手机

台式电脑、手机

QQ 导学视频印象（9）

不能回看

不知道，没上过

导学课上老师讲解很有用

有点卡，经常掉线

学校直播平台学习感受

（14）

比较好

不知道，没上过

更喜欢，可以回看

解决了 QQ 平台的问题，好平台

平台很容易登录进去

学习任务单 65

任务清晰，内容简洁

设计友好

任务清单（checklist）

面向学生，以学生为对象

检查评价

翻转课堂

学生支持服务（18）

班主任任课老师拨打电话督促、

提醒

出勤情况跟踪表

学习任务单的编排也是一种学生支

持服务

师生交互（16）

不是特别多

第二学期有小组后讨论多一点

交流不够

老师随和，交流还可以

碰到问题时有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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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和、交流还可以，不是特别多，第二学期有小

组后讨论多一点，碰到问题时有交流。

上述分析发现与在线英语学习效果最为相关

的交互手段是学习任务单，它是影响在线英语学

习效果的一种重要模态。

五、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实证分析，本研究呈现了基

于在线学习模式研究需求所构建框架的问题答案。

从访谈结果分析，我们发现在线英语学习

中，导学视频是重要的学习支架。在在线英语学

习模式的情景语境下，除了语言本身的符号系

统，与交际活动相关的其它语境因素，如表情、

手势、动作、行为，和工具性的图画、图像、图

形、视频、音频、动画等多符号系统，以及与情

景语境相关的因素，如情感、师生交互行为等，

共同参与交际。概括起来，根据情景语境中话语

范围、话语基调和话语方式的质性分析，导学视

频课是重要的、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在搭建导

学视频支架时，教师需要关注导学内容的教学设

计以及最佳模态、模态组合、协同模态等因素的

设计。当描述语言情景时，视频、图像形成的协

同运用远比语言形象，其既可以增强意义的表现

力，也可以更加清楚地表达意义，效果远比仅仅

使用语言更好。模态协同以增强效应为原则，相

互互补、协调。因此，在搭建在线英语学习导学

视频支架时，教师需要熟悉各种模态的特长和优

势，在不同英语交际语境中，选择不同意义潜势

的模态协同来实现意义体现，更好地达到英语教

学目的。

话语基调的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线英语教学

改革引发师生多方面的情感变化。在改革初期、

中期、后期需要不同的情感支持，情感关注重点

为初中期。研究在线学习模式中教师的情感体

验、学习者的学业情绪具有相当的重要性，这些

因素不仅在教学层面、知识层面影响着他们的教

学技能、认知能力、学习技能，而且直接在身份

认同层面影响师生之间的交互效果和教学质量。

针对较为突出的情感因素，在教师层面，如困

惑、忙乱导致的沮丧；在学生层面，如懵懂、孤

独等，应及时寻找解决办法，提供疏通渠道，提

升积极情感，鼓励正面情感，将富有激情的老师

吸引到在线教学前台，用正能量留住学生，以减

少孤独等消极情感，改变学习习惯，提高在线学

习的导学效果。

从话语方式的分析结果得知，在线英语学

习效果最为相关的交互手段是学习任务单，它是

影响在线英语学习效果的一种重要模态。面向学

习者设计任务清晰、内容简洁、设计友好的学习

任务清单尤为重要。同时，容易登录进入、回

看、下载、网络顺畅的学校直播平台受到学习者

欢迎，他们倾向于参加此类平台上播放的导学课

堂。此研究的多模态协同已不局限于表情、手

势、视频、音频、动画等多符号系统，还扩大延

展至其他相关因素的协同。此外，鉴于在线学习

者的学情分析，班主任和导学、辅学教师坚持不

懈的督促、提醒和人文关怀是减少辍学现象的一

种有力的学生支持服务方式。

与相关研究的结果对比分析发现，本研究

聚焦多模态话语分析视阈下的大学英语在线学习

模式研究，是教育信息化大背景下开展的外国语

言学与教育技术学的跨学科实证研究，具有创新

性。但是，在在线英语听说学习支架搭建、多元

交互在线教学方法等方面仍然需要进一步深入研

究，以期为大学英语在线学习模式改革做出贡

献。

（感谢国家开放大学刘永权教授对本文的指

导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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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Qualitative Study on an Online Learning Mode of  College Englis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ultimodal Discourse Analysis 

LUO Hong-wei1  MA Jun-yu2  LIU Zhan rong3

(The Open University of Guangdong, Guangzhou, Guangdong, China, 510091; 2. Dongguan Open 
University, Dongguan,Guangdong, China, 523000; 3. National Open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100039)

Abstract:  The paper is intended to study a new online learning mode of college Englis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ultimodal 
discourse analysis. It begins with a review and discussion of the previous studies on multimodal discourse analysis, and follows by 
the discussion of theory of context of situation in multimodal discourse analysis. A qualitative study through Nvivo11 is conducted 
from three aspects: discourse field, discourse tenor and discourse mode. It is found that:1) online tutorial lessons with various 
media and modes are an essential and indispensable. 2) understanding the emotions of teachers and learners is of considerable 
importance. 3) the synergy of different modes is extended to the coordination of other relevant factors such as a learner-friendly 
task checklist in addition to multi-symbol systems.

Key words: Nvivo11; qualitative study; online learning mode; college English; multimodal discourse analys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