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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阅读教材中德育内容的多模态分析与教学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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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现行的 英语教材 中 蕴含着较丰 富 的 德 育 资 源 ，

但在 实 际教学 中 ， 教 师 容 易 忽略以 图 片

和音频等 多 模态形 式承载的德 育 内 容 ， 也缺乏德 育 内 容 多 模 态 分析及德 育 内 容駐入英语教 学 的 有效

方 法 ： 本文运 用 评价理论的 态度 系 统 、视觉设计语法理论和 声 音语法理论对教材语篇 中 的 文字 、 图 片

和 声 音进行分析 ， 旨 在 为挖掘教材 中 的 德育 内 容提供借鉴 ， 进而提 出 相 应 的教学 建议 ， 将德 育 内 容 落

实在教学 活动 的设计 中 ， 真正 实现教材语篇 的德 育功 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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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教育 ， 是培养人的事业 ， 英语课程也要
“

落

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 以培养有理想 、有本领 、

有担当 的时代新人为 出 发点 和落脚点
”

（ 教育

部 ，
２０２２

：
２ ） ： 学科德育是落实立德树人的重要

载体和有效形式 ， 道德教育工作如果从教学 中

脱离出来 ，就等于抛弃 了 目 的和手段 ： 教师要

引 导学生在学习 和运用英语的过程中 ， 逐步树

立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 ：

挖掘教材中 的德育 内 容是进行学科德育

的起点 ， 也是进行德育活动设计的基础 ： 但在
一线教学 中 ，

？ ‘

许 多教 师认为教材 中 可供德育

教学的素材不多 ， 还有一些教师表示素材挖掘

难度太大 ， 难 以 进行 系统 、 深 入 的 德育教学
”

（ 宋颖超 ，
２０２２

） ： 对教材德育 内 容挖掘不 足 ，

一方面是因 为教材 中 的德育 内容多 以 多模态

语篇为载体 ， 而教师往往忽略以 图 片 、 音频等

非文字形式呈现的语篇资源的分析 ； 另
一方面

则源于教师在分析多模态资源承载的 德育 内

容时缺乏行之有效的抓手 ： 同时 ， 德育 内容的

多模态分析均应指 向德育教学活动的设计 ， 所

有的分析都应为教学活动服务 ，但很多教师在

进行德育 内容的活 动设计时缺乏有效 的方法

指导 ：

基于此 ． 本文结 合 阅读教学 案 例 ， 阐 释教

师应如何挖掘教材 中 以 多模态形式承载 的德

育 内 容并设计教学活动 ： 运用评价理论 中 的

态度 系统分析文字文本 中传达的德育 内 容 ． 借

助视觉设计语法理论 中 图 片 的三大意义剖析

图片 中承载的德育 内容 ． 从听觉语法 中社会距

离 及声音景观两个维度分析音频 中传达 的德

育 内容 ， 进而为教师进行基于教材的德育活动

设计提供思路和方法 。

一

、理论框架

１ ． 评价理论

评价系统
“

是一 整套运用语言表达 态 度

的资源
”

（ 王振华 、 马 玉蕾 ，

２００７
） ： 态 度 系统

是评价理论的核心 ，包含三个子 系统
——情感

（
Ａｆｆｅ ｃ ｔ  ） 、 判 断 （ Ｊ ｕｄｇ

ｅｍｅｎ ｔ ） 和 鉴赏 （
Ａ
ｐｐ

ｒｅｃ ｉａ
？

ｔ ｉ ｏｎ ） ， 可用于评估语篇中的态度倾向  ： 其中 ，情

感是对积极／消极感受的表达 ， 如高兴 、伤心 、 自

信 、担忧等 ； 判断是对行为的态度 ， 如赞赏或批

评 、称赞或遣责等 ；鉴赏是对符号和 自 然现象的

评估 （
Ｍａｒｔ ｉｎ＆Ｗｈ ｉ ｔ ｅ

．２００５  ：４２
－

４３
） ：

态度系统是从词汇语法层面进行话语分

析 ： 将态度 系统用于分析教材中 的文本 ． 不仅

可 以得 出作者对某一事物或行为 的观点态度

及行为立场 ， 而且可 以让师生 明晰文本 中传达

的价值观念 ， 即德育 内容 ：

２ ． 视觉设计语法理论

视觉设计语法将图像资源看作建构意 义

的社会符号 ， 且具有其 自 身 的语法系统 ； 认 为

图像 、颜色 、构 图 等不 同元素 的组 合会呈现 出

不 同 的功能 ， 即再现意义 、互动意 义和构 图 意

义 ： 再现意义指 图像能够再现现实世界 中 的

各种经验 ． 由 系统功能语言学 中 所说的各种 及

物性过程来体现 ： 互动意义体现观看者与 图

像元素之间 的相互关系 ， 如图像中人物与观看

者是否有眼神接触 ， 观看者与 图像元素的远近

距离 ， 包括远距离 、 中距离和近距离 ， 观看者的

２９
？ ２０２３ ． ６ ． 总 

４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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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角 ． 包括前 角 、斜角 、高 角 、平 角 等 ３ 构 图意

义将图像的再现意义和互动意义联系起来 ， 探

究两者如何形成一个有意义 的整体 ： 它通过

图像资源的信息值 、显著性和取景得 以实现 ：

信息值指位于图像不 同位置的元素具有不 同

的意义 ， 如位于 图像的左边和右边 、顶部和 底

部 、 中心和边缘 ： 显著性指图像之于观看者的

吸引 力 ， 受以下 因素影响 ： 元素位于前景或者

背景 、相对尺寸 、色调对比 、清晰度差异 。 取景

体现 了 图像的所属关系 ： （
＾＾？５ ５ ＆ ＼

－

３ １１ １＾６ １１
－

ｗｅｎ
，２００６ ： １ ４８

，
１ ７６－１ ７７

； 程 晓堂 、 丛琳 ，

２０２０
）

视觉设计语法理论通过再现意义 、互动意

义和构图意义对图片进行分析 ， 不同的意义表

达不同 的 内涵又受不 同 因 素 的影 响 。 再现意

义体现了 图片表达的主要 内容 ， 对于德育核心

内容的确定至关重要 。 互动意义 中观看者与

图像的眼神接触 、观看者与图像的距离及观看

者的视角不仅体现 了 观看者和 图像之间 的关

系 ， 也凸显了 图 片 的 目 的 。 比如 ， 图 片 中 的 人

物和观看者没有眼神交流时 ．可能意味着图像

中的人物沉醉于 自 己 的世界 ，进一步体现人物

专注等性格特点 ； 构图意义 的三个影响 因 素 ：

信息值 、显著性和取景体现了 图 片在构图方面

的特点 ， 比如 ， 作者想要突 出 的元素多在前景

并位于图 片 的 中心位置 ， 也往往具有尺寸大 、

清晰 、颜色鲜艳且不从属于图 片 中 的其他元素

等特点 。 因此 ， 图 片的三大意义及其影响 因素

都会影响教师对于德育 内容的解读 ，也是本文

在进行后续案 例分析时所关注 的 因 素 。 （ 程

晓堂 、丛琳 ，
２０２０

）

３ ． 听觉语法理论

声音模态是多模态分析的重要组成部分 ，

声音模态的语法是指 ｖ ａｎＬｅｅｕｗｅｎ
（

１ ９９９ ） 的听

觉语法 ： 声音可 以表现不 同 的社会距离 ：

“

和

亲密的人说话时 ， 声音通常较为轻柔 ， 随着社

会距离 的增大 ， 声音变大 、 变高 、 变尖锐
＂

（
ｖａｎ

Ｌｅｅｕｗｅｎ
．

１ ９９９
：
２４ ） 具体来讲 ， 声音可 以表现

出亲密距离 、 个人距离 、非正式距离 、正式距离

和公众距离 ： 当声音表现亲密距离时 ，说话者

和听众之间的关系是亲密的 ； 当声音表现个人

距离时 ， 说话者和 听众之 间 可 以谈论私人事

宜 ；非正式距离指说话者和听众之间是非正式

商务性会晤 ； 正式距离指交流发生在正式的场

合下 ； 公众距离指说话者要很大声讲话才能被

听众听到 （
ｖ ａｎＬｅｅｕｗｅｎ

，
１ ９９９

：
２７

） 。 声音景观

可分为 角 色音 （
Ｆ ｉ

ｇ
ｕｒｅ ） 、地面音 （

Ｇｒｏｕｎｄ ） 和场

景音 （
Ｆ ｉ ｅ ｌｄ

） 。

“

角 色音是听众的焦点 ， 即声音

信号 ；地面音是声音的背景 ， 即主 旨声音 ； 场景

音指明 了声音发生的地点 ， 即音景
”

（
Ｓｃｈａｆｅｒ

，

１ ９７７
：１ ５ ７

） 。 角色音需要听众 留 心去听 ， 而地

面音和场景音无需特别 留心便可听到 。

声音模态分析中 ，社会距离和声音景观两

个方面分别体现说话者和听众的关系 以 及不

同声音的不 同重要程度 。 从这两个维度分析

声音模态可 以 帮助教 师解读声音在传达作者

价值观念 ， 即德育 内容方面所起的作用 。

二 、 阅读教材德育 内 容的 多模态分析与

教学建议

下文案 例 选 自 外语教学与研究 出 版社

《义务教育教科书 ？ 英语 》 （ 九年级上册 ） （ 陈

琳等 ，
２０ １ ４

） 第八模块第二单元
“

Ｈ ｅｗａｓ ｉｎｖ ｉ ｔｅｄ

ｔｏｃｏｍ
ｐ
ｅ ｔ ｉ ｔ ｉｏｎｓａｒｏｕｎｄｔｈｅｗｏｒｌｄ

”

， 文本标题为
“

Ｌ ｉ ｕＸ ｉ ａｎ
ｇ

－

 ｔｒａ ｉｎｅｄｔｏｂｅｔｈ ｅｂｅ ｓ ｔ ｉｎ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

”

， 阅读部分包含一篇关于刘翔 的介绍 、

他跨栏冲刺的图片 以及课文的音频 ３

１ ． 文字文本 中 的德育 内容分析及教学建议

文本的主题是介绍英雄人物 ， 德育 内容的

传达主要通过情感资源 、判断资源和鉴赏资源

得以实现 。 其中 ．情感资源指刘翔 的情感表达

或作者对于刘翔的情感表达 ； 判断资源指作者

对刘翔能力及行为的评价 ； 鉴赏资源则指在 当

前社会环境下 ， 民众对其比赛 、训练以及所取得

的成就的评估 （ 文本中具体评价资源见表 １
） 。

表 １ 文本 中 的评价资源

情感 （ 有关刘翔 ）

判断 （ 有关刘翔的

能力及行为 ）

鉴赏 （ 有关刘翔的

比赛 、训练及成就 ）

〇 ． ．  ． ｗ ａｓ ｎｏ ｔ ｉｃｅｄ ． ． ． 〇 ．  ． ． ｎｏｔ ａ  ｓｕｃｃｅｓｓ
－ 〇 ．

．  ． ｈ ｉｓ
ｆｉｒｓ ｔ  ｉｎ ｔ ｅｒｎａ

－

Ｏ ．  ．  ． ｗ ａｓ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 ． ．

ｆｕｌ  ｓ
ｐ
ｏ ｒｔｓｍａｎ ． ． ． ｔ ｉ ｏ ｎａ ｌ １ １ ０ｍｈ ｕ ｒｄｌ ｅ ｓ

〇 ． ． ．ｗａｓｃｏｍ
ｐ
ａ ｒｅｄｗ ｉ ｔ ｈ 〇 ？  ？  ？ ｓ

ｐ
ｏ ｒ ｔ ｓｈｅ

－

ｒａｃｅ ． ． ．

ｔｈ ｅ ｗｏ ｒ ｌｄ 

＊

 ｓ ｂｅ ｓ ｔ ． ． ．

ｒｏ ． ． ． Ｏ ． ．  ． ｔｈｅ
ｆｉｒｓ ｔＯ ｌ

ｖｍ－

Ｏ ． ．  ． ｗａｓ  ｉｎ ｖ ｉｔｅｄ ． ． ． 〇 ．  ．  ．ａ．ｓ ｖｍｂｏ ｌｏ ｆ
ｐ

ｉ ｃｇ
ｏ ｌｄｍ ｅｄａｌ ｆｏ ｒ

〇 ． ．  ． ｗａｓ ｃｈｏｓｅｎ ． ． ．

ｃｏｕ ｒａ
ｇ
ｅａｎｄｓｕｅ － Ｃｈｉｎａ ． ． ．

Ｏ Ｈ ｅ ｈ ｕｒｔｈ ｉ ｓ  ｆｏｏ ｔ ．

ｃｅｓｓ ． ． ． 〇 ．  ．  ．  ｔｈ ｅ
ｆｉｒｓ ｔ ｔ ｉｍｅａｎ

Ｏ Ｈ ｅ  ｓ ｕｆｆｅｒｅｄ ａ  ｌ ｏ ｔ ． ．
． Ｏ ｌ ｙｍ

ｐ
ｉ ｃｇ

ｏ ｌｄｍ ｅｄａ ｌ

Ｏ Ｈ ｅ ｄ ｉ ｄｎｏ ｔ

ｇｉｖｅ ｕ
ｐ

．

ｆｏ ｒ ｈｕｒｄｌ ｉｎ
ｇ

． ． ．

Ｏ Ｈｅ ｍ ｉｓｓｅｄ ． ． ． 〇 ． ． ．  ｔ ｒａ ｉ ｎｅｄ  ｈａ ｒｄ ． ．
．

Ｏ Ｈ ｅ ｓ ｔ ｉ ｌ ｌ ｒｅ ｔ ｕｒｎｅｄ，  ｔ ｏｆｉ ｒｓ ｔ 〇 ． ． ． ｔｒａｉｎｅｄ ｓｏ

ｐ
ｌ ａｃ ｅ ． ． ．

ｈ ａ ｒｄ ．  ？ ．

Ｏ 
Ｉ ｔ ｉ ｓ ａ

ｐｉｔｙ 
ｔｈａ ｔ ． ． ．

ＯＷ ｅｃｏｎ ｔ ｉ ｎ ｕｅ ｔ ｏ ｔａｋｅ

ｐ
ｒ ｉｄｅ  ｉ ｎ ｈ ｉｍ ．

如上表所示 ， 在情感资源 中 ， 首先 ，

一

系列

？

３０２０２３ ． ６ ． 总 
４０２



被动语态 的使用 ， 将刘翔置于描写 的 中 心 位

晉 － 从ｗａｓｎｏ ｔ ｉ ｃｅｄ
、
ｗａｓ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

ｗａｓｃｏｍ
ｐ
ａｒｅｄ

到 ｗａｓ ｉ ｎ ｖ ｉ ｔｅｄ
、
ｗａ ｓｃｈｏｓｅｎ

， 不仅体现 了 刘翔从

籍籍无名 到功成名就的艰辛历程 ，也从侧面折

射出刘翔从年少得到栽培和赏识 以 及一路走

来春风得意 的喜悦心境 ；

ｈｕｒｔ
、
ｓｕｆｆｅｒｅｄ

、
ｄ ｉｄｎｏ ｔ

ｇ
ｉｖｅｕ

ｐ 、
ｍ ｉ ｓｓｅｄ

、
ｒｅ ｔｕｒｎｅｄｔｏ这一系 列带有情感

色彩的动词 ， 介绍 了刘翔在功成名就后遭遇挫

折又重 回顶峰的经历 ． 也暗示了刘翔的情感变

化 ， 即从伤心无奈到不言放弃再到喜悦 、淡然

的心境 ； ｐ
ｉ ｔ
ｙ 表达了作者对刘翔受伤无法参加

伦敦奥运会的惋惜 ；
ｔａｋｅ

ｐ
ｒ ｉ ｄｅ ｉｎ 体现 国 人对

于刘翔 的认可 和赞扬 ： 在判断资源 中 ，

ｓ
ｐ
ｏｒｔ ｓ

ｈｅｒｏ
、
ａｓ

ｙ
ｍｂｏｌｏｆｃ ｏｕｒａ

ｇ
ｅａｎｄｓｕｃ ｃｅｓ ｓ是世人对

于刘翔的高度评价 ， 即他不仅仅是运动英雄 ，

更是勇气和成功的象征 ，也是 国人的骄傲 ： 在

鉴赏资源 中 ，作者对刘翔的 比赛及训练做出 了

积极评价 ： 多个第一 （
ｆｉ ｒｓ ｔ

） 的描写 ， 体现 了 刘

翔打破记录 、为 国 争光的荣耀 ；
ｔｒａ ｉ ｎｈａｒｄ 体现

了他敢于拼搏 、积极奋进的精神 。 由 以上分析

可知 ，作者运用 了情感 、 判断和鉴赏资源进行

描写 ，体现出作者对于刘翔 的赞美和褒奖 ， 也

体现出语篇的价值倾向 ，
Ｓ 卩 ： 歌颂英雄 ， 沤歌永

不言弃的精神 ：

以上德育内 容可 以进行如下教学活动 ， 在

学生完成对于文章大意和细节 内 容的 梳理后 ，

教师根据德育 内容 的分析 引 导学生挖掘文本

中 的价值取向 。

对于情感资源 的探究 ， 可设计如下 问题 ：

文本以第三人称展开 ， 没有直接描述刘翔 的 内

心情感 ， 你是否能从文中侧面梳理出刘翔可能

的情感变化 ？ 学生 回归原文 ，找出 可能体现刘

翔情感的表达 ： 教师根据学生 回答情况 ， 给予

总结和补充

文 中一 系列被动语态 及情感 动词 的使用

让学生充分感受到刘翔从事业高潮期 的喜悦

之情到遭遇打击后 的绝望之情再到涅 槃重生

的淡然之情 ，感受英雄人物虽经历跌宕起伏却

从不轻言放弃的品质 ：

至此 ，学生对刘翔的情感变化形成 了较为

清晰的认识 。 基于此 ， 可 以 对判断资源和鉴赏

资源进行探究 。 教师引导学生再次 回归原文梳

理出作者和世人对于这样一个英雄人物 的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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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 ： 评价可从刘翔 的能力 和行为展开 ， 从
“

ｎｏｔ

ｓｕｃ ｃ ｅ ｓ ｓｆｕ ｌ

”

到 

“

ｓ
ｐ
ｏｒｔ ｓｈｅｒｏ

”

以 及
“

ａｓ
ｙ
ｍｂｏｌ

”

， 学

生可以 了解到刘翔不仅在技能上登峰造极 ， 在

精神层面上也 已 然成为 了大家仰望的丰碑 ；评

价可 以从刘翔的 比赛 、训练和成就展开 ， 通过分

析多个 ｆｉ ｒｓ ｔ 以及 ｔｒａ ｉｎｈａｒｄ 的表达 ，学生不仅加

深对于刘翔永不言弃 、奋斗不止的精神的认同 ，

也明晰了作者歌颂英雄的写作 目 的 ：

２ ． 图 片 中 的德育 内 容分析及教学建议

教材插图 是一张刘翔跨栏 的照 片 。 就再

现意义而言 ， 刘翔是动作者 ， 跨栏是其动作行

为 ， 终点 （ 虽未画 出 ） 是其动作对象 ， 动作者和

动作对象通过刘翔 的 目 光连接 。 刘翔坚定 的

眼神锁定终点 ， 犹如一名 英 勇 的战士 ， 全神贯

注地投入 比赛 ． 为 国家荣誉而战 ， 照 片生动地

再现了其跨栏的英姿 ， 表现出刘翔在运动场上

不断拼搏的精神 。

互动意义的分析主要从观看者与 图像 中

人物的眼神接触 、观看者与 图像的距离及观看

者的视角三个层面展开 。 首先 ， 正在跨栏的刘

翔和图 片观看者之间没有眼神交流 ， 因为刘翔

的坚定 目 光始终聚焦在前方终点 ， 表现出其比

赛时的专注 ； 刘 翔被置于 图 片 的 前 景 ， 靠近观

看者 ， 观看者可 以一下子捕捉到 其高大形象 ；

另 外 ， 图 片采用 了平视的视 角 ， 将刘翔 和 图像

观看者置于一种平等的地位 ， 使观看者感同身

受并瞬间融入到激动人心的赛事 中

构图意义指 图像设计者对 图像所进行 的

设计和布局 ， 包括信息值 、显著性和取景 。 此

图 中心位置 为 刘 翔 和栏杆 ， 是该 图 的核心信

息 ， 突 出刘翔 的 高大形象 ； 除 了通过位置来体

现核心信息 ， 刘 翔在 图 片 中 占据 了大部分尺

寸 ；在色彩清晰度方面 ， 刘翔 冲刺 的身影清晰

且色彩明亮抹中 国红 ， 给观看者 以强烈

的视觉冲击 ， 也将读者 目 光立刻聚集到刘翔身

上 ； 另 外 ， 刘翔 的面部表情也被刻 画得尤为清

晰 ， 既严肃专注 ， 又充满 自 信 ， 体现了其冲 向终

点锐不可当 的 气势 ： 取景体现 出 图文 的相关

性及从属关系 ， 图 片 位于文本 的右上 角 ， 起辅

助理解文本的作用 ， 图文颜色分明 ， 图像清晰 ，

读者可 以有选择性地对文本 内 容和 图像 内容

进行识读 ：

通过对图 片的分析可知 ： 作者借助图 片让

２０２３ ． ６ ？ 总 
４０２

？

３ １ ？



「教学研究」


读者直观地注意到正在赛场奋力拼搏的刘翔 ，

凸显其积极进取 、为 国争光的正面形象 Ｃ

以上关于图 片 中德育 内 容 的分析可 以 体

现在 以下两个阶段的教学活 动 中 ： 在导入部

分 ， 教师向学生展示这幅图 片 ． 利 用 图 片 的再

现意义 ，将学 生拉人 到惊心 动 魄 的 比赛 氛 围

中 ， 而后询问
“

图 中人物是谁 ？

”“

在做什么 ？

”

，

继而引 出话题 ： 在读后环节 ， 师生完成对于文

本的探究后 ， 教师可再次引 导学生关注 图 片 ，

询问
“

作者想通过 图 片 刻 画刘翔 的何种形象

以 及如何进行刻画 ？ 

”

学生在分析的过程 中提

到 了刘翔的眼神 、刘翔在 图 片 中 的位置 、刘翔

占据的 尺寸 、色彩对比及清晰度等较为直观的

因 素 ．但忽略 了观看者与 图像 的距离 、 观看者

的视角 、 图文相关性等 因 素 ， 需要教师进一步

引 导 ： 基于以上讨论 ， 师生共同总结出 作者笔

下的刘翔是拼搏奋斗 、 为 国 争光 的形象 ， 也感

受到作者对于刘翔永不言弃 、将 自 我价值和 国

家价值相融合的赞美之情 ：

３ ． 音频 中 的德育 内容分析及教学建议

本单元阅读语篇辅以视频和音频 ， 声音是

传达信息的重要媒介 。 我 们 可对视频 中 的声

音部分进行分析 ＝ 声音可 以表现社会距离 ， 介

绍刘翔生平的主声音表现为正式距离 ， 浑厚有

力且较正式 ， 让听者感受到信息的真实 、可靠 ｃ

从声音景观的 角 度 ， 纯正 的英音作 为 主声音 ，

将刘翔 的生平娓娓道来 ， 包括刘 翔 的 童年经

历 、跨栏天赋被发现 、训练 的不断进阶 以 及前

期为个人和 国家赢得的荣誉 ；抒情的钢琴 曲作

为背景 音 贯 穿 此 部 分 的 介 绍 ， 钢 琴 曲 选 用

Ｒａ ｉｍｏｎｄＬａ
ｐ的

Ｆｏ ｒ６ｅＭ ｅｒＭ ）ｏｒ，ｓｅ
， 舒缓柔

和的旋律将听众一下子带入到 介绍 中 。 主声

音起主要作用 ， 背景音渲染气氛 ， 两者结合为

听众呈现了一个英雄运动员 的成长史 ， 听众沉

浸其中 ， 加深 了对于刘翔的认识 。 接下来介绍

刘翔受伤以及因伤病耽误 比赛的部分时 ，背景

音戛然而止 ， 这将观众的注意力从之前柔和的

氛围中一下子拉 回到现实 ， 主声音的介绍也从

先前的放松舒缓转人严肃 ； 刘翔 因 训练受伤 ，

导致在 比赛 中失利并错过 了许多重要 比赛 ， 现

实虽沉重 ，但刘翔从不轻言放弃 ，仍奋力拼搏 ：

由此可见 ，声音的变化可以反映讲述者的情感

变化 ， 从开篇配以舒缓的钢琴曲娓娓道来到 中

２０２ ３ ． ６ ． 总 
４０２

间部分背景音停止后只用严肃的主声音讲述 ，

可知讲述者对于这位英雄人物从赞美到惋惜

再到敬佩的感情变化 ：

在教学实践中 ，音频可以用在完成文本和

图片的探讨后 。 学生带着对于本单元的理解

静静地欣赏音频 ； 教师询问学生音频的特点 以

及听后感受 ， 引导学生关注主声音的特点和钢

琴 曲 的戛然而止 ： 学生在听的过程 中 ， 可 以感

受到 ： 伤痛可 以伤害一个人的 肉 体 ， 但永远摧

毁不 了一个人的精神 ！

结语

英语教材既是英语教学 的 主要 内容和载

体 ，也是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的重要媒介

（ 教育部 ，

２０２２
：
６９

） ： 在英语教学 中 ， 多模态语

篇融合了多种模态 （ 如文字 、声音 、 图像等 ） 来

传递信息 ，是英语教材 中 的重要组成部分 ， 在

塑造学生的价值观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

教师要运用多模态分析的理论充分挖掘教材

中的德育 内容 ，并将所分析的德育 内容融合在

教学活动的设计中 ， 引 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

观 ，真正实现教材的德育功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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