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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体语境大学生视觉素养认知建构研究

□陈风华

[香港理工大学　香港　999077]

[摘　要]    多媒体语境大学生视觉素养的认知建构是信息社会知识快速发展的时代诉求。研究结

合多媒体认知理论、视觉语法框架、概念隐喻理论和《新视野大学英语视听说教程》（以下简称《教

程》）考察大学生视觉素养的概念隐喻认知建构过程及范式。主要发现：首先，《教程》设计目的是

通过图像帮助大学生全面和准确理解图文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而夯实其视觉素养建构的认知水平；其

次，《教程》通过知识视觉化和图文关系建构概念隐喻认知模型，有助于大学生看懂和听懂图文内

容，从而显著提高其视觉素养及听说能力。为多媒体教学环境中如何有效提高大学英语教学效果提供

了新的探索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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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现代社会数字信息的飞速发展使得视觉图像越

来越普遍地出现在多媒体教材中。视觉学习通过视

觉整合方式进行[1]，涉及图像素养等技能[2]，是教

与学发展的必由之路。众所周知，高效视觉学习离

不开科学的策略进行指导[3]，如批判性解读和系统

性思维等符号分析技能越来越广泛地被使用在各类

语言环境中[4]。相关研究发现，《新视野大学英语

视听说教程》的图像、动画和视频等视觉符号能建

构语境，提高大学生听力认知能力[5]。同时，外语

课程教与学信息化处理都是开始和结束于听觉与视

觉符号[6]。当前多媒体教学语境中的大学生英语学

习方法和策略均呈现不适应特征，其主要原因是缺

乏元认知学习技能，如阐释能力、思考能力与批判

能力[7]。国内有研究证明，目前大学生上述视觉素

养认知能力均呈现不充分状态[8]，国外也有研究证

实，很多学生能观看和阅读图像的表层内容，但是

不能解释和加工图像的内部特征[9]。

当前学界对多媒体学习认知领域研究窠臼于抽

象的理论思辨和狭隘的经验总结，缺少实用和有效

的实证理据支撑，对《新视野大学英语视听说教

程》[10]（以下简称《教程》）视觉素养视阈的深入

探讨更是寥寥无几，凸显《教程》图像与文本建构

的概念隐喻领域存在广阔的探索空间和研究潜力。

《新视野大学英语》作为全国首批教育部推荐使用

的，聚多媒体、多渠道和全方位等特色于一体的新

时代英语教材，具备第五代立体化教材的鲜明特

色，其新颖、实用的精美插图编排和按主题组织单

元设计一经问世便赢得社会各界赞誉一片。鉴于

此，对其开展多维度、多层次探索和研究的重大意

义不言而喻。本研究在多媒体学习理论、概念隐喻

理论和视觉语法理论框架等理论基础上系统考察

《教程》插图语料的语类及功能，以期探索图像隐

喻认知建构的基本范式，从而为我国多媒体语境如

何有效提高大学英语听说教学效果提供一定的参考

价值。

一、多媒体语境视觉素养研究综述

（一）多媒体语境

Mayer[11]提出5个认知过程、3类认知假设和3种
概念隐喻，分别是选择文本过程、选择图像过程、

组织文本过程、组织图像过程和图文整合过程；

“视觉+听觉”双通道假设、工作记忆有限能力假

设与积极加工假设；多媒体学习是反应强化、多媒

体学习是信息获取及多媒体学习是知识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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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onikas et al.认为多媒体语境包括3个描述维度：

传送教学信息电脑投影等设备、呈现教学信息图文

等资源以及接受教学信息听觉、视觉等感官，并总

结出22项多媒体语境学习认知基本原理，其中与视

觉素养密切相关有如下5项：（1）多媒体原理：图

文互补比纯粹文字呈现方式更能提高学习质量；

（2）分散注意力原理：图文空间位置与时间呈现

相邻能避免分散注意力；（3）提示原理：对教材

内容给予图文信息提示能提升学习成效；（4）时

空邻近原理：空间邻近指图–文在书本或多媒体屏

幕之间空间距离近时比距离远时学习效果要好，时

间邻近指图文同时出现时学习效果超过交替出现时

学习效果；（5）人性化原理：多媒体图文呈现对

话优于正式、规则性呈现对话[12]。

国内学者对多媒体语境也进行了深入研究。孙

燕青[13]认为多媒体语境具有情境性、动态性和交互

性等优势，能给学习者提供生动、自然和真实的语

言信息，使学习更具趣味性和灵活性。陈一希[14]

归纳大学英语多媒体教材的4个语境建构特色：

（1）语境标志性语言元素数量众多、密度集中；

（2）直观语境纷纷建立，心理图式加速重构；

（3）声形并茂语境使学习者如同身临其境，有助

于提高其文化和语用能力；（4）言辞语境和非言

辞语境元素的分布符合语义能力培养的教学目的。

曾方本[15]提出外语多媒体情景即为视听动态语境，

其信息载体包括声音符号、声响符号和图像符号，

符号表征体系的构建要遵循视觉意象与听觉意象相

互一致的原则，这样才能使视听信息叠加联系、增

加感知深度，从而获得理想的认知效果。姜占好[16]

总结多媒体语境的3个基本特征：（1）突出学习者

本体地位；（2）提供语用能力发展语境；（3）提

供语用能力发展互动。

（二）概念隐喻

隐喻能力是外语学习者必备的认知能力，它有

助于增强学习者语法能力、语篇能力和策略能力。

外语习得过程要求学习者像本族语者一样能够使用

隐喻思维反映概念并对概念进行解码[17]。教师在外

语教学过程中要通过让学习者阅读原版教材、观看

图像/影视作品等方式创造、设计真实语境，提高

学习者准确理解和熟悉使用隐喻概念的能力[18]。

概念隐喻能力指理解、解码和运用语言概念系

统的能力，包括发现隐喻、理解隐喻、提取隐喻和

生产隐喻等方面。Lakoff & Johnson[19]提出概念隐

喻理论，认为隐喻是两个概念域之间的映射形式和

人类赖以生存的思维方式，人们使用具体的概念

（源域）去认知、建构和表达另一个抽象的概念

（目标域），通过域际映射和意象图式解读源域与

目标域建构的跨认知域隐喻系统，概念隐喻包括方

位隐喻、实体隐喻和结构隐喻三个类型。Condon[20]

认为概念隐喻的系统性和重复性能够显著提高学习

者对语言结构和比喻表达的认知能力。任绍曾[21]指

出概念隐喻的体现形式为词语、短语和句型。

Forceville等学者自20世纪90年代起把语言学领域的

概念隐喻研究拓展到声音、色彩、图像和空间布局

等多模态领域。关注图像等符号的多模态隐喻研究

广泛涉及各类模态的文体表达、动态建构和文化语

境等多维视角，充分融合认知语言学和符号学、传

媒学等多模态语篇等学科，如教材插图、电影图像

和广告图画，是一种新兴的研究范式。

（三）视觉素养

Eppler和Burkard[22]创立知识可视化概念，认为

其优势表现在社会、情感和认知，主要表征是其图

像解读方式：图文符号形成不同的认知“图形”，

如概念图、语义图和思维图等帮助学习者获取信

息，以及建构和传播知识。严晓蓉[23]指出，知识可

视化是从图文等视觉资源获取知识的视觉学习重要

方式，具备直观性、趣味性、隐喻性和交互性，手

语与书面语等视觉言语符号以及图像与动画等非言

语符号的有机结合使其成为读图时代的新型学习认

知范式。张舒予[24]认为多媒体语境图像的观看特征

需要扩大认知，图像的文化内容需要增加阐释，媒

介的传播本质需要深入揭示。在实证研究领域，中

外学者如Secules et al.[25]，李连生[26]和赵婷[27]研究证

明，图像和视频等可视材料能显著提高学习者听力

认知水平。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等高校纷纷提

供形如MOOCs集图像、文本、视频等于一体视觉

学习大数据网络资源。英国伯明翰大学专门建立视

觉学习研究实验中心，大力提倡“案例研究(Case
Studies)”观念，我国南京师范大学开发建设视觉

文化专题网站，始终倡导“从共享到共生”理念。

Debes[28]首次将视觉素养定义如下：通过观察

方式拥有及整合感觉经验来建立视觉的能力，他提

出决定视觉素养地位的4个学习经验特征：（1）能

让学习者与图像实现有意义交流；（2）能使学习

者从自身所处环境出发选择特定视觉现象；（3）
能促使学习者拥有作出有意义视觉观点机会；

（4）能激发学习者在视觉上锻炼想法，以及培养

视觉素养的5个基本步骤：观察、学习、交流、阐

释和理解。Kimberly[29]认为视觉素养是区分和解释

视觉符号来获取意义的能力。美国大学与研究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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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协会(ACRL)发布的《高等教育视觉素养能力标

准》指出，视觉素养是一系列使个体有效寻找、解

释、评估、使用和创造图像与视觉的媒体能力；视

觉素养技能为学习者装备理解及分析视觉材料生产

与使用过程中涉及语境、文化、道德、美术、知识

及技巧的能力；具备视觉素养的个体既是对视觉媒

体怀有批判眼光的消费者，也是对公共知识及文化

富有竞争力的贡献者；视觉素养包含下列7类评估

标准：（1）识别视觉材料的类型与层次。（2）有

效并迅速发现和获得所需图像和视觉媒体。（3）
解释并分析图像和视觉的媒体意义。（4）评估图

像及其来源；（5）有效使用图像和视觉媒体。

（6）设计并创造意义深远的图像和视觉媒体。

（7）通晓围绕在图像与视觉媒体创造和使用周围

的道德、法律、社会及经济问题，并能在道德上使

用这些材料。Beatty[30]提出，视觉素养是帮助人们

批判性思考视觉信息的技能。国内学界对图像视觉

素养领域研究尚处于初步阶段：张舒予[31]认为视觉

文化包括所有通过视觉和知觉直接获得信息进而解

读其含义的文化样式。何高大[3]把视觉素养概括为

读图、解图和译图认知能力。

二、大学生视觉素养建构考察

（一）《教程》插图功能分类

插图是《教程》的重要组成部分。Bryant[32]认

为幽默插图能增加大学教材的吸引力。Levin et
al.[33]指出，教材课文越难插图越有帮助，插图能提

供文本所需的上下文语境来实现教材叙事的可视

化，便于学习者理解和接受。Carney和Levin[34]证实

插图能提高学习者成绩。中外代表学者分别对教材

插图的功能进行了分类（参见表1）。高水红 [ 3 5 ]

归纳教材插图的3个特征：（1）再现与表现；

（2）整体与整合；（3）感觉与感悟。宋振韶[36]从

组织形式角度把教材插图分为独立图（单幅图像表

达完整意义）、发散图（多幅图像表达共同主

题）、序列图（一组独立图像共同表达主题）和多

层图（由独立图像展开深入表达主题）。结合上述

中外学者教材插图功能研究成果及《教程》插图位

置分布与功能呈现客观实际，我们提炼出如下的插

图类型：装饰功能，表征功能和组织功能（参见图1
和图2）。

从插图的功能视阈考察（参见图1），《教

程》Unit 1–Unit 10每个单元都分为引导(Lead-in)、
听力(Listening-skills)和口语(Speaking-out)模块。教

育部颁布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要求：“大

学英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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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英语课程设计应充分考

虑听说能力的培养要求，并给予足够学时和学

分”。一方面，就引导模块而言，6个单元分别配

有1幅插图，4个单元分别拥有6到9幅插图，出现这

些差别的原因我们认为是后4个单元的主题较为广

泛和抽象，使用多幅插图更能激发学生的多样认知

潜能。Pantaleo[37]证实，关注图像的视觉设计和组

成规则能提高学习者了解、阐释、分析及创造图像

表 1    《教程》插图功能分类

代表学者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Hunter

装饰 图像信息未在文本提及

强化 图像信息有在文本提及

扩展 图像信息多于文本呈现数量

概括 图像提供部分文本轮廓

比较 图像提供以往版本作对比

Tang

点缀、装饰 图像增加文本美观

强化、概括 图像强调、总结文本内容，呈现抽象叙述

提供、传播 图像使学习者准确认知或扩展视野

宋振韶

装饰
图像独立于文本, 纯粹用来增加教材美观、
激发学习者购买欲望和阅读兴趣

解释
图像服务并依赖文本, 以直观、形象可视化
方式展示文本复杂概念与术语

促进
图像既服务、依赖文本以拓展教材内容开阔
学习者视野; 又一定程度上独立于文本促进
学习者认知能力的提高

Mayer

装饰
图像与学习内容无关，藉以吸引学习者注意
及增加学习者兴趣

表征 图像描绘教材课文主题

组织 图像描述教材课文各成分之间关系

解释 图像说明某一系统工作原理

 

 
图 1   《教程》插图功能数量

 

 
图 2   《教程》各模块插图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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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如主题为“Do You Work Out”的Unit 2配
有8幅多样户外锻炼插图，创造出“Work Out”
（锻炼）现实语境，因而建构了“锻炼是户外运

动”隐喻模型。同样地，语场为“H o w ’ s  t h e
Weather Today”的Unit 4配有6幅不同天气插图，

建立“天气是起雾、下雪、海啸、下雨和打雷”隐

喻。主题为“What’s Your Favorite Food”的Unit
5配有9幅中西食物插图，营造“食物是中餐和西

餐”隐喻。主题为“Have a Nice Holiday” 的Unit
10配有7幅食物标识、亲人团聚和鲜花礼品等插

图，制造“节日是和亲人团聚、品尝佳肴和张灯结

彩”隐喻。另一方面，就听力模块而言，每个单元

的插图数量比引导模块增加明显，尤其是第4和第

5单元的插图数量显著增加为8幅和5幅，凸显《教

程》通过设计更多插图来建构多种真实语境，以提

高学生在听力语境中对天气和食物话题的认知理解

水平。除此之外，就口语模块而言，《教程》有

7个单元的插图数量超过听力模块数量，彰显《教

程》更注重提高学生在口语语境中的认知水平。

从插图功能在各单元所占的数量视野探索（参

见图2），首先，Unit 1–Unit 4的装饰功能插图数量

对比表征功能和组织功能的数量而言相差悬殊，但

Unit 5–Unit 10表明其数量增加值得关注。分析个中

缘由，我们不难发现后6个单元的话题（Food，
Health，Price，Housing-rent，Surfing-net，Holiday）
比前4个单元的话题（College-life，Work-out，Friends，
Weather）更富含实用性、知识性和趣味性，以及更

贴近学生的日常学习和生活，因此也更容易引起学

生的认知兴趣和学习动力。其次，Unit 2、Unit 4和
Unit 10的表征功能插图数量相比其它7个单元数量

增加显著。探寻其中原因，我们不难判定：Unit 2描
述Work-out主旨的插图有8幅之多，隐喻该主题在

听说语境中的重要性；同样，Unit 4的12幅插图有

6幅描写抽象话题Weather，另外6幅阐述具体话题

Weather of Forecasting。Unit 10的12幅插图分别由

描述具体话题Nice Holiday和Unforgettable Holiday
的6幅插图组成。最后，Unit 1–Unit 10组织功能插

图数量没有出现跌宕起伏嬗变，其总量超过装饰功

能和标志功能插图，我们认为其原因是《教程》在

图像视觉素养层面关照学生听说语境中对插图数量

的认知诉求，在概念隐喻建构层面注重规避过难或

过易的插图认知维度。

（二）《教程》插图认知构建

Kress和van Leeuwen[38]提出视觉语法理论，把

Halliday的三大语言元功能即概念功能、人际功能

和语篇功能发展为再现功能、互动功能和构图功

能，主张图像可以再现客观世界。冯德正[39]认为视

觉语法的互动功能构建“图像–观众关系是拍摄位

置”隐喻，如“社会距离是权势距离”、“权势关

系是垂直拍摄角度”，“观众参与是水平拍摄角

度”等子隐喻，具体包括“近距离是短焦拍摄”与

“远距离是长焦拍摄”，“图像权势是低角度拍

摄”、“平等是眼睛平视拍摄”与“观众权势是高

角度拍摄”，“观众参与是正面拍摄”与“观众疏

远是背面拍摄”等隐喻构式。由此可知，图像个人

距离的正面角度或稍侧面平视是将读者视作图像的

一部分，从而建立图像参与者与读者之间的互动亲

密关系。如果读者需要通过俯视方式来观察图像参

与者，此时读者与图像参与者之间关系为参与者享

受权势，如（3a）设计为个人距离的稍侧面平视角

度，隐喻欢迎读者参与到插图中的活动。总的来

看，《教程》平视角度设计的插图数量远远超过俯

视数量（参见图4），预示《教程》期望学生积极

参与图像设计的听说语境，也隐喻听说语境认知中

学习个性化和自主性等未来发展方向。如（3b）设

计角度为俯视，暗示读者享有权势地位，意味读者

要使用批评或批判眼光看待插图内容。考察该插图

主题“Problem of Meeting People”, 其听力语境是

学生抱怨与他人交往遇到不少麻烦，此时学生就能

够在上述认知基础上独立判断，该插图设计目的是

隐喻人际交往中不能一味抱怨，这样就为后续的图

文概念隐喻建构认知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从插图的构图功能视域分析，《教程》艳丽纷

呈的图像元素给学生的视觉享受带来饕餮盛宴。

Heinich et al.[40]研究表明，彩色图像的应用效果优

于黑白图片。Teng & Sun[41]研究发现，水平轴排列

的图像呈现明喻特征，垂直轴摆放的图像表现对比

表征，曲线则展现目标域的永不停歇特点。据此可

知（参见图3），（3c）水平轴排列插图描述的都

是相同类型的户外运动，而上下轴分布插图则描写

对比类型户外活动：如“1”与“6”展现男性和女

性性别对比，“2”与“4”展示篮球与羽毛球大小对比，

“5”与“6”呈现陆地与水上方式对比。这样一

来，学生就会建构如下插图认知：运动不分男女；

运动不分体育器材大小；运动不分陆地水上，进而

在此认知经验上建构下列运动概念隐喻：“运动是

男人和女人锻炼”；“运动是打篮球和羽毛球”；

“运动是陆地和水上锻炼”。从插图语类方面探究

（参见图5），《教程》的漫画数量中有8个单元都

是配备1幅，除了Unit 1的2幅，Unit 9的3幅，各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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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其它插图都是真实语境相片，这印证了《教程》

“旨在通过真实场景全面提高学生英语听说能力”

的编写理念。

从插图认知隐喻建构的层面考察，Barthes[42]提

出，图像的语言讯息包含标题、解说词、电影对白

和漫画文字等元素，能“锚定”和“接力”图像。

O’Neil[43]认为图画教科书的图文存在增强、描述、

互惠和密切联系的关系。《教程》每单元口语模块

视频文字右边的插图都设计有一句英文，表明视频

文字用来“接力”插图讯息。反过来，学生在口语

语境认知学习中也能够通过插图的图文信息来“锚

定”视频文字。Felten[44]指出看图不是被动的认知

刺激接受过程，而是积极的意义建构。束定芳[45]提

出隐喻的认知过程包括辨认隐喻及推断含义，学生

一旦发现本体和喻体之间的相似性，就能在听说训

练中直接进入意义推断过程，精准理解本体特征

（参见表2，每单元随机选取1个例子，我们把口语模

块视频文字视为源域，插图配备文字视为目标域）。

三、结语

Mitchell[46]指出21世纪问题是图像问题。束定

芳[47]认为隐喻理论对语言认知的教与学具有积极的

指导作用和应用价值。朱建新[48]提出大学英语教学

中提高学生隐喻认知思维能力的3种策略：一词多

义认知分析、英汉隐喻对比分析和隐喻表达认知分

析。《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要求，“各高等学

校应根据本校条件和学生英语水平探索、建立网络

环境下听说教学模式”。因此，对多媒体语境大学

英语视听说教材的深入研究迎合了当代大学生亟需

表 2    《教程》概念隐喻认知模型范例

单元 认知隐喻源域 认知隐喻目标域 认知隐喻建构

Unit 1 I'm a freshman here./I'll have my first class this
afternoon./English course with Dr. Smith. Laura meets David on campus. Campus is freshman, class and course.

Unit 2 Excuse me, I wonder if you could tell me where the
sports center is./Sure. Max tells David how to go to Sports Center. "Tell" is "Sure".

Unit 3 I've got some great news to tell you!/Our school team
won again.

David shares the good news about school soccer
team with Nancy. "Share" is "get sth. to tell sb."

Unit 4 Laura, would you mind not having your fan on high
speed? Nancy complains to Laura about the fan noise. "Complain" is "would you mind not".

Unit 5 If you eat regular meals, you'll be better off. Nancy advises to have regular meals. "Advise" is "If you---you'll---".

Unit 6 Take it easy, and take this medicine for one week, two
capsules, three times daily.

The doctor gives David a prescription for his
flu.

"Give a prescription" is "Take
medicine".

Unit 7 Would you mind returning these books for me?/Could
you get some Scotch tape?

Laura asks David to return some books and buy
something for her. "Ask" is "would you", "could you".

Unit 8 I thought you were going to pick up the key from the
landlord./I certainly did not. Max has forgotten to pick up the key. "Forgot" is "certainly did not".

Unit 9 Have you tried Google?/Google? Well, to tell you the
truth, I haven't.

Nancy and Anthony talks about tools for
searching for information. "Google" is tool.

Unit 10 I really don't have a lot of money. Robert worried about money. "Really not have" is "worry".

 

 
图 3   《教程》插图设计角度和排列示例

 

 
图 4   《教程》插图设计角度和排列位置

 

 
图 5   《教程》漫画插图各模块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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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视觉素养认知隐喻能力的现实诉求。视觉素养

有助于快速培养大学生视觉感官经验, 切实提高其

认知素养和言语素养，从而使其逐步成为全面发展

复合型人才。

当前学界对隐喻领域研究局限于语篇、语法和

词汇层面，对视觉素养认知隐喻的理论和理据层面

系统研究尚不多见。本研究以多媒体认知学习理论

和视觉语法设计框架为研究依据，以《教程》插图

的功能、语类及数量等语料为考察对象，系统探索

了多媒体语境《教程》视觉素养认知隐喻的建构框

架（参见图6）。研究发现：首先，77幅口语模

块、36幅引导模块和36幅听力模块插图说明《教

程》重视听说语境学生认知水平，更强调通过图像

素养提高学生隐喻建构能力；其次，73幅组织功

能、35幅装饰功能和31幅表征功能插图表明《教

程》听力和口语模块图文的设计目的是通过图像可

视化帮助学生全面和准确理解图像内容的内在联

系，从而为建构其隐喻认知能力提供坚实基础；第

三，数量很少的漫画插图证明，其在《教程》中主

要充当装饰功能，绝对数量优势的相片插图则证

实，《教程》努力为学生营造真实的语言场景来学

习地道语言；最后，《教程》通过图像可视化和图

文关系建构概念隐喻模型，这样能够帮助学生精确

看懂和听懂图文内容，显著提高其听说语境认知能

力。毋庸讳言，限于《教程》插图数量等语料限

制，本研究存在一定局限性。展望未来研究，我们

坚信后续研究在更庞大和详实语料基础上会加以进

一步改进和完善我们现有的研究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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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n College Students’ Cognitive Construction of Visual
Literacy in Multimedia Context

CHEN Feng-hua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HongKong　999077　China)

Abstract   The cognitive construc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visual literacy in the multimedia context is the era
call  from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knowledge  information.  This  research  combines  multimedia  cognition
theory,  visual  grammar  framework,  and  the  textbook  of  New  Horizon  College  English:  Viewing,  Listening,
Speaking to explore the process and paradigm of concept metaphor's cognitive construction by college students. It
is found out that: first, the design intention of the textbook is to help college students both entirely and accurately
understand  the  interior  image-text  connections  through  the  illustrations,  and  further  enhance  the  cognitive  level
constructed  by  their  visual  literacy;  second,  the  textbook  constructs  the  cognitive  model  of  concept  metaphor
through knowledge visualization and image-text  relation,  which helps college students see clearly and listen well
the  image-text  content,  so  that  their  visual  literacy  as  well  as  listening  and  speaking  capability  are  significantly
facilitated.  The  research  is  believed  to  be  capable  of  offering  innovative  exploration  perspective  on  how  to
effectively improve college English's pedagogy quality.

Key  words    multimedia  context;  visual  grammar  framework;  college  students'  visual  literacy;  cognitive
construction; 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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