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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ernet+ new era brings both opportunities and new requirements for Col-
lege English Teaching in China. According to the latest college English Teach-
ing Guide (2020 Edition), much importance should be attached to cultivating 
students’ English application ability and enhancing their cross-cultural com-
munication ability. In order to achieve this goal, the cultivation of foreign 
language metaphor ability is indispensable. Based on the conceptual meta-
phor theory and the definition of metaphorical competence in the field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d the current level of College Students’ English Meta-
phorical Competence in China,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top-level design 
concept and the explicit and implicit metaphorical competence teaching strate-
gies, so as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college students’ foreign language meta-
phorical competence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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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互联网+”时代下的大学英语教学 

2015 年，第 1 届国际教育信息大会和第 15 届中国教育信息化创新与发展

论坛分别于 5 月份和 10 月份召开，两次会议均指出信息化技术和互联网时代

为教育注入了新的活力，带来了革命性的影响。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

信息技术的发展与普及不仅使人们工作、日常生活、交际方式等发生了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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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化，更是对传统的教与学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进入了互联网+新时代，

传统的单向知识传递方式收到了质疑和挑战，双向或多维的知识习得模式逐

渐取而代之(教师不再是知识唯一传授者，互联网、同伴等都可以是知识的来

源)。英语课堂教学日趋多元化，教学资源越来越丰富，个性化学习和因材施

教等教学教育理念不断改革和创新，这些为我国外语教学课堂教学效果和学

生英语能力的全面提升提供了新的路径和方向。 
互联网+新时代在为教育注入新鲜血液和创新动力的同时，也对教育教学

目标提出了新的发展要求。大学英语教学指南 2020 版中对大学英语教学新时

代下的新教育使命和目标给与了清晰的描述。指南中指出总体目标之一是培

养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增强跨文化交际意识和交际能力。就大学外语教学

而言，切实可行的做法是将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融于日常的语言教学的各项

活动与环节当中。其中，最有效的途径之一就是隐喻教学[1]。 

2. 隐喻及隐喻能力 

2.1. 隐喻理论发展动态 

隐喻的研究由来已久，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 400 年。但 Lakoff and Johnson 
(1978)提出的“概念隐喻理论”(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CMT)，开启了

隐喻的认知研究视角。CMT 认为隐喻是储存在人们头脑中的一种经过归纳

的、反映事物本质以及不同概念域之间映射关系的隐喻性表达，它们构成了

人们日常思维和行动的基础，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方式。例如，Life is a journey 
是概念隐喻而“I just took an unexpected direction, my life is going nowhere, 
she’ll go places in life, she’s gone through a lot in life”这句话则是其在语言层面

的体现。概念隐喻受认知语言学中的生成学派“规则制约表达”影响很大，

其研究的任务之一便是找出自然语言中的隐喻性话语基本规则，因此 CMT
研究侧重隐喻的语言和其概念维度，忽略了隐喻的交际层面。 

当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关注 CMT 的不足和其自身存在的悖论时，注重隐

喻的语言、认知和交际三维度的刻意隐喻理论(Deliberate Theory/DT) Goatly 
(1997)、Shen & Balaban (1999)、Cameron (2003)、Charteris Black & Musolff 
(2003)和 Goddard (2004)便应运而生[2]。刻意隐喻理论以隐喻使用所激活的

元语言属性为出发点，将交际维度吸纳于传统的隐喻认知范畴之中，建构了

“语言、概念与交际”三维支撑的全新隐喻分析平台，旨在提取隐喻认知背

后的精细化机制，实现隐喻认知研究的分科思辨与科学验证，并在跨学科背

景下促进隐喻研究走向多元融合[3]。 

近些年来随着基于使用语言观的不断发展以及语料库语言学的发展，一

些学者受其启发，开始将基于使用的研究方法和范式应用到概念隐喻中来，

试图阐释概念隐喻理论所不能回答的问题。美国新墨西哥大学语言学专家

Daniel Sanford 教授(2008)在基于使用语言观和范式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涌现

隐喻理论(Emergent Metaphor Theory/EMT)。EMT 认为隐喻是连接认知语域

(cognitive domains)的图式，隐喻频率的差异是隐喻系统的核心方面，隐喻在

整体映射(overall mappings)和个体话语(individual utterances)层面上均受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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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frequency effects)的影响。[4] EMT 将研究聚焦在语言的实际使用而非潜

在的、已经预设好的先验结构中。这就为概念隐喻理论中的出现的难以理解

的隐喻结构找到了解释。换而言之，基于使用语言观的 EMT 认为隐喻是受频

次驱动的一种浮现结构，即是在语言的使用中涌现出来的，也就是说隐喻的

习得是思维和语言两个层面同时并相互作用下发生的。 

认知语言学下的概念隐喻理论不断被完善和发展，无论是 DT 还是 EMT，

都是对 CMT 的延伸，从更多的视角解读隐喻。这也为二语和外语教学领域

内的隐喻研究提供了更多的理论支撑。 

2.2. 隐喻能力 

认知隐喻研究者们发现日常会话中每分钟就会有 4 个隐喻出现(Pollio, 

1977)，且不同语言隐喻的使用方式亦相差较大，因此恰当地理解和使用隐喻

便成为语言学习中的一项必备能力。隐喻能力被认为是继 Chomsky 的语言能

力(linguistic competence)、Hymes 的交际能力(communicative competence)之

后语言学习者的第三大能力，已发展成为国际应用认知语言学界的焦点话题。

Danesi (1986)认为隐喻能力是指识别和使用新型隐喻的能力，比如在恰当的

语境中使用隐喻以及使用策略等。王寅和李宏(2004)认为隐喻能力不仅是指理

解和学习隐喻的能力，还包括丰富想象力和创新思考能力。袁凤识(2012)从隐

喻能力的本质特征出发，将其解释为认知主体基于自身体验在两个不同类型

的认知对象之间建构起语义关联的一种能力。[5] Littlemore 和 Low 对何为“隐

喻能力”给出了更具体更详尽的具有可操作性的解释(Littlemore & Low 2006)。

他们认为隐喻能力主要包含以下 4 个方面：(1) 使用隐喻的创造性，即创新隐

喻的能力；(2) 理解隐喻的熟练度，指理解一个隐喻多层含义的能力；(3) 理

解新隐喻的能力，指正确理解“原创性”隐喻的能力；(4) 理解隐喻的速度，

指轻松、准确、及时理解隐喻的能力[6]。 

综上所述，隐喻能力能够反映一个人的交际和语言能力，因此隐喻能力

对语言学习来说至关重要。以英国伯明翰大学 Jeannette Littlemore 博士为代

表的学者对一语和二语语言使用者的隐喻能力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并取

得了丰硕成果：1) Littlemore (2001)发现，非本族语者往往根据图示和语境信

息对隐喻进行理解，尤其在碰到模棱两可的意义时，语言、文化背景的差异

会造成理解的偏误；2) Littlemore (2004)注意到，在英国大学课堂国际学生经

常难以理解有关课堂内容和教师态度的隐喻用法；3) Littlemore (2010)的研究

表明，本族语者产出规约型隐喻的几率远远高于非本族语者；4) Littlemore, 

Chen, Koester & Barnden (2011)探讨了大学课堂讲演中的隐喻使用及其对非

本族语者理解造成的困难。[7]因此母语使用者与非母语使用者在隐喻能力上

有显著差异性。Hashemian & Nezhad (2007)强调，应加强培养二语学习者对

二语概念系统与一语概念系统的体验相似性和文化差异性的意识。隐喻意识

及隐喻理解与产出能力对二语学习者跨文化交际能力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

研究者们开始重点关注隐喻意识的培养以及隐喻能力的提高，从而提高外语

教学的效率[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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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隐喻能力的可教与可学性 

隐喻是否具有可教性至今在研究界中未达成一致意见。亚里士多德认为

隐喻是无法教授给他人的。Hawkes (1984)认为隐喻的使用是一种捕捉两个概

念领域中的相似性的能力，这种能力取决于一个人的认知，因此无法通过教

授习得。蒋楠(2004)认为成年二语学习者的母语概念语义会自动干扰甚至阻碍

二语概念语义系统的发展，因此他们很难摆脱对母语的以来，这样二语学习

中隐喻的使用只会加强二语与母语的结合，并使其逐渐固化。更不用说在外

语环境下的语言学习者。他们接触和使用外语的机会少之又少，因此二语和

外语学习者要想通过课堂学习获得如母语使用者一样的隐喻能力是极其困难

的[9]。 
然而更多的学者和研究者认为隐喻能力是可以培养的。Mahon (1999)驳

斥了亚里士多德观点，提出每个人都可以创造并使用隐喻。Kovecses and Szabo 

(2002)在研究中发现在语言教学中，只要给予隐喻足够的关注，隐喻能力便可

获得提升。Pavlenko (2009)认为对于母语与二语中概念不对等的语义结构，只

要有充足的二语学习和输入，学习者能将两种语言中相联系的概念进行重组，

从而形成新的概念，达到概念流利。吴丽丹(2007)指出外语语言学习本应就是

隐喻能力发展的过程，因为语言形式的学习会促使学习者通过语言感知、体

验新的隐喻思维方式，从而形成相应隐喻思维习惯。[10] Littlemore et al. 
(2012, 2014)对不同外语水平学习者隐喻能力的研究也证实了二语学习者的隐

喻能力是可以学的。语言隐喻教学可构筑学习者二语概念，有效提高学习者

对概念隐喻及其相应的概念系统的了解和掌握，提高其二语隐喻能力。 

基于使用语言观的涌现隐喻理论指出，隐喻同其他语言结构一样，是在

使用中涌现出来的。这为隐喻的可教与可学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也为外语

教学中隐喻能力培养和教学提供了新的启示。 

2.4. 中国大学生英语隐喻能力现状 

隐喻能力是交际能力的重要体现，是二语和外语学习者自然得体流畅使

用目标与的表现，也是语言理解和表达能力的更高要求。因此近些年来，我

国语言学研究者们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上不断探讨隐喻能力与外语教学的关

系，如何培养隐喻能力以及培养隐喻能力的重要性。虽然我国外语教学水平

不断提升，但大学生英语隐喻能力水平整体依然偏低。丁川(2007)研究发现中

国英语学习者的隐喻能力与英语母语使用者相比存在显著差异。[11]吕燕

(2008)研究结果发现高语言水平和低语言水平组的外语学习者在隐喻理解和

隐喻产出上均表现能力不足。[12]王鹏(2011)的研究也同样发现参与者的隐喻

创造能力偏低。[13]刘晶媛(2014)的实证研究发现受试者的隐喻识别能力高于

隐喻解释和产出能力，但总体隐喻能力依然偏低。[14]因此，如何开展隐喻教

学并有效提升英语隐喻能力依然是我国大学英语教学的亟需解决的课题。陈

朗(2016)基于文献统计，剖析了国内隐喻能力研究之现状，强调研究的必要性、

迫切性。[6]杨娜(2018)提出学习型词典介入式外语隐喻能力自主发展的路径

与方法，该研究不仅对推进外语隐喻能力研究的体系化与规模化发展有所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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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而且有助于词典介入式外语隐喻能力自主发展模式的创新构建。[15]李文、

郭建辉(2020)对中国高级英语学习者概念隐喻能力(基于中外博士论文的研

究)中指出，虽然国内高级英语学习者总体具备较强概念语法隐喻能力，但依

然存在名词化使用过多、部分类型使用不足、语法隐喻词汇多样性较低以及

隐喻转化错误或不完整问题[16]。 

3. 大学英语课程中隐喻能力培养 

3.1. 顶层设计理念 1 

隐喻能力是外语学习者具备优异的语言能力和跨文化思辨能力的保障。

然而现有的外语教材，外语教学大纲，外语测试和评价等均未系统地体现隐

喻知识教授和隐喻能力培养，因此导致隐喻能力的重要性在思想上和实践上

多是纸上谈兵，鲜有落地生根。虽然许多学者和一线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进行

了隐喻教学，但多是单一的，短期的，非系统性的，最终效果甚微。所以我

国大学英语学习者隐喻能力的整体提升必须要“顶层设计”。例如：1) 大学

英语教学大纲和目标中要明确隐喻教学，给出具有指导性和可操作性的隐喻

能力培养方案。最新大学英语教学指南中明确指出各高校可依据指南，结合

学校、院系和学生的实际情况，确定具有本校特色的教学目标和教学要求。

因此各高校的大学英语教学中可依据自身定位及人才培养要求，学生现有英

语水平，制定出切实可行的个性化的隐喻教学大纲和目标。2) 未来大学英语

教材应将隐喻能力这一要素纳入编写原则中，系统性地体现隐喻知识，增加

利于培养学生隐喻能力的语篇和有针对性地练习任务。3) 大学英语课程评价

要检测学生隐喻能力水平。评价是隐喻教学目标是否落地，隐喻能力是否提

升的有效反馈。课程评价结果又将为隐喻教学目标的完善和隐喻能力培养方

案的优化提供数据支撑。因此课程测试和考核中应突出对学生隐喻能力的测

试。 
此外，顶层设计理念的原则是自上而下，在隐喻教学中，教师作为主体，

发挥着主导和引领作用，因此教师自身的隐喻意识和隐喻素质至关重要。大

学英语教师除了要加强自身隐喻意识，更要提升自身的隐喻素质，具备系统

的隐喻知识，知晓最新隐喻相关研究成果，并能将隐喻教学目标有效地落实

到语言教学中。这既需要教师自身具有好学品质，同时也需要专业指导与训

练。 

3.2. 坚持显性与隐性隐喻教学相结合 

Achard M (2014)指出，应用认知语言学理论带来两种不同的语法(言)教
学观：一种是语法就是概念化、语言习得就是概念习得理论指导下的自上而

下的演绎式显性教学; 另一种是基于使用的语言习得观指导下的自下而上的

 

 

1百度百科对顶层设计的解释为：运用系统论的方法，从全局的角度，对某项任务或者某个项目

的各方面、各层次、各要素统筹规划，以集中有效资源，高效快捷地实现目标。束定芳教授在

《中国外语教学改革与发展: 顶层设计与无形之手》中指出，“顶层设计可以指不同层面、不同

方面的规划与决策。顶层设计可以包括政策方针， 也可以是具体的实施方案。就外语教学而言， 
各个高校、各个区域，甚至各个专业都可以并应该有顶层设计”[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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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纳式隐性教学。[18]外语教学中隐喻能力习得与母语隐喻能力习得的相似与

差异性决定了大学英语课程中隐喻教学要兼具这两种方式。 
外语隐喻能力的发展有赖于隐喻信息的有效呈现。显性隐喻教学方式主

要包括：1) 教师系统性地讲解隐喻知识，向学生普及隐喻在语言学中的重要

性，同时教师也要关注最新的隐喻研究成果，更新隐喻知识，提升学生的隐

喻意识。2) 以教材为蓝本，教师从词汇，句子以及语篇等三个方面向学生讲

解课文中所涉及的隐喻，并通过针对性的练习巩固和提升学生的隐喻能力。

外语隐喻能力与外语词汇认知系统构建乃至外语词汇深度习得有着密切的关

系。 因此词汇层面的隐喻教学是学生外语隐喻能力有效提升的第一步也是重

要的一步。在进行词汇隐喻教学时，应优先选择语义被隐喻性使用的词汇，

让学生在语境中了解词语的本义以及引申义(即隐语性表达)用法。例如

Corruption corrodes public confidence in a political system。corrode 一词在这

句话中就呈现了它的隐喻性含义，即削弱。但它本义是腐蚀，因此，这样学

生就掌握了该词汇自身内部层面的隐喻信息。随后教师应以同样方式，设置

一些练习，给出词汇的本义，然后让学生猜测其在句子中的意思。在练习中，

必然会涉及到中西思维中映射的差异，这样就从词汇层面上升到了概念体系

层面，这种显性的教学方式就有效地减少母语负迁移的干扰，提升了学生的

外语隐喻整合能力。隐喻不仅体现在具体的词汇和语句中，还体现在语篇中，

即文章的主题是否被隐喻。引导学生通过对单词，短语以及句子等中隐喻性

的表达的整理与归纳，上升到主题隐喻，即概念思维层面，进而习得中西两

种文化的异同，培养学生隐喻能力的同时，也推动了学生跨文化思辨能力的

发展。3) 配套的练习和考核方式必不可少。评估是教学环节中必不可少的一

环，但很多教学设计中却忽视了这一环节的重要性。它是对教师教学效果和

学生学习效果的考核， 有形无形地指挥着课堂教学的内容和方式。隐喻教学

练习的设计原则坚持模仿与创新并行。根据教师教授的隐喻知识以及教材中

所涉及的隐喻运用实例，模仿式的练习题则主要是检测学生对所讲授的知识

的识记和理解如何。该类练习题多以填空，选择或简答题为主。创新式练习

题则侧重考察学生的隐喻应用能力，隐喻性思维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以

话题式的作文或情境题为主。 
最新的涌现隐喻理论/EMT 认为隐喻是在所使用的语言实例中涌现的，

说话者先前对隐喻的接触频次为后来隐喻性话语的处理起到了重要作用。也

就是说，隐喻的产出与解释是通过频率效应来运作的，[4]因此在隐喻教学中，

隐性教学方式主要是通过大量输入具有隐喻含义的词汇，短语，以及含有大

量隐喻表达的文章给语言学习者。例如教师根据所教授单元的文章主题及所

输入的隐喻知识类型，为学生提供相似的语篇阅读，鼓励学生通过上下文语

境猜测熟词生义的方式，归纳隐喻性表达语句等自我发现语言表面背后的中

西思维的异同，最终实现潜移默化提升学生隐喻能力。 
互联网+的时代下，教育载体呈现了电子化，网络化，动态化等多模态化

的状态。因此，大学英语教学应紧跟时代发展，积极探索多模态化下的隐喻

能力培养方式的时尚化。隐喻不仅存在语言文本中，还存在图画，音频，视

频等各种载体中。这大大丰富和增加了外语学习者学习资源以及接触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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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的方式与机会，使得学习者对隐喻实例的接触和使用频率得以提高，不

断固化头脑的隐喻认知图式。与此同时，外语学习者也不断接触母语使用者

的新奇隐喻，随着新奇隐喻被接触的次数不断增多，他们头脑中的隐喻图式

的解释力就不断增强， 在实际交际中，就避免了因隐喻能力不足而造成的跨

文化交际能力的缺失，进而导致交际低效，甚至产生误会或误用。 

4. 结语 

新的隐喻理论就像隐喻教学上的灯塔，而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则为隐喻教

学提供了新的助力，这一切都将使隐喻教学更加科学有效，使我国大学生英

语隐喻能力整体水平不断提升。因此本文以隐喻以及隐喻能力研究的新动态

为指导，借鉴其他学者有关外语教学中隐喻能力提升与培养的相关研究，对

当前互联网+时代下的大学英语隐喻教学提出了如下两点思考： 
一是借鉴顶层设计理念，大学英语隐喻教学应坚持从全局的角度，从教

学指南、教材编写、课程考核、教师培训等方面被统筹规划；二是坚持隐性

与显性教学相结合策略。基于使用的语言观下的隐喻涌现理论认为隐喻就像

其他语言结构一样，是在语言实例使用中涌现出来的。因而外语隐喻能力的

培养既需要教学中教师从概念、词汇、语法以及语篇层面进行显性有意识地

进行培养，也需要频次发挥驱动力作用，即隐形策略，多渠道增加输入量，

实现潜移默化。此外，互联网+时代下的教育的多模态，为大学英语隐喻教学

效率的提升，提供了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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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Abstract and Keywords in Chinese) 

互联网+时代下中国大学英语生隐喻能力教学策略研究 

摘要：互联网+新时代为我国大学英语教学既带来了机遇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最新大学英语教学指南(2020 版)提出要注重培养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增强

跨文化交际沟通能力。为实现这一目标，外语隐喻能力的培养必不可少。本

文基于认知语言学领域内的概念隐喻理论和隐喻能力定义，及我国大学生英

语隐喻能力现状，提出了顶层设计理念，显性与隐性相结合的隐喻能力教学

策略，以其提升我国大学生外语隐喻能力水平。 

关键词：大学英语，隐喻能力，教学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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