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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internet and education technologies boom,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 
has been witnessing profound changes. The second language instruction vid-
eo is one of the changes mentioned. This paper aims to construct a frame-
work to study the instruction videos based on the Visual Grammar Theory of 
Social Semiotics and Power Distance theory and then applies this framework 
to the analysis of prize-winning instruction videos in China, so as to find out 
the features in narration, representational meaning, interactive meaning, 
compositional meaning and the ideology behind the videos.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study is twofold, one is to illustrate that video analysis should be done 
with reference to cultural theories and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should be 
built according to a specific genre. The other is to discuss how to effectively 
build the identity of teachers in the digital era, and provide some suggestions 
for future police discourse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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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信息技术与外语课程教学的深度融合已经成为外语教育发展的趋势，目

前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发生了深刻变化，短视频内容输出成为重要教学手段，

得到广泛应用。与传统教学中主要依靠文字语言表达意义和交流不同，短视

频融合文本、图像、声音、动作等多模态符号资源辅助教学，不仅具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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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同时伴有娱乐性。但是大部分一线教师没有受过教学视频制作的专业培训，

不清楚如何运用听觉、视觉、触觉等多种感觉，通过语言、图像、声音、动

作等多种手段和符号资源进行交际，可能导致教学效果欠佳。因此理清多模

态符号资源在教学中的使用情况，特别是图像资源的使用情况非常重要[1]。
为此，国内许多学者展开大量的理论探索和实证研究，包括外语教学、广告、

宣传片、海报、画作等方面。其中语言教学领域的多模态研究涉及：外语教

学模式研究[1] [2]，多元识读能力培养研究[3] [4]，儿童言语行为研究[5]，多

模态听说教学[6]，多模态教材研究[7] [8]，多模态 PPT 演示教学研究[9] [10]。 
尽管多模态研究的理论和应用研究日益丰富，但是对于外语微课的多模

态特征和功能的研究还不多。微课是以阐述某一知识点为目标，以短小精炼

的视频为表现形式，以网络为传播途径，以学习或教学应用为目的的教学视

频[11]，因此微课属于拥有网络话语特征的多模态教学话语。近年来，许多学

者意识到单从语言的角度来研究课堂教学话语是有缺陷的，必须把语言和其

他模态组合在一起来探讨教学话语的意义构建过程。他们从新的的角度探究

课堂教学话语，比如教师话语与手势语的符际关系[12]。慢慢也有教师注意到

外语微课的研究[13] [14]但是他们都是从应用语言学的角度分析优秀微课的

特点和问题并给出建议。以上研究从教学话语的符际关系、传播效果方面论

述多模态教学话语，却忽视了话语不仅是交际工具和知识载体，也是一种权

力工具。微课作为教学话语的新形式，是一种社会实践，是教师在特定语境

中运用语言及其他手段达到教学目标的一种交际活动。吴婷[15]整合视觉语法

和图文关系理论分析微课中的图文关系，但是她只对 2 个微课视频作对比。

刘立香和吴琦[16]只讨论了外语微课中的模态使用情况，没用对外语微课采取

哪些具体的话语策略或符号建构教师身份、构建意义、师生互动等问题并没

有展开深入的探讨。 
鉴于此，本文以第六届全国高校外语微课大赛获得一等奖的 22 个视频为

分析对象，根据宣传片的语类特征，结合社会符号学和传播学理论进行分析

和讨论，回答三个研究问题：1) 优秀外语微课有什么语类特征，即通常包括

哪些语步？2) 它们使用哪些符号资源，建立教师与微课学习者之间的互动关

系？3) 外语微课设计体现了什么教学理念？ 

2. 理论背景 

1996 年 Kress ＆ Van Leeuven [17]出版《阅读图像——视觉设计语法》

(Reading Images: the Grammar of Visual Design)，创立视觉语法，此后多模态

话语分析开始蓬勃发展。多模态话语分析的本质是探索语言与其他符号模态

如何共同作用从而实现人类交际活动，但是研究对象和研究路径不尽相同，

体现明显的跨学科性和跨学科性。目前主要有九个研究路径：系统功能语言

学多模态话语分析、社会符号学、多模态认知分析、多模态互动分析、会话

分析、地理符号学、多模态民族志、多模态语料库分析以及多模态感知分析

[18]。本文的分析对象是教学短视频，涉及图像、语言、声音等多种符号特征，

主要借鉴社会符号学相关理论。社会符号学，作为批评话语分析的一个流派，

强调符号意义的社会性，认为社会政治文化环境以及符号使用者个人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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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会影响符号资源的选择，因此意义是选择的结果。社会符号学关注符号

使用的社会效应和意识形态效果，旨在揭示多模态语篇在设计、生产和传播

过程中权力和意识形态的作用。尽管社会符号学将语言符号之外的其他符号

系统(例如：图像、数字、色彩和面部表情等)都纳入研究范围，但在众多符

号模态中，图像和文字仍然是最主要的信息载体和研究对象[17]。 
视觉语法[17]是社会符号学的主要理论，借用 Halliday[19]的语言三大功

能假说，提出视觉图像分析的三个维度：图像的再现意义、互动意义和构图

意义，分别对应语言三大功能的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首先，图

像的再现意义分为图像叙事关系和元素结构，表示图像中人、事、地之间的

关系或概念；其次，互动意义旨在揭示图像提供者与观看者之间的交流方式

与认知态度，通过距离、接触、视角和情态手段把握；最后，构图意义可以

由信息值、显著性和框架手段实现[17]。 

3. 外语微课多模态话语分析框架 

多模态话语分析的理论视角和分析路径众多，为语篇分析提供了一个工

具箱，具体使用哪些工具，取决于分析对象的语类。也就是说，要针对不同

的语类特点来选择分析的意义要素，构建适合特定语类的分析框架[18]。本文

的分析对象是 21 个第六届全国高校外语微课比赛一等奖视频，视频围绕外语

学科某一主题和知识点，有秩序、有重点地策划、拍摄、剪辑成片并以网络

为传播途径，目的是让目标观众接受某种信息。本文讨论重点是这 21 个外语

微课视频主题是否有相似的叙事特征，即教学步骤，除语言以外的其他符号

资源使用情况。说话人与听话人之间的角色关系、符号资源的组织方式，即

外语微课中教师设计和观众建立什么样的关系，如何利用符号资源完成信息

传播。因此本文主要借鉴体裁分析及社会符号学在再现、互动和构图意义方

面的论述构建分析框架，如图 1 所示。 

3.1. 体裁特征 

体裁是具有共同交际目的，可辨认的、内部结构特征鲜明的、高度约定

俗成的一组交际事件[20]。在体裁分析框架中，语步是执行同一个交际功能的

语篇单元，具有较为灵活的语言实现形式，既可以是一句话或一段话，也可

以是由几段话组成的篇章[21]。吴婷[16]分析 2014 年第一届外语微课大赛两

个一等奖作品总结出外语微课的三个语步特征：引入–展开–总结。本文在吴

婷分析的基础上将微课视频分为七个语步，其中部分是必要语步，部分是可 
 

 
图 1. 微课多模态话语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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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语步，如表 1 所示。 

3.2. 图像再现意义 

Kress ＆van Leeuwen [17]把图像区分为叙事类和概念类，叙事图像表征

动作和事件展开、过程变化和空间转变，带有矢量，而概念图像表示图像的

结构、类别和意义，无矢量。本文将微课中的提取图像，如主讲教师、主讲

教师意外的其他人物、动物、事物、卡通形象等，根据 Wilson 和 Landon-Hays 
[22]对图像编码风格取向，将图像分为三大类：示意图风格取向 schematic 
orientation、自然风格取向 naturalistic orientation (比如真人、真物照片)、艺

术风格取向 artistic orientation (比如画作、卡通形象)。 

3.3. 图像互动意义 

互动意义主要从镜头距离、目光接触、拍摄角度和情态四种方式来实现。

Wilson 和 Landon-Hays [22]认为图像编码风格取向与情态关系密切，反映图

像对现实世界表征的真实度或者可信度。示意图风格取向的图像保留事物的

普遍特征，排除其他无关干扰，是可信度最高的一种图像，常常用在科技话

语中。自然风格取向的图像，比如照片，与我们生活的真实世界非常接近的，

因此意味着客观不带偏见，也具有非常高的真实性。艺术风格取向的图像和

客观世界的所见不同，不是客观世界直接的反映，但是可以从情绪情感上召

唤观众，从而影响变观众。Painter et al. [23]认为图像表征的写实、抽象等风

格不仅是情态问题，而是作者设定读者与图像人物情感关系的策略。因此，

教师真人图像属于个人风格(personalized style)，最易召唤观众情感；教师卡

通图像属于类化风格(generic style)较之教师真人图像，召唤情感能力较弱。

本文在 Kress & Van Leeuwen [17]互动分析方法的基础上加上 Wilson & Lan-
don-Hays [22]图像风格取向的分析和 Painter [23]的氛围系统分析形成图像互

动意义实现方式分析(如表 2)。 

3.4. 构图意义 

Painter [23]将图像和语言的关系分为融合与互补两种：融合关系即语言 
 

表 1. 微课视频语步分析 

序号 语步 作用 

1 微课标题 锚定话题 

2 导入 介绍知识点或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3 学习目标 介绍学习学生能够学到的知识、发展的能力 

4 介绍知识点 给出知识点的定义 

5 详解 解释说明定义 

6 举例 以样例进一步解释知识点 

7 总结 回顾所学知识点 

8 作业 课后巩固练习知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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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图像互动意义的实现方式 

图像行为 实现方式 

索取 凝视观众 

提供 没有凝视 

亲密的/个人的关系 近景镜头(人物的胸部以上) 

社会关系 中景镜头(人物的腰部以上) 

非个人的 远景镜头(表示人物与环境的关系) 

观者的权力 俯拍角度 

平等的关系 平角角度 

图像参与者的权力 仰拍的角度 

高真实性 示意图风格取向 

高真实性 自然风格取向 

强情感 艺术风格取向 

强情感 真人教师 

弱情感 卡通形象教师 

活力 鲜亮色彩 

克制 灰暗色彩 

温馨、舒适 暖色调 

冷漠、疏远 冷色调 

熟悉 色彩丰富 

陌生 色彩单一 

 
与图像合为一体，没有明显界限；互补关系即语言与图像分别占一部分空间，

相互有明显界限。融合关系中有两种子关系：一、话语投射，主要通过语泡

实现，也可以没用话语泡；二、扩展指图像与文字具有各自的意义，两者相

互阐释、补充、或增强。互补关系中，可从对称性、重要性与位置特征三个

角度考察其互补关系。 

4. 外语微课教学话语多模态分析 

4.1. 内容描写和语类特征分析 

第六届全国高校外语微课大赛一等奖获奖微课共 21 个，涉及语种包括英

语、日语、法语。根据主题可分为四大类微课：语言知识类(10 个)、文化介

绍类(5 个)、专门用途英语类(3 个)、演讲技巧类(3 个)。通过手工标记统计考

察外语微课的语步结构，结果如表 3 所示。尽管主题不同，外语微课的结构

和语步相似，具有教学语篇特征，21 个微课都包含微课标题、导入、知识点

介绍、详解、示例、总结六个语步，2 个视频没有包含学习目标和 11 个视频

没有包含知识点相关练习题。如果微课是一个独立教学视频，将学习目标和

练习设计在视频中，可以使学习者在学习前明确学习目标，在学习后检验学

习目标达成情况。如果微课是系列课程之一，另行安排学习目标与练习，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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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可行的。 

4.2. 图像再现意义分析 

在 22 个微课视频中有 1 个视频完全采用动画形式制作，1 个视频中除教

师出境部分其余采用动画形式制作，15 个视频采用视频链接加 PPT 动画加讲

解，剩余 5 个视频采用 PPT 动画加讲解制作。除去视频链接，通过对微课 PPT
动画中图像的仔细观察和分类，表示三种不同类型的图片运用情况统计如下

表 4，艺术取向图像的偏好非常明显，65%的图像属于艺术取向。说明外语教

师在设计微课时，并不十分在意图像传达信息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他们像作

家创作文学作品一样，试图展示与真实世界相似但又不是完全一致的图像。 
另外，人物的表征可以通过衣着特征代表人物身份，形成转喻关系[23]。

在 21 个有主讲教师出境的视频中(包以卡通人物形象)，所有教师都穿着职业

装(如图 2、图 3)，凸显正式的社交场景。 
 

表 3. 微课视频语步分析 

序号 语步 作用 频率 

1 微课标题 锚定话题 21 (100%) 

2 导入 介绍知识点或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21 (100%) 

3 学习目标 指出学生学习视频后要达到的知识、能力目标 2 (9%) 

4 介绍知识点 介绍知识点的信息 21 (100%) 

5 详解 解释说明知识点 21 (100%) 

6 示例 诉诸具体例子解释复杂概念 21 (100%) 

7 练习 与知识点相关练习题 11 (50%) 

8 总结 回顾所学知识点 21 (100%) 

9 课后作业 课后巩固练习知识点 17 (77%) 

 
表 4. 外语微课视频图像类型统计表 

图像类型 示意图取向 自然取向 艺术取向 

数量 4 170 318 

 

 
图 2. 卡通主讲教师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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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互动意义分析 

在 22 个微课视频中，主讲教师出境的视频有 19 个，主讲未出境的只有

3 个。外语微课的互动意义从主讲教师的镜头距离、目光接触、拍摄角度和

图像表征的情态四种方式来分析。拍摄出境教师时的角度、目光接触、距离

统计入表 5。首先所有镜头都是平角，摄像机镜头与被拍摄对象即教师处于

水平的位置，这是常用的拍摄角度，符合人们观察世界的角度，观众和图像

参与者是平等的关系。其次所有出境教师都与观众有目光交流，即图像参与

者和观众有目光交流，图像先观看者发出邀请，索取观众的共鸣，是“索取”

图像(100%)。第三个微课中大部分教师镜头(85%)运用远景，只有 15%的教师

镜头属于中镜头。图像参与者和观看者之间的关系越亲密，镜头与参与者距

离越小。远镜头主要用于建立非个人的社会关系；中镜头揭示一般的社会关

系。除教师镜头以外的其他人物图像 90%是远镜头，与观众没有对视。 
Wilson 和 Landon-Hays [22]认为图像编码风格取向与情态关系密切。微

课中大量使用卡通图像(65%)，说明外语类教学短视频并不通过理性展现现实

世界，他们更倾向于通过图像达到召唤学习者的学习兴趣的目的。 
图像的颜色是揭示情态的重要特征[23]，整体来说外语微课的色度偏低，

色调偏浅，颜色单一，这与外语微课以语言教学为目标有关(表 6)。在标题、 
 

 
图 3. 真人主讲教师形象 

 
表 5. 外语微课镜头互动意义统计 

主讲人图像 平角 接触 近镜 中镜 远镜 

数量 20 (100%) 20 (100%) 0 (0%) 3 (15%) 17 (85%) 

 
表 6. 外语微课标题、导入部分颜色互动意义统计 

标题图像颜色 高色度 暖色调 颜色丰富 

数量 36% 40% 35% 

导入图像颜色 高色度 暖色调 颜色丰富 

数量 30% 5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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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入部分有一些微课尝试使用高饱和色度、暖色调而且颜色丰富，以此拉近

与观众的距离，唤起观众的共鸣。在知识讲解、示例部分，通常以语言模态

为主，背景色倾向选取饱和度低的颜色、冷色调，且颜色较单一的。 
在互动策略方面，外语微课以视觉(画面)和语言两种符号模态为主，21

个视频(100%)都借助动画效果形式吸引学习者注意力。同时，有7个微课(33%)
借助声音吸引学习者注意力。其中有 2 个微课在教师讲解过程中设置背景音

乐，一个是日语词汇教教学视频，另一个是中国文化教学视频。两首背景音

乐都节奏欢快，给人轻松愉悦的感觉。有 5 个微课(分别 3 个英语知识微课、

1 个演讲微课、1 个文化微课)设置特殊音效，比如计时器声音、鼓掌声、专

场音效等，活跃气氛，以期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 

4.4. 构图意义分析 

获奖外语微课中，没有出现语言与图像毫无关联的情况，说明视频制作

教师具备一定的多元识读能力。微课中的语言与图像主要是互补关系，图像

和语言有明显的空间分隔(如图 4)。外语微课中，对称是最常见的互补关系实

现方式(如图 4)，且以文字为主，文字起到锚定意义的作用，文字通常有边框，

与图像隔离。所有微课中，只有 5 个微课中图文出现融合关系，它们以话语

泡的形式显示话语投射。 

5. 分析与讨论 

在上述分析结果的基础上，我们对外语微课中多模态符号使用情况、受

众地位分别从外语教学和文化角度加以分析讨论。 
国内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表明，多模态教学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增强

学生多元识读意识和技能，提升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等方面都起到积极影响的

作用[1] [3] [9]。从第六届全国外语微课大赛的一等奖作品中可以发现外语教

师与时俱进，信息技术的意识和能力已经得到非常大的提高。教师在借助媒

体技术教授外语的过程中，教师扮演多重角色，外语专家、教学专家、视频 
 

 
图 4. 图文对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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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者。教师通过微课传授知识点，解放课堂时间，从而将实体课堂变为交

流、研究、反思、合作的空间而不是灌输知识的场地。 
从外语微课的符号使用分析可以发现，教师虽然在积极借助图像和声音

模态召唤学生的学习兴趣，但在情感交流方面仍然有不足之处。在镜头距离

的选择、视频主题色彩的选择上，大部分教师仍然保持着实体课堂上的距离

感，教师的权威角色并没有淡化，这不利于学生平等、深度参与课堂意义构

建。教师难以摆脱权威身份的原因与我国的集体主义文化有密切关系。根据

Hofstede [24]提出的权力距离理论，即在社会中分配到较少权力的那部分社会

成员对权力分配不平等状况的承受度。Hofstede 按照权力距离高低将文化分

为高权力距离文化与低权力距离文化，研究显示，世界平均权力距离指数水

平为 55，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的权力指数低于 55，属

于低权力距离文化国家；而中国的权力指数高达 80，属于高权力距离文化国

家[25]。Hofstede 认为集体主义倾向越高的文化，权力距离越高，也就是说，

在越是推崇集体主义文化的社会，相较于其他类型社会文化，社会成员对权

力分配不平等状况的接受度越高。因此中国社会推崇重视权力、权威与身份

差异，比如师道尊严、尊师重教，教师与学生之间有明显的权力距离，交往

时约束较多。权力距离直接影响外语微课教学中教师身份的建构以及微课互

动中的表现。 

6. 结束语 

本文运用社会符号学的视觉语法理论，借鉴权力距离理论，建构外语微

课多模态话语的分析框架，运用这个框架分析了 22 个外语微课获奖作品，揭

示了外语微课的语步特征、概念意义、互动意义以及构图意义，并就微课所

反映的受众地位进行了探讨。本文的研究意义在于，一是尝试将微课视频分

析结合社会符号理论、权利距离理论和观点，针对微课这一语类特征建立分

析框架；二是尝试探讨教师在信息化社会中身份建构的有效途径，为微课教

学话语的研究贡献微薄之力，在进一步深化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新形势下，

为今后如何组织教学内容以及选择什么样的模态来传达特定的教学内容；如

何调用和协同各种模态从而有效表达教学内容；如何使教学内容能够兼具知

识性、实用性及趣味性提供一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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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Abstract and Keywords in Chinese) 

外语微课教学话语的社会符号研究 

摘要：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教育技术的进步，外语教学模式发生了深刻变化，

短视频内容输出成为重要教学手段，得到广泛应用。本文运用社会符号学的

视觉语法理论同时借鉴权力距离理论，建构外语微课多模态话语的分析框架，

运用这个框架分析了 22 个第六届全国外语微课一等奖获奖作品，揭示了外语

微课的语步特征、概念意义、互动意义以及构图意义，并就微课所反映的受

众地位进行了探讨。本文的研究意义在于，一是尝试将微课视频分析结合社

会符号理论、权利距离理论和观点，针对微课这一语类特征建立分析框架；

二是尝试探讨教师在信息化社会中身份建构的有效途径，为微课教学话语的

研究贡献微薄之力。 

关键词：外语微课视频，多模态话语，教师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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