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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模态视角下读写结合模式促进
初中英语写作教学的实践

徐子凯　 　 王颖婷

　 　 【摘　 要】为提升初中生英语写作能力,以多模态理论与读写结合理论为指导,开展了教学实践,探索了改

善学生“读不透”“写不明”问题的疏通策略。 在教学中,通过多模态刺激导入、设置以“读练结合”为特色的高

频模态转换活动有助于学生理解语篇精髓,积累写作素材,梳理写作思路。 同时,多模态协同的输出任务创造

了真实有趣的情境,为学生巩固并内化知识、实现有意义的语言产出提供了平台,有助于提升他们的写作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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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写结合是近年来外语学界的热点话题。 共享

知识假设理论认为,学习者在阅读中输入的知识能

够在写作中发挥作用,反之亦如此。[1] 因此,依据该

理论,教师不妨打破以往传统教学中阅读与写作相

互独立的模式,尝试将其有机融合在一起,培养学生

在具体主题背景下的语言表达能力,提高他们的语

言输出水平。
多模态理论是《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22

年版)》(以下简称《2022 版课标》)特别强调的内容。
所谓多模态是指多种符号资源的集合,它既包括声

音、视频等动态资源,又包括图片、图表等静态资

源。[2]多模态理论的兴起离不开现代信息技术的进

步,在实际教学中,教师不妨整合资源,扩大学生的

信息输入渠道,提高他们的学习表现能力。
本文将基于多模态与读写结合理论,主要介绍

以此为指导思想所设计的教学实践活动,为探索解

决传统课堂中读写割裂、学生写作产出效率低等问

题提供思路。
一、英语写作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长期以来,如何培养学生的写作技能被视为

英语教学中的一大难点。 相当比例的学生表示其

经常会面临诸如“下笔难” “写不明”等问题。 究

其根本原因,是学生对写作这一行为本质的认知

产生了偏差。 写作本是作者自由表达观点,分享、

传递信息的一种自然行为。 然而,在实际课堂中,
不论是广大学生,还是不少教师,都仅仅将其视作

应对考试的一项技能,从而在实际学习和教学中

刻意且过分地围绕考察标准进行训练。 因此,学
生也就自然难以产出真实而令人感动的好作品。
通过调研,笔者发现,目前英语写作课堂上主要存

在以下问题。
(一)阅读过程与写作产出的割裂

就传统课堂来看,阅读与写作间的联系并不紧

密,学生往往只是逐字阅读语篇,并完成翻译,粗浅

地理解语篇大意,却忽略了语篇的写作特色、作者的

写作目的等因素,从而无法体会到作品的内涵。 因

此,在正式写作时,学生也就难以意识到阅读与写作

间的联系,借助优秀范例中的思想构建新的写作框

架,体验创作的乐趣。
(二)语言输入手段的缺乏

在写作前的语言输入环节,输入手段、渠道的匮

乏导致了学生有时仅仅只是在教师讲解后,抄写语

言要点,完全忽视了语言的语用功能。 因此,在产出

时,学生容易感到素材缺乏,难以落笔,常常只是对

给定的话题进行较为机械的扩展,难以感受写作与

实际生活的联系,体验写作的交际功能。
(三)评价主体的单一

评价是帮助学生发现问题,给予学生适切反馈

·22·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2023. 2　 　 中学外语教与学
HIGH SCHOOL EDUCATION: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LEARNING

　 　 　

的重要渠道。 然而,在传统的课堂中,教师评价往往

处于绝对主导地位。 然而,由于教师的评价风格具

有较强的主观性,难免会造成学生收到的改进建议

不充分,不客观,也就无法有效地指导学生改善写作

存在的问题。
二、多模态理论及读写结合模式教学中的应用

所谓读写结合,以读促写就是要让学生在前期

准备过程中通过阅读同主题的示范语篇,在具体且

有意义的语境中学习与写作话题相关的核心语汇,
梳理语篇结构,形成个人语料库,并进一步内化且运

用到相关主题的写作中。[3]而多模态理论的加持,使
得读写结合的模式更易于开展。

(一)精准分析教学内容及学情,制定适切教学

目标

笔者以 《英语》 (牛津上海版) 8BM3U6 Travel
Writing 部分内容为例进行说明,学生对单元大主

题———旅行饶有兴趣。 本节课的写作体裁为明信

片。 然而对出生在互联网时代的学生来说,明信片

这一体裁对他们略显陌生。 相当比例的学生不了解

明信片的撰写格式、内容,以及明信片作为纸质媒介

其背后蕴含的意义。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制定了以

下教学目标。
(1)通过阅读并解析范文结构,了解明信片的基

本组成元素以及写作格式。
(2)通过完成多种模态转换的操练,熟悉明信片

写作的要领,并产出一张明信片,介绍一次难忘的旅

行经历。
(3)通过品读明信片核心内容并以模态协同的方

式完成明信片创作,体会其作为纸质媒介背后蕴含的

意义———用真挚的手写方式与亲近的人分享喜悦。
(二)多模态导入,激活背景知识

有效的课堂导入能够使学生快速适应课堂,进
入状态。 本节课中,教师首先向学生抛出三个问题:
①Do you remember the last place you visited? ②What
did you do there? ③How would you describe your trip?
询问学生过去的旅行经历以此来激活学生的背景知

识(尤其是相关的语言)。 接着,教师播放了一段简

短的明信片制作视频,并特别用加粗红色字体进行

了标注,引出并明确了本节课的写作体裁。

(三)模态高频转换,充分积累素材

想要达成以读促写的目的,前期“读”的过程便

显得尤为重要。 为此,教师设计了一系列层层递进

且涉及模态转换的活动,旨在为学生的语言输出搭

建扎实牢固的支架。
正式进入素材积累环节,学生首次阅读范文,并

回答教师预设的四个问题:①Who will receive this
postcard? ② When did Amy arrive? ③ What is she
doing now? ④What is she going to do tomorrow? 以上

四个问题帮助学生理解了范例明信片的基本内容,
同时,也使他们初步了解了明信片的组成结构。 接

着,教师将明信片的不同组成部分进行拆分。 学生

则再次阅读范例,并推测各个板块的功能,完整地了

解明信片写作的基本格式及必备要素。
随后,学生对范例明信片的核心内容进行第三

遍阅读,并思考明信片的撰写遵循了何种顺序。 通

过时间线思维导图的提示,学生能够进行准确的判

断,发现范例明信片是以时间顺序组织的。 进而,
教师得以带领学生理解各个时态(一般过去时、一
般现在时、一般将来时)在语篇中的具体功能,以及

作者如此安排的目的,完整地告知读者近期旅行的

安排。
紧接着,教师向学生展示若干有关旅行的照片,

并要求学生进行描述。 并在第一轮描述完成后,向
学生抛出问题:如何使描述更生动? 在学习举例提

示及简短的结对讨论后,学生能够发现改善写作的

秘密,添加细节信息与写作人的内心感受。
待了解写作的润色方法后,教师引领学生再次

将目光投向了最初的范例明信片。 学生第四遍阅读

语篇,找出了其中的不足之处,并进而对其润色。 此

时,教师要求学生朗读修改后的新明信片,并借机询

问学生对比两版明信片后的阅读感受。 由此,学生

初步体会了明信片写作的意义———与亲近的人分享

生活中、旅途中的喜悦。
(四)思维导图助力,实现自然产出

正式进入撰写环节,教师给予学生两人一组讨

论的机会,依据蜘蛛思维导图的提示,简单交流写作

思路,并完成提纲记录,实现了学习资料的可视化,
为他们独立撰写,顺利完成写作提供了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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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课堂观察,在正式写作时,学生的效率也有显著

提高,能够自然地从输入过渡到输出,并在写作的过

程中,再一次体悟明信片写作的意义。
(五)评价主体多元化,反馈效能最大化

完成明信片的撰写后,学生依据评价量表

(见表 1),首先进行自评,接着以小组为单位,进行

组内互评,并推举典型的作品交由教师进行点评,从
多方位收获了较为客观的写作反馈,用以帮助写作

后的完善与提升。
(六)多模态协同能力运用,巩固学习成果

在课后,学生将观看教师提供的明信片制作视

频,借由视觉模态的刺激,了解手工制作明信片的要

领,并尝试亲手制作一张明信片,送给他们的家人、
朋友等亲近的人,在触觉、视觉双模态的引领下,巩
固本课时的学习成果。

三、启示与建议

(一)基于真实语境,设计范例语篇

范例语篇是阅读教学中学生获取语言输入的

第一来源。 有时教材中提供的原始语篇无法满足

实际教学目标。 因此,教师需要对其进行改编,使
其在内容编排以及格式上更贴近学生的学习需求。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必须遵循立足真实情境这一准

则,力保范例语篇的规范性、典型性以及其与学生

真实生活的相关性,使学生能够获取有意义的

输入。
(二)重视阅读过程,深挖语篇价值

足够且有价值的输入是实现语言输出的重要

保障,而在写作课堂中,对于范例语篇的解析则必

须同时保证广度与深度。 广度是指对语篇体裁格

式、话题语汇及句式的全方位涵盖。 而深度,则是

对语篇内容、写作目的及价值的多角度聚焦。 所谓

读写结合,只有保证有深度地读,才能推进高质量

地写。
(三)模态资源整合,提高输出效能

多模态理论为写作课堂效能的提升注入了新的

活力。 课堂前期,高频的模态转换阅读活动为学生

积累素材打下了坚实基础;课堂中期,可视化支架的

搭建为学生实现流畅自然的产出提供了有力保障;
课堂后期,评价主体的多元化为学生收集客观反馈

打通了宽广渠道。 而在课后,多模态协同的作业设

计为学生巩固学习成果提供了趣味途径。
写作水平是衡量学生语言能力的重要标准之

一。 总之,教师要积极尝试创新,将读写结合的模式

与多模态理论充分运用到英语课堂教学中,落实

《2022 版课标》理念,不断优化教学策略,助力课堂

教学质量的稳步提升。
　 　 表 1 评价量表

Checklist 选项

Does his / her postcard include the date, a greeting, closing words, a signature and information of address? Yes No

Does his / her postcard include present state, past activities and future plans?

Does he / she use each tense correctly?

Does he / she include details and express his / her feel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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