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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确立了四大基本理念，体现在课程实施中，即

要求教师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拓展教育资源和教育空间。随着信息技术与多媒体技术的普及，多模

态理论逐渐被引用到教学领域，多模态教学应运而生，并表现出良好的教学实效。高中思想政治课堂越

来越多地采用多模态教学，利用视频、PPT等教学手段刺激学生不同感官，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吸引学

生注意力，提高教学效率。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态势下，多模态教学符合课标要求与时代发展要求，

对于高中思想政治教学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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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High Schoo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urriculum Standards (2017 version, revised in 2020)” 
establishes four basic concepts that are reflected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urriculum, which 
requires teachers to fully utilize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expand educational resources 
and space. With the widespread adoption of information and multimedia technologies, multimod-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5843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5843
https://www.hanspub.org/


胡友 等 
 

 

DOI: 10.12677/ae.2024.145843 1318 教育进展 
 

al theory has gradually been introduced into the field of teaching, giving rise to multimodal teach-
ing methods, which have demonstrated effective results in instruction. High schoo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lassrooms are increasingly using multimodal teaching methods, employing tools such as 
videos and PowerPoint presentations to stimulate different senses of students, arouse their inter-
est in learning, capture their attention, and enhance teaching efficiency. In the context of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ultimodal teaching meets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cur-
riculum standards and the demands of the era, holding significant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high 
schoo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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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为响应新的发展趋势并提升思想政治课的教学效果，一方面需激发学生的学习热忱，另一方面则需

积极探索创新的教学手段。鉴于当前形势与国家基本状况，对思想政治课的教学方法应进行大胆革新。 

2. 多模态教学的内涵和特征 

2.1. 多模态 

模态是指用于表达和交流的各种符号系统，如文字、技术、视觉图像、颜色以及音乐等[1]。这些模

态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结合使用。当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模态被同时运用时，便构成了所谓的“多模态话

语”。多模态是由一种以上的符号学模式所创造的任何交际活动，这些符号学模式可以是语言、图像、音

乐、色彩等[2]。例如，媒体话语(如新闻报道，通常以听觉语言和视觉图像相结合的方式来进行报道)是我

们生活中最常见的模态过程。多模态在日常生活还有很多其他的体现，比如教师使用多媒体教学设备通过

PPT 课件向学生展示图片、播放视频等，综合运用多个模态从而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学生通过眼睛(视
觉)获取视频中的图片和文字，利用耳朵(听觉)获取音频里的更多信息。再比如用微信、QQ 等聊天软件与

对方进行视频通话时，需要用眼睛看手机屏幕，用嘴巴和对方交流沟通，用耳朵来听取对方的讲话。 
在演化过程中，生物体逐步发展出五种基本感官：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和触觉。视觉是通过眼

睛这一器官来获取视觉信息；听觉通过耳朵接收声音信息；鼻子作为嗅觉器官，感知气味；味觉则是由

舌头感受食物的味道；而触觉涉及身体其他部位对触摸的感应。这些感官系统构成了生物与环境之间信

息交换和互动的基础通道。研究表明，五种基础感官的发展催生了相应的交际模态，包括视觉、听觉、

触觉、嗅觉和味觉模态。随着社会进步和科技革新，人类交流方式不断演变并融入多元文化元素，对多

模态话语的理解逐渐加深。因此，预计多模态话语分析方法将不断创新和完善，该研究领域在社会科学

中的重要性将持续提升。特别是在当前全球化、数字化、图像化趋势下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多模态话语

的研究前景将更为广阔。 

2.2. 多模态教学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学校的教学条件得到了显著提升，这促使了意义表征和信息交流方式向多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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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化转变。基于此，教育领域需转变传统的授课方法，采纳多模态教学策略以优化课堂教学效果。在多

模态理论的指导下，教师综合运用语言、图像、声音和动作等多种符号系统，创造最有效的表达与交流

方式，并引导学生利用这些多模态资源进行意义的构建。在这样的教学环境中，教师的角色转变为多模

态资源的策划者、整合者和示范者，通过设计多模态课堂活动和使用网络学习平台，创建丰富的多模态

课程资源，激活学生的感官潜力。如此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多元交互的学习环境，加深了学生对教学内容

的理解和多模态意义构建的能力。21 世纪初，施泰因(Stein)将多模态思想引入教学，提出多模态教学法，

强调课程、教学和评估应以学习环境的模态特征为中心展开，课堂上所有的交际活动都是多模态的[3]。
多模态教学更多的是在英语教学中使用。罗伊斯(Royce)在多模态课文中利用图像与言语互相补充以实现

跨符号的连贯性，利用视觉模态的刺激以及不同模态间的呈现关系来加强英语读、写、听、说及词汇训

练,并在实践基础上提出了“多模态教学方法论”[4]。中国海洋大学的张德禄对在现代技术条件下的有效

模态进行了研究，他指出模态选择可从三个角度进行：1) 为教学提供教学情景和便利条件；2) 为教学提

供辅助条件；3) 为多模态话语交际提供多通道话语意义表达方式[5]。烟台大学史军华从大学英语教学的

视角论述并实践了多模态识读能力和多模态交际能力的培养，他认为现今的英语“读写”教学应拓展为

以“多重性话语”为重点，向多元识读方向发展，读写能力不能局限于对语言符号的理解与使用，应将

其与其他符号系统联合，并借助多媒体和其他技术工具来构建意义；英语“读写”教学的意义之一是培

养学生的交际能力，交际可以同时通过听觉、视觉、触觉模态进行，声音、动作、手势、图像、色彩等

交际的多渠道、多种符号模态参与到交际过程中，进行意义构建，有利于培养多模态交际能力[6]。澳大

利亚科廷大学欧·哈洛伦(O’Halloran)致力于多模态话语分析理论的研究，研发了多模态图像和多模态视

频软件，并积极将多模态教学应用于中学数学教学，重点对数学课堂的多模态互动进行了研究[7]。 

3. 多模态教学在高中思想政治教学的必要性 

通过对黄州区部分思想政治课教师和学生的调研发现，当前思想政治教学面临若干问题。首先，教

学内容缺乏实际应用性，课堂偏重于教材内容与理论概念的直接讲授，忽略了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现实

问题的技能，以及时事分析和动态把握的综合能力。在教学方法方面，一些教师仍保持陈旧的教学观念，

过分依赖教科书，采用的教学手段单一，难以激发学生兴趣。此外，学生在课堂上多是被动接受知识，

缺少主动探索的学习动力。因此，营造一个合适的思想政治学习环境，让学生处于积极主动的学习状态，

显得尤为关键。 
综上所述，改革思想政治课的课程结构、内容和方法显得尤为重要。研究表明，教学方法对于学生

掌握课程知识和提升综合能力具有决定性作用。持维持传统的思想政治教学模式可能会对培养高素质人

才造成障碍。因此，在高中思想政治教学中采用多模态教学策略具有独特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4. 多模态教学在高中思想政治教学的应用价值 

4.1. 创新高中思想政治课教学方法 

多模态的课堂是多元化、生动化和立体化的，课堂上教师不再是照本宣科、灌输理论知识，而是以

课本内容为依托，通过多媒体等手段，综合运用多种模态进行教学，根据学生的认知水平及知识体系展

开教学，激发学生的听觉模态、视觉模态、感觉模态等，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欲望，使学生明确

学习动机，以学生为中心，改变了传统的教师讲授为主的教学方法。 
在高中思想政治多模态教学课堂中，老师设计学习过程，学生参与设置班级活动，学生有很多机会

发展和提高他们的能力，有意识地参加课堂活动，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促

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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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转变高中思想政治教师角色 

在多模态课堂教学中，教师的角色从单纯的知识传递者转变为积极的引导者、有效的管理者、合作

的组织者和精心的设计者。教学过程遵循实景实践、明确指导、批判性框架和转化实践等步骤，将学生

的能力与其他技能综合起来，突出学生在学习中的主导作用。这种方法不仅加深了学生对知识的理解，

还提升了他们的实践技能与整体素养。它覆盖了教学的全过程，包括教学后的学习任务和思考方式，并

关注学习内容与学习策略的结合。 
在高中思想政治教学领域，有效地应用多模态教学方法提升了教师对多模态教学理念的理解，并强

调了在课程设计中考虑多模态元素的重要性，进而增强了教师在运用高中思想政治教学策略方面的能力。

多模态教学有助于促进学生对思想政治课程内容更深层次的理解。教师能够通过多模态教学补充单一模

态教学的局限性，而学生则能够在协调视觉、听觉及其他感官的作用下，以全新的视角来吸收和理解思

想政治课程的知识。 

4.3. 推动开发高中思想政治多模态教学资源 

高中思想政治课的教师们可以积极利用网络资源，通过 QQ、微信、微博等多媒体平台，打造了一个

多模态的信息共享平台。这种多模态教学方式在思想政治课的应用，不仅能够丰富教学内容、提升学生

的学习热情，也可以充分体现教师在不断进行创新与教学改革的努力。该教学模式充分整合了动态图像、

色彩、音乐和视频等多种系统资源，以增强教学效果。 
在传统的高中思想政治课中，学生往往被动接受理论知识，缺乏表达个人观点的机会，导致课堂学

习变得枯燥。多模态教学的引入，通过结合声音、图像和视频等元素，能够营造接近真实的学习情境，

从而刺激学生的多种感官体验。这种做法不仅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且有助于他们提升综合能力，

尤其是将书本知识与实践活动有效结合的能力，改变了过去只注重书本知识而忽视实际应用能力的问题。

同时，利用网络技术开发高中思想政治课的多模态教学资源，可以构建一个信息共享平台，进一步丰富

教学模式。 

5. 多模态教学模式在高中思想政治课中的运用 

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对人才的综合素质要求也日益提高。面对这一现实，我

们应当立足于当前条件，积极探索并打造具有特色的思想政治课堂教学模式。为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教师需积极引导学生通过协作的学习方式，主动进行知识探索。 

5.1. 丰富适用于思想政治课的多模态教学课件 

当前，高中思想政治课教学过于依赖教科书内容，导致学生的知识视野受限，知识范围有限，且未

能充分重视表达和应用能力的培养。因此，首先需明确多模态教学的核心目标：提升学生的语言沟通和

交流技巧。其次，在具体操作实施中，应将学生分组进行话题讨论，这样的活动旨在增强学生的批判性

思维及促进彼此间的有效交流。接着，通过广泛阅读多种类型的文章和书籍来提升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

拓展知识领域。此外，利用多媒体和网络技术等信息化工具构建一个立体的教学环境对于高效传授教学

内容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高中思想政治课的各个环节融入多模态教学。备课时，教师应收集与课程内容相关的图片、图表、

文字等静态资源，以及声音、音视频等动态资源。特别是在讲授高中思想政治必修 1《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知识过程中，其与时事政治紧密相关，结合多模态教学能更好地展现课程的时代性和实时性。在课

堂教学中，教师可运用多模态教学工具，将静态资源例如图片和图表通过动画效果变为动态视觉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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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教材内容与如幻灯片等视觉模态资源，向学生展示丰富多样的资料与信息。并且，利用虚拟场景以

多模态的视觉形式来阐释知识点，能够有效促进学生思维判断能力的提升。语言学家胡壮麟提出，每种

模态都是符号性的资源，对于信息的表达和传递具有积极作用，且有时需要多种模态的相互配合才能完

成完整的信息交流。此外，视频模态，包括动画、电影、新闻片段等形式，极大地丰富了学生的立体思

维和线性思维能力，同时通过刺激学生的视觉和听觉感官，把抽象的概念变得具体、直观、形象且富有

趣味，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例如，高中思想政治必修 4《哲学与文化》部分涉及的哲理较枯燥难

懂，利用多模态教学有助于学生更深刻地理解其哲学内涵，并引导学生对所展示的多模态信息进行理解、

消化和表达。 

5.2. 利用网络构建思想政治课多模态信息共享平台 

在思想政治课的教学中，教师应充分发挥网络资源的优势，利用 QQ、微信、微博等多媒体工具，构

建一个多模态的信息共享平台。这有助于学生更深入地理解背景知识和文化根源，从而提高他们的实际

应用能力。教师可以对网络上的各种资料进行筛选、编辑和整理，以多模态的形式生动地呈现教学内容。

通过多媒体工具展示课程内容，可以充分利用人的听觉、视觉和触觉等多种感官与外界进行交流。在教

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利用网络获取大量信息资料和动态前沿，有效地弥补了教材内容时效性的不足。因

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借助多模态手段与学生进行实时交流，了解他们的想法和观点是非常必要的。

这不仅为学生创造了一个和谐、融洽的学习环境，还有利于培养具备综合能力的优秀人才。 
在思想政治教学领域，运用多模态教学模式不仅能够使教学内容更加丰富并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

而且体现了教师持续创新与教育改革的努力。通过有效利用动作、图像、颜色、音乐、视频等多样的符

号系统，这一模式一方面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另一方面有助于学生综合能力的提升。它强调将课

本知识与实践活动相结合，以解决目前过于侧重书本知识而忽略实际应用能力的问题。理论与实践的紧

密结合对于培养具有扎实基础和强大综合能力的人才至关重要。随着网络和多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

泛应用，注重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多模态教学方法预计将成为我国思想政治课教学发展的主要趋势。这种

教学模式的推广将有助于形成一种更为高效、互动和多元化的教学环境，为学生的全面发展提供支持。 

5.3. 在多模态教学中组织基于项目的协作学习 

项目式协作学习作为一种有效的教学模式，鼓励学生主动参与、合作探究。在多模态教学中，教师

可以设计与时事政治、历史事件或社会生活相关的项目任务，比如“研究新发展理念对社会的影响”或

“探讨法治与公民权利的关系”。通过团队分工合作，让学生在完成项目的过程中学会应用跨学科知识，

提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第一，确定项目主题：根据思想政治课程内容和学生兴趣，选取具有挑战性和实际意义的项目主题。

例如，可以让学生调研本地区的环境保护措施，或者研究国家新出台的税收政策对民众生活的影响。 
第二，制定项目计划：在项目开始前，教师需指导学生如何制定合理的项目计划，包括时间安排、

任务分配、预期目标等，保证项目的系统性和可执行性。 
第三，分组协作：按照学生的兴趣和特长进行分组，每个团队成员分担不同的任务和职责。团队成

员之间的有效沟通和密切配合是项目成功的关键。 
第四，多渠道信息收集：学生需要利用多种渠道收集信息，包括图书馆的书籍、学术期刊、互联网

资源以及专家访谈等。这一过程促进了学生的信息素养和独立思考能力。 
第五，整合与分析：获得信息后，学生需要对信息进行整合和分析，通过讨论形成共识，提出项目

的观点和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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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多模态成果展示：项目完成后，学生可以通过 PPT 演示、视频制作、海报设计等多种方式展

示他们的项目成果。这样的展示不仅加深了学生对知识的理解，也锻炼了他们的创意表达和公众演讲能

力。 
最后，反馈与评价：教师和其他同学对项目进行评价和反馈，指出项目的优点和改进之处。这种评

价机制可以帮助学生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提高未来项目的质量。 

6. 结语 

在当今信息时代，教育模式正经历着深刻的变革。多模态教学作为一种新兴的教学方法，其融合了

文字、图像、声音、视频等多种传播方式，为传统课堂带来了新的活力。尤其在高中思想政治课上，多

模态教学提供了一种富有创造性和实践性的教学途径，能够有效提升高中思想政治课的教学效果。通过

多种教学手段和活动的设计，不仅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还能培养他们的批判性思维、创新意识和

社会实践能力，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奠定坚实基础。教师在运用多模态教学模式时，应注重方法的多样性

和教学内内容的深度融合，创造一个开放、互动、共享的学习环境，引导学生主动探索、积极参与，使

思想政治课成为一门生动有趣、富有启发性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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