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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多媒体技术的英美影视语言文化教学研究 

郑  猛，杨建平，黄建滨 
（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浙江杭州 310058）* 

摘  要：随着多媒体技术在外语教学中的逐步普及，如何以现代外语教学理论为指导，将多媒体网络
技术应用到英美影视教学中成了新课题。本文拟从多媒体技术与英美影视教学相结合的理论依据及设计开
发教学课件的实践两方面来探讨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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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外语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传统的大学公共英语课正被一系列颇具特色的英语综合技能课所替

代。而“英美影视赏析”正是这众多技能课之一，它以生动的教学形式让学生接触到丰富的英语口语语料，
置身于真实的语言环境中，在了解英语国家的社会、文化、风土人情的同时，掌握最新、最地道的英语表
达方式。国内对多媒体技术应用于大学公共英语教学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听说课和精读课上，而将多媒
体技术应用于英美影视教学的研究反倒不多。笔者将从多媒体技术与英美影视教学相结合的理论依据和实
例论证入手，就其可行性、必要性以及教学模式和课件设计进行探讨。 

1. 多媒体技术应用于英美影视教学的理论依据 

任何教学模式的形成和教学改革的实施都离不开正确的教学理论的指导。我们的教学实践主要基于以
下几种现代外语教学理论： 

1.1 Krashen 的输入假设 
（1）著名的“i+1”理论强调只有当学习者接触到略高于本身已有的语言水平的“可理解性的输入材

料”时, 语言的输入才能生效；（2）情感因素对语言输入有着过滤和制约作用。“过滤”程度越强, 语言输
入的损耗就越大, 习得的收效就越小；（3）语言的输入必须能引起学习者的兴趣；（4）语言的输入必须有
足够的数量（莫锦国，2003）。 

1.2 建构主义理论 
建构主义理论是继行为主义和认知主义之后出现的教育心理学理论。它强调认知的主体是学生, 应以

学生为中心进行教学；教师的作用是学生学习的帮助者和促进者（李萌涛，2001）。因此教学思想、教学
内容、教学方法都应围绕创建建构学习环境进行，在课件设计和教学中应注重构建一种学习环境而不是教
学环境。 

1.3 心理学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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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建构主义认知理论为多媒体技术与英美影视教学相结合提供了理论依据，那么著名心理学家
Treicher 的心理学实验结果则进一步表明两者相结合能使教学效果事半功倍。Treicher 的实验是关于人类获
取信息的途径：即人类获取的信息 83%来自视觉，11%来自听觉，3.5%来自嗅觉，1.5%来自触觉，1%来自
味觉（Rod Ellis，1985）。多媒体教学通过多种感官的同时刺激获取的信息量要比单一地听或看多得多。 

1.4 交际法 
这是一种出现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以语言功能项目为纲、着重培养交际能力的教学法。其主要特征：

（1）强调教材内容必须是真实的、自然的语言；（2）强调以学生为主。教师的任务是给学生提供和创造
真实交际情景, 使学生能主动、自由地运用语言（刘润清，1999）。 

2. 多媒体技术应用于英美影视教学中的课件设计和教学模式 

笔者将以电影《刮痧》为例，论述以现代教学理论为依据，设计开发英美影视课的教学课件以及具体
教学步骤。（之所以选此片是因为该片以“刮痧”为主线，描述了中西方文化在伦理道德、家庭关系等方
面的巨大冲突。） 

2.1 教学课件的设计 
（1）背景知识及提问 
将影片中主要人物的名字和像片、与影片主题相关的背景知识以及对影片主要内容的提问制成多媒体

课件。看片前，对影片主人翁以及相关背景知识的了解有助于学生更好地看懂影片；而看片前的提问则能
让学生在欣赏影片的同时学会思考、比较，独立寻找问题的答案。 

（2）生词及其释义 
Treicher 的实验结果表明在多种感官同时作用下所获取的信息量要比单一地听或者看多得多。而语言

的输入只有在富有情趣的条件下，才能激发学生的兴趣，从而被理解和吸收（王奇民，2003）。于是，利
用多媒体技术把影片中生词的释义，制成声音、图像、文字共存的课件。如：在解释“刮痧”（一种源自
中医的物理疗法）时，让学生一边观看医生给病人刮痧的整个过程，一边听有关刮痧的英文解释，并在银
幕的下方同步出现汉语字幕。根据“语言的输入必须有足够的数量”的理论，接着给出与该生词相关的 5
个词及其释义和例句，如：由“刮痧”联想到“经脉”、“丹田”等，由“听证会”联想到“证人”、“原告”、
“被告”等。接着是复习巩固词汇的填空题。屏幕上方有带空格的五个句子，左下方是五个刚学过的单词，
要求把这些单词填入句子中。屏幕的右下方有一只可爱的米老鼠。当学生做完提交后，如果答案正确，屏
幕上就会跳出一只手捧鲜花、高喊“Congratulations！”（祝贺！）的金丝猴。如果答案错误，金丝猴则会手
举金箍棒，一棒打在米老鼠的脑门上，米老鼠应声倒下。这时听到画外音，“Try again.”（再试一次）。做
练习时配上声音和动画的目的在于减轻学生因久看屏幕而产生的疲劳感，使学生在相对轻松、愉快的气氛
中学习。这样，学生“学习情绪稳定，对语言输入的刺激的过滤作用就小，因而获得的输入就多”（刘润
清，1999）。 

（3）难句及常用句型 
在处理影片中难句及常用句型时，先以影片中的场景为单位，将它们从影片中单独切割出来，根据不

同的场景配上关键词和实用句型。释义和例句及巩固练习可参照生词部分去做。再增加一些类似的场景，
如：获奖致谢场景中可配上奥斯卡金奖颁奖仪式中获奖者的答谢场面、美国总统在竞选成功后发表演讲的
场面。这符合交际法中“教材内容必须是真实的、自然的语言, 而不是为了体现某种语法现象而特意拼凑
的语言”的原则。学生可以边听边跟读，还可边听边跟读边看脚本，只需点击屏幕左下方方框，脚本就会
与声音同步显示。如果点击屏幕右下方方框，显示的是带有空格的脚本。学生还可边听边做填空练习。做
完练习后点击“enter”键，查看标准答案和正确率。至于怎么听、听几遍，全由学生个人决定；学生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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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之间保持相对独立、互不干扰；教师也只是默默地关注学生的动态。当学生有疑问通过呼叫开关寻求帮
助时，教师可利用电脑对讲功能为学生答疑解惑。这正是建构主义教学法在多媒体教学中的具体应用。多
媒体技术的应用还使学生能够从数量上和质量上控制语言的输入和输出，使个性化学习得以实现。 

2.2 具体教学步骤 
（1）在播放影片之前，先介绍背景知识并提出 1－2 个问题。 
（2）播放影片至高潮，如：当影片播放到圣诞夜，许大同欲回家送儿子圣诞礼物却被门卫拒绝时，

笔者故意暂停播放影片，让学生来猜一猜结局会是怎样？这么做是因为影视课丰富多彩的内容输入必然会
引起观看者（学生）的丰富联想，而语言学习的客观规律要求一定的语言信息输入应伴随着一定的输出。 

（3）播完影片后，给学生半小时观看生词及其释义、难句及常用句型课件并完成其中的练习。 
（4）回答问题 
让学生回答观片前预留的问题。如：我们的问题是：According to the film, are there any 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Westerners and Chinese? Please mention some. 在学生说出 4－5 处文化差异后，笔者将话题转到某
一具体的差异上，启发学生去探究造成这种差异的根源，引导学生了解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如：片中许
大同管教儿子，这在中国人看来是极其平常的事，而为何又会在随后的听证会上成了控方指责许大同虐待
儿童的事实呢？笔者从文化背景、伦理道德等方面剖析导致两种文化差异的根本原因。 

（5）小组讨论 
“输入假设”理论认为只有当可理解输入略高于学习者的语言水平时，输入才会有效。因此，将影片

中有趣的故事情节做以下处理，如：在播放许大同及儿子被警察追捕片断时，笔者将每组学生中一半学生
的耳机关闭，使其只能看画面；同时将另一半学生的视屏变黑，使其只能听对白。片断播放完毕，以小组
为单位交流所获得的信息并根据已有信息编写对话。此目的在于培养学生对已有信息进行不断加工、不断
完善的能力。 

（6）小组活动 
 选择影片中某一场景，如：听证会，进行两种形式的小组活动。一是为场景中的人物配音；另一种

是根据场景自编人物对话和故事情节。让学生自选一种活动形式，然后自由组合成四人一组。之所以让学
生自由组合是为了防止那些习得较慢的学生产生畏惧、焦虑和厌烦心理。小组活动结束后请两组学生上台
表演。这样既能调动学生主动参与活动的积极性又培养了团队合作精神，使学生的集体荣誉感得到增强。 

（7）课堂辩论 
笔者以为在全班范围内进行辩论符合交际法“关于教师通过制造一定的信息差，在课堂上营造真实自

然的交际场景，使学生积极投入到交际活动中，在交际反馈中发现自身的不足，从而改进自己的语言表达
方式”的主张。例如：课堂辩论的主题是：将未成年子女单独置于家中，短期无人看管。这在中国属于家
庭内部事务；而在西方父母则会因此受到指控，进而失去对孩子的抚养权。辩论前笔者将一些辩论时学生
可能会遇到的生词、惯用法一一列出，以期对学生的输出有所帮助。接着将全班同学分成两大组：一组赞
同国人的观点；另一组则支持西方人的做法。通过两组学生的交替辩论，进一步加深了他们对中西文化差
异的认识。 

（8）课后作业 
对于中国学生而言, 英语运用能力较差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自己本民族的文化知识了解不够, 或者不

会用英语进行表达（莫锦国，2003）。因此，在设计活动时, 不仅要让学生了解英语国家的文化习俗、风土
人情，而且还应尽可能地激发他们学习中国文化的兴趣，学会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知识。笔者设计的课后
习题：试从中国文化中的“孝”、“忠”、“义”入手，分析影片中昆兰的两大疑虑：明明是爷爷给孙子刮痧，
许大同却一口咬定是自己干的；昆兰在法庭上所说的都是事实，许大同却认为他出卖了朋友。要求学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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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互联网查找资料，制成多媒体课件。其实，在准备这一问题的过程中，学生对中国文化知识的了解会逐
步加深，翻译水平也会逐步提高。 

3. 结  语 

综上所述，将现代教育理论和多媒体网络技术应用于英美影视教学极大地丰富了英美影视课的教学手
段，激发了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有助于教学质量的稳步提高。通过创立英语学习的真实情景，引导学生
进行多种形式的听、说、读、写、译综合训练, 使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到标准、地道的英语表达
方式和基本语言知识，从而为英语交际能力的培养奠定扎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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