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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模态视角下大学古代汉语思政教学案例实证分

析 
吴秉承 2  石春燕② 

（吉首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湖南吉首  416000  花垣县边城镇中心小学  湖南花垣  416400） 

摘要：文章以课堂教学案例为基础，从文本模态、图像模态、音频模态、视频模态等方面分析多模态教学模式融入古代汉语教
学的教学实践。研究显示，多模态教学可以打破单一的教学语言教学模式，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师可利用多模态手段，建设具
有思政特色的古代汉语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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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

议上明确指出，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
要坚持在改进中加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和针对性，满
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其他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
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
效应。2025 年 1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教育强国建设
规划纲要（2024—2035 年）》，强调要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思
想政治教育。这些讲话和政策的颁布，为大学课堂教学融入思
政教育指明了方向和行动指南。古代汉语作高校汉语言文学专
业的核心课程，如何把课程思政和古代汉语教学有机结合，是
我们亟需解决的问题。 

针对这个问题，高校学者积极探索思政教育融入古代汉语
教学的新路径（刘道锋，2018；孙雪英，2019；肖永凤，2021；
王思齐，2023；尹戴忠等，2024）。前贤们为高校古代汉语教学
如何融入思政积极地建言献策。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前贤
们多从古代汉语的文本中挖掘思政文化元素，而如何将文化元
素展现给学生的关注度较少。基于此，本文将以多模态教学的
理论框架结合具体的教学案例为依据，从古代汉语课程思政目
标、课程思政实施以及实施挑战与对策等方面探讨古代汉语的
思政教育。 

一、多模态理论理论基础 
Stein（2000）提出的“多模态教学模式”。该教学模式主要

是把人体的多种感官与外部环境的互动有机的结合起来，调动
学生学习积极性的教学方法。如通过视觉模态、听觉模态、触
觉模态等多种感官与教学内容的深度融合，实现多角度多层面
的向学生展示学习内容，达到提升学生学习兴趣的目的。因此
多模态教学具备以下特征： 

1.强调语言、图像、声音、动作等多种符号资源的协同作
用，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结合文字、图像、音频等多种模态，
构建丰富的教学情境，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古代汉语的
内涵和外延。 

2.多模态教学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的信息来源，通过多种模
态的刺激，帮助学生更好地加工和建构知识。例如，在学习古
代汉语词汇时，教师可以通过图像、视频等方式展示词汇所描
述的场景，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记忆词汇的含义和用法。 

3.多模态教学为学生提供了多样化的学习资源和互动方
式，促进了学生对知识的主动建构。例如，在古代汉语语法教
学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通过分析古代文学作品中的语法现象，
结合多媒体资源，自主探究语法规律，从而加深对古代汉语语
法的理解。 

二、古代汉语多模态教学的实践路径 
古代汉语是一门蕴含我国古代丰富文化元素的一门课程，

古人的认知观念，道德思想，风俗习惯等均可在古代汉语的文

选和通论部分中展现出来，这些文化元素囊括了以民为本、天
下为公、忧国忧民的大局意识，也包涵了学以致用、诚实守信、
自强不息的个人修养，因此古代汉语是课程思政教育重要的课
程。通过古代汉语的讲授，教师要把古代文化的家国情怀和个
人修养等精华文化挖掘出来，并运用合理的教学方法，把这些
文化元素，潜移默化的融入大学生的价值观和道德修养的理念
中，再将这些理念外化成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使学生成为一位
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合格大学生。 

（一）文本模态：文本模态是古代汉语的教学基础，教师
应结合具体的文本，通过精读、讲解、练习等方式，帮助学生
掌握古代汉语汉字、音韵、语法、句式等基础知识。同时，结
合电子文档、课件、AI 生成图片等手段，向学生展示古代汉语
字形、字形演变、音韵、句法结构等文本内容，增强古代汉语
教学的直观性和趣味性。 

（二）图像模态：图像模态能较为直观地展示古代汉语所
述的场景或内容，进而更好地帮助学生理解古代汉语的语义和
文化内涵。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承载着大量的文化信息，透
过语言我们会看到过往的历史、社会风貌、坊间习俗，语言是
文化承载最直接的媒介，也是文化信息最直接的反映。例如，
《韩信破赵之战》中韩信抓住广武君，“信乃解其缚，东乡坐，
西乡对，师事之。”在古代的礼仪中,座次是非常讲究的,通常老
师的坐席都是坐西向东。古人席次尚右，右为宾师之位，居西
而面东。家塾教师和官僚们的幕客，都称为“西宾”，又称“西
席”，主人称为“东家”，所以古人尊称授业解惑之师为“西席”。
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可以展示古代的座次、祭祀等场景图片，让
学生能直观的感受到文中所描绘的生活场景。尤其是古代汉语
的一些器物、字形等，需要展示相关的图片，增强学生对古代
文化的整体感 

（三）视频模态：视频模态是通过声音、画面、视频等方
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师可以结合古代汉语的文选部分，
播放文选作品的影视改编作品、记录片等，让学生从不同角度
感受古代汉语以及古代文学的魅力。例如，在学习《郑伯克段
于鄢》时，教师可以播放相关的影视片段，帮助学生更好地理
解文选部分人物形象和故事发展脉络。 

（四）互动模态：互动模态关注教学过程中学生主动参与
和互动，教师可以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引导学生积
极参与教学活动。例如，在学习古代汉语义韵的时候，可以结
合学生当地的方言进行互动。比如古代汉语中“面”本义是脸，
西南官话的“洗脸”仍然读作“洗面”，保留了古代汉语的本义。
又如西南官话的凤凰方言用“走”表“跑”义，保留了“走”
的本义。通过互动练习，加深对古代汉语词汇和语义的理解；
在学习古代汉语文选作品时，可以通过在线讨论平台，引导学
生发表自己的见解，促进学生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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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古代汉语多模态教学的案例分析 
（一）教学案例：《郑伯克段于鄢》的多模态教学 
1.文本模态：教师通过课件展示《郑伯克段于鄢》的原文，

逐句讲解字词含义、语法结构和句式特点，帮助学生理解文章
的基本内容。思政元素例举： 

郑庄公对母亲武姜的情感态度经历了一个从隐忍到决裂再
到和解的复杂过程，这个过程蕴含了母慈子孝的伦理道德元素。
又如文中“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雉”，《说文》：“有十四
种：卢诸雉，乔雉……西方曰蹲。从隹矢声。”显然，雉的本义
是指鸟类。但文中“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若理解为鸟类，
与文义大相径庭。因此需要参考原文注释，杜预注：“方丈曰堵，
三堵曰雉。一雉之墙，长三丈，高一丈。” 指的是，古代计算
城墙面积的单位。对古书的注解，显现了先贤严谨的学术态度
和刻苦钻研的学术精神。“雉”的本义为野鸡，为什么方言中要
用“野鸡”替代“雉”呢？这是由于汉高祖刘邦的妻子吕后名
雉，世人为了避讳她的名字，行文中凡遇到“雉”字时，都改
用“野鸡”来代替。这就体现了我国古代的避讳文化。 

2.图像模态：展现郑伯克段于鄢的场景图片，让学生直观
感受文中对话的场面。例如，利用 AI 技术生成文中互文的修辞
场景，“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赋：‘大

洩洩隧之外，其乐也 ！’” 即庄公和姜氏共出共入，且都赋诗，
母子和睦相处的温馨场面。如果根据文本翻译，郑庄公进入隧
道作诗，姜氏出隧道作诗，一个在隧道里面，一个在隧道外面，
无法体现母子和好如初的温馨场面。AI 生成图画，可将庄公和
姜氏共入，共处的场景再现出来，有助于学生理解文中互文修
辞方式。 

3.视频模态：播放关于《郑伯克段于鄢》的纪录片片段，
介绍文选的事件背景、人物以及文选中的历史文化内涵。例如，
在学习《郑伯克段于鄢》的时候要了解春秋时期诸侯夫人的称
谓习惯，丈夫的谥号加上娘家的姓。如“初，郑武公娶于申，
曰武姜。”姜是申国的姓，武是郑武公的谥号。这样的称谓不仅

殽仅出现在《郑伯克段于鄢》里，还出现在《秦晋 之战》中，
“文嬴请三帅。”文嬴是晋文公的妻子，秦穆公的女儿，因此称
为文嬴。这种文化与日本的已婚女子的姓名称谓相同。 

4.互动模态：组织学生进行小组讨论，分析文章的写作手
法和情感表达；通过在线互动平台，让学生发表自己的学习心
得和感悟。比如文选中的宾语前置句“姜氏何厌之有？”，通过
小组讨论可以让学生进一步了解古代汉语的语序规则，什么是
宾语前置，什么是状语后置等相关问题。尤其是古代汉字的造
字法，用字法的分析，可以使学生加深对汉字表意体系的理解。 

多模态教学方式融入古代汉语教学课堂，学生对《郑伯克
段于鄢》的理解更加深入，学习兴趣明显提高。学生在课堂上
的参与度显著增加，能够积极主动地发表自己的见解。在课后
作业中，学生对文选中的字词、语法、句式等基础知识的掌握
程度明显优于传统教学模式，对文章情感和写作手法的理解也
更加深刻。 

四、古代汉语多模态教学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一）面临的挑战 
1.教师能力不足：由于多模态教学涉及的内容较广，对教

师的综合能力要求较高，需要教师具备丰富的教学资源开发能
力、信息技术应用能力以及课堂组织能力，部分教师在这些方
面存在不足，在运用资源开发、信息技术等工具辅助教学的过
程中会出现种种困难，难以发挥多模态教学辅助古代汉语教学
的优势，影响了多模态教学的实施效果。此外，教学内容的多
元化也给会教师带来新的挑战，如古代汉语与民族语的结合，
古代汉语与方言的结合等问题。 

2.教学资源匮乏：古代汉语教学的多模态资源相对较少，
如古代的服饰、器物、农具等，由于缺乏传世文献的相关记载，
使教学过程中无法向学生直观地展示具体的形象，尤其是高质
量的图像、音频、视频资源，相对缺乏。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往
往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自行开发资源，在一定程度上会增
加教学负担，往往在实践环节“缺斤少两”。 

3.学生适应性问题：部分学生对多模态教学方式不熟悉，
存在适应性问题。一些学生在课堂互动中表现不够积极，影响
了教学的互动性和效果，可能会干扰多模态教学方法的实施。 

（二）对策建议 
1.加强教师培训：通过组织专题培训、教学观摩、经验交

流等活动，提升教师的多模态教学能力。同时，鼓励教师参加
相关的学术研讨会和技术培训，不断更新教学理念和方法。注
重和其他兄弟院校的学习与交流，定期以网络或会议形式与他
人学习经验，实现资源共享。鼓励教师拓宽学术视野，关注方
言、民族语言、外语等语言与古代汉语的联系，丰富教学内容。 

2.开发教学资源库：学校和教育部门应加大对古代汉语多
模态教学资源的开发投入，建立专门的教学资源库，为教师提
供丰富的教学资源支持，教师可以选择现成的教学资源，结合
自己的教学内容和多模态的教学手段，把教学内容声情并茂的
形式呈现给学生。教师也可以通过资源共享平台，获取和交流
优质的多模态教学资源。 

3.引导学生适应：教师应在教学过程中逐步引导学生适应
多模态教学方式，通过设置有趣的互动环节、提供个性化的学
习指导等方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同时，加强对
学生的学法指导，帮助学生掌握多模态学习的方法和技巧。 

五、结语 
古代汉语多模态教学是一种创新的教学模式，通过整合多

种模态资源，能够有效提高古代汉语教学的趣味性、互动性和
有效性。在实践过程中，教师将多模态教学与教学内容以及思
政元素联系在一起，让学生在课堂学习中理解古代汉语以及深
刻的社会文化内涵，能有助于学生从感官到心灵，从形式到内
容的升华，提升学生爱国意识与家国情怀。随着信息技术的不
断发展和教学理念的不断更新，古代汉语多模态教学将具有更
广阔的发展空间，为古代汉语教学改革提供新的动力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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