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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多模态话语分析是将图画、声音、颜色、手势等多种手段作为意义交流的渠道纳入语言分

析范围的一种话语分析方式（朱永生，2007）。将多模态话语分析理论运用到语言教学中，综合

运用听觉、视觉等多种感官手段进行教学，以丰富现有的教学方法。这能够提供更情景化的语

言互动环境，以更高效的方式进行语言教学，提高学生对语言的理解（张曼，2011）。
在专门用途汉语教学领域，相比商务汉语、中医汉语等，法律汉语在教材、教学法、教学

理论等方面的研究还处于初步发展阶段。词汇教学是语言教学中的基础环节，在法律词汇教学

中应用多模态话语分析理论对法律汉语教学的发展有重要意义。本文从立法汉语语料库中提取

词频高于 10 次的词语并选择其中的动词，对其进行语义分类，并为不同语义类的动词选取合适

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模态来开展相应的教学设计，总结其教学特点，丰富多模态理论在专门用途

汉语和法律词汇教学中的研究。

摘要

法律汉语词汇具有专业性强、抽象性高的特点，难学难记。将多模态话语分析应用到国际汉语

教学中，用多样的模态丰富现有的教学方法，能够有效地促进汉语学习效果。本研究从立法汉

语语料库中提取频次大于 10 的动词，根据《现代汉语分类词典》将其分为生物活动、运动与变化、

社会活动三大类，基于多模态话语分析，结合传统词汇教学方法，探究立法汉语动词的教学方法。

本研究发现，立法汉语中的动词适合使用翻译法和构词分析法进行教学。同时，可以综合运用

图片、动作等各种模态作为辅助，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词义。此外，也可以使用比较法对一些

词汇进行辨析，以帮助学生理解法律概念。本研究能够为法律类词汇教学提供参考，丰富多模

态话语分析理论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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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相关研究

2.1 使用多模态理论进行教学设计的理论框架

多模态的概念最早出现于话语分析理论中，Kress & Van Leeuwen（1996）将语法延伸到视

觉模态，认为视觉语法可以“陈述”信息。随后 Kress & Van Leeuwen（2001）提出在交流中

语言不是唯一的意义交流的工具，图片、动作、音乐等其他意义符号同样可以表示意义。李战

子（2003）指出除文本以外，图像、图表等同样是参与表义的复合文本。朱永生（2007） 进一

步介绍了语言及图像、声音、颜色、动漫在话语分析中的作用，并介绍了多模态话语分析的产

生、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等。张德禄和赵静（2021）在综述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指出在多模态

话语分析中是否需要分析多模态语法，需要考虑多模态语篇分析的目标、相关模态或符号系统

的特点以及多模态语篇分析的特点这三个因素。余乐斌和肖好章（2022）从生态符号学视角入

手，对语用标记进行生态重构，提出了符义框定和符用框定两个术语，以适用多模态交互教学。

Schonstrom & Holmstrom（2022）研究了多模态对手语二语习得中词汇学习的影响。

Kress & Van Leeuwen （2001）提出主导教学设计的三个立场：（1）教师通过自身演示教

导学生；（2）教师以教材为教学内容的主导；（3）教师引导学生通过已有经验总结现实规律。

Stein （2007）提出了多模态教学法的概念。张德禄（2010）提出在外语教学的设计中，使用多

模态教学的设计包含五个基本程序：（1）确定教学任务、教学环境和教学条件；（2）确定教学

设计的依据；（3）确定教学阶段；（4）选择适合每个阶段的教学方法；（5）根据教学法选择适

合的教学模态及模态符号。本文参照这一程序在下文中对立法动词的多模态教学设计进行研究。

语言教学除了知识理论的教学外，还涉及到学生语言能力的培养，因此张德禄 (2010) 将以上三

个立场扩充为五个关于设计的理念类型：（1）教材权威型，教师在教学中以教材为主导，按照

教材内容设计教学。（2）知识获取型，重点关注语言知识的教学。（3）技能训练型，重点关注

语言知识的应用与练习。（4）经历体验型，引导学生在语言交际中总结语言规律。（5）资源发

展型，是综合教学型理念，注重语言知识、语言能力和综合素质的培养。

近年来，多模态理论在汉语教学中的应用逐渐发展，其研究方向包含词汇教学（石冰倩和

王珊，2021；王珊和刘峻宇，2020）、语法教学（刘峻宇和王珊，2019a，2021）、综合课教学（刘

峻宇和王珊，2019b）、视听说教学（陈新，2020）等多个方面。王珊和殷久涵（2022）研究了

多模态在立法汉语名词教学中的应用。

2.2 国际中文教育的词汇教学法

国际中文教育中的词汇教学研究主要有三个方向：“词本位”教学法、“字本位”教学法和

语素教学法。由于教学阶段、课型、教学目标的不同，在教学的具体实施中，词汇教学又涉及

了不同的教学方法。黄振英（1994）提出，初级阶段的教学法包括演示描述法、联系扩展法、

提问讨论法、汉外对应词对比法、词语联系搭配法、语流悟意法和总结归纳法。在中高级阶段

的词汇教学中，除了以上教学方法外，还会运用对比法、语素法、语境法、操练法等（胡秀春，

1998）。陈贤纯（1999）提出了词语的集中强化教学法，针对中高级的学习者，将词汇根据语义

场进行分类，通过不同的语义场对对学生进行集中强化训练，提高学生的词汇量。词汇教学中，

教学方法的选择也受课型的影响（刘智伟和任敏，2006）。徐丽华和蓝蕊（2006）认为口语课中

词汇教学的方法包括语境法、转述法和功能释义法。刘颂浩（1999）认为阅读课中实词是教学

的重点，针对实词他提出了辨认、联想、搭配、总结、评价五种方法。苏丹洁（2010） 通过问



75殷久涵、王珊

卷调查法发现，在听力课的词汇学习中，学生更喜欢听后模仿跟读和听后回答两种听力课的教

学方法。高燕（2007）对各种词汇教学的方法进行了汇总，将其分为整体释义法和词语分析释

义法，整体释义法将词作为整体进行教学，符合“词本位”教学法的理念，词语分析释义法关

注词语拆分后与整词的意义联系，符合语素教学法的理念。其中整体释义法和词语分析释义法

又包括了具体的教学方法。整体释义法又包括直接法（含直观法和定义法）、翻译法、语义系联

法、比较法、对比法、语境法和文化含义阐释法；词语分析释义法包括造词分析释义法、构词

分析释义法、义素分析释义法、理据分析释义法和构型分析释义法。

综上所述，多模态话语分析在汉语词汇教学中的应用尚在发展阶段，而且缺少多模态在专

门用途汉语中的应用研究。汉语词汇教学方法研究已经经过较成熟的发展，本文以词汇教学方

法为切入点，结合多模态教学中不同的模态类型和模态符号，探究法律汉语中的动词在多模态

教学中的设计，并总结其教学特点。

3  研究方法

3.1 立法汉语动词的教学设计框架

本文根据理论框架中提到的张德禄（2010）的多模态教学设计的五个程序进行立法汉语动

词教学的教学设计。立法动词教学的任务为学生要掌握词汇的意义和使用方法，能够辨析近义词。

教学对象是具有一定的法律知识的中高级汉语水平成人学习者。在国内的国际中文教育环境中，

学生一般为混合国籍，国外不同国家中，学生的国籍一般相同。本文的教学设计在具体应用中

应针对具体教学环境做相应调整。以本文中使用的翻译法为例，若学生为单一国籍，则翻译法

使用的学生母语为对应国家的语言；若学生为混合国籍，则默认使用英语。教学环境为配有音

响和投影仪的教室。

立法动词在进行词汇教学的同时，还需学生掌握相应的法律知识，培养法律素养，属于资

源发展型设计理念的教学设计类型。词汇教学的阶段包括生词展示、词语释义和词语练习。本

研究参考高燕（2007），用到的词汇教学方法包括直观法、定义法、翻译法、语义系联法、比较法、

语境法和构词分析法。其中适合成语、熟语的文化含义阐释法，用于语言本体研究的义素分析

释义法，以及在立法词汇教学中应用性不强的构形分析法、造词分析法和理据分析法未在本研

究中出现。对词汇教学方法的选取涉及到教学环境、教学对象、教学任务、教学目标等多种因

素的影响，搭配法、语境同现法、情景法等教学方法在合适的情况下也可用于法律名词的教学中，

因此本研究中选取的教学方法并不是唯一选择，还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根据教学方法不同，相应的教学模态也有差异。刘峻宇和王珊（2019b）将教学中的模态

分为“视觉模态、听觉模态、动觉模态、环境模态及对应的模态符号”，其分类如表 1。
但该分类是针对通用汉语教学的分类，且其分类是基于已经录制完成的视频进行的分析，

不同于本文是对预期教学课堂的教学设计，因此本文在其基础上对模态符号的内容进行调整：(1) 
在视觉模态中删去 PPT、黑板、生词卡和教材，因本研究中的词汇无对应教材，且在课堂中对

以上模态符号的选择由教师根据具体的教学情景决定，在本文的教学设计中不做规定。将以上

教学模态细化为文字、动图、视频、标记（括号、下划线、箭头等）增加到视觉模态中。文字

涵盖了 PPT、黑板、生词卡和教材上的文字，图片、动图和实物用于直接或者辅助展示词汇的含义，

视频除了展示词汇含义以外，还可以在词汇练习阶段建立练习的情景，标记的主要作用是突出

教学重点。(2) 在听觉模态中增加视频的背景音。(3) 删去了环境模态，因本文的教学设计不涉

及实际教学场所中师生的位置变化。本文对于立法词汇教学的模态及模态符号新分类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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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教学模态分类表（刘峻宇、王珊，2019b）

模态类型 模态符号

视觉模态

PPT

图片

实物

教材

黑板

生词卡

听觉模态

教师话语

学生话语

录音

动觉模态
手势语

身势语

环境模态
社交距离

个人距离

表 2. 立法词汇教学设计的教学模态分类

模态类型 模态符号

视觉模态

文字

图片

标记（括号、下划线、箭头等）

动图

视频

实物

听觉模态

教师话语

学生话语

视频的背景音

录音

动觉模态
手势语

身势语

3.2 语料来源及语料处理方式

本研究使用立法语言语料库（骆慧婷、王珊，2017 ；Luo& Wang，2018），它集合了全国人

大具有代表性的 35 部法律文本，该语料库约 46 万字符，内容包含宪法、行政法、刑法、民商法、

经济法、社会法和程序法七大法律门类。

本文按照以下步骤在该语料库中提取立法汉语动词：第一，从立法汉语语料库中提取的词

频 10 以上的词，生成词表 A ；第二，对词表 A 进行去停用词处理，得到更确切的立法词汇。

停用词是指信息量少，对文本检索来说无意义的词汇（Lo 等，2005）。本研究中使用的停用词

词表是将哈工大停用词表 1、百度停用词表 2、中文停用词表 3 和四川大学机器智能实验室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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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表 4 四个停用词表集合去重，再人工删去实义词后得到的新停用词表。从词表 A 中删去新停

用词表中的词，得到去停用词的词表 B。第三，删去词表 B 中的 204 个数词、147 个辅助词和

甲级常用词汇如“水”、“新”等，最后得到立法词汇 1700 个，其中动词有 801 个。

《现代汉语分类词典》（苏新春，2013）是按词的意义将词进行分类的词典，其收录的词汇

量大，收录的语料较新。该词典中包括一级语义类 9 个，分别为具体物、生物、抽象事物、时

空、生物活动、社会活动、运动与变化、性质与状态和辅助词。本文参考该词典的语义分类体系，

对这 801 个动词进行语义分类，它们覆盖生物活动、社会活动、运动与变化三个一级语义类。

4  立法汉语动词的多模态教学设计

4.1 生物活动类动词的多模态教学设计

生物活动类词动词共 134 个，分为三类，在这三类动词的教学设计中，涉及到的教学模态

见表 3。表中加粗字体的教学方法为该分类下主要使用的教学方法，适用于该分类的全部动词。

未加粗的教学方法仅针对该分类下的部分动词，由于个别动词本身的特点或词与词之间的意义

联系，使用这些教学方法能够在教学中起到帮助学生更清楚地理解词义、更明确词与词之间的

意义联系、复习之前所学内容等辅助作用。第一类是表示身体活动的动词，采用直观法作为主

要教学方法，定义法辅助进行教学。这类词多表示一些身体动作，在教学中，主要用到视觉模态、

听觉模态和动觉模态。视觉模态中的动图、图片、视频以及动觉模态中的身势语这些模态符号

的作用在于直接展示词的意义，如“追”、“捕”、“逃”可以使用追赶的动图来展示，“碰撞”可

以使用图片，“取”教师可以直接动作示意。听觉模态中的教师话语主要起示范发音及解释词义

的作用，在下文中如无特例不再赘述。

第二类是一些需要使用翻译法进行翻译的词，找到其对应学生母语的词，在这一过程中会

用到视觉模态中的文字。下文都将以英文为例解释翻译法的用法，“分包”指承包者将承包的工

程分给其他的施工单位，英文可以直接对应 subcontract。在使用翻译法时，需注意翻译的英文

词意义与中文词意义的义素对应关系，有些词的义素在不同的语言中不能完全一一对应，需通

过使用听觉模态 - 教师话语对词的意义进一步限制，如“执业”指医生、律师等进行业务活动，

英文 practice。而 practice 更多的被理解为练习，所以需要教师进一步解释。在教师话语对意义

进行进一步限制的时候，可以用定义法，用简单中文解释词义，如“牺牲”就是“死，死亡，

但不能用来说坏人的死亡”。

第三类是使用构词分析法进行教学的词。构词分析通过拆分词语内部的语素意义和语素意

义之间的联系来发掘整词的意义。语素的拆分和语素间关系的理解需要学习者有一定的词汇量

基础，因此适用中高级水平的二语学习者。即便如此，理解语素之间的构词关系对于二语学习

者来说依然难度较大，在教学过程中应弱化对语素构词关系的判断，而重视锻炼学生通过语素

意义推理出整体意义的能力。在使用构词分析法时，可以灵活使用图片、教师的身势语、教师

话语来帮助学生理解其中语素的意义。如“挪用”中“挪”的意义可以使用动图或者教师的身

势语展示。“用”是学生比较好理解的使用义，在确定“用”的意义后，可以根据“用”前语素

的不同推知整词意义。“专用”就是有针对性地被使用，“滥用”是无节制地使用。此处可以使

用视觉模态中的标记，用线段、阴影等记号突出重点语素，并帮助学生总结其意义，其使用情

况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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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模态符号标记 ( 线段、阴影 ) 的使用演示

表 3. 生物活动类动词的多模态教学设计

教学方法 教学模态 - 模态符号 词语举例

直观法直观法
视觉模态 - 动图、图片、视频
动觉模态 - 身势语
听觉模态 - 教师话语

追、逃、补、见、取、动、听取、碰撞

定义法
视觉模态 - 文字
听觉模态 - 教师话语

翻译法翻译法
视觉模态 - 文字
听觉模态 - 教师话语 负、存、知、述、玩忽职守、下落不明、

分包、承揽、牺牲、能够、涉嫌、篡改、
补救、担保、歧视、发现、认定

定义法
视觉模态 - 文字
听觉模态 - 教师话语

构词分析法构词分析法
视觉模态 - 文字、标记（线段、阴影）、图片、文字
动觉模态 - 身势语
听觉模态 - 教师话语

挪用、滥用、专用、在场、（偏正）
结婚、离婚、到场、出庭、出席、停业、
获救（动宾）
隐藏、隐匿、死亡、伤亡、损失、计算、
携带、统计、收集（联合）
提出、写明、纠正、改正、载明（述补）

语义系联法
视觉模态 - 标记（线段、阴影）
听觉模态 - 教师话语

语境法
视觉模态 - 文字、图片、视频
听觉模态 - 教师话语、视频背景音

构词分析法常用标记这一模态符号从视觉上帮助学生理解词语中语素的拆分，下文如无特

殊用法不再具体说明。母语者根据语素对词的整体意义进行拆分，是由果推因，较为容易，但

是对二语者来说，对整词意义的理解是从无到有的推测，难度比母语者更大。为了帮助二语学

习者更好地理解拆分的语素义，可以使用语境法，将生词放在完整的句子中，并辅以图片、视

频等模态符号帮助二语者快速确认语素意义，并由此推知整词意义。比如“载明”中“载”可

以理解为“记载、刊登”，也可以理解为“年”这一时间段，“明”可以理解为“表明、显示”，

也可以理解为“明亮”、“眼力好”、“公开，不隐蔽”等。如何从中选取合适的意义组合成整词

的意义对于二语者来说有一定难度。如果将词放在例句中呈现，并辅以一张手拿笔写文章的图片，

能更好的帮助二语学习者锁定与书写、文字有关的“记载、刊登”这一语素义。该类中还有一

部分词因为有相同的语素，所以需要使用语义系联法，该方法一方面可以帮助学生理解词的意

义，如“结婚 - 离婚”，另一方面可以帮助学生区分一些意义相近的词的差异，如“纠正 - 改成”，

纠正常用于指出别人的错误，改正常用于自己改错的行为。在使用该方法时，同样需要使用阴影、

线段这些模态符号来突出显示要重点强调的语素，帮助学生区分其中的差异。

4.2 运动与变化类动词的多模态教学设计

表示运动与变化的动词共 164 个，与生物活动一样分为三类，在其教学设计中涉及到的教

学模态见表 4。第一类为少量的单字词，主要使用直观法，运用视觉模态中的动图、实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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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等模态符号以及动觉模态中教师的身势语来解释词语意义。如“包”可以用教师的动作借助

实物纸和水果，用纸包住水果解释。“拖”可以用动图展示。其中“增、加、减”等词除了可以

用视觉模态中的图片来演示数量变化外，也可以用到定义法，使用视觉模态中的文字，对词的

概念辅助解释，如“增”就是变多了的意思。

表 4. 运动与变化类动词的多模态教学设计

教学方法 教学模态 - 模态符号 词语举例

直观法直观法
视觉模态 - 动图、图片、文字、实
物
动觉模态 - 身势语
听觉模态 - 教师话语 包、拖、止、变、占、损、增、加、减、污染、增加

定义法
视觉模态 - 文字
听觉模态 - 教师话语

翻译法翻译法
视觉模态 - 文字
听觉模态 - 教师话语

需、留、保、居、示、获、没、续、灭、孳、列、涉及、视为、
致使、连带、近似、所属、所有、导致、危及、归属、出具、出示、
予以、专有、构成、解决、附加、列入、变相、避免、履行、突发、
施行、终了、丧失、达成、行使、执行、回避、召开、补偿、变更、
更换、作证、高于、低于、中断

语境法 视觉模态 - 图片、视频
听觉模态 - 教师话语、视频背景音

比较法
视觉模态 - 图片、标记（线段、阴影）
听觉模态 - 教师话语

构词分析法构词分析法
视觉模态 - 文字、图片
动觉模态 - 身势语
听觉模态 - 教师话语

停止、逃避、重复、吸收、拖延、同等、截止、遗弃、排除、毁灭、
具备、获得、收取（联合）
超过、超出、毁损、毁坏、损害、损坏、改善、标明、提高、提前、
减轻、减少、延误（述补）
共有、暂停（偏正）
变质、闭会、生效、失效、延期、逾期（动宾）

第二类主要使用翻译法进行教学，使用视觉模态中的文字。其中部分词语在使用翻译法进

行教学的同时可以辅助使用语境法，用视觉模态中的图片、视频以及听觉模态中的教师话语、

视频背景音创设情景辅助学生进行词的应用练习。如“作证”可使用法庭图片或视频，教师使

用提问的方式，用“证人在哪儿作证？”、“证人给谁做证？”等问题引导学生进行练习。“高于”

和“低于”可以使用比较法和语境法，使用视觉模态 - 图片中的柱状图，用比较柱状图高低的

方法帮助学生理解，并进行词的应用练习。使用视觉模态 - 标记，用阴影或线段突出比较的两

个词中不同的语素，使学生注意到比较的重点。

第三类主要使用构词分析法进行教学。该部分的词语可以使用图片、文字、身势语等模态

符号来辅助教学，如联合结构的“增加”、“停止”、“超越”等词可以通过视觉模态中的图片和

听觉模态中的教师话语对语素进行解释，从而帮助学生理解词义。述补、偏正结构的动词中重

点语素可以通过动觉模态中教师身势语或视觉模态中的图片展示，如“谋取、窃取”的“取”

可以直接用动作演示，“谋”、“窃”可以用文字和教师话语进行解释，“窃”表示偷偷的。动宾

结构的词语可以按照语素顺序理解词义，如“闭会”为结束会议。

4.3 社会活动类动词的多模态教学设计

社会活动类动词共 503 个，按二级语义类可再分为管理、经贸、司法、战争、交通、生产、

文教、社交、斗争、帮助十类。按照词的数量和词汇教学方法的相似性，下文将其分为管理类

词汇、经贸和司法类词汇和其他词汇三大类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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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管理类动词的多模态教学设计

管理类动词共 151 个，可分为三类，在其教学中涉及到的教学模态见表 5。

表 5. 管理类动词的多模态教学设计

教学方法 教学模态 - 模态符号 词语举例

直观法直观法
视觉模态 - 动图、图片、文字、实物
动觉模态 - 身势语
听觉模态 - 教师话语

签、推、接、划、立

语义系联法
视觉模态 - 文字
听觉模态 - 教师话语

翻译法翻译法 视觉模态 - 文字
听觉模态 - 教师话语

雇、验、准、罚、设、发、整顿、鉴定、裁定、提请、控制、
调查、准予、派出、指派、指定、宣告、宣布、表决、经纪、
注销、注册、委派、受托、制定、侦查、处以、报送、设置、
设立、论处、许可、吊销、成立、创立、任命、任免、申报语义系联法

视觉模态 - 标记（阴影、线段）
听觉模态 - 教师话语

构词分析法构词分析法
视觉模态 - 文字、图片、标记（阴影、
线段）
动觉模态 - 身势语
听觉模态 - 教师话语

管辖、撤销、禁止、销毁、检察、检查、检验、检测、授予、
颁发、罢免、监察、监督、准许、查询、建设、经营、审查、
评估、讨论、申请（联合）
撤回、解散、核准、和实、核定（述补）
解聘、署名、签字、签名、盖章、授权、备案、休假、执法、
记名、立案、立法、立功、用人（动宾）
虚报、复核、复查、复议（偏正）
国有、自治（主谓）

比较法 视觉模态 - 文字、标记（阴影、下划线）
听觉模态 - 教师话语

第一类是五个可以使用直观法教学的单字词，在这一类别中，主要使用图片、动图配合教

师的身势语等模态符号让学生更清楚地理解词的意义，如“推”、“签”可使用视觉模态中教师

身势语或图片来进行解释。该类使用直观法教学的词，直观法仅能展示它的常用义项，其中与

法律汉语相关的义项与这些常用义项有关联但不好用直观的方式展示。因此，可以用语义系联

法找到义项间的联系，辅助理解这类词。比如“接”用手接东西的身势语演示完后，老师可以

用教师话语进一步进行解释，“接”的对象不仅可以是具体的事物，也可以是抽象的，比如“接

案子”等。第二类是使用翻译法进行教学的词，在该分类中，视觉模态中的文字是主要使用的

模态符号，会用到学生母语文字帮助学生更直接的理解词的意义。以英文为例，如“雇 -hire; 
employ”、“鉴定 - authenticate”。其中部分词可使用语义系联法辅助理解意义，并分析意义差异，

如“宣告”和“宣布”两者意义相似，而前者多用于书面语。第三类主要使用构词分析法进行教学，

部分语素在解释时可以使用教师的身势语直观示意，如“签名”、“签字”中的“签”可以用动

作表示，同时用模态符号标记中的阴影或线段在视觉上将重点语素突出显示。其中部分词语会

用到比较法，在使用比较法时，可以使用视觉模态标记突出比较的重点。如“检查查”和“检察察”，

可以用阴影突出显示区别语素“检查”和“检察”。这两个词前者常在日常使用，指查找错误的

行为，后者多由司法检查人员使用，查找的是犯罪行为。除阴影外也可使用下划线强调重点语素，

又如“处理”和“办理”，两者都指解决某些问题或事物，前者从宏观角度上强调结果，后者强

调具体的规律性的过程。

4.3.2 经贸和司法类动词的多模态教学设计

经贸和司法类动词共 147 个，其中经贸类动词 67 个，司法类动词 80 个。两组语义类的词

在教学方法上有一致性，因此放在一起讨论。该组词分为两类，在其教学设计中涉及到的教学

模态见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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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经贸类动词的多模态教学设计

教学方法 教学模态 - 模态符号 词语举例

翻译法翻译法
视觉模态 - 文字
听觉模态 - 教师话语

销、租、换、抵、征、卖、买、纳、付、欠、征收、成交、
交易、买卖、发包、付给、开发、少于、上缴（经贸）
拘、审、供、告、扣、徇私舞弊、假释、判处、行政诉
讼、杀害、收买、扣缴、在押、传唤（司法）

构词分析法构词分析法
视觉模态 - 文字、图片、动图
动觉模态 - 身势语
听觉模态 - 教师话语

遗漏、赔偿、偿还、偿付、租赁、购买、贩卖、划拨、支付、
羁押、搜查、释放、逮捕、惩治、盗窃、检举、控告（联合）
营业、退税、进出口、进口、征地、变价、折价、纳税、
投资、牟利、收费、收款、付款、招标、中标、投标、
上市、撤诉、量刑、缓刑、减刑、宣判、侵权（动宾）
竞买、终审、再审、一审、定罪（偏正）

语义系联法 视觉模态 - 文字、标记（阴影、下划线、线段）
听觉模态 - 教师话语

定义法
视觉模态 - 文字
听觉模态 - 教师话语

第一类使用翻译法释义，主要用到的模态符号为文字，如“换 -change”、“假释 - 
conditional release”。第二类主要使用构词分析法进行教学，这些词中，一部分语素如“审、告、

判、抢、骗、付、收”等可使用图片、动图或身势语的方式来直观解释意义，另一部分语素如

“讼、资、税、费、款”等语素可以用文字解释意义。其中一部分词语可以使用语义系联法，比

如学生通过构词分析法理解“款”的意义后，可联系“收”和“付”两组相对的意义理解“收款”

和“付款。在解释意义的时候，除动作、图片等直接展示意义外，也可以使用定义法，用更简

单的中文解释意义。如“购买”可以解释为“买”，“取证”是“拿到证据”。

4.3.3 其他社会活动类动词的多模态教学设计

其他社会活动类词共 205 个，包括战争类动词 8 个，交通类动词 13 个，生产类动词 22 个，

文教类动词 27 个，社交类动词 34 个，斗争类动词 36 个，帮助类动词 65 个。共分为三类，在

其教学设计中涉及到的教学模态见表 7。

表 7. 其他社会活动类动词的多模态教学设计

教学方法 教学模态 - 模态符号 词语举例

直观法直观法

视觉模态 - 视频、动图
听觉模态 - 视频背景音、
教师话语

催、复制、示威、殴打、威胁、开垦

翻译法翻译法
视觉模态 - 文字
听觉模态 - 教师话语

运、造、建、订、提、诉、托、传、记、偿、拒、维修、生产、发行、
出版、收缴、对抗、答复、追认、请求、披露、报请、告知、有偿、查阅、
参照、防治、更正、煽动、强制、陷害、破坏、损毁、保密、侵害、侵犯、
胁迫、制止、报复、扰乱、妨碍、串通、争议、包庇、引诱、保障、拒绝、
受领、受理、供应、订立

构词分析法构词分析法
视觉模态 - 文字、图片、
动图、视频
动觉模态 - 身势语
听觉模态 - 教师话语

营运、驾驶、运输、排放、勘察、勘验、修理、建造、制造、制作、爆炸、
抗拒、打击、鼓励、推荐、诽谤、咨询、询问、委托、约定、解释、培训、
追究、辩论、隐瞒、欺骗、欺诈、援助、帮助、遵守、允许、缔结、归还、
保护（联合）
装船、装货、卸货、出境、通信、违约、检疫、录音、退票、退货、
依法（动宾）
联运、托运、复垦、候审、虐待、陈述、翻译、笔录、骗取、强迫、
抗辩（偏正）
提起、提示、修改、修正、注明、违背、违反、驳回（述补）

比较法
视觉模态 - 文字、标记（阴
影、下划线）
听觉模态 - 教师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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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类可以使用直观法进行教学，这一部分在使用直观法时，以视频进行展示为主，如“催”

大多数情况下要根据视频中人物的语言内容来理解催的意义。比如在饭馆中客人催服务员上菜，

可以根据客人的语言让学生理解“催”的意义。第二类可以使用翻译法进行教学。如“拒绝 -reject”。
第三类是主要使用构词分析法进行教学。词的结构包括联合、动宾、偏正和述补结构。联合结

构的词的语素义可帮助理解整词的词义，偏正结构的词语中，部分词需要使用比较法辨析词语。

如“扶养”和“抚养”，两者都有“照顾”的意思，前者是广义的用法，可用于长辈对晚辈、平

辈之间以及晚辈对长辈的照顾，后者仅用于长辈对晚辈的养育。

4.4 立法汉语动词多模态教学设计小结

综合以上分析中涉及的所有教学方法和与教学方法对应的教学模态的使用情况，得到立法

动词的多模态教学设计总表，见表 8。

表 8. 多模态教学设计小结

教学方法 教学模态 - 模态符号 词语举例

直观法

视觉模态 - 动图、图片、视频、文字、
实物
动觉模态 - 身势语
听觉模态 - 教师话语、视频背景音

包、拖、止、变、占、损、增、加、减、签、推、接、划、
立、追、逃、补、见、取、催、碰撞、复制、示威、殴打、
威胁

翻译法
视觉模态 - 文字
听觉模态 - 教师话语

承揽、牺牲、歧视、假释、起诉、绑架、贪污、走私、传唤、
仲裁、权属、发包、追认、煽动、陷害、扰乱、受领、受理、
供应、订立

构词分析法

视觉模态 - 文字、图片、动图、视频、
标记（线段、阴影）
动觉模态 - 身势语
听觉模态 - 教师话语、视频背景音

私分、复垦、一审、再审、终审、出庭、停业、变价、撤诉、
国有、自治、挪用、骗取、笔录、排放、违法、违约、赔偿、
犯罪、无罪

语义系联法
视觉模态 - 文字、图片、标记（下划线、
线段、阴影）
听觉模态 - 教师话语

反义法：结婚 - 离婚、注册 - 注销、追 - 逃、收款 - 付款、行贿 -
受贿
多义法：接、立、推
同义法：下落不明 - 失踪、牺牲 - 死亡

比较法
视觉模态 - 文字、图片、标记（下划线、
阴影）
听觉模态 - 教师话语

承揽 - 承包、保存 - 保管、遗失 - 遗漏、纠正 - 改正、讯问 -
询问

定义法
视觉模态 - 文字
听觉模态 - 教师话语

购买、牺牲、终止、诈骗

语境法
视觉模态 - 图片、视频、文字
听觉模态 - 教师话语、视频背景音

载明、作证、出庭、高于、低于、出示

直观法、翻译法和构词分析法是上文中立法动词多模态教学设计中主要使用的三种教学方

法。使用直观法时，通过视觉模态中的图片、视频、动图、实物、文字等以及动觉模态中教师

的身势语来直观地给学生展示词义。使用教师的身势语可以同时借助实物来展示这些动作的意

义。如“签”，教师可以借助签字笔和纸，用签字的动作演示。受限于教学环境和有限的教具，

有时候在教师不方便使用身势语演示时，也可以用动图演示动作的变化。此外，相比在教室使

用单一的身势语，动图的优势在于可以演示动作在不同场景中的使用，如“包”可以演示包书、

包礼物、包水饺等不同的场景。一些词在使用动图展示意义时，不如视频来得形象，因为视频

还包含了背景音，在声音的辅助下会使词义更加生动。比如“碰撞”一词，如果使用视频，附

带碰撞产生的声音，会使学生印象更加深刻。另一部分使用视频展示的词，如“威胁”，依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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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背景音中的环境音，而是视频中人物的话语。使用翻译法进行教学的词大多可以在英文中

找到合适的对应翻译，且部分词语较难用中文进行解释，比如“绑架”，与其用中文对此意义

进行解释，不如直接用英文“kidnap”标注。构词分析法通过语素义的分析推知整个词的意义，

在这个过程中，对于语素义需要动图、图片、视频等模态符号来进行展示。比如“笔录”中可

以用实物笔和记录的身势语或视频让学生理解意义。多数情况下，都要用教师话语和文字，对

语素意义到整个词的意义的联系过程进行解释。如“骗取”解释为“用欺骗的方式获取”，构词

分析法中标记这一模态符号的作用在 4.1 中已解释，此处不再赘述。

语义系联法、比较法、定义法、语境法不是主要使用的教学方法，它们的作用是辅助主要

教学法，帮助学生更进一步、更深入地理解词义。语义系联法是通过近义词、反义词、多义词

的义项联系不同的语义，来帮助学生理解意义。反义法是通过相反的词义理解意义；多义法是

通过多个义项间的联系理解意义；同义法是通过等义或近义的词理解意义。其中语义系联法的

同义法与比较法相似，都在对比意义相似的词。区别在于语义系联法是比较以求共同点，通过

近义词来理解新词意义，比较法是比较以求不同，通过近义词对比探求其意义的细微差别，加

深对词义的理解。如“下落不明”一词可以直接用“失踪”进行解释，学生可以通过已经学习

过的“失踪”一词的意义辅助理解“下落不明”的意义。而“讯问”和“询问”，两者都是问的

意思，但是前者为严厉地盘问，多用于罪犯、嫌疑人等对象。通过比较法，学生要掌握“讯问”

与“询问”的意义差别。定义法主要起辅助作用，在使用直观法、翻译法、构词分析法进行词

义教学时，都可以用到直观法用简单的中文解释词义。语境法的作用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帮助

学生理解词义，另一个是创设情境帮助学生练习目标词。语境法的优势在于可以构建多个场景，

让学生理解这些词不同的使用场合。如“出示”可以是旅客在出入境出示护照，可以是警察出

示证件等。为了创建情景，在使用语境法时，我们可以用到图片、视频、文字和教师话语等模

态符号。

5  立法动词教学的特点

本研究中的立法动词提取自立法文本，文本中的词语具有书面性，与通用汉语中常用的词

语有较大差异，因此在教学上也有区别。在教学方法和对应教学模态的具体应用上，立法汉语

动词教学的特点如下：

首先，立法汉语动词中能使用直观法进行教学的词汇非常少，仅有少量单字词如“推、签”

和极少量的二字动词如“碰撞、接到、听取”。这些词汇可直接使用动觉模态中的身势语、视觉

模态中的动图、图片以及听觉模态中的教师话语等模态符号进行直观的展示教学。

第二，构词分析法在立法动词的教学中有重要的作用。在运用构词分析法时，通过听觉模

态中的教师话语，视觉模态的图片、文字，动觉模态的身势语等辅助学生理解语素的意义，并

通过语素意义记忆整词意义。使用构词分析法进行教学时，图片、身势语、文字、动图是起辅

助作用的模态符号，教师话语是主要的模态符号。

第三，翻译法在立法动词的教学中非常重要，因为立法动词主要为社会活动类动词，较少

动词能够用肢体动作或动图直接表示，因此。在使用翻译法时，一定会涉及视觉模态 - 文字、

标记以及听觉模态教师话语的使用。翻译法能够借助学生母语帮助学生理解词义，但要注意语

言之间的义项对应关系，文字和教师话语是帮助学生理解词义的重要模态符号。

第四，在立法动词中存在一定量的词语意义相似或对立，适合使用比较法、语义系联法进

行教学。为了理解新词意义，可以使用语义系联法用相近或相反的意义辅助学生理解如“结婚 -
离婚”。对意义相近、需要辨析区别的近义词可以使用比较法。在使用这两种方法时，可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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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模态 - 标记，用阴影、线段等方式突出对比词中的不同语素。如“抚养 - 扶养”（使用标记 -
线段）、“讯讯问 - 询询问”（使用标记 - 阴影）。在立法动词的教学中使用比较法时还需注意词语在

法律意义上的差别，如“抵押”和“质押”，前者抵押的东西仍由抵押人保管，后者质押的东西

由质押权人保管，两者所担保财产的占有对象不同。

第五，使用语境法构建语境，在理解词义和练习词语方面都有重要作用，能够辅助其他教

学法帮助学生学习。其中为了构建语境用到的模态符号包括图片、视频、文字。

6  结论

多模态教学模式可以通过视觉、动觉、听觉等多种感知方式解释词语信息，构建多感知角

度的沉浸式练习情景。这不仅丰富了当前的教学情境和现有的教学手段，也符合现代化教育发

展的需要。本文从立法语言语料库提取立法动词，对其进行相应的语义分类，探究不同语义类

动词的多模态教学方法。研究发现，在教学方法方面，立法动词教学较少适合使用直观法，更

偏向使用翻译法解释词语。同时，立法动词常用构词分析法，拆解词语内部的语素意义。在使

用构词分析法时，可以使用直观法作为辅助对某些语素的意义进行解释。最后，语义系联法和

比较法可以辅助理解新词、区别近义词的不同。在模态类型方面，视觉、动觉、听觉模态相辅

相成，协同辅助词的释义、创造情景进行练习。在模态符号方面，视觉模态中图片、动图、视

频等符号主要用于构建情景进行词汇练习，文字则主要应用在解释词义，标记则在突出词义重

点和比较词语时起到重要作用；听觉模态中，教师话语不仅包含具体内容讲解，还有示范发音，

控制课堂进程的作用，而视频背景音主要用于构建情景；动觉模态中的身势语主要用于直观展

示少量的动作类立法动词。本研究从多模态话语分析的角度对立法动词教学进行分析，能够为

法律词汇研究提供参考，丰富对法律词汇教学方法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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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egislative Chinese vocabulary is characterized by strong professionalism and high abstraction, 
posing challenges for non-native Chinese speakers in terms of learning and retention. Integrating 
multimodal discourse analysis into language teaching and enriching existing teaching methods 
with diverse modalities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learning effects for Chinese learners. This 
study has extracted verbs with a frequency greater than 10 from the Legislative Chinese Corpus 
(骆慧婷、王珊, 2017; Luo& Wang, 2018), categorizing them into three categories: Biological 
Activities, Movement and Change, and Social Activities, based on A Thesaurus of Modern Chinese. 
Employing multimodal discourse analysis in conjunction with traditional vocabulary teaching 
method, this study delves into the teaching method of legislative Chinese verbs in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legislative Chinese verbs lend themselves 
well to teaching through the translation method and word-formation analysis. Simultaneously, a 
variety of modalities are integrated to support the implementation of different teaching methods, 
incorporating intuitive approaches. Furthermore,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use the comparative 
method to discern certain vocabulary, aiding students in understand the concepts in legislative 
texts. This study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teaching of legal vocabulary, enriching the 
application of multimodal discourse analysis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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