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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身教育

多元识读在学习型城市建设中的意义及发展路径

黄　骥
（海南大学 旅游学院，海南 海口 ５７０２２８）

摘　要：　现代城市生活日趋成为一种依赖信息的多元识读社会生活，学习型城市建设亟

须从确保公民的基本识读能力的原初目标转变为致力于提高公民的多元识读能力，以增强他

们在全球化时代中的生活适应力。对于正经历新型城镇化变革的中国学习型城市来说，加强

民众的多元识读是一项需要持续施行的任务，需要在体制、措施上多元并举地推进多元识读工

作的积极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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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识读①（ｌｉｔｅｒａｃｙ）是人类的 一 项 基 本 权 利，也

是人们认识世界和开展社会活动所必需的基础能

力。确保每个公民具备基本的识读能力是学习型

城市建设的目标，也是学习型城市提升个体能力，

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内容之一。［１］而随着 时 代 的

推移，“识读”的内涵与范畴也在逐渐发生着变化。

特别是当今全球化及文化多元化浪潮的影响，使

得识读比以往具有了更多的技术与跨文化内涵，

识读正从以母语文化为对象、纸笔为书写工具的

传统模式转向以多元文化为对象、电子设备及在

线工具为手段的多元模式———也即多元识读。作

为全球化及文化多元化的催生物，多元 识 读［２］涉

及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基于电子设备及在线技术

工具从事意义构建的能力；二是理解、尊重不同文

化的差异，具备使用不同语言以及识读各种语言

变体和语码符号的能力。多元识读既赋予了人们

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行动能力，也不可避免地对

人们的生活能力与行为加以一定的限制。对于正

着力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中国学习型城市来说，

提升日渐增多的城市人口的多元识读能力不仅可

以增强公 民 在 全 球 化 背 景 下 的 生 活 适 应 力 与 信

心，而且可以有力地促进学习型城市的建设，实现

城市的繁荣与可持续发展。基于此，探讨多元识

读在学习型城市中的作用与发展路径，具有重大

的现实意义。

一、多元识读对城市居民的意义

居民是城市生活的主体，他们的发展 与 城 市

的发展 息 息 相 关。受 全 球 化 及 文 化 多 元 化 的 推

动，现代城市居民的生活越来越离不开多元识读

的运用，其对城市居民的影响也与日俱增。

首先，就个人生活而言，多元识读有助于扩大

城市居民个人的交际范围，提高生活品质。信息

技术的发展促使信息的传播与交流变得愈加广泛

迅捷，并由此在人们之间连结起一张巨大的无形

交际网，人们能够随时随地实时传递信息，这极大

地拓宽了人们交际的深度与广度。譬如常见的微

信、ＱＱ、推特等。此外，信息网络技术给生活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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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效便捷也是史无前例的，小到缴付水电费，大
到家庭出游，人们都能够借助信息网络技术顺利

实现。
其次，在工作上，多元识读可以大大增强城市

居民个人开展业务的能力，促进其职业生涯的发

展；反 之，缺 乏 多 元 识 读 则 意 味 着 工 作 机 会 的 丧

失、职业生涯的困顿。信息时代的办公基本上已

实现超文本化，信息的获取、传递和处理都有赖于

娴熟地运用电子设备和网络技术，与工业时代注

重标准化的工作流程不同，信息时代中的工作更

加强调个人的创意与自主性，要求员工在复杂的

工作环境中具有快速的应变和决策能力，从而及

时响应来自客户和市场的多样化需求———要实现

这点，高效的技术多元识读①不可或缺。另外，技

术与管理的国际标准一体化导致对语码符号多元

化的阅读 与 理 解 成 为 越 来 越 重 要 的 一 项 工 作 能

力，如常见的ｋｗ（千瓦）、ｋｇ（千克）或某些制式标

识。对这些多元语码符号的理解与使用不但体现

了工作者的职业素养，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他

们对全球化的接纳程度。很显然，所有这些工作

特质都令多元识读成了进入职场的必备条件，决

定着城市居民个人的工作表现甚至是命运。
再次，多元识读有助于城市居民开阔视野，提

升他们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度。作为拥有巨大密集

人口的地域综合体，城市是最能体现公共事务对

大众影 响 的 地 方。随 着 大 众 自 我 权 利 意 识 的 提

高，城市居民越来越多地开始关注并要求参与到

公共事务的决策中，而对多元语码符号的识读可

以有效引导城市大众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像城市

里广 为 传 播 的ＥＥＣＣ在 中 文 环 境 里 的 英 文 语 汇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ｓ，ＥＥ－
ＣＣ），它们往往不仅简约实用，而且蕴含丰富的社

会文化信息，对它们的识读能够增进城市居民对

公共事务乃至国家、国际事务的了解，如对ＰＭ２．
５的 识 读 就 有 助 于 人 们 关 注 城 市 的 空 气 污 染 状

况。
总而言之，当前的城市生活正逐步形 成 一 个

持续发展的多元识读社会。具备一定的多元识读

能力不但让城市居民在不断嬗变的巨大城市综合

体中 学 会 认 知、学 会 做 事，而 且 可 以 由 此 学 会 生

存，共同生活。［３］

二、多元识读对学习型城市建设的意义

从当前我国学习型城市建设的整体 情 况 看，
以全球化为时代背景的多元识读尚没得到应有的

关注，主要原因在于人们的识读观念仍停留在一

般的识字读文阶段，没有认识到在新的时代条件

下识读所获得的多元性发展。当前的识读早已跨

越“识 字”的 阶 段，更 多 关 注 的 是 “功 能 性 文

盲”———即无法理解生活中的跨文化语码符号，遇
到新的信息（交流）技术无法应对，因而被排斥在

全球化知识经济之外的人。［４］基于这样的视角，很
显然，多元识读对于达成学习型城市所设定的“识
读”目标具有与时俱进的现实意义。

（一）关注多元识读契合学习型城市为全民终

身学习服务的本质特征

学习型城市的本质特征在于学习的全民性和

终身性，即强调城市里的每 一 位 居 民———不 论 其

年龄、职业、社会地位等的差异———都享有终身的

学习机会，都应积极地参与到学习中去。从多元

识读的产生背景及影响看，多元识读的运用受到

全球化及文化多元化的强烈驱动，并随着城镇化

的扩张而越来越广泛，其影响几乎波及每一位城

市居民；多元识读在城市中的盛行使其逐渐成为

城市每个居民终身都需要予以学习、掌握的能力，
否则就会脱离全球化发展大潮。依据相关的研究

结果，多元识读既受年龄的影响，也受教育背景的

影响，这意味着不同人群的多元识读能力是不同

的。如果不 对 多 元 识 读 能 力 薄 弱 的 人 群 给 予 关

注，那么他们将与社会上的其他人群之间形成技

术和文化上的鸿沟，从而有悖于学习型社会建设

的初衷，妨碍和谐社会的构建。
（二）多元识读的推广有利于增强学习型城市

的竞争力，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城市不但是人们生产生活的地理空 间，也 是

市民生存所需的人文空间和信息空间。在知识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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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基于电子设备及在线技术工具以从事构建意义的能力被称为“技术多元识读”，又称“多模态识读”（参见胡壮麟的《社会符号学研

究中的多模态化》，语言教学与研究，２００７（１）：２－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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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发展全球化时代，学习型城市建设的中心目标

之一就是希望通过调动和运用各个环节的资源来

创建宽松、富有活力的学习与创新环境，从而增强

个 人 能 力 与 社 会 凝 聚 力，促 进 城 市 的 可 持 续 发

展。［５］多元识读作为全球化及文化多元化 的 集 中

体现者，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通往未来时代发

展的媒介。对于面向世界的中国城市来说，多元

识读不仅关乎城市居民个人的生活境遇，同时也

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一个城市的开放程度与发展

水平。良好的多元识读将显著地扩展学习型城市

在信息、人文交流方面的深度与广度，激发城市的

创新 活 力，进 而 提 高 城 市 在 全 球 化 中 的 竞 争 力。
从这个角度上说，多元识读切中了我国学习型城

市提升竞争力的关键，也为发展识读教育提供了

新的路径。

三、学习型城市发展多元识读的路径

（一）以学习型城市建设为依托，明确把多元

识读纳入城市的语言文字工作规划中

随着我国城市语言文字工作评估的 推 行，城

市语言能力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６］可是 鲜 见 把

语言文字工作纳入到学习型城市建设当中。语言

文字作为城市软实力的一部分，对于城市的发展

和治理具有巨大的建设性作用。多元识读适应了

全球化及文化多元化发展的趋势，与广大城市居

民的生活息息相关，是面向全球化的城市语言能

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多元识读被纳入学习型城

市的语言文字工作规划中，有利于发挥学习型城

市在学习资源、政策导向上的优势。
（二）以构建终身识读教育体系为目标，注重发

挥继续教育、社区教育在发展多元识读上的作用

多元识读的全民性和终身性决定了发展多元

识读必须兼顾教育类型的多样性以及对象的特殊

性。成人居民作为城市建设的主体，在现代城市

生活中发挥着主要的作用，提高他们的多元识读

能力显得尤为必要和亟切。继续教育、社区教育

是学习型城市构建终身教育体系重要形式，要充

分利用继续教育、社区教育的特殊优势，面向成人

居民开展多元识读教育，满足不同人群在多元识

读方面的不同需求。

（三）加强多元识读研究，推进学习型城市的

特色发展

目前学习型城市建设的共识是根据自身城市

的类型与定位实现学习型城市的特色 发 展。［７］多

元识读作为全球化及文化多元化的催生物，其概

念的提出和初始发展主要是针对以英语为表征的

国际英语文化，而从非英语文化的角度来探讨不

同国家、地区的多元识读的研究仍嫌薄弱，亟待加

强。对于中国的学习型城市而言，不同地域、定位

的城市有必要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来推进多元识

读的项目，才能获致预期的效果。例如，位于少数

民族地区 的 城 市 的 多 元 识 读 工 作 就 应 该 注 重 汉

语、少数民族语言的多元识读，而不是一味地追求

中英文的多元识读。总之，突破通常的中英文多

元识读模式，能够给学习型城市的多元识读工作

带来新的视野和行动方向。
（四）发挥媒体的宣导功能，强化城市自身国

际化推介

全球化及文化多元化蓬勃发展的一个突出表

现就是国际性活动的密集举办和推介，如各种国

际会议、论 坛、赛 事 等。这 些 国 际 性 活 动 既 是 物

理、社会层面的事件，也是符号、意义层面的事件，
承载着 大 量 有 关 全 球 化 的 信 息，如 Ｇ２０会 议、

ＢＲＩＣＳ（金砖）峰会等。这些国际性活动的符号随

着活动本身的影响力扩大，日渐成为当前社会语

言生活中多元识读的重要内容。面向全球化的中

国城市越来越多地承办国际性活动，学习型城市

可以借助此类契机，通过媒体的传播、宣导让民众

获得充分的多元识读学习机会，造就他们全球化

意识和国际视野。
缘于全球化及文化多元化的深入发 展，现 代

城市正日趋成为一个依赖信息的多元识读社会，
这不可避免地会对以确保公民的基本识读能力为

目标的学习型城市建设产生影响。学习型城市的

公民识读能力建设亟须由传统识读模式向全球化

的多元识读模式转变。面对时代的要求，作为中

国学习型社会重要基石的学习型城市建设必须变

革对“识读”的固有认识，积极发挥学习型城市在

学习资源方面的优势，推进多元识读工作的持续

开展，为城市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下转第７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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