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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方言既是以语言的身份成为文化的特殊表现形式,又是作为地域的代表被认为是地方文化的

最突出的特征。视觉传播是一种诉之于视觉的传播活动。包括组合有文字的图像,以及以文字为素材构

成的图像等的传播。视觉信息传播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达到最大的传播效果。就当下的现实生活

而言,方言文化的保护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以一种文化消费的形式进入民众视野的方言文化,通过视觉

传播的方式应用于教学,成为方言文化创新的重要途径,更为教育高质量发展增效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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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alects are not only a special form of cultural expression as a language, but also considered the most 

prominent feature of local culture as representatives of a region. Visual communication is a communication 

activity that appeals to the visual world. Including the dissemination of images combined with text, as well as 

images composed of text as material. The form of visual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can achieve the maximum 

dissemination effect to a certain extent. In terms of current real life, the protection of dialect culture is 

increasingly valued by people. Dialect culture, which has entered the public's field of vision as a form of cultural 

consumption, is applied to teaching through visual communication, becoming an important way for dialect 

culture innovation and empower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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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方言前景建设与地理学分析 

在地方化与区域全球化融合发展的时代,方言的保护与

传播呈现向好发展态势,这一新的历史机遇的产生与视觉传

播背景下的形式创新密切相关,方言开始从地区文化守护者,

开始逐步转变为打破地方局限的跨地域文化交流者,从声音

变成文字乃至多元化的视觉呈现符号,展现丰富多彩的视觉

文化景观。 

温州处在“醉里吴音相媚好”的吴方言区,温州话作为南部

吴语的代表,以其独特的发音、词汇和语法体系,成为承载深厚

历史文化底蕴和地域特色的鲜活文化符号。在全球化和信息化

背景下,温州方言的角色同样正在发生转变,从最初的地方局限

性语言逐步转变为具有跨地域文化交流潜力的载体。视觉传播

在温州方言的前景建设中扮演着关键角色,通过整合平面设计、

动画、影视等多种视觉艺术形式,可将温州方言的语音特色和文

化内涵转化为生动、直观的视觉表达。例如,创作含有温州方言

对白的系列漫画、动画短片以及互动式数字化产品,既能展示方

言的独特韵味,又能吸引不同年龄段用户的关注,推动方言的大

众化传播。此外,结合现代教育理念,开发可视化方言教学资源,

将方言词汇、语法结构及民俗故事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呈现,有助

于方言的有效传承和普及,进一步强化温州方言在地方文化和

城市形象塑造中的地位,拓展其未来发展的广阔空间。 

2 实践前提与名词解释 

“方言视觉传播”这一概念强调的是方言文化可视化传递,

其超越传统的口头与听觉层面,采用现代传媒技术手段,将方

言以文字、图像、动画及短视频等形式表现出来。具体而言,

方言文字通过数字传媒技术表现为对地方方言独特字词和表

达方式的视觉化记录；图像通过绘画、摄影等方式捕捉并展

现方言环境下的特定情景与人物特征；动画和短视频则集声

音、动作、场景于一体,生动立体地演绎方言的韵味和地域特

色。可以说,“方言视觉传播”方式不仅扩大了教育教学领域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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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传播的维度,还赋予方言更加直观和易于理解的表现形态,使

师生互动更为简单易懂。 

3 实践成果转化：理论框架搭建与情境建构 

3.1搭建方言文化观看场景 

现代媒介技术的发展为方言文化的传播提供了基于媒介文

本的视觉空间,这也形成了方言文化视觉传播的观看场景。介于

方言传承与媒介传播的重要联系,由此创建了以“温润乡音”为

名的方言文化公众号。一方面,围绕前期实践积累的成果即温州

话歌谣、俗谚文本库,将数据化歌谣、俗谚文本以“图片+文字

解读”、语音材料、视频动画等多维形式呈现,实现了纯粹、静

态的文字文本向具有象征效果的视觉文本的转变、发展,使方言

在声色世界里真正拥有立体、具象的视觉语法结构。另一方面,

于公众号中开设“人物记忆”“活动速递”等实践性栏目。在“人

物记忆”栏目,致力于找寻独具地方特色印记的温州人物,通过

言语和情感的交流,记录各行各业、各样年龄的温州人记忆里的

家乡印记,传递一方水土的乡情乡思；“活动速递”栏目则是向

外展现实践风采的重要窗口,使得方言实践活动以新闻报道形

式更具及时性、趣味性、完整性地得到呈现展示,扩大方言文化

场景的影响力,完善受众学习的情境建构。 

3.2构建方言文化的体验场景 

为创造体验性的方言空间、致力于做好温州话歌谣、俗谚

的多维化传播工作,线上线下方言课堂教学将成为适应新时期

教学的一种课程变体。现下网络中传播力度较大的温州方言课

程较少,所以应充分发挥师范生的优势,利用新颖的课程导入、

精彩的课程呈现、精细的课程打磨,设计开发出以面向青少年群

体为主的、将节日习俗、亚运时事等作为主题的多节线上线下

双线并行的方言课程,系统学习有利于学生在学习日常温州方

言交流的同时深入了解温州方言发源背景、语音语调及特殊语

法结构。在方言课堂上,教师还将带领学生学习温州歌谣、谚语

及欣赏温州鼓词,增强课堂的趣味性与文化韵味。于实践中不断

探索,将线上宣讲会与线下进社区活动相结合,力求不断拓宽主

题范围,不断扩大受众群体,不断提高受众满意度,不断增强温

州方言的传播力与影响力。 

3.3创造方言文化的建设场景 

创造方言文化的建设场景,应秉持传承温州话方言的初心,

于温州多地开展歌谣、俗谚语音的采集整理工作,旨在记录保存

流失的故土微音,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寻找符合时代发展趋势

的方言传承模式。在专业素质支撑和指导教师的带领下,自主查

询分析温州话歌谣、俗谚的词汇和发音特点及其民间文学特质,

清楚了它们大致的演变历程后,借助线上线下诸种途径寻找、联

系发音合作人,根据现有俗谚核对表进行筛选、修改,陆续安排

好之后的实地调研访谈和语音采录工作。经过一月余的走访调

研,总结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开展田野调研,以口音清晰、声音动

听等为基础要求,寻觅温州各地有不同特色的发音合作人,并以

现有文本作为语音录制主要依据,将发音合作人的自发补充作

为辅助,不断扩大素材基数,为后期内容筛选、语料库设计奠基。 

4 方言视觉传播在教育高质量发展中的应用 

在全球化和现代化浪潮的推动下,方言作为地域文化的独

特标识,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挑战。温州方言不仅承载着丰

富的历史文化信息,还体现了温州人民的智慧与情感。然而,随

着普通话的普及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温州方言的使用场景逐

渐减少,其保护与传承显得尤为重要。如何以传媒学视角重构温

州方言视觉传播的理论与实践,通过跨学科联动,实现方言保护

与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深度融合,主要有以下几种应用途径。 

4.1理论框架：语言学与传播学的跨学科对话 

语言学与传播学的跨学科联动,为方言视觉传播提供了新

的理论支撑和实践路径。语言学对方言语音、词汇、语法等层

面的深入研究,为传播学提供了理解信息传递方式的微观基础。

语音学不仅关注声音的产生与传播机制,还揭示了方言在听觉

感知中的独特魅力,为方言视觉传播的音频设计提供了科学依

据。而传播学则从宏观角度审视方言在信息传递中的社会功能

与文化影响,帮助语言学理解语言在实际应用中的动态变化及

其对社会文化结构的塑造作用。 

在这一理论框架下,方言视觉传播被视为一种创新的文化

传承方式,它不仅强调方言的听觉属性,更通过图像、视频等视

觉元素,将方言融入现代传媒的叙事结构中,从而拓宽了方言的

传播渠道,增强了其社会影响力。 

4.2教育实践：课程设计与资源整合 

“教育是培养人的社会活动ꎬ必然与社会发展有着密切的

关系。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决定了办学的方向和人才培养的

质量、要求和特点。”在教育系统中,将方言视觉传播纳入课程

体系,是推进方言保护与传承的关键举措。具体而言,可设计“方

言与文化传承”、“方言视觉叙事”等跨学科课程模块,融合语言

学、传播学、文化研究等多领域知识,旨在培养学生的文化自觉、

创新能力和批判性思维。 

课程设计上,应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通过案例分析、项

目制学习等方式,让学生在掌握理论知识的同时,能够动手实践,

创作具有温州方言特色的视觉传播作品。资源整合方面,应充分

利用校内外资源,邀请方言学者、传媒专家、文化工作者等作为

客座讲师,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实践指导和行业洞察。同时,建立

方言视觉传播资源库,收录方言纪录片、微电影、动画、音乐视

频等多样化的教学材料,为学生的学习提供丰富的素材和灵感

来源。 

4.3数字化教学平台的构建 

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为方言视觉传播教育提供了前所未

有的机遇。通过构建数字化教学平台,可以打破传统教学的时

空限制,为学生提供更加灵活、便捷的学习方式。平台应包含

在线课程、虚拟博物馆、互动体验区等多个模块,以满足不同

学习需求。 

在线课程模块,可以收录高质量的方言视觉传播课程内容,

包括方言基础知识、视觉叙事技巧、案例分析等,供学生自主学

习。虚拟博物馆模块,可以通过3D建模、虚拟现实等技术,重现



现代教育论坛 
第 8 卷◆第 2 期◆版本 1.0◆2025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5178 /（中图刊号）：380GL019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174 

Modern Education Forum 

温州方言的历史场景和文化景观,让学生在虚拟环境中感受方

言文化的魅力。互动体验区模块,则可以设置方言语音识别、方

言配音、方言创作等互动环节,通过游戏化学习、情境模拟等方

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探索欲。 

5 不足之处与结语 

“方言最大的特征就是给人一种直观地道的感受。”在温州

方言视觉传播的过程中,面临一系列显著的挑战与问题。首先,

受众接受度方面,随着普通话的普及以及年轻一代对地方方言

接触减少,如何吸引并保持更广泛年龄层次和背景的观众对于

方言视觉内容的关注,成为一大难题。其次,传播效果评估机制

尚不完善,缺乏科学有效的评价体系来衡量方言视觉作品的影

响力和传播效能,以及在保护与传承方言文化方面的实际贡献。

此外,知识产权保护也是一个重要议题,如何确保原创的方言视

觉内容创作者的权益不受侵犯,鼓励更多的创新投入,是亟待解

决的关键问题。 

为此,要进一步规范化探寻方言视觉传播的模式,应当采取

以下几点措施：一是探索创新且易被大众接纳的方言视觉呈现

方式,结合新媒体技术和互动体验提升受众参与感；二是建立系

统的方言视觉传播效果评估模型,量化方言文化保育工作的成

果；三是建立健全方言文化创意产业的知识产权保护法规与政

策,保障创作生态健康有序发展。 

方言视觉传播在当今社会的重要性不可忽视,它不仅是维

护文化多样性、防止方言消亡的有效途径,而且能够强化地方认

同感,增进不同地区人群之间的理解和友谊,从而促进民族团

结。以温州话歌谣、俗谚为代表的方言视觉传播实践,既是对地

方文化遗产的深度挖掘与活态传承,也为其他方言区的文化传

播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启示,有助于推动整个国家乃至全球多

元文化景观的繁荣与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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