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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模态视角下小学英语口语教学的实践探索
高子珺，刘畅

中新天津生态城实验小学，天津  300467

摘　　　要　 ：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教育信息化的深入推进，多媒体技术已成为现代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小学英

语教学领域，多媒体技术的应用不仅改变了传统的教学模式，更为语言学习创造了更加生动、真实的语境。近年来，

以英语趣配音为代表的智能学习软件凭借其独特的趣味性、互动性和智能化特点，为英语口语教学注入了新的活力，

成为提升学生语言交际能力的有效工具。本研究以天津 XX小学为实践案例，探讨英语趣配音软件在小学英语口语教

学中的应用策略及其效果。本研究旨在为小学英语教师提供可操作的多媒体技术应用方案，帮助其突破传统口语教学

的局限。同时，通过探索信息技术与英语教学深度融合的有效途径，为推动教育信息化背景下的小学英语教学改革提

供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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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in-depth advancement of educational 

informatization, multimedia technology has become an indispensable and important component of modern 

education. In the field of primary school English teaching, the application of multimedia technology has not 

only changed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 but also created a more vivid and real context for language 

learning. In recent years, intelligent learning software represented by English Fun Dubbing has injected 

new vitality into oral English teaching with its unique features of fun, interactivity and intelligence, and has 

become an effective tool for improving students' language communication ability. This study takes Tianjin 

XX Primary School as a practical cas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strategies and effects of the English 

Fun Dubbing software in primary school oral English teaching. This research aims to provide primary 

school English teachers with an operational application solution of multimedia technology to help them 

break through the limitations of traditional oral English teaching. Meanwhile, by exploring effective ways 

for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English teaching, it provides theoretical references 

for promoting the reform of primary school English teaching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ducational 

informat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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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学背景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奠定了英语重要

性的基础。随着中国在国际贸易、科技创新和文化交流中的深入

参与，英语作为全球通用语言的作用愈发凸显。特别是在“一带

一路”倡议和数字经济崛起的背景下，英语不仅是国际沟通的桥

梁，更是获取前沿知识的关键技能。 因此，国家对英语教育的重

视程度不断提升，尤其是在北京、天津等经济发达地区，英语教

学发生了巨大变化。

天津市作为中国北方的经济和教育中心，其英语教学改革

走在全国前列。近年来，天津市教育局大力推进“智慧教育”

和“素质教育”，鼓励学校利用信息技术优化英语教学。 对于

天津小学而言，教学目标强调英语核心素养的培养，包括语言能

力、学习能力、思维品质和文化意识（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

2022）[1]。其中，英语口语能力的培养越来越受到教师和学生的关

注。流利的英语表达不仅能增强学生的自信心，还能为他们未来

的国际交流奠定基础。

在传统的英语教学中，教师往往更注重词汇记忆和语法训

练， 而忽视了实际的语言运用能力。然而， 随着教育理念的

更新， 越来越多的学校开始采用任务型教学法（Task-Based 

Learning），鼓励学生在真实语境中练习口语。此外，学校还积

极利用智能语音评测技术，为学生提供即时反馈，帮助他们纠正

发音和语调。

天津 XX小学拥有充足的教育资源和良好的教学设施。教师

和学生可以使用包括电脑、平板电脑、智能白板等多媒体学习工

具。学校还配备了专业的语音实验室，学生可以在沉浸式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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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进行听力训练和口语练习。 这些先进的教学设备不仅提升了课

堂的趣味性，也为个性化学习提供了可能。例如，教师可以通过

在线学习平台布置分层任务，让不同水平的学生都能找到适合自

己的练习内容。

然而，尽管硬件设施完善，教学中的挑战依然存在。基于天

津小学入学的政策，学生将根据居住地平等地被录取到各小学，

而无需分数要求。因此，英语水平不同的学生将会被分到同一个

班级。有些学生可能从小接触双语环境，口语流利；而另一些学

生可能从未系统学习过英语，甚至对英语学习存在畏难情绪。 这

种差异使得课堂教学难以完全兼顾所有学生的需求。因此，如何

在同一班级中兼顾语言能力不同的学生是小学英语教师面对的一

个挑战。

二、趣配音软件及所选文本介绍

英语趣配音是一款专为英语学习者设计的智能配音软件，它

整合了丰富的多媒体学习资源，包括精选的电影片段、电视剧

集、动画短片等多种类型的视频素材。这些素材都经过精心挑选

和编辑，配有同步的英文字幕和中文字幕，并按照 CEFR标准

（欧洲共同语言参考标准）标注了 A1-C2六个难度等级，为不同

语言水平的英语学习者提供了阶梯式的学习资源。软件采用先进

的语音识别技术，能够实时分析学习者的发音准确度、语调变化

和流利程度，为口语技能提升提供专业指导。学习者可以独立配

音，也可以与同伴互动，如合作配音、交流学习经验和 “点赞” 

配音作品。

本研究选取的《来喝下午茶的老虎》是一部富有童趣和教育

意义的动画短片，讲述了一只神秘老虎与小女孩之间温馨感人

的友谊故事。视频总时长约三分钟，被划分为四个难度递进的

片段，从基础的 A1级别逐步过渡到 A2级别。每个片段都包含

10-15个句子，涵盖了日常生活用语和基础语法结构。在配音过

程中，系统会实时生成可视化反馈：绿色部分显示发音准确的单

词和短语，红色标记则指出需要改进的部分，包括音素发音、重

音位置、连读技巧等具体问题（见图 1）。

图一

 软件还配备了词典功能，学习者只需点击生词即可获取标准

发音示范、中文释义、词性标注以及例句展示（见图 2）。

图二

为增强学习趣味性，系统设置了积分奖励机制，学习者可以通

过反复练习提升分数，解锁更高级别的学习内容。完成配音后，作

品可上传至班级互动平台，支持师生互评、同伴互学的社交化学习

模式。教师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建立虚拟班级，布置分层作业，跟踪

学习进度，实现个性化指导。当学习者完成配音练习后，他们可

以将配音视频上传到班级平台上，便于老师和其他同学为配音作

品 “点赞” 并在下方留言评论。这种集练习、反馈、互动于一体

的设计，使英语学习突破了时空限制，变得更加灵活高效。

三、趣配音应用于小学英语课堂的理论基础

将趣配音应用于小学英语课堂的理论依据主要基于多模态理

论和监测模型理论。多模态理论源于社会符号学领域，强调通过

整合多种符号资源（如语言、视觉和听觉元素）来促进意义的构

建与传递（Kress，2010）[4]。研究表明，多模态教学能显著提

升学习者的语言表达能力。Mayer（2009）的多媒体学习理论指

出，视觉与听觉信息的协同作用比单一的文字呈现更有利于知识

的理解和记忆 [5]。Reddi（2003）进一步提出，多模态学习通过

融合多种媒体元素，能够为学习者提供更丰富的认知体验，其效

果优于单一模态的教学方式 [6]。在小学英语课堂中，趣配音通过

动画情境、语音对话和字幕文本的多模态呈现，为学习者创造了

真实的语言环境。这种情境化学习不仅增强了语言输入的可理解

性，还通过视听联动激活了学生的多重感官，从而优化了语言习

得过程。

多模态理论为监测模型的应用提供了实践基础。Krashen

（1982）的输入假说强调，语言习得的关键在于提供略高于学习者

当前水平（i+1）的可理解性输入。趣配音平台精选的配音素材包

含目标语言结构（如情态动词 “can”的否定句和疑问句），例如

"It cannot be the milkman."和 "Can I have sausage and ch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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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句型 [3]。这些语言材料既复现了学生已掌握的知识，又适度拓

展了新内容，符合 i+1的输入原则。通过反复的配音练习和自我修

正，学习者在真实语境中不断强化语言输入，逐步实现从语言输

入到语言内化的过程。

Krashen（1982）的情感过滤假说进一步支持了趣配音的教

学价值 [3]。该理论指出，低焦虑、高动机的学习环境能有效降低

情感过滤，促进语言吸收。Zhang（2016）的研究证实，趣配音

的自主性特征——允许学生自主控制练习进度、反复修改配音作

品——显著提升了学习者的自信心和学习动机 [9]。这种个性化学

习模式减轻了传统课堂中的表现焦虑，使学生在轻松的氛围中大

胆尝试语言输出。更值得注意的是，趣配音通过游戏化设计激发

了学生的内在学习动机。在 Zhang（2016）的调查中，绝大多数

学习者表示趣配音不仅增加了英语学习的趣味性，还促使他们主

动完成额外的练习任务 [9]。这种由内在动机驱动的学习行为往往

能带来更持久的学习效果，为语言能力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多模态理论确保了语言输入的有效性，监测模型指导了教学

内容的科学设计，而情感过滤假说则解释了该模式在心理层面的

积极作用。这三个理论维度相互支撑，共同构成了趣配音教学

模式的理论框架，为提升小学英语教学质量提供了新的思路和

方法。

四、趣配音应用于小学英语课堂的策略

趣配音在小学英语教学中的应用分为课堂活动和课后活动两

个组成部分，形成完整的学习闭环。在课堂活动中，教师采用任

务型语言教学法（TBLT），将教学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即任务

前、任务中和任务后。

首先是任务前阶段。教师通过生动有趣的方式帮助学生复习

已学知识，并系统性地引入目标句型。这一阶段注重激活学生的

先验知识，通过头脑风暴、情境模拟等方式，为后续的口语输出

搭建坚实的语言支架。研究表明，充分的任务前准备能显著提升

学生的语言输出质量。

任务中阶段采用“自主 +协作”的双轨学习模式。学生首先

进行个性化学习，通过趣配音软件自主练习目标句型，在反复模

仿中提升语音、语调的准确性。这一过程培养了学生的元认知能

力，使他们学会监控和调整自己的学习进度。随后开展的小组合

作环节更具创造性，教师鼓励学生在理解原视频的基础上进行台

词创编，既保证了语言结构的准确性，又激发了学生的创造力。

任务后阶段强调及时有效的反馈。教师遵循“三明治反馈

法”（肯定 -建议 -鼓励），既指出学生语音、语调或语法上的问

题，更着重表扬学生的进步。形成性评价能有效提升学生的积极

性，同时为他们指明改进方向。

课后活动延伸了课堂学习的效果。学生可以根据个人兴趣选

择配音素材，这种个性化选择有效提升了学生的学习动机。同

时，平台提供的社交功能让学生可以邀请同伴进行远程合作配

音，培养了团队协作能力。作品上传后，教师会给予个性化指

导，而同伴间的点赞和评论则构建了积极的学习社区。

五、趣配音应用于小学英语课堂面临的挑战及解决

方法

尽管趣配音能够有效提升学生的英语口语水平，但在实际应

用过程中仍需注意其存在的局限性。首要问题在于小学生有限的

注意力与多模态学习任务之间的协调困难。多媒体学习环境要求

学生在视听输入、口语输出和文本阅读等多种任务间快速切换注

意力（Williams & Snipper,1990），这对认知能力尚在发展中的

小学生构成了较大挑战 [8]。Kaiser（2011）的研究表明，在这

种多模态环境下，学习者往往会过度依赖母语字幕，从而影响对

纯正英语语音的感知和模仿 [2]。此外，生动有趣的视频内容虽然

能激发学习兴趣，但也可能分散学生对语言要素本身的注意力。

在实际操作中，部分学生可能会将更多精力放在探索软件的各种

功能上，甚至将其作为社交工具与同学聊天，而非专注于口语

练习。

为应对这些挑战，教师需要采取系统性的指导策略。首先，

建议在课堂初期进行专门的软件操作培训，明确学习目标和行为

规范。其次，可以利用系统内置的学习数据追踪功能，通过分析

每个学生的练习时长、重复次数和进步曲线等指标，及时发现学

习困难。针对注意力容易分散的学生，可采用 "分段练习法 "，将

3分钟的配音任务拆解为若干个30秒的小任务，逐步延长专注时

长。同时，建立科学的激励机制，将配音作品的完成质量、进步

幅度等多元指标纳入平时成绩考核，而不仅仅是最终得分，以促

进学生持续投入学习。

第二个重要挑战在于如何根据学生不同的语言水平选择合适

的配音文本。在小学英语课堂中，学生的英语基础往往存在显著

差异。根据 Krashen(1982)的“i+1”理论，教师应选择略高于学

生当前水平的文本材料，以促进有效学习 [3]。具体而言，随着学

生口语能力的提升，教师可以逐步增加配音片段的难度。

然而在实际教学中，基础薄弱的学生可能会因文本难度过高

而产生挫败感，影响学习效果。针对这种情况，教师可以采取分

层教学策略：为低水平学生提供词汇注释、简化版脚本等支持；

通过同伴互助机制，鼓励学生间的交流合作；同时运用情境教学

法，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语言内容。

对于高水平学生而言，过于简单的任务容易导致学习动力不

足（Shih,2007）[7]。为此，教师可以设计拓展性任务，如要求他

们改编对话内容、增加即兴表演元素等。在小组活动中，可让高

水平学生担任组长，通过带领讨论、示范指导等方式，既巩固自

身知识，又帮助其他同学。这种差异化的教学设计不仅能满足不

同水平学生的学习需求，还能促进班级整体的语言能力提升，实

现教学效果的最大化 [10]。

六、结论

数字技术为小学英语教学提供了新途径，特别是在提升口语

能力和学习动机方面优势显著。作为教学活动的组织者和引导

者，教师在实现数字化学习的最佳效果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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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配音软件时，教师需从多个维度精心设计：根据学生水平选择

个性化材料；科学组织小组配音活动，通过角色分配、任务分工

等方式促进有效互动；建立多元评价机制，将过程性评价与结果

性评价相结合。此外，教师还需注重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指导他们合理利用软件的即时反馈功能进行自我修正。通过系统

化教学设计，及时调整教学策略，才能充分发挥数字技术优势，

实现最佳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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