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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LLIA 教学模式在小学英语教学与信息技术融合教学中
的应用

——小学英语教学与信息技术融合教学案例

林惠英

（深圳市坪山区科悦实验小学，广东 深圳 518118）

摘要：新时代背景下，信息技术与学科有效融合是当前教育教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是实现教育信息化的关键，是信息技术教学和

其他教学跨学科融合的一种共赢教学模式。本文结合实际教学经验及实例，阐述了 ERLLIA 教学模式在小学英语教学与信息技术融合教学

中的应用，希望对推进小学英语教学优化改革工作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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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PowerPoint 这种技术走进教室，我们便开始了 1.0 时代，

信息技术也一直成为教育教学的有效辅助工具。随着社会的发展，

现代教育信息技术催生了新的教育教学改革，促使教育 2.0 时代

的到来，如，AI 技术，希沃白板技术，各类 App，网络空间平台，

微课等成为课堂教学的新宠，新型教学模式、教学组织形式应运

而生。目前，在很多英语课堂教学中，信息技术与教学的“合作”

依然生硬，使用技术的效果还不如传统手段，出现了重技术，轻

学科素养的极端。因此，新时代背景下，笔者在信息技术与小学

英语学科融合教学中提出了“ ERLLIA”线上教学模式，并通过本

案例进行实践研究，希望能为日后的信息技术与小学英语融合教

学提供借鉴的价值。

信息技术的运用只是教育教学中的一种手段，不能为了炫信

息技术而忽略英语学科作为一门语言学习应当展示的语言氛围。

因此，信息技术与小学英语教学的融合第一步是：设计好教学。

第二步，从教学需求出发，找到合适的 app 或技术来优化课程环节，

辅助完成教学目标，去完成传统课堂完成不了的任务。

一、ERLLIA 教学模式优化教学过程

E——Evaluate 学前评估（大数据分析，以学定教）；

R——Raise concern 引起关注（学习新知前引起关注阶段）；

L——Lead-in 导入新知（初步感知新授内容）；

L——Learn & Link 学习与链接（学习新知，链接旧知，链接

学生生活体验，链接学法指导）；

I——Internalize 内化新知（自主练习内化）；

A——Apply 迁移应用（创设任务情境，提供创展平台，学以

致用）。

相应的实例笔者以笔者工作室一节 ARLLIA 教学模式下的

信息技术与小学英语教学融合课例深圳牛津版教材 3BUnit10 My 

special cartoon 为例，如表格 1 所示。

表格 1 深圳牛津版教材 3BUnit10 My special cartoon

 主要环节 主要流程

Evaluate 

作业评估

1. 作业检查：利用 iPad 当堂进行分享，大数据体现作业完成度，展示个别学生作业，回顾了上节课的核心内容，

承上启下。

Raise concern

引起关注

2. 出现上节课学过的情景图片，学生回顾并复习上节课所学的内容。

Lead-in 导入新知 3. 情境导入：延续上节课的场景，通过人物对话引入本节课的内容 Special cartoon me。

4. 整体感知：播放对话语篇。

Learn & Link 学习与链接 5. 教授新知：通过问题链提取信息，突破重难点，将重难点链接到学生现实生活，链接到相应的 phonics 学法指导，

链接游戏 touch and say。

Internalize 内化新知 6. 内化知识：学生利用 iPad 信息技术开展个性化跟读活动，可随停随播。

7. 检测纠正：通过大数据分析了解学生内化情况并给予指导。

Apply 迁移应用 8. 情节转折：制造冲突，凸显价值观引导“It’s special.”为学生的“半运用”铺垫情境。

9. 听做说：学生根据录音内容，创作 John’ cartoon，根据图片和关键词进行 retell。

10. 创作自己的 cartoon：边创作，边利用 iPad 上的录制功能录制创作过程，分享到平台。

11. 作业布置：欣赏并点评平台上的作品。

二、技术赋能 ARLLIA 教学模式

本文课例（表格 1）教学思路清晰、情境创设有思维有逻辑

有趣味，环节紧凑、重难点突出。思维能力、语言能力、育人价

值等核心素养的培养非常凸显，具备了一节优质英语课堂基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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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加分项是我们还看到高超的信息技术在适当的地方发挥了增

值的作用。主要体现在 ARLLIA 教学模式中的以学定教的 Evaluate 

作业评估、突破巩固重难点的 Learn and Link 学习与链接（链接游

戏）、学习与内化知识的 Internalize 内化新知、创造运用的 Apply

迁移应用四个教学环节。通过与传统课堂教学对比，我们不难发现，

合理运用技术支持教学能够实现更好的教学效果，如图 2 所示。

               

图 2 示 传统教学对比信息技术融合教学

（一）Evaluate 作业评估——大数据分析，精准以学定教

苏贝尔强调：“如果我不得不将教育心理学还原为一条原理

的话，我将会说，影响学习的最重要的因素是学生已经知道了什么，

我们应当根据学生原有的知识状况去进行教学”。教师教学需要

了解学生原有知识水平，传统的做法是通过作业检查等评估学生

哪些方面学得不够扎实，哪些方面学生已经通过自学掌握，哪些

方面仍需教师采取一定的学法指导等确定内容。传统作业的检查，

大都是教师收上来批改，耗时耗力，基本只有师生之间的互动，

作业格式有限，形式较单一。信息技术下的作业，学生利用网络

空间平台进行了各种形式的创作及分享，教师通过平台的数据点

评学生完成作业情况，从大数据及学生的点赞中可以得出学生的

学习情况。信息技术使教学能够更加全面、迅速和科学地对学生

的学习行为“留痕”，实现了师生、生生、人机等互动，便于教

师更科学精准地以学定教。  

（二）Learn and Link 学习与链接——信息技术游戏，激发学

习者兴趣

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终端设备的出现，信息技术与人们生

活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学生对终端设备呈现出了极大的喜爱。信

息技术对小学生具有极大吸引力的原因基本与“网络游戏”有关，

因此，我们可以将游戏与信息技术教学结合更能抓住学生的好奇

心和好胜心，同时引导学生正确使用设备。本文课例中在学习与

链接环节，教师设计了“在 iPad 上边听边移动图片构成卡通人物”

的游戏。学生人手一部 iPad，“拖拽拼图”的趣味情境活动让学

生兴趣浓厚，全程投入。对比传统教学中让学生在纸上听，画的

方式。信息技术辅助的活动更能提供体验式学习，信息技术让游

戏变得更有趣。

（三）Internalize 内化新知——个性化学习平台，实现即时辅

导与评价

英语学科作为一门语言学习，在学习与内化环节，文本跟读

模仿是在知识的理解基础上对知识的自我消化。传统教学中我们

会一刀切地让全班跟读，语音语调自然无法很好培养，集体读还

容易造成学生朗读拖音或个别学生走神浑水摸鱼。信息技术条件

下通过平台推送文本视频，每位学生自主跟读模仿，可根据自身

学习节奏随播随停，有效地实现个性化学习。比如，本文课例中，

教师教授完文本后，借助信息技术平台布置了听并跟读的任务，

学生跟读，录音，并上传到分享圈，教师鼓励先完成的同学欣赏

点赞同学作品，同时教师根据即时生成的大数据分析，及时关注

稍微落后的同学，及时给予个性化指导，实现“全面关注学生”

的目标。

（四）Apply 迁移应用——“留痕”技术，呈现精彩思维

有过关于 shapes 教学经历的教师可能会同样的问题，学生在

用形状创作时，只顾着画画而不使用语言，大有英语课变成了美

术课的感觉。信息技术能很好地避免类似问题，如本文课例最后

“边制作边介绍卡通”的创作运用环节所采用的录屏和画画功能，

它能将学生创作及运用语言的过程记录储存下来。因为有记录，

要分享，学生对待这样的美术与语言融合的作业表现得非常认真

与重视，创作过程既有精美的画，更有精彩的语言运用。这种可

供人人参与体验，感知分享，反观分析的技术让学生概括抽象的

思维训练变得可视化，显迹留痕，学生可长期反复观看学习。

三、结语

可见，ERLLIA 教学模式在信息技术与小学英语教学的融合教

学中的运用，让信息技术与英语两门学科的融合变得无痕高效，

整节课教学思路清晰、有趣，实现了更多的师生互动、生生互动、

人机互动，学习过程更加真实直观、方便快捷，学生学习动机大

大加强，学习氛围愈加浓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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