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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全球化推进和科技飞速发展，高校学生英语能力的培养已经成为大学教育领域的重要课题。文章旨

在探讨人工智能时代应该如何加强和提升高校学生的英语能力，促进英语教育迈向新的阶梯。文中分析

了传统英语模式下高校学生英语学习的主要两个病症：学生对于学习主动性的欠缺和现有传统教育模式

的不足。针对现有问题，提出将人工智能技术深入在英语教学中，如智能翻译与顾问系统、虚拟现实(VR)
与在线学习平台的应用。还探讨了个性化学习路径的制定与实时反馈以及教师角色与人工智能的协同作

用。许多学者已认识到教育数字化的重要性，但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英语教学中还面临严峻的挑战，如

技术成熟度不够、技术支持不足、语言学习特色缺失等。希望高校积极探索和创新英语教学模式，实现

英语教学与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度融合，适应时代发展，借助先进技术提升学生英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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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globalization an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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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iv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English abilit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topic in the field of college 
education. This paper aims to discuss how to strengthen and improve the English ability of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promote English education to a new ladder. This 
paper analyzes two main symptoms of college students’ English learning under the traditional 
English model: students’ lack of learning initiative and the deficiency of the existing traditional 
education model. In order to solve the existing problems,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in English teaching, such as intelligent translation and consult-
ant systems, virtual reality (VR), and online learning platforms. It also explores the development 
of personalized learning paths with real-time feedback and the synergies between teacher roles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Many scholars have recognized the importance of digitalization in ed-
ucation, but AI technology still faces severe challenges in English teaching, such as insufficient 
technical maturity, lack of technical support, and the absence of language learning characteris-
tics. It is hoped tha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ill actively explore and innovate English teaching 
models, realize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English teaching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adapt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and improve students’ English ability with the help of ad-
vanced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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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全球化深入发展和互联网技术日新月异的大环境下，中外互动增多，英语能力已经成为高校学

生必不可少的重要素质之一。然而，现有传统英语教学模式不足以满足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且教学

效率不高的问题一直未解决。对于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新型辅助学习工具提供了解

答。 
党的二十大首次将“推进教育数字化”写入报告，明确了教育数字化未来发展的行动纲领，为高等

教育的数字化转型指明方向。[1]时代更迭，人工智能技术不断精进，已在教育领域初露头角。众多学者

开始关注人工智能对英语教学的影响，并进行了深入探讨与研究。例如，《The Application of Intelligent 
Translation and Advisory Systems in English Learning》一文中探讨了智能翻译与顾问系统在英语学习中的

应用，发现其能够在了解相关情况后提供合适的学习建议，帮助学生提高语言水平。此外，虚拟现实(VR)
技术和在线学习平台也被广泛应用于英语学习中，通过模拟真实的语言环境，全身心投入，全面提升听

说读各方面能力。同时，人工智能辅助英语教学模式创新也成为研究的热点，如《个性化学习路径的制

定与实施：人工智能的视角》中提出的个性化学习路径的制定与实施、《实时反馈与自适应学习：人工

智能在教育中的应用》中提到的实时反馈与自适应学习等。这些研究表明，人工智能技术在英语教学中

具有巨大的潜力和应用前景。 
然而，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个别技术或工具的应用上，缺乏系统性的理论框架和实践指导。因此，

本文的目的为在现有成果下，探讨人工智能技术在高校英语教学中的整体应用和效果评估。通过梳理相

关文献和分析相关案例，总结出一套适用于高校英语教学的人工智能应用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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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传统英语模式下高校学生英语学习现状 

2.1. 学习主动性欠缺 

根据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观点，知识的内化离不开学习者对知识主动有意义地构建和对知识的经常

性提取。[2]而由于碎片化时代，大量碎片化信息冲击，学生面临着信息过载的挑战，注意力容易被分散，

加之本身对英语兴趣不足，主观认知难，缺乏明确的学习目标和对学习的重视等原因，“三天打鱼，两

天晒网”的学习模式成为目前许多学生的学习常态。 
其实，学习者在将知识内化为己的认知过程中，是一种自身的情感、态度、价值观、世界观与社会

互动的综合体现。现阶段不少学生错误地将学习目标简化为应对期末考试和考四六级证书等一些硬性指

标，他们只将重点放在语法规则和词汇记忆上，而忽视了英语本质是一门实用的交流工具。将英语学习

功利化，限制了学生英语能力的全面发展，未达到能够实际交流的目的。甚至有学生未脱离高中学习模

式，形成固化思维，反复无脑诵读，死记硬背，题海战术，致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感觉索然无味，甚至

“压力山大”。这些被动的学习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在学生情绪反馈上尤其明显。国内学者们研读

了国外英语学习焦虑量表并运用动态系统等理论，先后开展了实证等研究。[3]在《SPOC 混合教学模式

下高校外语课程学习焦虑研究》中数据得出传统课堂学生的课堂焦虑已达重度水平。这应该引起当今学

者的重视。萨迪曾云有知识的人不实践，等于一只蜜蜂不酿蜜。事实上，实践对于学生掌握英语知识点

并将其应用于真实世界场景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如若缺乏实践机会，学生也难以将所学知识应用于

实际场景中从而导致知识与实际应用之间的脱节，加剧学生焦虑心态。种种现象表明改变现状是对学生

深层次的学习动力和认知模式的转变，这个任务迫切且艰巨。 

2.2. 传统教育模式不足 

按照实际的大学英语课程学习，许多高校仍保持传统的单科“经院式”人才培养模式，采用传统的

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即教师讲课、学生听讲的方式。虽然相当一部分教师会在大学英语教学中采

用多媒体设备展开教学，将多媒体设备当作重要教学手段，引导学生有效学习与理解英语知识，但是教

师在实际运用中依然存在诸多不足[4]。比如，有些教师“放不开手”，在课堂上无互动，未把先进的人

工智能与传统教学模式相结合，使得学生在学习了十几年英语后，感到乏味、单调和枯燥，难以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展现出学生效率低下，教师教学水平不高的现象。 
同时，这种模式是以结果为导向而非过程为导向，广泛应用的班级授课制和满足不同学生个性化发

展需求之间的矛盾一直存在，[5]未能充分考虑到学生之间的个体差异，无法做到因材施教，使得学生个

性化学习的道路困难重重。根据相关统计数据可知，普通高校教师数量和学生数量相差悬殊，大学教师

不得不对大规模主体进行授课。一个老师面临要照顾上百学生的情况频繁可见。许多高校未考虑到个体

差异化或现有情况不支持，在实际教学中并未采取阶段性分层次的教学模式，而是采用一刀切的教学方

式，即上大班课。这导致了分歧。一些英语基础较好的学生可能觉得内容过于简单，能迅速掌握，而基

础较差的学生则感到难以跟上，需要找课后的时间和资源来理解和掌握。这种教学方式不仅难以取得实

质性的教学进展，也难以帮助学生有针对性地进行查漏补缺。 

3. 解决方案 

当前，我国教育领域正经历一场深刻的数字化转型变革，人工智能技术的融合已经成为推动教育领

域创新与变革的重要动力，扮演着促进教育全面提质增效的关键角色，标志着教育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

的技术驱动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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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人工智能技术在外语教学中的应用 

3.1.1. 智能翻译与顾问系统 
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AI)，尤其是以大语言模型(Large Language Models, 

LLMs)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已成为推动英语教育变革最具潜力的力量。[6]当人脑思考时，神

经元会尝试建立新的连接来解决问题。人工智能就是模仿人脑这种神经网络的运行方式，通过计算机技

术来处理接收到的指令。大语言模型最典型包括人们熟知的 ChatGPT，文言一心等，它们相较于人脑的

突出优势在于它们的大数据、大模型、大算力以及所能提供的数据量远超人脑存储，而且执行速度极快，

在日常生活中学生可以轻易接触到，降低了获取知识的门槛。且人工智能可以高效快速地处理语言数据，

掌握中英文语法规则，准确地切换，辅助学生翻译。学生也可运用大语言模型检查英语翻译水平，在自

主探索、自主发现过程中提升英语水平，培养专业技能。 
 

Table 1. Three emergent capabilities of large language models 
表 1. 大语言模型的三大涌现能力 

上下文学习 结合具体语境做出合理回答 

指令遵循 理解并执行用户的指令或查询 

逐步推理 通过一系列步骤来解决问题或生成答案。 

 
如表 1 所示，上下文学习、指令遵循、逐步推理是大语言模型的三大关键涌现能力。[7]上下文学习

使内容合理化、指令遵循精准把控命令、逐步推理将所得内容逻辑化，三大能力相辅相成，使得大语言

模型在处理复杂任务和处理自然语言方面表现出高度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可以充当语言顾问角色(作为顾

问为师生提供语言知识，充当母语者或语言学家的角色) [8]。对于简单的信息查询、基础词汇查义以及浅

显的不同领域的思维问题，都可以根据学生所提的问题进行解答。教师可选择让学生自己尝试解答，从

而减轻课堂中的教学负担，优化学习方案[9]，专注于讲解重要且晦涩的知识点，提升课堂效率和教学质

量。学生还可根据自己的想法，给出具体文章的主题、想要的语言特征、写作方法及如何表达作者的观

点和情感等一些具体要求，要求大语言模型进行创作，从中学习，找到创作灵感。AI 会收集大量数据，

并对数据进行处理，提取有助于纠错的特征，如词性，语法结构等，形成训练纠错模型，常见的有序列

标注模型(识别错误位置和类型)、编辑距离算法(计算句子之间的差异)等，最后进行文本值检测并提出合

理建议。学生完成作品后可借助其进行简单的修改和润色，改正一些基础性错误，减轻教师批改负担，

专注识别和点评文章中的优秀表达，对于学生提高作文水平更为有益。 

3.1.2. 虚拟现实(VR)与在线学习平台在英语学习中的应用 
虚拟现实可创建各种栩栩如生的对话场景，学生可通过使用特殊的头戴设备或其他交互设备，在虚

拟场景中拟真进行实验探索和学习。学生可以借助 VR 技术模拟真实的语言环境，比如外国的城市街道、

咖啡馆、学校或其他社交场景。通过 VR 头盔和耳麦沉浸在完全由目标语言构成的环境中，听当地的口

音和对话，感受到周围的氛围和场景，更好地理解一些相关文化的差异，使得阅读，听力和口语能力全

面提升。虚拟现实技术作为一种新兴技术，在教育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它可以为学生提供更加生

动、有趣和有效的学习体验，帮助他们更好地掌握知识和技能[10]，“实现所得即所需”。 
线上智慧学习云平台，为语言学习提供更加便捷和多样化途径。借助微信公众号、抖音、小红书等

流行的短视频平台进行融媒体数字学习等，建设互动性强，内容丰富的英语学习园，在学习语言的同时

让学生形成系统性思维和批判性思维。学生通过观看短视频学习英语语法、词汇、发音等基础知识，同

https://doi.org/10.12677/ae.2025.151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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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通过评论方式，可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学习者交流，提高自身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这些平台融合了现

代信息技术和语言学习，不仅增强了学习的趣味性和实效性，也为学生提供了一个随时随地、按需学习

的数字化学习环境。 

3.2. 个性化学习路径制定与实时反馈 

3.2.1. 个性化学习路径的制定与实施 
人工智能拥有快速获得知识信息和学习无上限的优势，可以解决在时间和空间限制下不同个体对于

个性化学习的需求。人工智能系统能够精确地记录和分析学生的学习数据，包括学习进度、知识运用程

度、学习倾向等，使用独特的算法模型，为每个学生量身定制学习路径，学生能够自由选择自己感兴趣

的学习内容。这种个性化的学习路径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和趣味性，有助于学生更高效地掌握语言技能，

且此技术能实时跟踪学生的学习动态，自动优化学习内容供给，适时调整学习策略。上课前，做个简单

的小测验或小调查，智能化分析学生的学习特点，为学生定制个性化学习计划，推荐相关的学习资料，

做好课前预习；上课时，辅助教师教学，对学生的掌握程度提供及时的反馈，提供本堂课学生专属的教

学思路；下课后，根据学生对于知识的把控数据，推送合适的习题进行巩固和提升。典型的像 Duolingo、
Babbel 和 Rosetta Stone 等语言学习应用能通过使用 AI 专有算法实时了解用户的学习进度和分析其独特

的学习习惯，为每个用户绘制出特定的几张学习相关曲线图，从而了解用户在语言学习过程中的整体表

现。这些应用能针对个人用户的个体差异来调整课程的内容和难度，优化实时方案，让其以最舒服的进

度学习。若有薄弱点，也可进行专项训练。 

3.2.2. 实时反馈与自适应学习 
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可以实时对读者朗读内容进行识别与处理，捕捉读者的发音细节，如语调、语气、

发音等，并对其进行实时分析。通过分析，人工智能技术能够立即识别读者在发音上的薄弱环节，并提

供反馈，指出错误，提供改进建议。这种即时性帮助学习者迅速了解自己的语言使用情况，并能够在指

导下及时进行调整。例如，应用程序 ELSA Speak 可以合理分析读者的音色、发音习惯和欠缺点，提出合

理建议。 
并且根据学习者的学习进度、能力和偏好，人工智能系统能动态调整学习内容和难度推荐适合的学

习材料、视频教程或练习题。如 Knewton 可以分析学生的测试结果和学习行为，以推荐适合他们水平和

学习风格的课程材料。这些推荐系统帮助学生获取与他们当前学习阶段和兴趣相匹配的内容，找到合适

的学习资源和路径，从而提高学习效率。 

3.3. 教师角色与人工智能的协同作用 

3.3.1. 教师角色在人工智能时代的转变 
以人工智能为介，师为导，学为主，树“学生中心”理念[11]。“学生中心”理念要强调以学生为中

心的个性化理念教学，超越传统以理性和功利为导向的教育模式，注重教育的普及性，公平性和可持续

性。教师不再只是单纯地传递知识，而是创造学习环境，不仅要注重学生在特定学科领域的知识与技能

的掌握，更要促进其身心的健康成长、社交能力的提升以及价值观的塑造。他们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来设

计和构建适合学生学习的情境和环境。 
同时教师作为知识的传授者，不仅限于教书育人，而应深化为信息的深度剖析者与处理者，不满足

现有知识，拓展见识，内化知识，提升自身信息素养和技术应用能力，构建独特的知识体系框架，适应

时代变化，从而更好地帮助学生理解和掌握知识，识别海量信息的优劣，并最终培养他们自主辨别是非

的能力，形成良性循环。教师的角色变得更加多元化和立体化，他们不仅是知识的传递者，更是学生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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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化学习旅程中的引导者和伙伴。 

3.3.2. 教师与人工智能技术的有效结合 
《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提出，推进教育现代化要注重因材施教，要通过信息技术打造规模化教育

与个性化培养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新模式。做到线上线下两手抓，实现 1 + 1 > 2 的效果。例如，教师可借

助人工智能总结出的学习数据，精准地识别出学生的薄弱点，进行有针对性的讲解。在减少教师负担的

同时，也更有效率地提升了学生的英语水平。教师还可以尝试突破传统碎片化的教学模式，借助思维导

图、韦恩图等模型将知识整理在一张图表中，将各个知识点整合使原有的认识与新的认识之间形成有机

的关联，建构富有内涵的学习。[4]知识的相互关联，使得教师有时候还需要进行跨领域的教学。甚至教

师也可引导学生借助混合教学平台和同龄人进行配对，拓展自己学习的网络，构建更真实的联系，这样

也可以时刻满足自己的学习需求。混合教学的高灵活性高，可以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使教师更加轻

松地摆脱传统的单向教学模式，转而采用更加灵活和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引导学生成为真正的主动学习

者、自主学习者和个性化学习者。 
而面对这些转变，教师须具备高度的信息素养和技术应用能力，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学生的学习和发

展。具体措施包括：定制专属课程，为教师设计一套完整的人工智能应用培训课程，涵盖基础技术应用

知识、数据图表分析和个性化教学策略等方面。并且提供实践机会，让教师熟悉和掌握各种教育技术工

具，如学习管理系统、数据分析软件和智能教学平台；加强专业素养，建立教师学习共同体，教师组建

专业学习社区，通过定期会议、在线论坛和协作项目，共享资源和经验；提供各方支持，学校可以提供

经费支持、必要的资源和设施，鼓励教师参与培训和专业发展活动；改革教评系统，更新评价标准，将

教师运用人工智能技术的能力、创新教学方法的应用和学生的学习成果纳入教师评价体系，全面评估教

师的专业发展和教学效果…… 

4. 结语 

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已深入教育领域，如文中提到的智能教学平台、虚拟现实等，带来诸多好处的

同时，也面临着如技术成熟度不够，部分 AI 技术尚处于发展阶段，稳定性和准确性不足；技术支持不足，

教师和学生未能完全适应新系统，需要培训；语言学习特色缺失，忽视了文化背景，语气语调等挑战。

结合人工智能技术和英语教育的实际需求，高校应积极探索创新外语教学模式，实现英语教学与人工智

能技术的深度融合，借助先进技术提升学生英语能力培养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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