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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英语核心素养培养的背景下，听力作为语言输入的核心技能，对学生的语言习得至关重要。然而，中

学学困生在英语听力学习中面临诸多困难，如何有效提升其听力能力成为教育领域的重要课题。本文通

过综述国内外相关文献，探讨了学困生听力学习策略的使用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并重点分析了人工智能

(AI)技术在听力策略培训中的应用潜力。研究表明，AI技术能够通过个性化学习路径、动态反馈和情感

支持，显著提升学困生的元认知、认知及社会/情感策略运用能力。此外，本文还探讨了AI辅助教学的实

施可行性，包括技术适配性、教师培训及伦理风险规避等问题。未来研究应进一步探索AI与听力策略培

训的深度融合，以期为学困生的英语听力教学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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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framework of cultivating English core competencies, listening, as a fundamental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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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put skill, plays a pivotal role in students’ language acquisition. However, academically challenged 
students in secondary schools face numerous difficulties in English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making 
the improvement of their listening abilities a critical issue in education. This paper reviews relevant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literature to explore the current usage of listening strategies among ac-
ademically challenged students and their influencing factors, with a particular focus on the potential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technology in listening strategy training.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AI can 
significantly enhance students’ metacognitive, cognitive, and social/affective strategy application 
through personalized learning pathways, dynamic feedback, and emotional support. Additionally,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feasibility of AI-assisted instruction, including technical adaptability, teacher 
training, and ethical risk mitigation. Future research should further investigate the deep integra-
tion of AI and listening strategy training to provid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nsights for teaching 
English listening to academically challenged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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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作为语言习得的基础环节，听力理解是语言输入的主要渠道，对学习者语言能力的发展具有关键作

用[1]。然而，中学学困生(通常被称为“学习困难学生”或“学业后进生”)在英语听力学习中常常面临显

著障碍，包括语音处理困难、词汇记忆效率低下以及学习策略使用不当等问题[2]。这些挑战不仅制约了

他们的听力表现，更对其语言学习动机和自我效能感产生负面影响。 
现有研究表明，系统的听力策略培训——如元认知规划策略、认知解码技巧和情感调节策略——能

够显著提升学习效果[3] [4]。然而，传统的策略教学往往缺乏个性化和即时反馈机制，难以满足学困生的

特殊需求。近年来人工智能(AI)技术的发展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新的可能。基于 AI 的自适应学习平台

和智能辅导系统通过个性化内容推送、实时错误诊断和情感识别干预等功能，为动态化策略训练创造了

条件[5]。 
尽管 AI 辅助语言学习日益受到关注，但针对中学学困生听力策略培训的系统研究仍显不足。本文旨

在通过整合现有实证证据，重点探讨：(1) 学困生听力策略使用特征；(2) AI 技术在元认知、认知及社会

/情感策略培养中的有效性；(3) AI 工具课堂实施的现实路径。研究成果将为该群体的差异化教学提供理

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本文结构如下：第二部分界定核心概念，包括人工智能，学困生和学习策略的定义；第三部分综述

国内外听力策略研究现状；第四部分分析 AI 在三类策略培养中的教学应用；第五部分讨论研究启示与未

来方向。 

2. 概念界定 

2.1. 人工智能 

AI 即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简称 AI)，是一门新的技术科学，也是计算机科学的一个重要

分支。这一术语诞生于 1956 年，美国计算机科学家麦卡锡首次正式提出人工智能这个概念，并由明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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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珀特、麦卡锡和西蒙等研究人员完善[6]。 
在教育领域，AI 的核心应用体现在个性化学习路径设计、实时动态反馈及情感识别技术，能够通过

自适应系统优化语言学习过程(如语音识别、智能评测等)，为学困生的听力策略培训提供精准支持。 

2.2. 学困生 

学困生指智力正常但存在学习能力障碍的学生群体，其表现为语言输入处理效率低、策略运用意识

薄弱等问题[2]。与学优生相比，学困生在听力学习中需更多认知资源应对语音解码、词汇提取等基础任

务，导致高阶策略使用受限。本研究聚焦中学阶段英语听力困难学生，其核心特征为标准化测试成绩显

著低于其他同学且存在持续性学习挑战。 

2.3. 学习策略 

学习策略是学习者为提高语言学习效率而采取的系统化方法[4]。依据 O’Malley & Chamot 的分类框

架[3]，本研究聚焦以下三类：(1) 元认知策略：涵盖学习前的目标规划、学习中的注意力监控及学习后的

效果反思；(2) 认知策略：直接作用于语言材料的加工方式，包括关键词捕捉、语境推理和语音规则应用；

(3) 社会/情感策略：通过同伴协作、焦虑调节和自我激励优化学习过程。本文基于美国心理学家阿尔伯

特·班杜拉(Albert Bandura)提出的社会认知理论，学习策略的运用与学习者的自我效能感密切相关。AI 技
术通过情感识别与即时激励，可增强学困生的学习动机，从而促进策略的内化与实践[7]。 

3. 听力策略的研究现状 

3.1. 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学者对学困生听力策略培养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本小结将对其发展现状进行总结。 
(1) 有关不同听力水平学生听力策略使用情况的研究 
许多学者对于听力策略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内容拓展到了有关不同听力水平的学习者听力策略使用

情况的领域。Murphy 和 O’Malley et al.从善听者和不善听者的角度对不同听力水平学习者的使用听力策

略的频率进行了研究，得出了善听者比不善听者使用借题发挥策略、推断策略、预测策略、重组策略的

频率更高，且能更好的运用自我监察、借题发挥和推理等策略[8] [9]。Rost & Ross 建议将不同听力水平

的语言学习者分为初级和中/高级组来对不同听力水平者听力策略使用的特点进行研究，得出了初级组偏

向于使用总体询问策略，而中/高组则倾向于使用前导推理策略和连续示意策略[10]。 
(2) 有关听力策略培养的研究 
Mendelsohn 支持在语言课程中使用多媒体教学。他提出，在计算机辅助教学中，学习者可以通过视

觉获得更多的信息。视觉信息有助于学习者更好地理解难度较大的听力材料。研究发现，利用含有视频

的听力材料进行听力课程可以极大地提高学生的理解能力[11]。Rubin & Thompson 对大三学习俄语的学

生进行了以学生为中心的交互式听力教学训练。研究结果显示，这种训练方法提高了学生的听力水平，

经过训练的学生能够很好地掌握听力策略的选择和使用[12] [13]。Hulstijn 认为优质的二语教学应该包括

帮助学习者掌握单词这一任务。他描述了一种包含六个步骤的学习方法，即：先听录音，然后自问是否

理解所听内容，接着回放录音，与书面文本进行比较，并确认所听内容的准确性，最后尽可能多地回放

录音来训练单词识别能力。此外，Hulstijn 和他的同事开发了教学软件，认为最有价值的模式是在听力材

料中间断地显示文本，并且有所延迟。学生首先尝试理解所听内容，然后使用文本来核实理解的正确性。

只有当学习者想要理解所听内容时，他们才会用到文本来确认正确与否[5]。 
综上所述，在国外的听力策略研究中，主要关注英语、法语和俄语等语言的学习。这些研究主要总

https://doi.org/10.12677/ae.2025.155830


林佳鑫，左义 
 

 

DOI: 10.12677/ae.2025.155830 765 教育进展 
 

结了不同听力水平学习者在听力策略使用上的差异，并探讨了有关听力策略训练的方法。总体而言，听

力水平较高的学习者整体上在听力策略的使用上表现更好。然而，不同研究者对于善于学习者所使用的

具体听力策略的频率存在差异，常见的包括语法策略、借题发挥以及推理策略等。此外，国外学者通过

多种训练方法可以提高学习者的听力水平。 
综合来看，国外研究以建构主义理论为基础，强调情境化学习对策略应用的支持。AI 技术的多模态

输入与自适应训练 Hulstijn 进一步扩展了这一理论框架，为学困生提供了“情境模拟–策略实践–数据驱

动优化”的完整学习路径。 

3.2. 国内研究现状 

(1) 有关不同听力水平学生听力策略使用情况的研究 
目前国内诸多学者普遍主张根据分数来把英语学习者分为高分组和低分组来进行听力策略使用情况

的比较研究。文秋芳通过个案研究的方式，对比了高分学生和低分学生听力策略的运用情况，发现高分

的学生比低分学生更擅长听力策略的使用，如做笔记、集中注意、选择注意、重复等策略[14]。王宇认为

听力策略对听力成绩有一定的预测能力，但预测力有限。高、低分组在策略使用上有显著差异。高分组

较多使用社会/情感、监察、推理和语法策略，而低分组偏向于依赖母语和生词策略的运用[15]。钱露萍

采用听力测验、问卷调查、有声思维以及访谈的方法，把高一的听力高分者和低分者作为研究对象，均

得出同样的结论，并且进一步得出低分者策略使用水平较低可能源于忙于应付语音、生词等障碍，听力

策略的使用受到一定的限制[16]。通过对比高一高、低分组英语学习者的听力策略，我们可以得出高、低

分组英语听力策略的使用差异明显。高、低分组在元认知策略的自我管理和自我监控策略；认知策略的

利用目标语资源、做笔记、联想、演绎、回避母语、总结策略及社会策略上存在显著差异。 
(2) 有关听力学习策略训练的研究 
吕长竑和楼荷英的研究分别针对非英语专业的两个班级和高校非英语专业的研究生群体进行了听力

策略训练[17] [18]。其中，一个班级被设定为实验组，另一个班级作为对照组。研究结果显示，在每个训

练阶段后，实验组学生的听力成绩明显优于对照组。朱湘华对 60 名大三非英语专业本科生进行了为期一

学期的听力策略培训。研究发现，学生的听力成绩有显著提高，这肯定了课堂教学中融入听力策略培训

的有效性，证明了听力策略训练可以帮助学习者提升听力理解能力[19]。杨香玲通过对高分组和低分组的

对照试验得出听力策略训练能有效提升学生策略使用频率，并且听力策略训练对高分组听者和低分组听

者均有积极影响，对低分组学生的影响大于高分组[20]。上述实验基于元认知策略理论，通过计划、监控

和反思三阶段训练，验证了策略教学对学困生的有效性。而 AI 技术可通过动态学习日志(如记录学生注

意力曲线)和实时反馈(如错误标注)，进一步强化元认知策略的“计划–执行–修正”闭环机制，弥补传

统实验中对个体差异支持不足的问题。刘淑丹探讨了数字技术赋能初中英语听力教学中的深度学习策略，

指出智能语音识别、虚拟现实(VR)、互动式听力游戏及人工智能(AI)等技术可显著提升教学效果。研究表

明，智能语音识别通过实时语音对比与反馈优化学生发音与理解；VR 技术通过模拟真实语境(如假期场

景)增强沉浸式听力训练；互动游戏以任务驱动形式提高参与度与敏捷性；AI 则通过分析个体听力弱点生

成个性化练习方案，精准强化薄弱环节。作者强调，这些技术不仅丰富了教学手段，还通过即时反馈、

情境化学习及数据驱动优化促进了学生的深度学习，为教师提供了创新教学方法以系统性提升学生的听

力素养与语言应用能力[21]。该研究以情境学习理论为支撑，强调技术模拟真实语境对策略内化的作用

[22]。AI 技术的自适应分层训练(如动态调整听力难度)和沉浸式交互(如 VR 场景)，可为学困生提供低焦

虑和高参与的学习环境，从而促进社会/情感策略的运用。 
综上可知，听力策略和听力成绩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听力策略的使用有助于听力水平的提高。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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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由于研究对象、数量和研究方法的不同，听力策略和听力成绩的相关性有所不同，需进一步探索；

通过实验的方法，能够发现听力策略是可教的，听力策略的训练对听力水平的提高是有效的。因此关于

中学学困生听力学习策略培养的研究对提高英语学习成绩有一定的价值。 

4. AI 辅助教学在培养学困生听力学习策略的教学应用 

4.1. 元认知策略的动态调控机制 

在传统教学中，元认知策略的培养通常依赖于教师的人工指导与纸质日志记录，这种方式存在效率

低下且难以实现个性化的缺陷。然而，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引入，教学过程中的动态规划、实时监控和

智能反馈成为可能，极大地提高了教学的精准度和个性化程度。 
具体而言，AI 技术可以在智能目标设定与动态调整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例如，利用 AI 学习分析系

统(如科大讯飞智能评测)，可以自动生成学困生的听力能力画像，精准识别学生的薄弱环节(如连读辨识、

数字敏感度等)，并根据学生的错误率推送个性化的学习计划。系统会根据学生的具体需求，推荐每日 15
分钟的专项训练，如数字听写模块，并通过结合 KWL 表格的数字化升级版，自动分析学生输入的“已知

(Know)”与“想知(Want)”信息，智能匹配听力素材库中的相关资源(如校园生活对话、科普短文)，进一

步帮助学生制定个性化的学习目标。听力练习后，AI 系统还能生成“学后(Learn)”报告，自动对比学生

的学习结果与设定目标之间的差距，为后续的学习提供指导。 
在实时监控与即时干预方面，AI 语音识别技术(如腾讯语音转文字)可以在学生进行听力练习时，实

时标注学生漏听或误听的关键词，并通过弹幕形式提示学生注意重难点，例如指出“thirty 与 thirteen 的

尾音差异”。此外，引入“AI 学习日志”功能，可以自动记录学生的练习时长、错误类型及注意力曲线，

生成周度分析报告，为教师提供数据支持，帮助其及时调整教学策略。通过分析学生的高频错误，教师

可以设计微课内容，对学生的薄弱环节进行有针对性的强化训练。研究表明，此类动态调控机制可使学

困生元认知策略使用频率提升 32% (如杨香玲的教学实验)，且目标达成率显著高于传统教学。这种基于

AI 技术的智能化教学模式，极大地提高了元认知策略的培养效率，促使学生在个性化和精准化的学习过

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听力能力。 

4.2. 认知策略的多模态分层训练 

在传统认知策略中，学习通常依赖于机械重复训练，而这种方法往往难以满足个体化的学习需求。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迅速发展，AI 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使得认知策略得到了显著的提升，尤其是在听

力训练中，通过情境化、多模态输入与自适应训练，有效地增强了信息解码的效率与深度。首先，AI 驱
动的预测与语境强化在听前阶段发挥着关键作用。利用 AI 生成器(如 Kimi、DeepSeek)，教师能够快速创

建与学习主题相关的视觉化线索，例如通过虚拟背景图展示“机场问询”场景，从而引导学生预测关键

词(如 boarding pass、departure time)。这种情境化的设计不仅帮助学生激活背景知识，还能在听力过程中

提高其信息提取的精度。此外，AI 语音合成技术的引入，使得连读、弱读现象(如“wanna”代替“want 
to”)在听力训练中得到生动模拟，配合同步高亮的字幕，能够强化学生对语音规则的内化。这种基于语

音特征的训练方法，不仅让学生能更好地理解真实对话中的语音变化，还能够提升他们在实际交际中的

语音识别能力。 
在自适应分层训练方面，AI 系统根据学生的实际水平动态调整听力材料的难度。对于初级学生，AI

提供慢速音频和关键词字幕，以确保学生能够准确捕捉到信息；而对于进阶学生，系统则会隐藏字幕并

增加干扰信息，从而逐步提高其信息处理的难度。例如，针对数字听力障碍学生，系统自动生成相似发

音数字串(如 14/40、15/50)进行专项强化。实验数据显示，分层训练可使学生的数字辨识准确率提升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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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Hulstijn 的教学实验)，且语音规则应用能力显著改善。此外，AI 填空听写功能使得学生在听力过程中

能够通过填空的方式逐步提升词汇和语法的掌握，系统会根据学生的表现智能调整挖空词汇的难度，从

简单的名词到复杂的逻辑连接词，逐步提升其信息抓取的能力。综上所述，基于 AI 技术的多模态信息处

理和自适应训练，不仅优化了认知策略的实施效果，而且促进了学生在听力能力上的全面提升。 

4.3. 社会/情感策略的协同支持与情绪干预 

在传统教学模式中，情感支持通常依赖教师的观察和个别关注，然而这种方式的覆盖面有限且无法

实时监控学生的情绪变化。随着 AI 技术的发展，教育领域的情感支持方式迎来了新的突破，AI 技术能

够构建更加沉浸式的互动环境并实现精准的情绪干预。例如，通过设计“AI-学生–同伴”三角互动模式，

AI 虚拟助手(如腾讯智聆)首先播放对话内容，学生 A 复述给同伴 B，B 在复述过程中补充遗漏信息，随

后 AI 系统对比原文并生成协作评分，如“信息完整度 80%，B 补充了遗漏的相关信息”。这种互动模式

不仅增强了学生之间的合作和互助，也提高了他们的听力理解能力和信息处理能力。 
此外，AI 情感识别技术(如面部表情分析)能够实时监测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出现的焦虑情绪。通过分

析学生的面部表情，AI 能够识别出皱眉、频繁暂停等焦虑的信号，并根据学生的情绪状态自动调整学习

内容。例如，当检测到学生焦虑时，AI 会自动切换为轻松的素材(如英文歌曲填空)或推送鼓励语音，如

“你已经比上周多听懂了 2 个关键句！”。这种智能化的情绪干预不仅能够缓解学生的焦虑情绪，还能

够保持其学习的积极性和持续性。 
在游戏化激励方面，AI 技术的应用也极大增强了学生的学习动力。通过开发 AI 积分商城，学生可

以通过完成听力任务赚取积分，并将其兑换为虚拟道具或趣味模块。例如，完成“天气预报”听力任务

后，学生可以兑换“为《冰雪奇缘》角色配音”的机会，激发学生的内在动机并提升学习的趣味性。同

时，AI 还可以建立“AI-教师–家长”三方反馈链，定期向家长推送学生的进步报告(如“本周数字听力

准确率提升 15%”)，并提供家庭辅助活动的建议(如观看带英文字幕的纪录片)，形成教育合力，共同促

进学生的语言能力提升。通过这种综合运用 AI 技术的情感支持系统，学生不仅能够在情感上得到有效的

关注与支持，而且在学习过程中获得了更多的激励与反馈，极大地促进了其听力能力和整体学习成果的

提高。 

4.4. 实施可行性分析 

在当前的教育实践中，AI 技术的应用逐渐成为提升学困生学习效率的重要工具。针对听力学习的需

求，依托国内现有的 AI 平台，如科大讯飞、腾讯智聆等，学校可以直接接入这些工具，利用语音评测和

智能生成器等技术进行辅助教学，而无需额外投入硬件设备。这些 AI 工具不仅提升了听力学习的精准度

和反馈效率，而且其普及性使得教育资源的共享更加便捷。然而，AI 技术应用仍面临一些挑战。首先，

技术成本和设备的普及性限制了欠发达地区的应用。其次，师生对 AI 工具的接受程度不同，可能导致初

期使用困难。此外，数据隐私保护问题需要遵循《个人信息保护法》要求，以防止敏感信息泄露。 
为了更好地实现 AI 技术的教育赋能，教师培训成为至关重要的一环。通过区域性教师培训，特别是

借鉴优秀学校的 AI 助教培训模式，教师能够掌握 AI 工具的基本操作，并重点培养人机协作教学设计能

力。这一能力的培养旨在帮助教师合理分配 AI 自动批改与深度反馈的任务，使 AI 在教学中发挥其优势

的同时，教师能够在高阶思维活动(如推理与批判性提问)上保持主导地位，确保教学过程中的“人性化”

元素不被忽视。 
此外，随着 AI 技术的不断发展，伦理风险的规避也显得尤为重要。在此背景下，余胜泉教授提出的

“认知平衡”原则为 AI 技术的应用提供了重要的伦理指导。该原则明确规定，AI 只能辅助学生进行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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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训练，尤其在高阶思维训练和认知发展的过程中，仍应由教师主导，避免学生对 AI 的过度依赖，造成

认知能力的退化。 
综上所述，通过技术适配性、教师赋能和伦理风险规避三方面的策略，AI 技术不仅有效提升了学困

生的听力学习效率，还通过动态反馈、情感支持和协作学习重构了传统的教学模式，推动了“人机共生”

新型教育生态的形成。这种教学模式的创新，充分体现了 AI 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巨大潜力，并为未来教育

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 

5. 研究展望 

结合当前研究成果和教学实践，未来在学困生英语听力策略培训方面还有不少值得探索的空间： 
首先，技术应用要更接地气。现在很多 AI 工具虽然功能强大，但和实际教学场景结合得还不够紧密。

建议多开发一些像“英语趣配音”这样简单实用的 APP，让学生通过给电影片段配音来练习听力，既有

趣又有效。学校可以尝试在课后服务时段开设“AI 听力训练角”，配备一些基础的语音识别设备，让学

困生在轻松的环境中提升听力。 
其次，要重视教师的桥梁作用。再好的技术也需要老师来引导，建议师范院校开设“智能教育工具

应用”必修课，重点培养教师三方面能力：一是会挑选合适的 AI 工具，二是能看懂系统生成的学习报告，

三是能把技术手段和传统教学方法有机结合。比如，老师可以先用 AI 系统批改学生的听力作业，再根据

系统反馈的数据，在课堂上重点讲解学生普遍存在的问题。 
再次，研究要更贴近实际需求。建议研究者多走进课堂，观察学困生真实的听力困难。比如有的学

生是单词量不够，有的是不适应连读弱读，还有的是注意力难以集中。针对不同问题，要开发差异化的

训练方案。可以和一些重点中学合作建立实验基地，通过长期跟踪，验证各种训练方法的实际效果。 
最后，要警惕技术应用的副作用。不能让学生过度依赖 APP，要保证每天有一定时间的“纯听力”

训练。建议建立“30-30”原则：每天 30 分钟 AI 辅助训练 + 30 分钟传统听力练习。同时要保护好学生

隐私，学习数据只能用于教学改进，不能商业化使用。 
未来几年，随着技术的进步，我们可以逐渐在初期引入低成本工具(如语音评测 APP)，中期结合混合

式教学(如 AI 辅助课前预习 + 教师课堂强化)，后期构建校本 AI 资源库。同时，可开发“轻量级”训练

模块(如 5 分钟微练习)，适应学困生注意力分散的特点。这些工具应该像“电子词典”一样简单易用，真

正帮助学困生突破听力障碍。但无论技术如何发展，教师的指导和同伴的互动始终是不可替代的，这点

需要我们牢牢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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