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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数智化迅速发展的时代，人工智能、大数据和物联网等技术正深刻改变教育的形态与模式，推动教学向

数字化、智能化转型。作为培养高技能应用型人才的重要领域，高职教育的教学模式创新需求尤为迫切。

英语听说教学是提升学生国际化交流能力和职业竞争力的关键环节，在数智技术的支持下迎来了新的发展

机遇。本文探讨了数智化背景下高职英语听力教学的设计与实施策略，旨在为高职英语教学改革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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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ra of rapi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ies such a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ig 
data, and the Internet of Things are profoundly transforming the form and mode of education, driv-
ing the transformation towards digitalization and intelligence. As an important field for cultivating 
high-skilled talents, the demand for innov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particularly urgent. 
Listening and speaking are crucial in enhancing student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bilities and 
professional competitiveness. With the support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ies, it has ushered in 
new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of 
English listening teaching i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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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ming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reforming English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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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数字化平台借助信息网络打破了时空界限，为学生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学习空间和时间选择。学生们

可以充分利用信息化技术的优势，利用零散的时间进行自主学习或训练，不受地点限制。自新世纪以来，

“数字革命”中的一个重要标志便是数字化平台的兴起，它不仅为教育者带来了便利，同时也提出了如

何高效利用这些平台及其丰富的资源来改进教学方法的新挑战。语言作为沟通的核心工具，其掌握与应

用对于实现有效交流至关重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办公厅发布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

听力理解与口语表达能力被具体划分为一般要求、较高要求及更高要求三个等级。为了满足这些标准，

大学英语课程设计应着重强调听说技能的培养。通过采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开发基于计算机和网络的多样

化课程，能够为学生提供一个优越的语言学习环境[1]。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如在线平台和智能工具，

不仅丰富了学习资源，还允许根据学生的个性化需求和水平制定专属学习路径，从而提升学习效率。这

种综合性的策略不仅有助于提高学生的语言能力，也为未来的外语教学改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

结合数字化平台与教育的模式，在提升教学质量的同时，也为学生提供了更加灵活多样的学习方式，促

进了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和个性化学习的发展[2]。 

2. 文献综述 

在数智化时代，信息技术深度融入教育领域，为高职英语听力教学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本综述

旨在梳理相关文献，探讨数智化背景下高职英语听力教学设计与实施的研究现状、成果及发展趋势。 
随着多媒体技术、网络技术和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数智化教学资源日益丰富，为高职英语听力教

学提供了多样化的教学手段。众多学者聚焦于如何利用数智化工具优化听力教学设计，提升教学效果和

学生听力水平。 
在教学模式创新方面，陈坚林(2020)在《数字时代外语教学的发展趋势与创新实践》中指出，数智化

背景下应构建以学生为中心的互动式教学模式。通过利用在线学习平台、智能教学软件等，打破传统课

堂的时空限制，让学生能够根据自身需求自主选择学习内容和学习时间，实现个性化学习。这种模式注

重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协作能力，例如借助在线讨论区、小组合作项目等方式，促进学生之间的

交流与合作，提高学生的听力理解和表达能力[3]。 
数智化教学资源的应用也是研究热点之一。刘丹丹(2021)在《高职英语听力教学中数智化资源的有效

利用》中提到，丰富的数智化资源，如音频、视频、动画等，能够为听力教学提供真实、生动的语言环

境。教师可以根据教学目标和学生实际情况，筛选合适的数智化资源，将其融入听力教学过程中。比如，

利用英文电影片段、英语广播节目等作为听力素材，不仅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还能让学生接触到更

地道的语言表达，拓宽语言文化视野[4]。 
关于教学策略，王芳(2019)在《数字化背景下高职英语听力教学策略探究》中提出，教师应运用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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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教学策略，结合数智化工具，提高听力教学的有效性。例如，采用任务驱动教学法，设计与实际生

活紧密相关的听力任务，让学生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提高听力技能。同时，借助智能语音评测系统，对

学生的听力练习进行实时反馈和评价，帮助学生及时发现问题，调整学习策略[5]。 
在教学效果评估方面，张勇(2022)在《数智化环境下高职英语听力教学效果评估体系的构建》中认为，

传统的以考试成绩为主的评估方式已不能满足数智化教学的需求。应建立多元化的评估体系，综合考虑

学生的课堂表现、在线学习参与度、作业完成情况以及听力技能的实际提升等因素。利用学习管理系统

收集学生的学习数据，通过数据分析更全面、客观地评价教学效果，为教学改进提供依据[6]。 
尽管在数智化背景下高职英语听力教学设计与实施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仍存在一些问题。部分

教师对数智化教学工具的应用不够熟练，无法充分发挥其优势；数智化资源的质量参差不齐，筛选和整

合难度较大；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信息素养有待提高，部分学生在面对丰富的数智化资源时，缺乏有

效的学习策略和自我管理能力。 
未来的研究可以朝着加强教师数智化教学能力培训、优化数智化资源建设与管理、注重培养学生自

主学习能力和信息素养等方向展开。同时，进一步探索人工智能技术在高职英语听力教学中的深度应用，

如利用智能辅导系统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学习建议和辅导，将是该领域的重要研究方向。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可以看出，数智化背景为高职英语听力教学带来了诸多变革和发展机遇，也

面临一些挑战。在今后的教学实践中，需要不断探索和创新，充分利用数智化技术的优势，提高高职英

语听力教学质量，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问题 

本次调查围绕五个核心问题展开： 
外部材料因素对高职学生听力水平的影响是怎么样的？ 
学生对使用数字化平台进行听说训练后的情况？ 
在数字化平台上进行听说训练时，学生们遇到了哪些挑战？ 
教师在这一过程中作用是什么？ 
数字化平台的交互性和友好度对学生学习效果有何影响？ 

3.2. 研究对象 

本研究选取了某职业院校非英语专业的二年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为了确保样本的代表性，我们随

机选择了两个不同层次的班级，并由同一位教师负责英语授课。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更准确地评估

外部因素对学生听力能力的影响，同时观察学生在数字化平台上的自主训练过程，识别其中的问题并提

出改进策略。 

3.3. 数据采集 

采集了学生在连续两个八周的数据。 

4. 数字化平台训练方案实施及效果分析 

4.1. 数字化平台训练方案实施 

4.1.1. 训练模式 
本研究采用指定任务训练模式，教师在过程中进行监控和指导，确保学生按照既定目标完成学习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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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训练任务设计 
(1) 任务内容： 
听力与口语练习：包括中级难度的英语听说试题，旨在提升学生的听力理解能力和口语表达水平。 
(2) 特定话题训练：以《英语视听说》(在线学习版)第一单元“Daily Life”为例，学生需完成该单元

中五个子目标(ABCDE)，重点掌握关于中国节日的介绍、节假日相关表达以及国外节日的知识。 

4.1.3. 训练目标 
(1) 听力理解：学生应能够准确理解有关中国节日的介绍，并掌握相关的听力技巧。 
(2) 词汇与表达：熟悉并运用与节假日相关的常用表达。 
(3) 跨文化知识：了解并掌握一些国外节日的基本信息。 

4.1.4. 实验班级设置 
为了验证不同专业背景下的训练效果，本研究选择了两个不同的专业班级进行实验： 
法律专业： 
A 班：法律 2311 班 
B 班：法律 2321 班(方案一) 
旅游专业： 
A 班：旅游 2411 班 
B 班：旅游 2421 班(方案二) 
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在相似的教学环境下比较不同专业学生的训练成果，为后续优化训练方案

提供实证依据。 

4.2. 数字化平台训练方案设计及效果分析 

方案一： 
 

表现/班级 期望值 A2321 班 B2321 班 

整体表现(听说) 

班级人数  
前八周 后八周 前八周 后八周 

60 62 

人均完成习题数 100 100 20 52 31 60 

平均分 90 38 89 45 92 

任务表现(听力) 

完成任务数 6 3 6 5 6 

完成度(%) 100 44 85 52.5 90 

平均分 90 45 92 51 95 
 
首先，关于训练班级及时间安排。在方案一中，A2311 班(60 人)和 B2321 班(62 人)进行了为期 16 周

的听说训练。训练任务主要集中在听力与口语表达的结合上，要求学生在这 16 周内完成共计 100 道听说

题。每周的基础训练时间为 40 分钟，总计 16 周即 640 分钟。其次，关于听力任务设置听力任务包括 6
个具体项目，每个项目的平均期望分数为 90 分。这些任务旨在全面评估学生的听力理解能力。最后，班

级表现对比。整体来看，B2321 班在各项指标上的表现均优于 A2311 班。综上所述，整体表现方面，B 班

的整体成绩高于 A 班。任务完成度方面，B 班的任务完成率为 52.5%，而 A 班仅为 44%。自主学习表现

方面，尽管 A 班存在一些问题，如人均完成题目数较少，表明部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不高，但 B 班在这

方面表现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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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训练分为前后两个八周的阶段进行。在后八周期间，学生的任务完成情况显著改善，完成率从

初期水平提升至超过一半，接近 90%。此外，任务的平均得分也较前八周有所提高。这表明，经过一段

时间的适应期，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任务完成效率得到了显著增强。 
方案二： 
 

教师 训练目标 训练任务 学生训练活动 设计意图 

观察

指导 

A：话题讨论—

—本部分的话

题讨论围绕三

个核心方面展

开：节日相关词

汇的掌握、语言

能力的拓展以

及会话技能的

提升。具体设计

包括： 
词汇学习：通过

节日主题，学生

将学习并掌握

一系列相关的

词汇。 
听力与复述：训

练学生听懂对

话内容，并能够

准确复述所听

到的信息。 
角色扮演学生

可以选择不同

角色进行互动

练习。 

(1) 图像匹配：学生需要将 12 个短语与对应

的 12 张图片进行匹配，以增强对词汇的理解

和记忆。 
(2) 听力填空：学生听一段 27 秒的短对话，

并根据听到的内容完成句子填空，以此提高

听力理解和写作技能。 
(3) 日常活动复述：学生需复述两个问题：“你

每天做什么？”和“你每天的计划是什么？”，

这有助于巩固口语表达能力。 
(4) 描述日常事务：学生使用连接词如“首先

(first)、接着(next)、然后(then)、最后(finally)”
来描述自己每天要做的事情，以提升逻辑表

达能力和连贯性 

(1) 话题词汇掌握。本部分旨在帮助学

生熟悉并掌握与特定话题相关的词

汇，通过多样化的练习巩固记忆。 
(2) 听力训练在听力训练中，学生将进

行常速表达的简单听力练习，以提高

其对自然语速的理解能力。 
(3) 角色扮演与人机对话为了增强实

际应用能力，学生可以选择不同角色，

与电脑进行对话互动。这种练习不仅

能够提高学生的会话技巧，还能增强

他们在真实交流情境中的自信心。 
(4) 日常活动描述作为一项综合练习，

学生使用连接词如“首先(first)、接着

(next)、然后(then)、最后(finally)”来描

述自己的一天。 

了解学生对

词汇的掌握

听力能力表

达能力学会

在表达中使

用承接词

如：first，
next，
then， 
finally 

(1) 节日图片展示：五张节日相关图片。 
(2) 图片句子匹配：五张图片与五个句子配

对。 
(3) 单词填空：用给定单词完成句子。 
(4) 选词填空：挑选正确单词填充句子。 

口头回答这些节日都是哪个国家的

China, America… 匹配词汇拓展训练 

进一步掌握

词汇，巩固

话题词汇 

(1) 听力选择：听短对话并勾选听到的短语

或句子。 
(2) 复述对话：复述所听内容。 
(3) 角色扮演：选择角色与电脑进行对话。 

表达人机对话 

通过反复复

述、记忆并

能够进行人

机对话。 

B：谈论业余

时间 

(1) 视听选择：观看视频并勾选宇航员在国

际空间站的活动。 
(2) 发音区分：练习动词结尾“s”的发音。 
(3) 听力拓展：进行扩展听力练习。 
(4) 元音区别：听对话并选出正确的选项，

专注于元音的区别 

听两遍音频，选择动词词尾“s”的正

确发音，并跟读这些单词。 

通过视听选

择题和辨音

练习，提升

学生的听力

敏感度和注

意力 

C：谈论爱好

和兴趣 

(1) (Listening)视听看一段视频，勾选出宇航

员在国际空间站的活动。(2) (Effective  
Expression)有效表达：谈论爱好和兴趣。(3) 
Goal Check 任务目标考核 

话题表达 What do like doing in your 
free time? In my free time, I love… My 
favorite hobby is…回答问题，选项选

择 

Goal C 通过

句型提示，

强化句型表

达。 
 
在方案二中，采用了实用性和趣味性相结合的练习，并融入了中国文化和国情的相关内容。每个视

听说单元分为两个主要部分，第一部分：围绕音频素材展开，例如，第一单元的音频素材聚焦于节假日，

包含四个板块(A、B、C)，分别对应四个教学目标(Goals)。第二部分：涵盖视频素材和拓展练习。另外，

在前八周的训练中，学生对第一部分内容的完成情况并不理想，因此尚未进入第二部分的拓展练习阶段。

这表明初期学生可能需要更多时间来适应新的学习材料和方法。然而，在后八周的继续训练中，学生的

进步显著。第一部分的完成度和成绩均有明显提升，约有一半的学生顺利进入了第二部分的拓展训练。

这一变化反映了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任务完成效率得到了显著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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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果与分析 

高职学生的英语听说技能训练需要科学且策略性的方法。调查结果显示，学生对数智化平台的情感态

度各异，主要取决于其英语听说水平。总体反馈表明，多数学生的听说基础较为薄弱，面对难度较大的材

料时积极性不高，学习动机不足。排除技术问题(如登录、操作、设备等)，学生在训练中遇到的问题多与其

学习能力相关。例如，口语训练中普遍存在畏难情绪，学生不敢尝试表达，导致语音难以识别。在发音准

确度、朗读流利度、词汇语法、话语长度、连贯性及交际灵活性五个维度的考核中，训练结果不尽如人意。 
调查还发现，教师的引导和监督对学生训练影响显著。教师的鼓励和激励成为学生继续训练的动力。

因此，教师的作用不可忽视。 
当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第一，缺乏主动意识；第二，英语基础差异不同生源地的学生英语听说水平

参差不齐，词汇量不足是常见问题；第三，训练时间不足，学生普遍训练时间不够，存在短时间内集中

完成任务的现象。 
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以下策略，首先，通过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其次，根据学生兴趣选择合适的训

练材料，提高学习的积极性和参与度；再次，培养学生的自我认识、体验和调节能力，重新定位自我，优

化学习过程。最后，充分发挥教师的引导作用，确保训练方案科学合理，以提升训练效果。 

6. 研究不足与展望 

6.1. 研究不足 

由于研究能力的限制，当前对数智化语言学习系统在教学有效性验证方面仍存在不足。未来的研究

将着重加强教师信息素质的培训和应用效果评估，以弥补这一缺失；另外，英语听说训练过程受多种因

素影响，包括学生心理状态和外部环境等。在数智化平台上进行自主训练时，平台本身的局限性也会对

训练效果产生一定影响。因此，选择合适的训练平台至关重要。学生的自主训练并非完全自发，而是基

于教师发布的任务型训练。教师通过平台发布具体任务，学生根据这些任务进行训练。这种模式下，学

生在选择训练材料方面的自主性有限，可能导致学习兴趣不高，进而影响其情感态度的表现。因此，在

分析学生的情感态度时，实际结果可能与预期有所差异。 

6.2. 对研究的展望 

新世纪以来，“数字革命”的标志性事件之一是数智化平台的迅速崛起。这一技术浪潮以前所未有

的方式将人们紧密相连，极大地提升了生活的便利性。然而，当数智化平台应用于教育培训时，其有效

性如何评估成为一个关键问题。面对数智化平台提供的丰富资源，如何高效地加以利用成为另一个待解

决的问题。我们需要探索更有效的途径，以充分利用这些资源，提升教育质量和学习效果。上述与数智

化平台相关的问题，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继续探讨。我们期望更多学者和从业者加入信息化时代的潮流，

共同推动这一领域的进步和发展，为教育创新和技术应用贡献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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