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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后疫情时代及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各国之间人员流通速度不断加快。英语作为世界通用语言，

无论在外事服务、外贸工作，还是留学深造等方面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大学生群体来说，英

语更是日常文献阅读、口语交流必不可少的技能之一。然而，在中文母语环境下，如何提高英语口语

交流能力对于大学生来说是一个棘手的难题。本研究围绕AI口语学习软件与真人外教之间的差异，探

讨了当前AI技术在英语口语学习方面的应用现状、面临的挑战以及如何通过技术手段缩小这一差距。

通过漏斗原理进行市场调研、学习动机研究与技术实现分析，本研究识别并分析了11个有利于提高大

学生英语口语学习动机的功能点，并提出了3个技术可实现的关键功能点。研究结果表明，虽然AI口语

学习软件在提供实惠、便捷的口语学习途径方面具有优势，但在模拟真人教学效果、激发学习动机方

面仍存在不足。因此，本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基于技术实现的改进策略，旨在提升AI口语学习软件的教

学质量和学习者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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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ost-pandemic era and the context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he speed of personnel ex-
changes between countries is accelerating. As the lingua franca of the world, English plays a vital 
role in foreign affairs, foreign trade, study abroad, and other areas. For college students, English is 
an indispensable skill for daily literature reading and oral communication. However, in China’s 
native language environment, improving spoken English communication skills is a challenging 
problem for college students.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AI spoken English 
learning software and real human tutors, exploring the current application status of AI technology 
in spoken English learning, the challenges faced, and how to narrow this gap through technical 
means. Using the funnel principle for market research, study of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analysis 
of technological implementation, this study identifies and analyzes 11 functional points beneficial 
for enhancing college students’ motivation to learn spoken English, and proposes 3 key technolo-
gically feasible functional point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although AI spoken English learning 
software has advantages in providing affordable and convenient learning paths, it still lacks in si-
mulating real human teaching effects and stimulating learning motivation. Therefore, this study 
proposes a series of improvement strategies based on technological implementation, aimed at 
enhancing the teaching quality and learner experience of AI spoken English learning soft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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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研究背景 

近年来，英语口语在大学生群体中所受关注日益增长。无论是因为出国深造、考研面试，还是因为

专业需求，如何掌握良好的英语口语能力成了众多大学生亟待解决的难题。对于大学生来说，和真人外

教进行对话是一种常见的口语习得方式，但是这一过程通常伴随着比较高昂的学习费用，一定程度上并

不能满足所有大学生的需要。在目前 AIGC 迅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部分软件开发者发现了这一痛点，

推动了大量 AI 口语陪练软件问世，为大学生的英语口语学习提供了更加实惠、便捷的途径。 
然而，在调研了市场上具有代表性的几款 AI 口语陪练软件、体验了线上真人外教口语课之后，研究

小组将两者的学习体验进行对比，发现在带动大学生学习情绪方面，AI 口语陪练软件尚无法达到和真人

外教一样的效果。面对真人外教时，大学生会有更加强烈的学习和沟通兴趣。研究小组决定基于真人外

教和 AI 口语陪练软件学习体验的比较分析，对大学生的英语口语学习动机进行研究和探讨。 

1.2. 研究问题 

在探讨 AI 口语学习软件与真人外教之间的差异以及如何利用最新技术缩小这些差异的过程中，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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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试图回答以下几个核心研究问题： 
1) AI 口语学习软件与真人外教之间存在哪些主要差距？ 
此问题旨在深入了解 AI 口语学习软件在模拟真人教学效果(如互动性、反馈质量和教学个性化)方面

的具体不足。 
2) 目前的AI技术，特别是大模型技术和AI生成内容(AIGC)，在教育领域尤其是英语口语学习方面，

能够提供哪些新的可能性？ 
通过回答这个问题，研究将探索现有的 AI 技术如何改善口语学习软件的教学效果，以及这些技术在

教学中的具体应用案例。 
3) 以前因技术限制而未被应用于英语口语教学的理论和方法，目前哪一些可以通过 AI 技术得到实现？ 
该问题着眼于识别过去由于技术限制而未能实现的教学策略或功能，探索如何通过最新的 AI 技术克

服这些限制。 

1.3. 研究意义 

通过对研究问题的探讨，本研究旨在从理论上丰富 AI 在语言教育领域的应用研究，同时在实践层面

为 AI 口语学习软件的开发和优化提供具体的策略和方向，为基于大模型的口语陪练产品提供策略支持。

一是从用户价值视角，提高大学生用户的使用体验和学习效果，二是从商业价值视角，提升用户留存率

以及用户粘性，并反作用于用户价值，形成商业飞轮。 

2. 动机理论 

自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起，许多从事外语教学方面的教师和相关学者开始研究情感因素对第二语言

习得的影响。在影响二语习得的诸多情感因素中。学习动机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一个方面。以加拿大学者

Gardner 为代表的许多相关研究人员都对二语习得中的动机因素作过比较系统的分类和研究[1]。在

Gardner 的动机理论中，学习动机分为整合性动机(integrative motivation)和工具性动机(instrument motiva-
tion)。整合型动机是指学习者对目的语社团有真正的兴趣，希望能够使用目的语同目的语社团交流，渴

望参与目的语社团的社会活动，甚至融入到目的语社团的文化之中。而工具型动机是指学习者为了某一

特殊的目的，如通过某种考试、找份好工作、获取某一职位、取得某种资格、获取目的语国家的某方面

的信息等而去学习目的语[2]。从研究小组视角来看，工具型动机这类依赖于考试、深造、职业要求等客

观压力的动机是因人而异的，非人为能够影响和掌控，故此次研究不讨论这一类型的动机点。小组主要

分析整合型动机在英语口语学习中的影响和作用，研究如何维持或提高学习者的整合型动机以及其对英

语口语的学习兴趣。 

3. 研究方法 

3.1. 漏斗原理 

本研究采用漏斗原理作为指导思想，旨在从宏观的市场调研入手，将研究问题逐步细化到能够通过

技术手段进行解决，并提出相应的技术实现思路。这种方法类似于漏斗的形状，从宽广的入口开始，通

过层层筛选和聚焦，最终达到狭窄的出口，即找到可行的技术解决方案。以下是研究步骤的详细介绍。 
步骤一：市场调研与分析。 
首先，研究团队对现有的真人外语陪练服务和 AI 陪练应用程序进行了广泛的产品调研。通过调研，

我们了解到市场上各类产品的能力和服务范围，深入分析了 AI 陪练应用与真人外教陪练在功能和效果上

的差异。这一阶段的目的是识别市场上存在的空白和提升的空间，为后续的研究指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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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二：动机与心理因素研究。 
本研究聚焦于口语对话能力提升和学习动机的激发，探索促进语言学习的关键动机和心理因素。通

过调查研究和理论分析，我们确定了能够在 AI 口语陪练产品中实施的功能点，这些功能点旨在满足用户

的内在需求，从而提升学习效率和用户体验。 
步骤三：技术实现与合作。 
在明确了 AI 口语陪练产品中可以实现的功能点后，研究团队与技术部门紧密合作，探讨这些功能点

的技术可行性。在这一阶段，我们不仅关注功能的实现，还注重用户交互和体验，确保所开发的解决方

案既能合理运用现有技术，又易于用户接受和使用。 
通过这种层层递进的研究方法，我们能够系统地识别并解决 AI 口语陪练产品开发中的关键问题，从

而推动产品的创新和优化。漏斗原理不仅帮助我们聚焦于最终的技术解决方案，还确保了研究过程的系

统性和全面性。 

3.2. 产品调研方法 

小组的成员分为三组，分别调研了大模型 AI 口语工具、小模型 AI 口语应用和真人在线外教 APP 等

共计十余种软件，每组成员都会参与到三种类型软件的测评中并给出学习体验、优缺点分析以及改进意

见。调研结束后，小组开会讨论并将所调研的软件存在的优缺点进行了整合，最终得出调研结论。 

3.3. 大学生学习动机的调研方法 

关于大学生英语口语学习动机这一核心研究课题，小组采用的是内部调研和文献查阅相结合的方法。

一方面，本小组人员结构均为大学生，在口语陪练产品对于大学生口语学习的影响方面，小组收集到的结

论具有一定的可参考性。另一方面，我们设置了三个调研小组，在调研结束后将三组结论进行对比整合也增

加了研究的可信度。此外，通过查阅前人的文章和期刊，小组也获得了一些关于学习动机的理论支撑和指导。 

4. 产品调研与分析 

在本项研究中，我们调研了十余种 AI 软件，以下是部分调研产品的结果，见表 1： 
 
Table 1. Part of research product table 
表 1. 部分调研产品表 

软件名称 对齐真人外教方面的特点 对齐真人外教中存在的问题 

Speaky 
提供与全球母语者的实时对话机会，模拟真人外教的

沟通环境。通过与真实用户的交流实践，显著提高口

语应对能力 

虽然能模拟真人交流场景，但缺少真人外教针

对性的即时反馈和专业教学方法指导。语言交

流中可能遭遇障碍和误解，影响学习效率 

FluentU 通过真实语境下的视频内容提供沉浸式学习体验，近

似于真人外教的互动学习环境 

视频内容虽丰富但可能不全面，难以涵盖所有

实用口语场景。缺少面对面教学中的即时个性

化反馈和指导 

RosettaStone 采用全沉浸式教学法，通过视觉和听觉材料直接教授

目标语言，尝试复制真人外教的教学环境 
缺乏实时互动，不能提供即时反馈和针对性指

导，对初学者而言可能存在较高的适应难度 

iTalki 提供与全球语言教师的一对一在线课程，能够获得实

时的个性化指导和反馈 
教师质量和教学方法可能变化较大，需要预约，

缺乏即时访问的灵活性 

Babbel 通过个性化课程和互动学习方法促进语言技能的提

升，部分模拟了外教的指导效果 
互动式学习虽好，但在提供即时反馈和处理复

杂口语问题方面，仍旧不如真人外教 

Busuu 通过全球多语言学习社区的互动，提供社交学习环境，

增加学习的趣味性和实用性 

虽然社交互动能增强学习兴趣，但可能存在干

扰，并且不能保证每次互动都能获得质量较高

的语言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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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2，在本项研究中，我们细致选取了数款代表性强的 AI 口语学习软件进行深入分析，旨在揭示

这类软件在模仿及逼近真人外教教学效果方面的显著特性与存在的问题。首先，我们专注于市场份额较

大且用户反响积极的“流利说”AI 英语口语课程。该软件利用独家研发的语音识别技术和人工智能算法，

实现对用户发音错误的即时纠正，并依据个人能力水平定制学习路径。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截至 2021
年底，“流利说”注册用户数已超过一亿。然而，根据用户反馈显示，该软件在处理复杂对话情境理解

及情感交流方面，仍难以与真人外教相媲美。 
本研究还考察了全球知名的 Duolingo English Test (DET)及其附属的口语练习模块。该模块采用深度

学习模型来模拟真实口语对话场景。尽管 DET 已被全球众多高等教育机构认可为英语能力测试的标准之

一，部分用户报告其在即时反馈和个性化教学方面存在局限，特别是在理解非标准口音和方言的能力上，

与真人外教相比，存在显著不足。 
此外，我们还关注到一款以“一对一 AI 模拟实战”为主打的口语学习软件——Rosetta Stone。通过

训练海量语料库构建的人工智能模型，该软件能够模拟各类生活、商务等真实对话场景。然而，尽管其

提供了高度仿真的互动体验，但仍难以复现真人外教提供的即时、灵活、针对性的教学指导，特别是在

文化背景阐释和语言习俗教授方面，AI 的功能尚不能完全取代人类教师。 
 
Table 2. Typical research product table 
表 2. 调研典型产品表 

软件名称 用户注册数量 技术特点 用户反馈 

流利说 超过一亿注册用户(截至 2021 年) 
自主研发的语音识别技术和人工智能

算法，实时纠正发音错误，个性化学

习路径 

在复杂语境对话理解和情感交流

方面，AI 难以媲美真人外教 

Duolingo 未提供具体数字 
使用游戏化学习方法，科学验证的教

学效果，个性化学习体验，移动端和

桌面端同步 

部分用户反映在即时反馈和个性

化教学方面存在局限性，特别是

处理非标准口音和方言时的理解

力和包容性有限 

Rosetta 
Stone 未提供具体数字 

海量语料库训练的 AI 模型模拟真实 
对话场景，专利的语音识别技术

(TruAccent)提供即时发音反馈 

高度拟真的互动体验背后，仍难

以复制真人外教能提供的即时、

灵活、有针对性的教学指导 

 
在 AI 口语陪练领域，目前大模型 AI 口语工具就整体来看胜过小模型软件。大模型 AI 口语陪练基本

都能实现主题对话、实时翻译、在线测评等功能，可以让学生认识到自身口语发音、用词、造句等方面

存在哪些提升空间。而小模型产品相对来说功能更简单，本研究调研的小模型软件之中有些甚至只提供

课程，而不具备实时对话功能。但是小组发现小模型口语工具在口语入门方面可以提供更为基础的课程

或训练，辅助大模型口语工具的使用。 
至于真人外教课，小组在真人外教 APP 上进行了约课，通过远程的方式进行真人外教课的体验和反

馈。目前这种线上外教课程也是学生寻找外教的主流方式之一。在这类 APP 上可以进行外籍教师选择和

预约上课，采用的远程面对面交流的方式打破了空间上的限制，不过线上外教课也存在时差、教师课程

排期不够等缺点，容易出现时间上难以对齐的问题。 
除去这两类口语陪练方式客观层面的优缺点分析，此次研究重点在于研究这两种不同口语陪练方式

带给大学生用户主观学习体验的区别，以及对大学生学习动机的影响。经小组调研，真人外教相比于 AI
口语陪练软件更能调动大学生用户的学习兴趣和动力，并且这种影响不但体现在学习质量和效率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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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还表现在持续推进口语学习的意愿方面。三个小组的调研成员一致认为真人外教带给人更加鲜活、

灵动、开心的学习感受，而 AI 则稍显单调和沉闷，难以提供持续的学习激励作用。由此可见，AI 口语

陪练产品能否激发大学生学习动机是提高其教学质量和用户留存率的一大核心问题。 

5. 学习动机的研究 

本小组以 Gardner 的动机理论为依据，认为学习动机中的整合性动机是提高大学生学习兴趣的关键

因素，整合性动机越强，那么学习效果就会越好。所以，如何提高大学生英语口语学习的整合型动机是

本研究首要考虑的问题核心。基于组内调研结论和文献查阅，小组认为影响大学生口语学习动机的要点

如下： 
1) 肢体动作。面对面交流的三个主要要素是语言、声音和肢体动作，这三种因素在面对面交流中的

影响比例是语言占 7%、声音占 38%、肢体语言 55% [3]。AI 口语陪练可以设置虚拟口语陪练人物形象，

在对话过程中辅以人类化的肢体动作和表情，提升学习者交流兴趣。 
2) 口语陪练形式多样性。目前常见 AI 口语陪练就是大模型输出问题、体验者回答，单一的问答形

式使得口语学习者容易感到枯燥和无聊。AI 产品可以增加一些交流形式，例如辩论、访谈、歌曲等，并

让体验者自行选择口语陪练形式，以此带给使用者更好的学习体验。 
3) 提问中的文化背景知识输入。在提问时加一些前置拓展知识补充再进行提问，能有效增强体验

者交流兴趣。AI 口语产品可以设计提问的前置补充内容，给体验者带来知识输入，从而激发口语交流

兴趣。 
4) 口语强化功能。Krashen (1985)指出语言学习者需要接受适当超出学生水平的语言输入，也就是 I + 

1，才能进行语言习得。输入强化是由 SharwoodSmith (1981)提出，在此基础上，Wynne Wong (2005)结合

实践提出四种输入强化方法，分别为输入流、篇章强化、结构化输入和语法意识提升任务[4]。AI 产品可

以利用强大的数据库和螺旋式教学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巩固知识。 
5) 适当情绪支持。AI 缺乏真人外教在对话中提供给用户的情绪反馈，包括安慰和鼓励等，通过加强

AI 的情绪反馈，可以延长用户使用 AI 练习口语的意愿。例如，AI 软件自动检索用户的回复中存在的负

面情绪性词汇，如我不会、我很疑惑、我不清楚等词语，然后在接下来的提问中添加一些鼓励、表扬的

话语进行情绪带动。 
6) 讨论式教学。用户一对一口语练习容易产生紧张、不自在的情绪，影响学习体验感，可以效仿现

代网络聊天社群的方式，为口语练习设置一个聊天室作为场所，在多人讨论中练习口语，营造一个自由

交流的氛围。例如，设置模拟聊天室，内含角色包括主导话题的老师和其他 AI 学员，用户也是学员之一，

可以积极和老师、其他学员讨论对话从而达到学习口语的目的。 
7) 基于 PBL 教学法的产品设计[5]。以 PBL 教学法为基础，设计的英语口语学习产品，通过解决实

际问题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机，提高口语交际技能。AI 产品可以将 PBL 教学法纳入应用设计。 
8) “以写促说”法的应用[6]。研究表明“以写促说”法在英语口语教学中的应用是有效的，通过写

作活动能够有效促进学生口语表达能力的提升，增强语言输出能力和学习动机。 
9) 情境体验模式[7]。情境体验模式在英语口语教学中十分有效，通过创造情境和情感体验，可以激

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升口语交际能力和学习动机。 
10) TPRS 教学法[8]。TPRS (Teaching Proficiency Through Reading and Storytelling)教学法在英语口语

互动教学中，主要通过故事讲述和游戏互动，采用循环提问和可理解性输入的形式，向学习者传达目标

语言，此方法可以显著提高学习动机和口语能力。 
在对现有文献的深入研究与分析中，我们发现 AI 口语学习软件增强学习动机的策略大致可以归纳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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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类：工具式、情景式和交互式。 
工具式策略关注于利用具体的工具和方法来辅助语言学习，如移动学习应用(App)、“以写促说”法

等。这些工具和方法通过提供便捷的学习资源和系统化的学习路径，帮助学习者有效组织和加强学习内

容的吸收。工具式策略强调了技术手段在语言学习过程中的辅助作用，特别是在提升学习效率和促进学

习自主性方面的潜力。 
情景式策略着重于创造丰富多元的学习背景，以提升学习者的兴趣和参与度。这包括引入文化背景

知识以拓展学习者的视野，采用口语强化技术以提高语言吸收率，以及提供形式多样的交流活动(如辩论、

访谈、歌曲等)，使学习过程更加生动有趣。情景式策略通过模拟真实生活场景，激发学习者的好奇心和

探索欲，从而有效提升学习动力。 
交互式策略则强调人机交互的质量和深度，旨在通过模拟真人交流的方式增强学习者的语言实践能

力。具体来说，包括模拟肢体动作和表情来增强非语言沟通的学习，提供情绪支持以建立积极的学习态

度，以及设置模拟聊天室等多人交互环境，以增加学习者的参与感和交流机会。交互式策略通过提高 AI
口语学习软件的人性化和互动性，促进学习者的语言输出和社交能力的发展。 

通过对这些策略的分类与分析，我们得出一个重要发现：AI 口语学习软件的最大潜能在于其能够综

合情景式、交互式和工具式策略，创造一个全方位、多维度的学习环境。这不仅能够更全面地满足不同

学习者的需求，也为 AI 口语学习软件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即通过综合应用多种策略来最大程度优化

学习效果和用户体验。 

6. 技术实现与功能建设 

6.1. 技术背景 

研究小组依据漏斗原理将可能影响大学生英语口语学习的 11 个动机点进行了筛选，如下图 1 所示，

在共 11 个动机点中，可以迁移到口语场景中的有 5 个，最后技术可实现的仅为 3 个：口语陪练形式多样

性、口语陪练提问中增加文化背景知识输入、提供情绪支持。这也反映了依据目前的技术，在众多可提

高大学生学习动机的方法中，可以运用到 AI 口语陪练软件中的相对有限。 
 

 
Figure 1. Funnel flow chart 
图 1. 漏斗流程图 

 
结合学习动机和现有技术，当前可充分支持实现的学习动机点如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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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Learning motivation points 
表 3. 学习动机要点 

所选学习动机要点 技术实现方案 

口语陪练形式的多样性 通过 prompt 工程，预置各类 prompt 库 

口语陪练提问中增加文化背景知识输入 
1) Prompt 的方式控制对话风格和陪练流程 

2) 知识库(接入方式) 
3) 微调(训练方式) 

提供情绪支持 可调节的回复策略：根据用户的情绪反馈，AI 可以调整其

语言风格和回复策略，以提供更合适的鼓励和支持 

6.2. Prompt 工程与自动化拼接 

关于具体的技术实现方式，在 prompt 工程技术方面： 
1) 精确的提示设计：根据所需的输出，设计提示语来指导 AI 输出特定的文化知识和提问。例如，

“向学习者介绍感恩节的由来，并询问他们的国家有什么类似的节日和习俗。” 
2) 输出格式设定：确保提示语包括了关于输出格式的指导，比如要求 AI 先给出一个简短的节日介

绍，然后是一个开放式的问题。 
3) 上下文融合：提示语应该能够使 AI 理解所讨论的文化背景，并在此基础上生成问题，而不是孤

立无关的信息。 
4) 迭代优化：根据学习者的反馈和 AI 的表现，不断优化提示语。例如，如果学习者对特定的问题

反应不佳，可能需要调整问题的复杂度或是背景知识的深度。 
5) 多样性和包容性：在设计提示语方面，鼓励 AI 在生成回复时尽可能具有多样性和包容性，确保

提供的回答对所有学习者都是友好的。需要对各个 prompt 库进行拼接；保留用户字段和对话记忆字段的

空缺，必要时再进行送参操作，如图 2 所示： 
 

 
Figure 2. Prompt combination diagram 
图 2. Prompt 组合示意图 

 
prompt 示例： 
需要你和用户一起来聊聊一个美国的传统节日——感恩节。感恩节源于 1621 年，当时的新英格兰殖

民者与美洲原住民共同庆祝丰收。这个节日是为了表达对大自然、亲人以及生活中一切美好事物的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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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情。在这一天，家家户户通常会围坐在一起享用丰盛的晚餐，包括烤火鸡、南瓜派和其他传统食物。

人们也会通过参加感恩节游行、观看橄榄球比赛或一起看电影来庆祝这个节日。现在，你需要逐步引导

用户回答相关的问题：在你的国家有没有类似的节日？如果有的话，它是怎样的呢？人们通常是如何庆

祝的？你个人对这个节日有什么特别的感受或回忆吗？注意：不能一次性提问所有的。 

6.3. 知识库建设 

在知识库建设方面： 
1) 知识库构建：首先需要建立一个涵盖不同国家和文化的节日及习俗的知识库。这个知识库可以包

含节日的历史背景、庆祝方式、相关的食物、传统习惯等。 
2) 文化背景知识输入：在进行口语练习之前，AI 可以从知识库中提取相关的文化背景知识，例如介

绍美国感恩节的历史和传统习俗。 
3) 提问设计：设计相关的提问环节，这些问题可以是关于学习者所在国家的节日和习俗，或者要求

比较不同国家的节日差异。 
4) 前置拓展知识补充：AI 在提问前，可以根据提取的知识库内容，给出一段简短的介绍，这不仅为

学习者提供了一个答题的模板，也增加了学习者的知识储备。 

6.4. 模型微调 

在模型训练–微调(SFT)方面： 
1) 定义问题：首先，需要明确希望 AI 能够回答的问题类型，以及这些问题的上下文信息。例如，

如果你希望 AI 能够回答有关天气的问题，那么你可能需要提供的前置内容包括地理位置、日期和时间等。 
2) 数据收集和处理：根据定义的问题，收集和处理相关的数据。这可能包括从各种来源收集数据，

然后清洗、格式化和标注这些数据，使其适合用于训练 AI。 
3) 模型训练：使用处理过的数据来训练 AI。这通常涉及到选择一个合适的基座大模型，然后使用数

据来训练这个模型，使其能够在某些场景下，表现更加优异和妥帖。 
4) 测试和优化：在模型训练完成后，需要进行测试以确保其性能满足要求。 

6.5. 基于情绪识别的回复策略功能建设 

 
Figure 3. Emotional feedback flow diagram 
图 3. 情绪反馈流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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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复策略方面： 
1) 输入处理：读取用户的输入，并将其转化为可分析的格式，如分词或向量化。 
2) 情绪分析：利用大模型本身具备的情绪分析能力(prompt 工程)，来判定用户输入的情绪倾向。 
3) 策略选择：根据情绪分析的结果，选择一个相应的答复策略。 
4) 个性化调整：根据用户历史数据和当前会话的上下文，个性化调整回复内容。 
5) 输出生成：根据选定的策略，生成一个回复并输出给用户。 
6) 反馈学习：收集用户对 AI 回复的反馈，以便持续优化策略。情绪反馈流程示意图如图 3。 

7. 研究总结 

7.1. 研究限制 

在本研究中，我们集中探讨了 AI 口语学习软件在对齐真人外教方面的现状、挑战与实现路径，尽管

取得了诸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未来值得进一步探索的方向。 
研究样本的代表性是本研究面临的一大挑战。由于受到时间和资源的限制，我们在选取 AI 口语学习

软件和真人外教的教学案例时，虽已尽可能覆盖各类典型情境，但无法囊括市场上所有相关产品和服务，

这可能会影响研究结论的普适性[9]。未来的研究可以尝试扩大样本容量，引入更多样化的教学环境与软

件类型，以便更全面地揭示 AI 口语学习软件与真人外教在教学效果上的异同。 

7.2. 研究发现 

在全球化背景下，大学生英语口语的学习十分重要，以 AIGC 为背景，众多 AI 口语陪练软件应运而

生。AI 口语陪练软件以其实惠的价格、使用方便快捷等优点吸引了一批大学生用户，但是在其在学习体

验方面相比真人外教仍然存在差距。查明导致这一差距的深层原因，并借鉴转化，运用到基于大模型的

AI 口语陪练软件中进行升级迭代是本研究的核心所在。依据 Gardner 的动机理论、漏斗原理，以及小组

调研和文献资料的查证，本研究搜集 11 个有利于提高大学生英语口语学习动机的功能点，并逐个分析、

筛选，最后得出 3 个技术可实现的功能点并提出了技术实现路径的具体思路，希望能为基于大模型的口

语陪练产品提供技术策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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