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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旨在分析GenAI在托福写作课程中的实际应用情况，并提出有效的课程融合创新建议。通过对广州

新东方一节托福写作课的深入剖析(本文将其视为新时代托福写作课程AI融合教学的典范)，本文探讨了

其教学流程、AI工具的介入环节与功能，并基于《AI时代教育的课程评估表》分析了其课程特色与创新

成效。研究总结了从该案例中提炼的可迁移教学创新点(如数据驱动的精准干预、人机决策双轨制、动态

追踪学生表现、零延迟反馈循环)，探讨了AI时代教师的角色定位与能力发展要点，并最终提出了八个具

体的AI融合课堂建议方案，以期为AI时代的托福写作教学改革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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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aims to analyze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Generative AI (GenAI) in TOEFL wr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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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ruction and to propose effective strategies for curriculum integration and innovation. Through 
an in-depth case study of a TOEFL writing class at Guangzhou New Oriental (considered in this study 
as a model of AI-integrated teaching in TOEFL writing instruction), the paper explores the pedagog-
ical process, the points of AI tool intervention, and their functions. It also evaluates the course fea-
tures and innovative outcomes based on Curriculum Evaluation Framework for Education in the AI 
Era. The study identifies several transferable teaching innovations from this case, including data-
driven precise interventions, a dual-track system of human-AI decision-making, dynamic tracking of 
students’ performance, and a zero-delay feedback cycle. Furthermore, it discusses the key aspects 
of teachers’ role orientation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AI era. Finally, the paper proposes 
eight specific strategies for integrating AI into classroom instruction, aiming to provide practical 
references for the reform of TOEFL writing teaching in the age of 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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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AI 技术飞速发展，越来越多的教育工作者开始关注并探索如何在教学过程中有效利用 AI 进行赋能，

尤其是在行课期间如何高效运用 AI 已成为研究热点。传统的托福写作课程正从“模板化训练”向“思维

能力培养”转变，AI 技术凭借其实时反馈、个性化诊断和数据驱动决策等机制，为重构写作教学核心流

程提供了新的可能性。本研究旨在通过分析典范课程案例，探讨 GenAI 在托福写作教学中的有效融入方

式，为 AI 时代的托福写作课程改革提供参考，提升教学效率与个性化水平。 

1.2. 主要研究问题与内容 

本文的核心研究问题是：一节成功融合 AI 的托福写作课(以广州新东方的两节托福班级课程为例)是
如何设计与实施的？AI 在其中扮演何种角色，并对哪些教学环节产生影响？其相较于传统教学有何创新

之处？基于这些分析，本研究将进一步探讨 AI 融合课堂的可迁移创新点、AI 时代教师的角色与能力要

求，并提出具体的 AI 融合建议。  

2. AI 时代下语言课程的评估维度与考量 

随着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的迅速渗透，传统的课程评估方法已难以全面准确地衡量融合 AI 技术后课

程的真实效果与创新价值。传统的评估往往侧重于知识传递的效率和最终的学业成绩，而忽略了 AI 工具

引入后教与学动态过程的变化、人机协作的模式、学生高阶思维能力的培养、以及 AI 伦理等新要素。因

此，构建一个能够适应 AI 时代特征的新型课程评估框架，对于指导和评价 AI 赋能的教学实践至关重要。 

2.1. 《AI 时代教育的课程评估表》的构建与核心理念 

为应对上述挑战，本研究构建并采用了《AI 时代教育的课程评估表》(以下简称“本评估表”)，旨

在为 AI 技术与语言教学的深度融合提供一个系统化、多维度的评价工具，见图 1。本评估表的研发并非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oetpr.2025.72008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李丰贤 
 

 

DOI: 10.12677/oetpr.2025.72008 62 国外英语考试教学与研究 
 

凭空构建，而是基于对当前主流教育技术整合理论、认知学习理论以及 AI 在教育中应用指导原则的深入

研究与整合，力求使其成为在 AI 时代下评估课程质量的一个全面且具操作性的参考标准。 
 

 
Figure 1. Curriculum evaluation framework for education in the AI era 
图 1. AI 时代下的课程分析与评估维度框架 

2.2. 本评估表的理论基础与框架参考 

本评估表的设计参考并融合了以下关键的教育理论与实践框架： 
TPACK 理论：本评估表强调技术(AI 工具)、教学法(教学策略)和内容知识(托福写作)三者之间的动

态平衡与深度整合。例如，“人类教师与 AI 介入比例”和“课程改革难度”等维度，均体现了对教师如

何有效融合这三方面知识的考量。[1] 
布鲁姆认知目标分类学：评估表中的“Bloom 认知层级”直接源于此理论，并特别关注 AI 工具的引

入是否有助于将教学活动从低阶的记忆、理解提升到高阶的分析、评价和创造层面。如本研究案例中提

及“AI 认知负荷特指语法/结构等低阶任务，高阶思维训练仍 100%由教师掌控”，即是如何通过 AI 辅

助，使教学更聚焦于高阶能力培养的体现。[2] 
认知负荷理论：在设计 AI 工具介入方式时，本评估表隐含了对认知负荷的考量。理想的 AI 融合应

能降低学生在执行机械性、重复性任务(如基础语法检查)时的认知负荷，从而释放更多认知资源用于深度

思考和复杂问题解决。[3]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个性化学习路径”和“元学习能力培养”等维度鼓励利用 AI 创设更具个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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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性和反思性的学习环境，支持学生主动构建知识和意义，培养其自主学习和解决问题的能力。[4] 
人机协作与反馈理论：“人类教师与 AI 介入比例”及“评估与反馈模式”维度关注人与 AI 如何有

效协作，以及如何结合 AI 的即时反馈与教师的深度反馈，形成高效、全面的评估反馈闭环，这与 Hattie
等学者关于有效反馈的研究一脉相承。[5] 

负责任的 AI 与教育伦理考量：“PGC 与 AIGC 比例”维度，以及对教师在 AI 决策中“守门员”角

色的强调，体现了对 AI 生成内容的质量控制、学术诚信以及避免算法偏见等伦理问题的关注。[6] 

2.3. 本评估表的核心评估维度详解 

基于上述理论与考量，本评估表最终凝练为以下七个核心维度，旨在从不同层面综合评价 AI 融合课

程的质量： 
• 人类教师与 AI 介入比例：考察 AI 与教师在教学活动中的角色分配与协作效率。  
• PGC 与 AIGC 比例：评估课程内容中专业生产内容与 AI 生成内容的比例及其质量。  
• 布鲁姆认知层级：衡量课程设计对学生不同认知层级能力的培养情况，特别是高阶思维能力。  
• 评估与反馈模式：分析课程如何利用 AI 与人工结合的方式提供及时、有效、个性化的评估与反馈。  
• 个性化学习路径：评价课程是否能根据学生差异提供定制化的学习内容与路径。  
• 元认知和学习能力培养：关注课程是否有助于提升学生的自我认知、自我监控和自我调整等元学习

能力。  
• 科技融合课程难度：评估 AI 融合方案在实际教学中的可操作性、技术门槛及教师接受度。 

通过这七个维度的加权评估，本评估表不仅能够对单一课程进行诊断性分析，指出其在 AI 融合方面

的优势与不足，还能为不同课程之间的横向比较提供依据，从而推动教育工作者更科学、更有效地将 AI
技术融入日常教学，最终提升整体教育质量。在本论文后续的案例分析中，将运用此评估表对具体的托

福写作课程进行深入剖析。 

3. 案例分析一：托福学术讨论写作课程 AI 融合教学实践  

3.1. 教学设计与实施流程 

本文把这节课的录音和录音逐字稿进行了结构化分析，详见图 2。 

3.2. GenAI 工具的介入环节与功能定位 

AI 所扮演的角色见图 3 [7]： 
由图可见，AI 扮演的角色及作用如下： 

• 学情诊断：此环节主要通过“单词测试”来进行，均为纯人工操作，没有 AI 工具的介入。 
• 写作框架搭建：AI 在此环节扮演了辅助角色。根据课堂记录，教师提及“腾讯共享文档和自动生成

托福写作 4CE 智能框架”，表明 AI 被用于自动生成结构化的写作框架。AI 的角色为“内容创建者”

和“旁侧指导”。 
• 即时语法纠错：AI 工具“海豚 e-rater”在此环节发挥了重要作用。课堂记录显示，该工具能够实时

标红学生拼写和其他错误，为学生提供即时的写作反馈。AI 的角色是“反馈生成器”和“教练”。 
• 观点拓展建议：在此环节，AI 未介入。根据课堂记录，当涉及人脑进行素材迁移决策时，教师鼓励

学生自行思考，没有让学生使用 AI 工具进行观点拓展。 
• 作文评分与报告生成：AI 工具“海豚 e-rater”再次被应用于此。根据课堂记录，师生使用海豚 e-rater

在线评分系统对作文进行评估，系统会自动生成包含四维度评估的报告。AI 的角色为“反馈生成器” 

https://doi.org/10.12677/oetpr.2025.72008


李丰贤 
 

 

DOI: 10.12677/oetpr.2025.72008 64 国外英语考试教学与研究 
 

 
Figure 2. Swimlane diagram of the teaching process in TOEFL Academic Discussion Writing 
图 2. 托福写作学术讨论课程教学流程泳道图 
 

 
Figure 3. Types of AI roles in educational settings 
图 3. AI 所扮演的角色列表分类 

 
和“数据解读器”。 

• 范文数据库推送：在此环节，AI 未介入。课堂记录显示，教师鼓励学生根据自身水平独立思考和分

析高分范文，选择与自己写作能力和风格最匹配的范文进行学习，而非依赖 AI 推送或推荐。 
适用情况见表 1。 

3.3. 课程特色与创新成效分析 

根据前文所说评估表格，本文使用 Gemini 和 DeepSeek 多个 AI 工具来辅助评估课程的内容和创新，

详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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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AI tool use in this teaching session 
表 1. 本节课的 AI 工具的使用情况 

教学场景 AI 是否介入 AI 扮演的角色 

学情诊断 × (N/A) 

写作框架搭建 ✔ 
• Facilitator AI: Content creator (内容创建者), Guide on the side (旁侧

指导) 

即时语法纠错 ✔ 
• Collaborator AI: Feedback generator (反馈生成器) 
• Facilitator AI: Coach (教练) 

观点拓展建议 × (N/A) 

作文评分与报告生成 ✔ 
• Collaborator AI: Feedback generator (反馈生成器) 
• Analytical AI: Data interpreter (数据解读器) 

范文数据库推送 × (N/A) 
 
Table 2. Curriculum evaluation framework for education in the AI era (TOEFL Writing Unit 1, 2025—using the “Going 
Global” TOEFL Series Textbook) 
表 2. AI 时代教育课程评估表(2025 年托福写作 Unit 1——使用 Going Global 托福教材) 

评估维度 权重 得分(1~5 分) 课程表现描述 关键数据指标达成情况 

人类教师与 AI
介入比例 18% 3 分 

教师主导高阶任务(如逻辑漏洞分析、文化

思辨)，AI 工具(海豚 e-rater)负责语法纠错

与评分反馈。未实现 AI 主导教学，但已形

成明确分工。 

教师高阶指导占比达 50% 
(显著高于基准模型推荐的

30%阈值) 

PGC 与 AIGC 
比例 12% 3 分 

使用新东方自研 Going Global 教材(PGC)为
主，AI 生成内容占比约 30% (如评分报告、

部分练习题)。未出现 AIGC 错误，但创新

性有限。 

AIGC 错误率 = 0%； 

Bloom 认知层级 15% 5 分 

以分析/评价/创造为核心：教师引导学生拆

解逻辑漏洞、优化论证策略，AI 辅助验证

语法正确性。学生需自主完成论点拓展 
与反驳。 

AI 认知负荷占比 ≈ 50% (符
合 ≤ 60%标准) 

评估与反馈模式 22% 3 分 
人机混合反馈：AI 秒级反馈语法错误，教

师提供 48 小时内的逻辑提升建议(如“增加

数据论证”)。未实现全自动化诊断。 

AI 与考官评分一致性 ≈ 80% 
(接近达标阈值) 

个性化学习路径 15% 3 分 
模块化自适应：根据学生海豚报告调整教学

重点(如针对高频语法错误强化训练)，但未

实现纳米级知识点跳转。 

推荐内容重复率 ≈ 35%  
(超红线 5%) 

元学习能力培养 12% 3 分 

引导式 AI 辅助反思：要求学生使用 AI 工
具生成《思维偏好报告》，但策略调整仍 
依赖教师指导。学生自主调整策略 
频率 ≈ 3 次/月(未达 5 次标准)。 

学生自主策略调整 
频率 = 3 次/月 

课程改革难度 6% 3 分 
局部改造：嵌入 AI 评分系统与写作诊所模

块，但未重构课程架构。教师需额外培训

AI 工具使用(如海豚 e-rater 操作)。 

整体操作难度不大，技术难

度适中 

总分 100% 3.42 课程定位：平衡复合型 AI 整合课程(传统教

学框架 + 局部 AI 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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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这节课在充分发挥新东方传统教学优势的同时，巧妙地结合了人工智能代理和 AI 工具的使

用，达到了两者非常平衡、相得益彰的效果。换言之，对这节课的分析，是存在教学法价值的，尤其是在

提升学生学习效率和个性化教学方面，展示了极大的潜力。通过智能化的工具，学生能够获得实时反馈

和个性化的学习路径，使得学习过程更加高效和有针对性。同时，新东方的传统教学方法确保了教学内

容的深度和系统性，两者的结合不仅提高了课堂的互动性和趣味性，还为未来的教育模式提供了宝贵的

参考。 

4. 案例分析二：托福综合写作课程 AI 融合教学实践 

4.1. 教学设计与实施流程 

具体流程见图 4： 
 

 
Figure 4. Swimlane diagram of the teaching process in TOEFL Integrated Writing 
图 4. 托福写作综合写作课程教学流程泳道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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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GenAI 工具的介入环节与功能定位 

本节课 AI 使用情况分析见表 3： 
 
Table 3. AI tool use in this teaching session 
表 3. 本节课的 AI 工具的使用情况 

教学场景 AI 是否介入 AI 扮演的角色 

学情诊断与复习 × (N/A) 

视觉材料初步解读与

假设生成 ✔ 
• Facilitator AI：内容创建者 
• Analytical AI：数据解读器，创意思考者 

阅读材料理解与信息

综合 × (N/A) 

听前预测与多角度观

点拓展 ✔ 
• Analytical AI：批判性思考者，创意思考者，辩论对手 
• Collaborator AI：虚拟同伴 

听力障碍克服与理解

深化(AI 辅助调适) ✔ • Facilitator AI：内容创建者，个性化辅导员，旁侧指导 

学生作文反馈与语法

批改(AI 辅助) ✔ 
• Collaborator AI：反馈生成器 
• Facilitator AI：教练 

 
课程中的具体呈现如下： 

• 学情诊断与复习：教师与学生回顾近期模考情况及先前学习的知识点，此过程由教师主导，未见 AI
辅助诊断或内容回顾。 

• 视觉材料初步解读与假设生成：针对未知建筑图片，教师首先引导学生自行猜测其用途(如墓碑、宗

教仪式场所)。随后，引入“海豚二号”AI 分析图片，AI 描述其为古老锥形建筑，并推测其可能用于

宗教、观测或墓葬等功能，为学生提供了更多假设方向。 
• 阅读材料理解与信息综合：学生进行关于苏格兰圆塔的限时阅读(3 分钟)。阅读后，在教师指导下，

学生总结文章核心观点并构建“六宫格”笔记框架。此环节强调学生的人类智能进行理解和综合，

AI 未直接介入阅读过程。 
• 听前预测与多角度观点拓展：在听力环节前，教师引导学生使用“海豚二号”AI，针对阅读中关于

苏格兰圆塔的理论，思考听力内容可能如何进行反驳。例如，学生向 AI 提问如何反驳圆塔的防御功

能。AI 提供了结构、地理位置等反驳角度，拓展了学生的思路。 
• 听力障碍克服与理解深化(AI 辅助调适)：学生初听原版 TPO 音频存在理解困难、遗漏信息较多时，

教师借助 AI 进行了自适应难度调整。这包括对学生听不懂的文本内容进行 AI 辅助讲解，并利用 AI
生成调整后(如简化版)的语音供学生练习，帮助学生逐步理解，然后再慢慢过渡到原来的 TPO 版本。 

• 学生作文反馈与语法批改(AI 辅助)：针对学生完成的作文，教师使用了“海豚 E-rater”AI 工具，为

学生的写作提供语法修改建议和批注，E-rater 是教学环节中用于作文反馈的工具。 

4.3. 课程特色与创新成效分析 

根据前文所说评估表格，本文使用 Gemini 和 DeepSeek 多个 AI 工具来辅助评估课程的内容和创新，

具体情况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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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Curriculum evaluation framework for education in the AI era (TOEFL Writing Unit 7, 2025—using the “Going 
Global” TOEFL Series Textbook) 
表 4. AI 时代教育课程评估表(2025 年托福写作 Unit 7——使用 Going Global 托福教材) 

评估维度 权重 得分(1~5) 课程表现描述 关键数据指标达成情

况 

1) 人类教师与 AI
介入比例 18% 3 

教师主导高阶任务(如策略思考、批判

性评估)，AI (“海豚二号”)作为辅助工

具用于特定任务，如图像分析和观点拓

展。教师积极引导 AI 工具的使用和产

出解读，如将 AI 形容为“第三双

眼”。提供的分析报告也强调了教师巧

妙地将传统教学方法与 AI 工具融合。 

教师高阶指导占比达

50% (显著高于基准模

型推荐的 30%阈值) 

2) PGC 与 AIGC 
比例 12% 3 

课程的核心教学框架、复习主题及教学

策略属于 PGC。AI (“海豚二号”)在课

程中用于生成特定内容，例如对图片进

行分析或针对苏格兰圆塔等议题提供观

点，这部分属于 AIGC。提供的分析报

告也指出了输入材料包括阅读文章

(PGC)和 AI 生成的文本(AIGC)。 

AIGC 错误率 = 0%； 

3) Bloom’s  
Taxonomy 层级 
高低 

15% 3 

AI 辅助进行信息理解与初步应用，例如

协助解读图片或提供初步信息。教师则

引导学生进行更高层次的认知活动，包

括分析(如讨论圆塔功能、识别听力重

点)、评估(如评价不同理论的合理性、

AI 建议的有效性)及创造(如构建阅读框

架、形成综合写作论点)。提供的分析

报告也指出，学生活动直接针对预测、

理解、综合和批判性评估等高级技能，

并提及教学中 ZPD、脚手架和建构主义

等理论的应用。 

AI 认知负荷占比 ≈ 
50% (符合 ≤ 60%标

准) 

4) 评估与反馈模式 22% 3 

AI (“海豚二号”)能够对学生的即时查

询(如图片识别、观点探讨)提供快速回

应，可视为一种即时信息反馈。教师在

整个一对一辅导过程中提供持续的、实

时的口头反馈、澄清和深度分析。提供

的分析报告中也提到教师通过提问确认

学生理解并予以积极强化。这种人机混

合模式，AI 提供快速信息输入，教师主

导深度分析与策略指导。 

 

5) 自适应性的个性

化学习路径 15% 3 

一对一的课程形式本身具有高度个性

化。教师明确根据学生偏好调整了教学

内容(学生选择考古主题而非生物主

题)。教学中对过往特定知识点的回顾

也体现了个性化。提供的分析报告也强

调了这是一次“高度个性化和有效的辅

导课程”，且教师会根据学生的反应调

整节奏。AI 工具根据即时提出的问题灵

活提供支持，服务于当前个性化的学习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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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6) 学习者的元学习

能力培养 12% 3 

教师鼓励学生在听力前进行预测，在接

触 AI 前先根据线索推测。提供的分析

报告特别提到教师鼓励学生反思如何有

效使用 AI，例如教师建议“我们要在合

适的时候用人工智能是最好的，而不是

要滥用它”。学生学习如何向 AI 提问

以获取特定信息(如反驳观点)也反映了

元认知策略的发展。这些活动促进了学

生对学习过程的自我监控和策略调整。 

 

7) 课程体系调整和

改革的难易程度 6% 3 

AI (“海豚二号”)作为互动工具在课程

中被自然地嵌入，用于图像分析、头脑

风暴等环节，而非仅仅是一个外挂插

件。提供的分析报告称这种 AI 使用方

式为“创新的”，AI 被用来“互动地激

发思考、探索不同视角，甚至模拟反

驳”。教师引导学生如何使用 AI，将其

作为辅助认知和拓展视角的工具(“第

三双眼”)，表明 AI 在特定教学环节中

得到了有目的的整合和应用。 

整体操作难度不大，

技术难度适中 

总分 100% 3 课程定位：平衡复合型 AI 整合课程(传
统教学框架 + 局部 AI 赋能)  

 
总的来说，这节课的创新要点总结为：人机协同教学模式创新、内容生成与应用创新、高阶认知能

力培养创新、即时与深度结合的反馈创新、高度个性化与学生自主性探索、元认知与学习策略发展创新、

技术整合与应用门槛创新。 

5. 基于优秀案例的 AI 融合教学可迁移创新点探析 

具体分析和创新点见表 5： 
 
Table 5. Key insights on transferable AI integration approaches in AI-enhanced teaching 
表 5. AI 融合教学可迁移点分析 

案例中具体师生 
的操作 背后核心教学的理念 可迁移的思维、方法、步骤等等 

1) 教师主导学习进

程，引导学生审慎、

有策略地使用 AI 工
具。例如，课程案例

②的课上，教师强调

“我们要在合适的时

候用人工智能是最好

的，而不是要滥用

它”；课程案例①课

上，教师引导学生批

判性解读 AI 评分报

告，而非全盘接受。 

人类教师的核心价值在于引导、启

发和培养高阶思维，AI 应作为辅助

工具，其有效性取决于人类的智慧

和判断。教师角色从知识的唯一传

递者转变为学习的精心设计者、协

作者和批判性思维的引导者。 

思维：AI 是“副驾驶”而非“自动驾驶”，教师

是“核心队长或领航员”。 
方法：明确教学目标，分析 AI 在各环节的介入价

值；教师示范如何与 AI 进行有效互动和批判性评

估 AI 生成内容；培养学生“AI 使用责任感”。 
步骤：  
1) 教学目标设定； 
2) AI 辅助点选择与工具匹配； 
3) 师生共同管理 AI 角色，确保认知主体性； 
4) 对 AI 辅助效果进行反思与迭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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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课程案例①班级课

中，利用 AI 平台进

行标准化的词汇测试

(如通过二维码进行在

线测试)；课程案例②

课上，教师利用 AI
将有难度的听力文本

(PGC)进行简化并生

成新的音频，以适应

学生当前水平。 

AI 的技术特性(如自动化、个性化

调整、即时反馈)可以极大增强传统

专业生产内容(PGC)的教学效果，

提高练习效率，增加互动性和适应

性，使经典教学内容焕发新的活

力。 

思维：AI 是 PGC 的放大器和增效器。 
方法：甄别 PGC 中适合 AI 强化的环节(如知识点

操练、分级阅读/听力、个性化练习生成)；利用

AI 工具实现 PGC 内容的互动化、游戏化、自适

应化呈现。 
步骤：  
1) 梳理核心 PGC 资源； 
2) 匹配合适的 AI 技术(如自适应算法、语音生

成、交互式测试引擎)； 
3) 设计 AI 与 PGC 结合的教学活动； 
4) 追踪学习数据，优化 AI 辅助策略。 

3) 课程案例②课上，

教师引导学生使用

AI(海豚二号)进行视

觉材料分析并生成假

设，以及在听力前预

测反驳观点，AI 扮演

“批判性思考者”、

“创意思考者”角

色；课程案例①课

上，教师引导学生分

析 AI (海豚 E-rater)生
成的作文报告，进行

有策略的修改。 

AI 应被用于激发和辅助学生进行分

析、评估、创造等高阶认知活动，

而非仅仅停留在知识回忆和理解等

低阶层面。AI 可以处理部分基础认

知任务，从而释放学生的认知资源

用于更复杂的思考。 

思维：AI 是拓展人类认知的工具，而非替代品。 
方法：设计“AI + 高阶思维”任务，如：AI 提
供原始数据/信息，学生进行分析与解读；AI 生成

多种方案，学生进行评估与决策；AI 辅助生成初

步创意，学生进行深化与再创作。 
步骤： 
1) 明确高阶思维培养目标； 
2) 选择能提供原始素材或初步分析的 AI 工具； 
3) 设计需要学生运用高阶思维处理 AI 产出的任

务； 
4) 组织深度研讨。 

4) 课程案例①课上，

“海豚 E-rater”为每

位学生的作文提供即

时、多维度的反馈报

告；课程案例②课

上，AI (海豚二号)对
学生的探究性提问给

予即时回应。同时，

教师强调对 AI 产出

(如 E-rater 报告、海

豚二号的建议)进行 
人工筛选、解读和深

度指导。 

AI 可以显著提高反馈的即时性和覆

盖面，弥补人工反馈的不足。但 AI
反馈的质量、深度和适用性仍需教

师把控，教师作为“策展人”的角

色，确保反馈的育人价值。 

思维：AI 提供“广度”和“速度”，教师赋予

“深度”和“温度”。 
方法：利用 AI 工具进行初步、标准化的反馈(如
语法、事实性错误)；教师在此基础上，针对学生

的个性化问题和思维瓶颈，提供更具启发性的深

度反馈和策略指导。 
步骤： 
1) 引入 AI 反馈工具； 
2) 教师(或培训学生)学习批判性解读 AI 反馈； 
3) 建立“AI 初步反馈 → 学生反思/修改 → 教
师精准点拨”的迭代流程。 

5) 课程案例②课上，

当学生在听力中遇到

困难，教师根据学生

反馈，当场利用 AI
对听力材料进行难度

调适(如文本简化、AI
生成新语音)，帮助学

生从“恐慌区”平稳

进入“学习区”， 
这符合最近发展区

(ZPD)原则。 

AI 的实时内容生成与调整能力，使

得动态的、即时的自适应学习成为

可能。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即时表

现和需求，利用 AI 快速调整教学

资源难度，提供个性化脚手架，确

保学生在“最近发展区”内有效学

习。 

思维：AI 是实现动态差异化教学的有力助手。 
方法：在教学过程中密切关注学生状态；当学生

表现出理解困难或任务过易时，迅速判断其所处

的认知区域；利用 AI 工具(如文本简化、内容摘

要、多媒体生成)即时调整教学材料或任务难度。 
步骤： 
1) 实时学情监测； 
2) 快速诊断学习障碍点； 
3) 选择合适的 AI 工具进行内容调适； 
4) 应用调适后材料，观察学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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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6) 课程案例②课上，

教师引导学生反思如

何以及何时使用 AI
最有效(“我们要在合

适的时候用人工智能

是最好的，而不是要

滥用它”)；课程案例

①课上，教师引导学

生对 AI 作文报告进

行策略性思考(“性价

比最高的修改”)。 

在 AI 时代，培养学生的元认知能

力——即对自身认知过程的认知和

调控——至关重要。这包括学习如

何学习、如何思考，以及如何有策

略地、负责任地使用 AI 等认知工

具。 

思维：与 AI 共处的核心素养之一是元认知。 
方法：在教学中融入元认知策略训练，如提问引

导学生思考“我如何学习这个知识点？”“AI 如
何帮助我？”“AI 的反馈我如何看待？”； 
鼓励学生设定学习目标、监控学习过程、评估学

习效果，并反思 AI 在其中的作用。 
步骤：  
1) 教学任务前引导学生规划(含 AI 使用策略)； 
2) 过程中鼓励自我监控与调整； 
3) 任务后组织反思(含对 AI 辅助效果的评价)。 

7) 两节课中使用的

AI 工具(如海豚系

列、二维码测试平

台、腾讯共享文档的

潜在 AI 功能)并非追

求顶尖复杂的技术，

而是注重实用性和与

教学场景的融合。 
分析报告也指出课程

案例②课上的 AI 整
合是“整体操作难度

不大，技术难度适

中”。 

AI 融合教学的重点在于 
pedagogically sound integration (符合

教育学原理的整合)，而非技术本身

的先进性或复杂性。易于获取和操

作的 AI 工具，只要能有效服务于

教学目标，就能产生积极效果，这

降低了教师应用 AI 的门槛。 

思维：“适用”优于“先进”，教学需求驱动技

术选择。 
方法：从解决实际教学痛点出发，优先选择那些

操作简便、易于集成、功能明确的 AI 工具；鼓励

教师从小处着手，逐步探索和积累 AI 应用经验。 
步骤：  
1) 明确教学改进需求； 
2) 调研并试用若干款易用型 AI 工具； 
3) 选择最匹配的工具进行小范围试点； 
4) 成功后逐步推广，并鼓励教师间经验分享。 

8) 课程案例②课上，

学生可以就同一份材

料(如未知建筑图片)
先自行思考，再与 AI 
(海豚二号)进行多轮

互动探究，AI 如“班

上的第 3 个同学”；

学生还拥有选择学习

主题(考古学)的权

利。 

AI 的引入可以极大地丰富课堂互动

模式，增加学生的选择权和自主探

索空间。AI 可以作为信息源、讨论

伙伴或探究工具，激发学生的好奇

心和学习主动性，改变以往以教师

为中心的单向或双向互动格局。 

思维：AI 赋能学生成为更主动的“学习建构

者”。 
方法：设计允许学生利用 AI 进行自主探究的开放

性任务；鼓励学生向 AI 提问、与 AI“对话”、

利用 AI 验证假设；在确保教学目标的前提下， 
适当赋予学生使用 AI 工具和选择探究路径的自主

权。 
步骤： 
1) 提供基础探究任务/材料； 
2) 明确 AI 可扮演的辅助探究角色； 
3) 鼓励学生主导与 AI 的互动过程； 
4) 创造机会让学生分享其 AI 辅助下的探究成果

与发现。 

6. 结论 

本研究聚焦生成式人工智能(GenAI)在托福写作课程中的实际应用，并提出了课程融合的创新建议。

以广州新东方托福写作课程为例，我们对其教学流程设计、AI 工具在不同环节的介入方式及功能定位进

行了深入分析，并通过《AI 时代教育的课程评估表》系统评估了课程特色与创新成效。 
研究结果显示，GenAI 工具的合理融入显著提升了学习体验。通过提炼案例中的关键教学创新点与

人机协作模式，教师能够从低阶认知任务中解脱出来，更加专注于培养学生的分析、评价与创造等高阶

思维能力。 
总的来说，研究表明，审慎而有效地整合 GenAI 技术，能够推动托福写作教学从传统的“模板化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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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向“思维能力培养”模式转型。通过支持个性化学习路径、强化评估与反馈机制、促进学生元认知能

力发展，GenAI 展现了提升教学效率、满足学生个体化需求的巨大潜力。成功案例表明，传统教学与 AI
技术可以相辅相成，为未来教育工作者和课程开发者在优化语言教学与学习方面提供了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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