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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人工智能变革英语教育：综合国内文献回顾

邹清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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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论文通过综合国内文献，探讨了人工智能在英语教育中的应用、变革和发展趋势。在教学端，人工智能通

过创新教学模式、语言技能教学方法、教学评估和管理，显著提升了教学效率和效果。在学习端，人工智能为学习

者提供个性化学习路径，激发学习动力，促进其自主学习。在教与学中介端，智能化工具推动了教育的革新。尽管

研究和实践仍存在局限，但应用前景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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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application,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trend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English 
education through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domestic literature. On the teaching sid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eaching efficiency and effectiveness through innovative teaching models, language skills teaching methods, 
teaching evaluation and management. On the learning sid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rovides learners with personalized learning 
paths, stimulates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promotes self-directed learning. On the intermediary side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telligent tools have driven the innovation of education. Although there are still limitations in research and practice, the 
application prospects are b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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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是一种模拟人类

智能的技术，通过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和数据分析等手

段，“使机器能像人一样思考与行动”[1]。20世纪50—60年代，

人工智能的概念最早在 1956 年达特茅斯会议上提出。这一

时期，研究者主要集中在符号处理和逻辑推理等方面，尝试

开发能够模仿人类思维过程的计算机程序，如第一个人工智

能程序 ELIZA 都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的。20 世纪 70—80 年

代是人工智能的早期发展阶段，其研究取得一些重要进展。

专家系统如 MYCIN 和 DENDRAL 能够模拟人类专家解决

特定领域问题的过程。然而，由于硬件限制和算法的不足，

人工智能研究面临一些瓶颈和挑战。20 世纪 80—90 年代进

入了人工智能寒冬，由于早期人工智能系统未能达到预期效

果，研究资金减少，很多项目被迫中止。随着计算机处理能

力的提升和大数据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在 21 世纪初迎来

了新的复苏和繁荣。近年来，人工智能在图像识别、自然语

言处理、自动驾驶、以 ChatGPT 为代表的大语言模型等多

个领域取得了显著成果，逐渐渗透到各行各业，对包括英语

教学在内的教育领域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起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

尽管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许多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纷纷

投入到人工智能的研究与教学之中 [2]。2017 年的《国务院

关于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的通知》明确指出：“发

展智能教育，利用智能技术加快推动人才培养模式、教学方

法改革”。近年来，中国关于人工智能应用在英语教学中的

研究不断涌现，但未全面系统的梳理研究成果。本研究旨在

通过系统回顾和分析国内关于人工智能在英语教育中应用

的相关文章，在中国知网以“人工智能”“人工智能”“英

语教学”等为搜索范围，选取与主题相关和被引用率较高的

代表性文献，探讨人工智能在英语教育的教学端、学习端

和教与学中介端的具体应用及其带来的变革。同时，分析

其面临的主要挑战和问题，并展望未来的发展趋势和研究 

方向。

2 教学端

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促进了英语教学的教学模式、语

言技能教学方法、教学评估和管理的变革。

2.1 教学模式
人工智能技术显著变革了英语教学模式（如翻转课堂

和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其核心特点是依据不同学生和学

校的具体情况量身定制精准教学 [3]。具体来说，学者们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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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不同的设想。王雅宁、高丹阳探讨了人工智能赋能大学英

语项目式教学模式改革，强调通过项目和任务驱动，整合多

学科知识，设计短期中小型项目，并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提供

个性化学习路径和多维教学评价，以提升学生的跨学科思

维、综合分析能力和学习效果 [4]。洪常春关注如何利用人工

智能技术构建一个动态、开放、协调发展的大学英语生态教

学模式，强调学习者、教师、教学资源和学习环境的综合协

调与互动 [5]。石平分析了“互联网 + 教育”模式的缺点，如

在线教育资源的统一性和个性化程度有限。他探讨了基于人

工智能的“互联网 + 教育”新模式，该模式不仅依赖互联

网技术，还集成了人工智能技术，实现个性化学习路径和智

能评估，显著提升了教学效率和资源优化 [6]。这些新模式利

用人工智能技术提供个性化学习路径，提升了教学的灵活性

和效率。

2.2 语言技能教学方法
人工智能技术对语言技能教学方法的变革在听、说、

读、写、译各个方面带来了深刻影响。许家金等详细探讨了

以 ChatGPT 为代表的大语言模型通过输入不同的提示语应

用在听说读写译教学当中，为提升外语教学提供了有效手

段 [7]。在口语教学中，人工智能技术通过智能英语口语学习

软件（如“英语趣配音”）和教育机器人的互动等，为学生

纠正发音、提供丰富的听觉输入和实践输出机会，显著提升

了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 [8]。基于两个月、76 名非语言专业

新生样本的行动研究显示，通过心理疏导和智能软件支持

的口语练习方案，显著提升了非英语专业新生的口语能力和

自信，同时促进了教师的专业发展和教学反思 [9]。但该研究

在推动英语口语教学改革的过程中，仅有限地采用了人工智

能技术。在以初中生为调查对象的听力教学实证研究显示，

基于智能语音系统的英语听说能力培养策略是有效的 [10]。

写作教学中，人工智能的应用主要体现在智能写作批改平台

上。这些平台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能够自动批改学生的

作文，提供即时反馈，指出拼写和语法错误，并提出修改建

议。这种自动化、个性化的批改方式，提高了学生的写作动

机和自我效能感，提高了写作教学的效率和效果 [11]。人工

智能技术在阅读教学中，通过大数据分析和自然语言处理，

根据学生的阅读水平和兴趣推荐个性化的阅读材料，并提供

实时反馈和指导 [12]。基于云服务的机辅翻译系统，记录学

生的翻译过程，提供准确、及时的指导，优化了翻译流程，

增强了学生的学习信心 [11]。

综上所述，人工智能技术在语言技能教学中的应用，

通过个性化学习路径、智能化评估和反馈，提供了新的教学

工具和方法，促进了英语教学质量的全面提升。然而，多数

学者主要关注人工智能在教学中的具体应用，但缺乏对整体

教学层面进行系统性的研究。现有研究大多停留在描述和总

结阶段，实证研究较少 [1]。

2.3 教学评估和管理
人工智能技术为教学评估提供了海量数据，能够对整个

教学生态进行动态评价。第一，人工智能可以对教学活动进

行全面跟踪和反馈，为教师调整教学策略提供科学依据 [5]。

第二，人工智能技术能够从多个角度记录学生的学习基础、

喜好、需求和学习过程，最终生成个性化、动态检测报告。

例如，“批改网”自动写作评分系统、已在部分地区中应用

的中高考人工智能口语测评系统不仅提升了评估的自动化、

科学性和准确性，还促进了个性化教学和学习方法的实施 [13]。

然而，人工智能在理解和评估创造性和复杂的写作任务方

面，仍存在局限。过于依赖这些技术可能会导致教师忽视对

学生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写作能力的培养。

人工智能技术还可以协助教师的管理工作，如教师可

以通过“英华学堂”“超星学习通”等分享微课教案和学习

材料，布置作业，进行签到、讨论和答疑，组织在线考试并

实时监考 [14]。但这也引发了隐私和数据安全的担忧。学生

的数据如何被收集、存储和使用，是否会侵犯他们的隐私权，

都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3 学习端

人工智能技术在学生学习端的应用带来了深远的变革，

一方面提升了个性化程度、学习效率和动机。洪常春指出，

通过数据挖掘和深度学习，人工智能可以精确分析和建模学

习者，从而为每位学习者量身定制学习内容和路径 [5]。华璐

璐等也强调了人工智能在个性化、精准测试英语水平、发音

矫正和数据追踪方面的应用，显著提高了学习效率和质量 [15]。

人工智能工具的功能性会激发学习者更有动力坚持英语学

习。有研究表明人工智能技术通过提供有效的矫正反馈和个

性化辅导，显著提高了学习者的学习积极性 [13]。另一方面，

人工智能技术改变了学生获取知识的途径，使自主学习成为

可能。人工智能时代带来了开放共享的学习环境，通过泛在

网络和智能终端，学生不再受限于校园和教材，外语学习得

以延伸到课外，线上与线下融合，正式与非正式学习相互补

充，实现了时空自由 [16]。

4 教与学中介端

人工智能的发展催生了许多智能化的学习、教学工具

（如教育机器人、智能软件和平台），推动英语教与学由数

字化走向智能化。

最早的教育机器人由麻省理工学院的西摩·派普特教

授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创办的人工智能实验室中开发，旨在通

过 LOGO 编程语言和乌龟机器人促进儿童的逻辑思维和解

决问题能力。如今，教育机器人应用的关键技术包括仿生科

技、语音识别和自然语言理解，旨在实现与“真人教师”类

似的感知、思考和互动，以便优化教学效果 [1]。中国的教育

机器人种类丰富，涵盖从幼儿教育到高等教育多个阶段。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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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于英语教育的机器人如阿尔法蛋、布丁豆豆、小胖机器人、

贝贝机器人等通过互动和个性化的学习方式，使学生在轻松

有趣的环境中提升英语能力。然而教育机器人应用于当前教

育体制仍有许多困难，如课程无法衔接、缺乏如何应用机器

人的研究等 [17]。

辅助英语教与学的智能软件和平台也如雨后春笋般出

现并投入使用。例如，流利英语说、每日英语听力、猿题库

等 APP 和雨课堂、学堂在线、智慧树等平台通过海量的数

据和智能算法，推动个性化学习。丁竹卉等通过准实验对比

研究，将智能英语教学系统“希赛可”应用于初中一年级

英语教学，该系统包括三部分——“希赛可”聊天机器人、

教学平台和背单词软件。该研究分析实验班和对照班考试成

绩后，发现该系统缩小了学生的成绩差距，特别是对于英语

基础较差的学生 [18]。吴凯开展实验教学，通过“口语易”

英语智能学习系统的测评数据，实验前后学生测评的反馈数

据、调查研究、课堂观察等多分析数据，进行整理与归纳，

证明了基于智能语音系统的初中生英语听说能力培养策略

可以提升学生的英语听说能力 [10]。

然而，智能教学和学习工具往往需要较高的技术适应

性，不同地区、不同学校的资金投入、教师技术水平、技术

设备和网络基础设施差异较大。

5 发展趋势

人工智能在语言教育中的应用虽然带来了显著的变革，

但也面临诸多挑战。例如，前文所提到的技术依赖、资源分

配不均、隐私和数据安全、缺乏长期系统的实证研究等。然

而，这些挑战并不应阻碍人工智能在英语教育中的进一步发

展。相反，通过技术优化、政策支持和教育实践的改进，可

以有效应对这些挑战，并推动人工智能在英语教育中的应用

走向新的高度。

具体来说，首先，为了充分发挥人工智能在教育中的

潜力，教育机构需要加强对教师的技术培训。通过定期的培

训和持续的技术支持，教师可以更好地理解和应用人工智能

工具，提高教学质量。同时，教师的技术素养提升也有助于

克服技术依赖和资源分布不均的问题，使人工智能在教育中

的应用更加广泛和有效。

其次，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隐私保护和数

据安全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制定严格的隐私保护措施和伦

理规范，确保学生数据的安全使用，是未来发展的关键。通

过法律和政策的支持，可以为人工智能在教育中的应用提供

坚实的保障，避免潜在的伦理问题。

最后，为了验证人工智能在教育中的长期效果，需要

进行持续的实证研究和效果追踪。通过系统的研究和数据分

析，可以不断改进人工智能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确保其有

效性和可持续性。

6 结语

通过综合国内文献回顾，论文探讨了人工智能在英语

教育中的广泛应用及其带来的深远变革。其在教学端、学习

端、教与学中介端推动了教育的智能化。尽管研究和实践仍

存在局限性，但人工智能在教育的应用前景广阔。未来需要

进一步优化技术应用环境、提升教师技术素养，深入研究其

在不同教育情境中的实用性。通过持续创新，人工智能将在

英语教育中发挥更大的变革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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