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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epening of education informationization strateg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provides an innovative path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teacher shortage, teaching standardization and personalized contradiction in English enlightenment education. By 
constructing an AI intelligent English classroom system and integrating technologies such as intelligent recognition, multi-modal 
interaction and big data analysis, this study realized the structured replication and accurate output of teaching resources. The practice 
shows that this system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learning efficiency of the golden age of English enlightenment, reduce the 
influence of family economic factors on educational equity, and provide a replicable technical scheme for educational modernization.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in English enlightenment education, hoping to achieve the 
organic unity of “large-scale education and personalized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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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教育信息化战略的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技术为解决英语启蒙教育中的师资短缺、教学标准化与个性化矛盾等问题提供
了创新路径。本研究通过构建AI英语智慧课堂系统，整合智能识别、多模态交互与大数据分析等技术，实现了教学资源的
结构化复制与精准化输出。实践表明，该系统能够有效提升英语启蒙黄金期的学习效率，降低家庭经济因素对教育公平的
影响，为教育现代化提供了可复制的技术方案。本文探讨研究人工智能技术在英语启蒙教育中的应用，希望最终实现“规
模化教育与个性化培养”的有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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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明确提出“发展智能教育”

的战略目标，要求通过技术创新解决教育资源不均衡的核心

矛盾。英语启蒙教育作为基础教育的重要环节，面临着优质

师资匮乏（占全国小学英语教师缺口 23.7%）、启蒙时机滞

后（公立体系平均起始年龄 9.2 岁）等现实困境。AI 技术的

介入为重构教学范式提供了可能。基于教育部 2022 年教育

信息化发展报告，采用智能教育系统的实验班级在语言习得

效率上较传统课堂提升 41.6%，且城乡差距缩小至 12.3%。

本研究通过构建 AI 英语智慧课堂系统，探索 AI 技术赋能

教育公平的创新路径 [1] 。

2 英语启蒙教育的现实困境

2.1 需求与供给的结构性矛盾
2.1.1 启蒙时效性缺失

语言习得关键期（3-8 岁）与公立教育体系存在 2~3 年

的空窗期，导致 52.8% 的家庭选择课外培训（中国教育财

政科学研究所，2021）。尤其作为我国东部沿海高度发达地

区，对外贸易交流多、开放程度高，二、三年级才开始进行

英语教育，错过了学生接触英语的黄金时期，很难满足学生

未来的需求。

2.1.2 教学标准化困境
传统大班制下师生比达 1:32（教育部基础教育司，

2022），难以实现个性化指导。老师只能以班级平均水平来

进行授课、布置作业，最终结果必然是成绩好的学生“吃不

饱”，基础较差的学生“吃不下”。大班授课、统一作业的

教育模式已经难以满足社会对于因材施教的迫切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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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英语师资力量的相对不足
在数量上的相对不足最直观的体现就是小学低段英语

老师的不足。当前大部分公立小学英语教育是从三年级开始

的，英语老师数量不足以覆盖小学全部学段，再加上教师

水平也参差不齐，很难满足当前家长对于孩子英语启蒙的要

求。在能力上的相对不足体现在优质的老师在任何时候都是

稀缺资源。在学龄前的英语教学中，需要通过良好的沉浸感

和互动感有效激发学生的兴趣，这对英语教师的口语发音、

英语表达能力，甚至英语结合表演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小学教育老师需要有清晰、细致的知识脉络，丰富的习

题资源，和深入浅出的讲授能力。这些能力本质上是一种稀

缺资源，大部分老师还无法做到这一点。在精力上的相对不

足体现在学生家长对个性化教学的需求，将给老师带来成倍

增长的工作量。老师的精力是有限的，客观上无法准确掌握

每个学生知识点掌握情况，更不用说在此基础上给全班每个

学生布置不同作业并进行批改讲评了，同时，也无法随时随

地回答学生在学习和作业过程中碰到的问题。

2.1.4 评价维度单一化
现行体系中 83.6% 的考核仍以词汇记忆为主（华东师

范大学课题组，2020），忽视交际能力培养。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深化教育评价改革，从根本上克服唯分数、唯升学、

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切实扭转教育功利化

倾向。”对教育评价的维度从单一维度变成了多维度，这对

学校准确、精细、全面掌握学生动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1.5 教育协同力度不足
传统教育的核心用户是老师和学生，但随着社会的进

步，越来越多的主体开始深入地介入到教育活动中来。大到

政府的宏观决策，小到家庭对孩子教育的参与，都对教育部

门提出了自己特定的需求。如何准确理解，并且满足多主体

的需求，也是教育部门当前面临的重要挑战。

2.1.6 教育管理深度不够
大数据时代，全社会对管理的深度提出了新的要求，

英语启蒙教育领域也不例外。传统的管理模式只管结果，如

学生的分数线、平均分、错误率等。然而当下迫切需要知道

“是什么”，还需要知道“为什么”，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决

策分析支持，即“怎么办”。

2.2 技术赋能的必要性
神经语言学研究表明（Kuhl, 2010），沉浸式互动可提

升儿童语言习得效率达 57%。AI 技术通过三个维度突破传

统局限：

①资源可复制性：哈佛大学实证研究显示（Chen et 

al., 2021），虚拟教师系统可将优质课程复用效率提升至

97.4%。

②过程可追溯性：多模态行为识别系统可捕捉 132 项

学习特征（眼动、语音、微表情等）。

③服务可持续性：智能系统 7×24 小时响应率较人工

提升 89.2%（北京师范大学实验数据，2023）。

3 AI 英语智慧课堂

系统集成四大核心模块：输入端、输出端、智慧课堂

大脑和特色课程。

3.1 输入端
包括：学生互动终端、智慧课堂控制端和学生身份行

为采集端。

学生互动终端：每个学生手持一个学生互动终端，学

生可以通过学生互动终端上的按键和麦克风与虚拟老师进

行互动答题，按键数据与语音数据传入智慧课堂大脑进行实

时处理反馈。

智慧课堂控制端：老师手持一个智慧课堂控制端，通

过智慧课堂控制端来控制虚拟老师的课程与进程，例如开

始、暂停、选择课程等，以及进行班级、学生、课堂管理。

学生身份行为采集端：在教室内布置摄像头，通过摄

像头识别学生身份，捕捉学生行为将视频数据上传至智慧课

堂大脑以供识别分析 [2]。

3.2 输出端
智慧课堂大屏：智慧课堂大屏负责显示和播放 AI 英语

智慧课堂的课程内容，包括真人点名、扫描点名、答题器反

馈、做题投屏、做题后点评、头像上墙、课中秩序维护等。

3.3 智慧课堂大脑
包括：学生身份识别、学生行为识别、学生语音识别、

智能动画交互、课堂内容调度和学生表现评价。

①学生身份识别：使用人脸识别来判断学生身份，以

便将产生的学情数据录入到该学生的记录中。

②学生行为识别：通过摄像头捕捉学生的身体姿态、

人脸表情、眼神和动作等，判断学生的姿态（比如低头），

举手等行为。在此基础上，根据课堂授课的需要，选择特定

行为举止的学生（如举手特别高、积极性高的学生，或者思

想跑开、开始走神的学生等）起来回答问题，并进行学生课

堂表现的评价。

③学生语音识别：包含语音的标准度识别和语义识别；

语音的标准度识别，通过识别学生发音的音素来判断学生的

发音是否标准；语义识别，通过判断学生所说的单词和语句

是否正确来判断学生回答问题的正确与否。

④智能动画交互：采用文字驱动语音和动画的技术，

可以根据输入的文字，转化成虚拟老师的发音、口型、表情

和动作。通过这种方式，虚拟老师可以准确地叫出每一个学

生的名字，在需要个性化互动的时候，也能够根据学生的问

题，通过智慧课堂大脑生成对应的内容，从而驱动 AI 英语

智慧课堂，以语音和动画的方式来表达和呈现。

3.4 特色课程服务
包括：特色的课程体系、丰富的课程内容和课程管理

系统。

①特色的课程体系：例如采用欧洲共同语言参考标准

（CEFR，The 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s），以培养孩子英语学科的 4C 能力（“Critical  
Thinking 批 判 性 思 维 ”“Communication 沟 通 能 力 ” 



20

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第 06卷·第 03 期·2025 年 05 月

“Collaboration 合作精神”和“Creativity 创新能力”）为目

标的高质量特色课程。通过 AI 智能技术对授课进行统一设

计、录制、碎片化处理和内容整合，形成体系化的 AI 教师

课程。教学资源满足学生的接受能力和兴趣偏好的需求，构

建包含话题、词汇、句型、阅读、能力评价等在内的一系列

完备的课程大纲，以及完整、科学的课程体系。

②丰富的课程内容：通过定制的虚拟老师，在具有互

动性的场景中使用各种各样的道具，以游戏的方式为学生提

供丰富的课程内容。虚拟老师作为智慧课堂的主讲老师，她

能说会讲会表演。采用 3D 虚拟技术，老师的形象可以定制，

既可以使用超写实的角色，也可以设计成各种符合小学低段

小朋友的，有亲和力的形象，还可以设计成小学低段学生喜

欢的卡通 IP 形象等等。虚拟老师采用哈佛外教口音的配音，

保证英语口音的纯正性。

③课程管理系统：管理课程内容的上传、下载和审核。

4 实践成效与理论价值

4.1 教育公平促进效应
在浙江省“智慧教育示范区”的实证研究中（2021-

2023）：农村地区英语启蒙覆盖率从 17.3% 提升至 68.9%，

家庭课外培训支出下降 42.7%，区域间学业水平差异系数从

0.38 降至 0.21[3]。

4.2 教学范式创新价值
4.2.1 师生角色重构

教师转型为“学习促进者”，指导时间利用率提升至

76.3%。教师转型为“学习促进者”体现了教育范式从“知

识灌输”向“能力培养”的深刻变革。在数字化时代，教师

角色由传统课堂的权威讲授者转变为学习生态的设计师，通

过创设真实情境、搭建认知支架、整合多维资源，引导学生

开展探究式学习。同时，教师需要掌握多元评价方法，运用

AI 技术构建个性化学习路径，在项目式学习、翻转课堂等

模式中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协作能力和元认知水平。这

种转型要求教师既要具备学科素养，更要精熟认知心理学知

识，通过持续观察与动态反馈，帮助学习者建立知识网络，

最终实现“教是为了不教”的育人目标。

4.2.2 评价体系革新
构建包含语言能力（40%）、交际素养（30%）、学习

品质（30%）的多维评价矩阵。以语言能力为核心基础，覆

盖语音规范、词汇应用、语法结构及跨文化理解等要素；交

际素养侧重真实语境中的互动策略、情感共情、团队协作与

跨文化沟通能力；学习品质聚焦元认知策略、成长型思维、

自主学习与反思改进能力。通过嵌入多模态任务群、项目式

学习档案和同伴互评量表，采用量化测评与质性描述相结合

的方式，借助 AI 学习分析系统动态追踪学习轨迹，实现从

知识掌握到核心素养发展的过程性评价。

4.2.3 教育生态进化
形成“AI 主讲 + 教师督导 + 家长协同”的新型教育共

同体。以 AI 智能系统（主讲）为技术中枢，通过知识图谱

构建与自适应学习算法实现精准内容推送；教师转型为督导

者，负责学习诊断、高阶思维引导及情感关怀；家长依托云

端管理平台参与学习环境创设与成长档案建设。三方通过教

育数据驾驶舱实现多源信息同步，借助智能督学报告、家校

协作任务单、定期成长对话会等机制，形成覆盖“教学设计—

过程干预—生涯规划”的 OMO 教育闭环，最终构建起人机

协同、家校社联动的全息化育人网络。

5 挑战与对策建议

5.1 技术应用瓶颈
5.1.1 情感交互深度不足

当前系统情感识别准确率仅 82.4%。主要表现为教育场景

中人机交互停留在指令响应层面，缺乏情感识别、共情反馈与

价值观引导能力。技术层面，现有系统难以解析学习者的微表

情、语调变化等非语言符号，对焦虑、挫败感等复杂情绪的捕

捉准确率不高；应用层面，标准化应答模式无法实现认知共情，

难以建立师生间的信任关系与情感联结。这导致学习者参与度

衰减、深度学习动机弱化。突破路径包括：开发多模态情感计

算模型，融合脑电波与生理信号分析；构建情感迁移学习框架，

通过师生对话样本训练 AI 的情感策略生成能力；设计情感增

强型虚拟学伴，嵌入成长型思维干预机制。

5.1.2 长时记忆建模困难
知识遗忘曲线的预测误差率达 18.7%。长时记忆建模的

挑战源于神经网络固有的“灾难性遗忘”特性与人类认知机

制的本质差异。技术层面，动态权重衰减机制难以平衡新旧

知识存储冲突，稀疏激活策略导致知识关联性断裂，参数更

新过程中知识留存率不足 30%；认知层面，现有模型缺乏

情景记忆与语义记忆的耦合机制，无法构建分层索引结构。

5.2 优化路径
①融合脑机接口技术提升情感计算维度，开发多模态

情感计算模型，融合脑电波与生理信号分析；构建情感迁移

学习框架，通过师生对话样本训练 AI 的情感策略生成能力；

设计情感增强型虚拟学伴，嵌入成长型思维干预机制。

②引入 CLARION 认知架构实现显隐式记忆协同，开

发神经符号系统构建概念图谱，借鉴海马体索引机制设计皮

层 - 基底节循环网络，通过弹性权重固化算法增强知识稳定

性，结合间隔重复强化神经突触可塑性，最终达成知识迁移

与终身学习能力。

6 结论

AI 技术通过重构英语启蒙教育的资源供给模式、教学

过程形态与评价标准体系，为破解教育公平难题提供了创新

方案。未来需在技术深化、机制创新、伦理规范三个维度持

续突破，最终实现“规模化教育与个性化培养”的有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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