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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语音技术在职业教育应用与研究
吕小勇 潘梦鹞 钟玉灵 李佳威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汽车工程学院，中国·广东广州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期间，线上课程在高等教育的地位及作用得到很好的展现。采用智能语音技术制作线上课程保留教
师讲课原有的语言风格，提高教师工作效率。论文在对智能语音技术进行初步的探索工作，讨论了语音合成技术，对该项
技术转化为应用尤其是采用智能语音技术制作线上课程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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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智能语音技术取得了飞速的发展，AI智能语

音技术为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2020年新冠疫

情防控期间，各大学校的线上教学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大部分教师线上课程建设采用录播方式，建设效率低、语音

准确性低、录播时间长、录播受情绪和环境影响，导致线上

课程建设质量落后。越来越多的老师开始采用 AI智能语音

技术制作线上课程，显著提高了教师工作效率。

2 智能语音技术发展背景

智能语音，即智能语音技术，是实现人机语言的通信，

包括语音识别技术（ASR）和语音合成技术（TTS）。最早

进行智能语音技术研究的时间可以追溯到 20世纪 50年代，

是以研究语音识别技术为开端的。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

智能语音技术已经成为人们进行信息获取与沟通最为便捷

和有效的手段 [1]。语音识别技术就是把语音信号转变为相应

的命令，从而使计算机能够理解的一项技术。计算机模拟

人类交流信息的过程主要经历①自然语言生成→②语音合

成→③语音识别→④自然语言理解这几个步骤，见图 1[2]。

语音合成是通过机械的、电子的方法产生人造语音的技术。

TTS技术（又称文语转换技术）隶属于语音合成，它是将计

算机自己产生的或外部输入的文字信息转变为可以听得懂

的、流利的汉语口语输出的技术。语音合成和语音识别技术

是实现人机语音通信，建立一个有听和讲能力的口语系统所

必需的两项关键技术。

智能语音技术在多个领域被越来越广泛的采用，比如：

英语口语听说智能评测、自动应答呼叫中心（包括金融、电

信和政府）、汽车导航、电话信息查询（包括天气、交通和

旅游）和语音播报系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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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智能语音技术在职业教育方面的应用

3.1 智能语音技术在制作线上课程方面的应用

在疫情防控期间，职业院校的线上教学得到了突飞猛

进的发展，大部分教师线上课程建设采用录播方式，建设效

率低、语音准确性低、录播时间长、录播受情绪和环境影响，

导致线上课程建设质量落后。

智能语音技术在职业教育教学中的应用前景广泛，线

上课程建设采用智能语音技术，通过语音合成技术将课件文

本经过适当韵律处理，通过特定合成器，产生出高自然度、

高音质、表现力丰富的课件语音输出，大大提高教师线上课

程建设的工作效率和降低工作成本（样音提取空间见图 2）；

通过语音转换技术将源说话人个性特征语音的课件转换为

目标说话人个性特征语音的课件，保持教师的情感态度和自

身声音特色，提高教师线上课程的真实度、自然度，全面提

高线上课程建设质量，图 3为语音转换软件界面。采用智能

语音技术合成的教学课件，可以选择多样化声音，比如某一

指定教师的声音，让学生感觉亲切，犹如教师本人在讲课；

也可以采用某一明星的声音，比如林志玲，郭德纲的声音，

或者蜡笔小新的声音。多样化、逼真度高的声音，明显增加

了线上学习的趣味性。

3.2 智能语音技术在课程教学方面的应用

利用语音识别和合成技术，教师可以制作符合教师个

性特征的智能语音个性教具，丰富了教学资源。教师自己制

作的智能语音多媒体教具，可以模拟教学团队中教师个性

化声音，让学生在一门课程中就能感受到不同教师的教学风

格，使课堂变得更加生动活泼，给学生创造了一个生动鲜活

的有声交互世界 [1]。用智能语音和声音克隆技术，合成 PPT

课件，既能还原教师真实上课场景，又能释放教师讲解 PPT

课件的时间，用来深入解释知识点、辅导学生答疑、维持课

堂纪律，教师教学效率和学生学习效率得到明显提高。

合成个性化
语音教具

课件文字化处理

音律处理，
形成系统样音

教师样音
录制

→

3.3 智能语音技术在其他教学具教学方法上的应用

智能语音技术除了在线上课程制作和课程教学上的应

用外，还可用于控制部分教学设备工具，比如说智能语音鼠

标、智能语音电子翻页笔、音控课件播放、音控教室用电设

备以及音控机器人点名等。

图 2 样音采集空间 图 3 语音合成系统



60

教学方法创新与实践·第 05卷·第 04期·2022 年 02月

人工智能语音鼠标采用无线技术 2.4GHZ语音打字，

无线控制距离可达 15m，满足教师需求。一分钟能输出 400

字，准确率达到 98%，轻松解放教师的双手，教师在需要

操作鼠标时，不需要回到讲台旁。语音鼠标可以轻松实现语

音转换文字、中英文双输入，说话打字使老年教师快速输入

文字，解决老年教师打字慢的问题。语音鼠标还能支持方言

识别，目前支持粤语、闽南语、四川话、上海话、江苏话、

山东话等多地方言识别，即使发音不标准的教师也能轻松

使用。深圳某公司生产的快鼠就是一种语音控制型鼠标，

快鼠采用 IEEE802.15.4无线 2.4G智能跳频语音技术，带宽

可达 2Mbit/s，高效传输语音数据，16个信道连接稳定，遇

到干扰自动跳开干扰频段、不断连、不卡顿。快鼠语音识

别技术由科大讯飞提供，采用高速传感器，鼠标帧率可达

4000FPS，配合 32位 ARM核心处理器，进一步提升鼠标与

指针快速跟踪的一致性。

4 智能语音技术在教育教学应用中存在的问
题探讨

4.1 语言环境会影响语音识别的效果

在语音识别时，由于实际环境差异很大，比如在安静

的课堂，识别效果就会比较好。但在周围播放音乐广播、课

间铃声期间存在大量噪音，由于语音识别目标难以区别有效

声音和噪音，因此噪音都会给语音识别效果带来不小影响，

而一旦识别错误会给语意带来很大影响，甚至无法识别。

4.2 语音识别在理解具体语音与语义还有待改进

语音识别技术在教育教学以及一些简单情绪理解方面，

大多数时候能正确识别，即解决了“听见”的问题。可由于

人的感情色彩变化多样，一切具体场景比如反语，语义理解

需要结合语言场景和更多的历史信息才能有帮助，因此如何

将更多上下文会话信息传递给语音识别引擎，让机器真正的

“听懂”语义，是现在的—个难题。

5 结语

当前智能语音技术在全自动同声传译、“虚拟主持人”、

智能家居、娱乐游戏和教育等方面有着越来越广泛的应用，

必将随着人工智能的整体发展不断趋向成熟。在未来，语音

识别技术也将深入应用到教育教学的各个方面。[2]智能语音

技术将促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结合教育机器

人，生动形象的替代教师对简易知识的讲解，使教师从教学

的实施者向教学的组织者和维护者改变，释放教师大部分教

学精力，显著提高教学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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