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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意义



2023世界数字教育大会
（2023年2月13-14日）

“数字变革与教育未来”为主题，为世界数字教育发展注入新动能。

四大核心议题：数字化转型、教育数字治理、师生数字素养提升和数字学习资源开发与应用

未来世界数字教育发展：顶层设计、协同发展、互联共享

数字教育应是公平包容的教育

数字教育应是更有质量的教育

数字教育应是适合人人的教育

数字教育应是绿色发展的教育

数字教育应是开放合作的教育

1.1 数字教育



数字教育的优势

2500多年前，孔子就提出了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的教育理想，在人类漫

长的文明进程中，我们一直在努力追求实现因材施教。

       数字教育能够在个性化地学、差异化地教、科学化地评等各方面发挥独特

优势，通过信息跟踪挖掘、数据回溯分析、科学监测评价等，描绘学生成长轨

迹，为每个学生提供个性化的教育方案。

      这也必将有利于重塑人类教育形态，使人人接受适合的教育成为可能，助

力终身学习和学习型社会建设。



1.2 校本特色

北京邮电大学是国内较早开展数字教育实践与研究的高校之一

 



1.2 校本特色

1999年，教育部首批四所现代远程教育试点单位（清华、浙大与湖南大学）
2004年, 北京邮电大学为教育部指定的首批全国大学英语教学改革试点单位
2007年,《大学英语》荣获“国家级精品课程”
2008年, “北京市优秀教学团队”称号
2009年, 课程所依的语言实验中心荣获“北京市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2012年, 语言实验中心荣获“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2013年，2018年，教学研究成果连续两届获北京市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
2020年，情景英语视听说获批“首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线上线下混合）
2021年，英语专业获批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2023年，“数字人文与智能应用”获批北京市首批虚拟教研室建设项目

“信息科技与语言教育的深度融合”

实践创新，科研引领，学科交叉



• 成立于2020年12月4日

• 开放型、专业性学术研究机构

主要任务

1）聚焦语言智能教学与研究，培养教学
科研型人才，打造一支优秀的教研团队与
学术梯队；

2）承担各级各类教学科研课题，产出

具有影响力的教学研究成果；

3）提供理论和政策咨询，促进国内外

学术交流。

1.2 校本特色



1.2 校本特色



“数字人文与智能应用”

学科交叉虚拟教研室

1.2 校本特色



1.2 校本特色



1.3 技术工具的发展





计算机为媒介 互联互通、知识共享



Maximum speed: 
50 Gbps*100

1TB/S
downloading

hundreds of movies 
in one second

即时响应、泛在学习
3A: Anyone, Anytime, Anywhere

https://www.irmconnects.com/anytime-anywhere-anyhow-how-to-achieve-the-best-customer-experience/
https://www.irmconnects.com/anytime-anywhere-anyhow-how-to-achieve-the-best-customer-experience/


人机互动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近三十年人工智能赋能语言教学的综述研究



二、研究回顾





Sora: 闻声视频

From Text to Video: 

人工智能模型，可以根据文字提示或
指令，创建现实且富有想象的视频

2024年2月15日发布





人工智能主要是指通过机器(主要为计算机)，模仿、延伸和扩展

人的智能，实现机器智能

人工智能融入教育场景，如何实现“人机共效”，特别是在发展人类

独有的复杂技能方面发挥作用，已成为教育研究领域重点关注的问题

应用场景、算法模型、应用效果、发展方向与潜在隐患等仍不明确

前沿技术方法、典型应用场景、核心算法模型、主要应用成效、

优势与挑战等五个方面进行系统性综述

2.1 研究背景



数据来源

数据分析

时间跨度：1990.1-2022.12

文献来源：中国知网数据库 (CSSCI 检索源期刊论文) 1007项  

Web of Science (SSCI 检索源期刊论文) 624项
文献数量：135 项 (中文 39 项，英文 96 项)

背对背编码

参考Liang 等 (2021) 及郑春萍等(2019)文献综述编码框架

编码框架：总体发文趋势 国内外期刊分布前沿技术方法

典型应用场景 算法模型与应用成效

2.2 研究方法



2.3 总体发文趋势

图1 人工智能应用于语言学习的国内外文献发表数量(1990-2022)



2.4 国内外期刊分布 

图 2 人工智能应用于语言学习的国内外期刊分布



2.5 前沿技术方法

自然语言处理

机器学习、深度学习与大语言模型

知识图谱与大数据知识工程

计算机视觉

自动语音识别

智能机器人

类脑智能、云计算与大数据技术



2.5.1 自然语言处理

在近30年的135项研究中，涉及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实证研究数量最多。

主要应用：

• 口译助手(孙海琴等 2021)

• 作文智能批改系统(李艳等 2022)

• 词汇搭配助手(Huang & Tsao 2019)等

语言技能提升：

   写作、翻译、词汇



2.5.2 机器学习、深度学习与大语言模型

135项研究中，16项研究针对传统机器学习算法在语言教学中的应用

例如：

基于传统机器学习方法构建了半开放式问题的自动评分模型，

显著提高了计算机针对半开放式问题的自动评分性能

Zhang等(2022)。



基于课堂演讲焦虑的多模态数据集建设

• 数据模态：演讲音频、视频与文本
• 视频切分：每15秒作为一个分析单元（考虑文本中的句子切分）
• 数据集：166 个视频 (53 学生（男生=33人，女生=20人）平均年龄20，每人课堂教学正式演讲视频2-

合计2198 个视频片段 （Song，Wu, Zheng & Zhang, 2023) 

北邮案例：深度学习技术赋能演讲焦虑检测



数据标注

标注: 根据演讲者
的肢体动作、头部
运动、语言流畅度、
停顿、结巴、声音
颤抖等给出演讲焦
虑的分类标注

（Song，Wu, Zheng & Zhang, 2023) 

北邮案例：深度学习技术赋能演讲焦虑检测



Methods数据分析

（Song，Wu, Zheng & Zhang, 2023) 

北邮案例：深度学习技术赋能演讲焦虑检测



北邮案例：多模态大语言模型赋能能力评估与反馈



2.5.3 知识图谱与大数据知识工程

在语言教学领域，该核心技术相关的实证研究数量还非常有限。

• 孙飞鹏等（2021）为提高汉语学习者的词汇学习水平和应用能力，

参考Apache Jena（开源的基于Java的框架），构建了基于知识图谱

的汉语词汇学习资源推荐系统。

• 能促进汉语学习者个性化的汉语词汇学习，实现智能技术辅助汉语

词汇学习的规模化应用。 

• 如梦令网站 http://bupt.poetryworld.cn/

http://bupt.poetryworld.cn/


北邮案例：人工智能赋能古诗词学习



2.5.4 计算机视觉

• 计算机视觉(Computer Vision) 是指利用计算机理解和解释静态图

像以及视频序列中视觉信息，实现图像分类、目标检测以及图像

分割等核心任务的人工智能技术(Bebis 2003)。

• Chatterjee 等(2015)利用人体及面部图像传感技术和情绪识别框架

对演讲者的视线及脸部特征进行提取，对演讲者的演讲能力进行

多模态的评估



中华文明云展网站  http://wenming.chnmuseum.cn/

北邮案例：人工智能赋能中华文明传播

http://wenming.chnmuseum.cn/


Co-organize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Future Language Learning

(ICFULL)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2022)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2023)

Ateneo de Manila University (2024)

Bei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2025)



北邮案例：虚拟现实技术与语言教学的深度融合



https://www.ilab-x.com/details/page?id=12718&isView=true

北邮案例：虚拟现实技术与语言教学的深度融合



北邮案例：虚拟现实技术与语言教学的深度融合



北邮案例：虚拟现实技术与语言教学的深度融合



2.5.5 自动语音识别 

• 自动语音识别（Automatic Speech Recognition）是指利用计算机

将语音信号自动转换成文本的一种方法（Bhardwaj et al. 2022）。

• 随着移动设备的不断普及，自动语音识别技术在语言教学中的

应用逐渐增加（Nguyen et al. 2018）。

• 例如，Chen等（2022）设计了一种

• 基于动态评估的语音识别学习系统

• (Dynamic ASR system) 

• 以提高学生的英语口语水平



2.5.6 智能机器人

• 智能机器人：远程控制机器人EngKey、特殊教育机器人Moli、机器人

教师NAO等 (李艳燕 2022; 柳晨晨等 2020)。

Khalifa 等（2019）设计了：语言学习者与两台智能机器人间三者的互

动式会话训练

• 训练实验对于学生的内隐学习具有积极影响，提高学习者的沟通技能

• 为不同语言水平的学习者开展自适应内隐学习提供纠正性反馈辅导



机器人支持的互动交流

Learning Effect of 
Implicit Learning in 
Joining-in-type 
Robot-assisted 
Language Learning 
System

AlBara Khalifa, 
Tsuneo Kato, Seiichi 
Yamamoto，2019



2.6 典型应用场景及成效 

自动问答与聊天机器人

人工智能与机器翻译 

语言信息检索与语料库

专家系统、信息推荐与语言智能导学 

语言智能测评 

人工智能与学习分析



2.6.1 自动问答与聊天机器人

自动问答系统（Automatic Question and Answering System）又称人机对话

系统（Human-machine Conversation），能使用户通过自然语言向计算机提

问，随之通过自动检索给出答案 (Cortes et al. 2022; 王树西 2005)。

在近30年的135项实证研究中，多数研究关注了人机对话与自动问答系统

在口语、阅读、写作以及词汇学习中的应用，典型的应用包括人工智能聊

天系统、写作及词汇聊天机器人等。





2.6.2 人工智能与机器翻译

机器翻译(Machine Translation, MT)是利

用计算机技术进行跨语言自动翻译的

过程。

机器翻译处理速度快、人力成本低，

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黄河燕等 2020)。



人工智能发展迅猛

机器翻译技术愈发成熟

忧虑

信心

胡开宝，李翼，2016

在谷歌翻译、百度翻译等翻译软件的冲击下，机器翻译将最终取

代人工翻译。

李长栓，2019

要想通过机器翻译，实现自然语言的处理，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

走；也许永远没有实现的一天。

北邮案例：机器翻译与翻译教学的深度融合



问题：机器翻译应用于专业领域的翻译质量究竟如何？

方法：以谷歌翻译和有道翻译两类机器翻译平台为例，依据中国翻

译协会发布的《本地化翻译和文档排版质量评估规范》，将两类翻

译平台针对科技文本的英汉双语翻译进行了译文质量评估。

北邮案例：机器翻译与翻译教学的深度融合



样本一：谷歌翻译的译文错误标记结果 样本一：有道翻译的译文错误标记结果

北邮案例：机器翻译与翻译教学的深度融合



样本一：谷歌翻译和有道翻译的错误类型数量统计

谷歌翻译
错误总扣分=2×1.5+6×1+(2+11+15+1)×0.5=23.5

质量得分=100-(23.5×1000)/897=73.8

有道翻译
错误总扣分=5×1.5+6×1+(1+10+13+1)×0.5=26

质量得分=100-(26×1000)/897=71.01

《本地化翻译和文档排版质量评估规范》
译文质量得分的计算公式如下：
错误总扣分=重大错误×2+严重错误数量×1.5 +一般错
误数量×1+次要错误数量×0.5；
质量得分= 100-(错误总扣分×1000) /有效译文字数。

式中：有效译文字数指评估者所检查的译文对应的源文
字数。

研究结果显示，针对科技领域的专业性文本，机器翻译结果均含有较高比例的严重错误，效果
均不够理想，有可能影响读者对原文的理解（徐畅，郑春萍，2019）。

北邮案例：基于内容分析的机器翻译质量评估



研发完成了北京邮电大学智能翻译云平台（V1.0）

北邮案例：语料库建设与平台研发



北邮案例：翻译服务国家标准研制开发



1. 与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国家一级学会）深度合作

2. 负责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大会、中国智能教育大会英语语言服务

3. 负责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英文版的语言服务

北邮案例：产教融合培养翻译人才



序号 姓名 性别 级别

1 左** 女 二级笔译

2 赵** 男 二级笔译

3 战** 女 二级笔译

4 高** 女 二级笔译

5 张** 女 二级笔译

6 于** 男 二级笔译

7 闫** 女 二级笔译

8 张** 女 三级笔译

9 徐** 女 三级笔译

7人获 国家翻译资格考试  二级笔译证书

北邮案例：产教融合培养翻译人才



2.6.3 语言信息检索与语料库 

• 语料库的使用为语言学习者提供了真实的语言数据(Hirata & Hirata 2019)。

使用真实的语言材料对提高学习者整体的语言能力，以及培养他们对目

标语言学习兴趣，动机具有重要作用(Gilmore 2007: 98; Mishan 2004: 219)。

• 与真实的语言实例进行互动，在没有教师的帮助下分析众多英语例子和共

现单词，发现词汇和语法的使用规则，促进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帮助实

现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Boulton 2012; Hyland 2006; Boulton et al. 2012)。



2.6.4 专家系统、信息推荐与语言智能导学

专家系统(Expert System)是指利用人工智能方法模拟人类专家解决领域问

题的一种计算机程序(Tan et al. 2016)。

专家系统语言教学平台：

• 英语口语智能导师系统 (梁迎丽等 2012)

• “希赛可”智能英语教学系统 (贾积有等 2011)

• 阅读材料推荐系统 (Hsu et al. 2010)

语言技能：口语 、阅读、 写作及词汇 



表1 国内外实证研究中人工智能支持的语言智能教学系统举例



2.6.5 语言智能测评

• 智能测评系统(Intelligent Assessment System, IAS)指的是在对学习者的

学习全过程记录的基础上，利用人工智能相关技术对学习结果进行分

析和评价，并通过反馈结果不断完善测评方案(李艳燕 2022)。

• 智能测评的优势包括实时追踪学习者学习行为，记录学习轨迹，精准

地对其学习表现进行预估与评价(茹丽娜等 2019)。





音频           自动语音识别(ASR)
文本           自动写作评分(AWE)
视频           机器学习

英语口语表达能力
英语写作表达能力
公众演讲焦虑

北邮案例：演讲能力智能测评的系统研发与实验研究



人工智能支持的英文演讲稿自动评价

Readability Vocabulary and Grammar

Overall Score

北邮案例：演讲能力智能测评的系统研发与实验研究



人工智能支持的英语口语能力自动评价

Delivery

Accuracy

Fluency

Integrity

Standardness

Expressiveness

Overall Score

北邮案例：演讲能力智能测评的系统研发与实验研究



人工智能支持学习者英语演讲焦虑的自动评价

北邮案例：演讲能力智能测评的系统研发与实验研究



2.6.7 人工智能与学习分析

学习分析技术通过收集、测量、分析和报告等方式，能够为教师的教学过

程提供智能性的辅助决策，辅助教师进行教学设计，调整教学策略，改进

教学方式，进行教学优化 (何克抗 2016; 郑娅峰 2020)。

例如

谭雪梅(2022)以“大学英语”课程为例，提出了基于学习分析的精准教学

模式，通过设定精准的教学目标、内容与活动、提供精确评价与反馈、干

预与决策，帮助学生认识更“真实”的自己。 



• 耗时（time-consuming）

• 费力（labor-intensive）

• 认知投入（cognitively taxing）for human raters (e.g., language 
teachers), primarily because it entails meticulous evaluation of multi-
dimensional learner competence

• 评价反馈不及时、评价客观性受质疑

小班教学 网络赛场大班教学

北邮案例：多模态学习分析与演讲教学的深度融合



（Mihoub & Leefebvre, 2019）

⚫ 智能眼镜
✓ 视音频、头部运动、眼动数据等

⚫ 无线麦克风
✓ 音频数据

⚫ 智能手表
✓ 手部运动数据

⚫ 智能手机
✓ 身体跟踪数据

⚫ 全景摄像机
✓ 记录互动过程音频、视频数据

公众演讲多模态数据的采集设备和数据格式



（Butt et al., 2020）

头带：
✓ 脑电信号（EEG）

电极及脉冲夹：
✓ 皮肤电反应信号（GSR）
✓ 光容积描记信号（PPG）

公众演讲多模态数据的采集设备和数据格式



摄像机：视频

麦克：音频

Word：文本

PPT ：文本



三、总结展望



语言教学是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的重要场景

⚫ 以中国的英语教育为例，有报道称中国有4亿人在学习英语，其中，仅高校

大学英语教学每年涉及的人数就将近1600万。

⚫ 以国际中文教育为例，截至2021年底，世界上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已开展中

文教育，76个国家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海外正在学习中文的人数超

2500万，累计学习和使用中文的人数近2亿。

总结



• 自然语言处理与语料库

• 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神经网络与大语言模型

• 知识图谱与大数据知识工程

• 自动语音识别

• 智能机器人

• 计算机视觉与仿真

• 机器翻译

• 信息检索、文化计算

• 自动问答与聊天机器人

• 智能导学（信息推荐）

• 智能测评

• 学习分析（多模态学习分析）

• 虚拟现实（元宇宙）

人工智能核心技术 主要应用场景

总结



总结



• 语言习得

• 知识获取

• 核心素养

• 学习者的情感及心理状态

• 学习者的行为发展及变化

总结

学科交叉特征非常显著
催生教育研究范式、教育教学理论的创新



“研究未至，市场先行”的现象较为普遍

面向基础教育与教师发展的研究相对不足

数字阅读与听说能力的研究仍需加强

核心素养、策略行为的研究有待深入 

科技伦理与潜在风险的探讨关注不足

基于近三十年的文献梳理，人工智能支持语言教学实践与研究

存在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需要在未来持续改进

总结



人工智能赋能教育实践与研究

1. 如何认识、处理“人”与技术工具、“人”与机器、

“人类智能”与“机器智能”间的关系？（语言智能教育的哲学思考、理论探索）

    （技术工具充盈的环境中，外语学习者的个体特征与学习需求是什么？）

2. 如何解决真实教育场景中的“真问题”？

   （哪些“智能科技”是外语教育真正需要的？如何避免盲目地应用技术工具？）

3.  大浪淘沙，大道至简，如何回归教育的初心？

一线师生、教学专家、技术专家、教育研究者、教育管理者、政策制定者通力合作

思考

高校外语教育信息化在理论建构、教学
实践、顶层设计、教师发展以及资源建
设与有效利用方面仍存在诸多问题

（蔡静、张帅、唐锦兰，2021）



2024世界数字教育大会
（2024年1月29日至31日）

“数字教育：应用、共享、创新”为主题

      要科学研判人工智能技术对教育的影响，

    对于人的隐私保持高度警惕，

    让技术进一步造福师生、服务社会。

    将更高水平开展国际交流，

建设世界数字教育合作平台，

    将中国数字教育打造为落实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的实践平台。

展望



展望

做好AI与新文科融合发展，
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首先，加强统筹谋划，

打造服务文化强国建设的学科体系新内涵

其次，深化校企联合，

共建服务文化强国建设的产教融合新机制

最后，深化校际合作，

创新服务文化强国建设的人才培养新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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