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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Ｉ 赋能视角国内中学英语公开课教学发展趋势研究

杭丽琴
（安庆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安徽安庆　 ２４６０５２）

　 　 ［摘　 要］文章以知网收录的近１０００篇国内中学英语公开课相关研究论文作为研究对象，
主要采用文献整理法、文本分析法和比较研究法，从ＡＩ赋能视角对国内中学英语公开课教学进
行发展趋势预测。我们认为：一，中学英语公开课教学内容智能化与个性化，充分融入与人工智
能相关的科技、文化和社会议题；二，中学英语公开课教学方法互动化与游戏化，利用ＡＩ驱动英
语学习，提高课堂的趣味性和参与度；三，中学英语公开课教师角色转型，转变为学习的引导者、
促进者和合作者；四，中学英语公开课评价方式多元化与过程化，不再仅仅关注学生的考试成
绩，而是更加关注学生的学习过程、能力和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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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中学英语公开课是中学英语教师展示教学水

平、交流教学经验、提升教学能力的重要平台。长
期以来，对公开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教学理念、教
学设计、教学方法等方面。然而，随着人工智能技
术的快速发展，教育领域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与挑战。如何将ＡＩ技术融入中学英语公开课，实现
教学内容的智能化与个性化，提升教学方法的互动
化与游戏化，促使教师角色转型，以及实现评价方
式的多元化与过程化，成为当前中学英语公开课改
革的重要议题。

本文以上文发展态势为基础，结合教育部原教
育司司长王文湛关于提问面向全体学生的要求，以
及傅镜霖（２０１２）、戴启兵（２０１６）、赵进（２０１８）、王雪
英（２０１４）、冯光君（２０１２）、王艳（２０１３）、韦淼
（２０２３）、高晓飞（２０２３）、居庆玲（２０１４）、刘锦
（２０２２）等学者的相关研究，深入探讨ＡＩ赋能下中
学英语公开课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师角色、评
价方式等方面的创新变革，旨在为中学英语公开课
的改革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指导。

一、ＡＩ赋能下中学英语公开课的教学内容智能
化与个性化

传统的英语教学内容往往偏重于课本知识的
讲解和语法规则的记忆，缺乏与现实生活的联系，
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而ＡＩ技术能够帮助中

学英语公开课实现教学内容的智能化与个性化，充
分融入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科技、文化和社会议题，
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学习效果。

ＡＩ技术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智
能家居到自动驾驶，从医疗诊断到金融分析，ＡＩ的
影响无处不在。因此，中学英语公开课的教学内容
应该紧跟时代发展，引入ＡＩ相关的科技、文化和社
会议题。
１．科技议题。可以介绍ＡＩ的基本概念、发展历

程和应用领域，例如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计算
机视觉等。通过阅读、讨论、辩论等方式，引导学生
了解ＡＩ技术的优势和局限性，以及其对社会的影响。
２．文化议题。可以探讨ＡＩ对文化艺术的影响，

例如ＡＩ作曲、ＡＩ绘画、ＡＩ写作等。通过欣赏ＡＩ创
作的艺术作品，引导学生思考ＡＩ与人类创造力的关
系，以及ＡＩ对传统文化的挑战和机遇。
３．社会议题。可以探讨ＡＩ对就业、伦理和社会

公平的影响，例如ＡＩ替代人工、ＡＩ偏见、ＡＩ伦理等。
通过案例分析和小组讨论，引导学生思考ＡＩ带来的
社会问题，以及如何应对这些问题。

通过引入ＡＩ相关的科技、文化和社会议题，中
学英语公开课不仅能够拓宽学生的知识视野，提高
他们的跨文化交流能力，还能够培养他们的批判性
思维和创新能力，从而更好地适应未来社会的发展。

王文湛指出，传统的公开课往往只关注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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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忽略了中差生的需求。而ＡＩ技术能够根据学生
的学习基础、学习风格和学习兴趣，为他们提供个
性化的学习内容，从而满足不同学生的需求。例如：
１．基于学习基础的内容分层。ＡＩ平台可以根

据学生的英语水平，自动调整学习内容的难度和深
度。对于基础薄弱的学生，可以提供更简单的词汇
和语法，以及更详细的解释和示例。对于基础较好
的学生，可以提供更复杂的文章和更具挑战性的任务。
２．基于学习风格的内容呈现。ＡＩ平台可以根

据学生的学习风格，选择不同的内容呈现方式。对
于视觉型学习者，可以提供更多的图片、视频和图
表。对于听觉型学习者，可以提供更多的音频和语
音内容。对于动觉型学习者，可以提供更多的互动
式活动和游戏。
３．基于学习兴趣的内容推荐。ＡＩ平台可以根

据学生的学习兴趣，推荐相关的学习内容。例如，
如果学生对体育感兴趣，可以推荐与体育相关的英
语新闻、文章和视频。如果学生对音乐感兴趣，可
以推荐与音乐相关的英语歌曲、歌词和访谈。

通过个性化的内容定制，中学英语公开课能够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他们的学习效率，并帮
助他们更好地掌握英语知识和技能。正如傅镜霖
（２０１２）所指出的，实际教学中，教师要依据课程标
准的要求，正确对待学生的个体差异，根据学生的
不同特点，分层次进行教学，力求使英语教学具有
针对性，使每一个学生在原来的基础上都尽可能有
所提高，从而全面提高教学质量。

二、ＡＩ赋能下中学英语公开课的教学方法互动
化与游戏化

传统的英语教学方法往往以教师讲授为主，学
生被动接受，缺乏互动性和趣味性。而ＡＩ技术能够
提升教学方法的互动化与游戏化，利用ＡＩ驱动英语
学习，提高课堂的趣味性和参与度。

ＡＩ技术可以提供各种互动式的教学工具。例如：
１． ＡＩ语音助手。ＡＩ语音助手可以帮助学生进

行口语练习，提供实时的语音反馈和纠正。学生可
以通过与ＡＩ语音助手对话，提高他们的口语流利度
和准确性。
２． ＡＩ聊天机器人。ＡＩ聊天机器人可以帮助学

生进行语法和词汇练习，提供个性化的指导和建
议。学生可以通过与ＡＩ聊天机器人对话，提高他们
的语法和词汇运用能力。
３． ＡＩ写作助手。ＡＩ写作助手可以帮助学生进

行写作练习，提供实时的语法和拼写检查，以及修
改建议。学生可以通过使用ＡＩ写作助手，提高他们
的写作水平和表达能力。

这些ＡＩ驱动的互动工具不仅能够提高学生的
学习效率，还能够增强他们的学习乐趣，从而激发
他们的学习积极性。
１．语言学习游戏。ＡＩ驱动的语言学习游戏可

以将英语知识融入各种游戏场景中，例如角色扮演
游戏、解谜游戏、策略游戏等。学生可以通过玩游
戏的方式，学习英语词汇、语法和表达方式。
２．在线竞赛平台。ＡＩ驱动的在线竞赛平台可

以组织各种英语竞赛活动，例如词汇竞赛、语法竞
赛、口语竞赛等。学生可以通过参与竞赛活动，提
高他们的英语水平和竞争意识。
３．虚拟现实学习环境。ＡＩ驱动的虚拟现实学

习环境可以为学生提供沉浸式的英语学习体验。
学生可以在虚拟现实环境中进行口语练习、角色扮
演和情境模拟，从而提高他们的英语应用能力。

通过游戏化教学，中学英语公开课可以有效地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他们的学习动力，并帮
助他们更好地掌握英语知识和技能。正如高晓飞
（２０２３）所认为的，以学生为主体的核心是学生学习
的主动性。只有学生主动积极地参与课堂学习，才
能够真正发挥其主体性。

三、ＡＩ赋能下中学英语公开课教师角色转型
传统的英语教学中，教师的角色是知识的传授

者和课堂的管理者。而在ＡＩ赋能下，教师的角色需
要转型，转变为学习的引导者、促进者和合作者。

ＡＩ技术可以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源和个性化的
学习路径，教师需要引导学生利用这些资源，制定
自己的学习计划，并进行自主学习。例如：引导学
生选择合适的学习资源。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学
习基础和学习兴趣，推荐合适的ＡＩ学习平台、在线
课程和学习材料。

比如，引导学生制定个性化的学习计划。教师
可以帮助学生制定详细的学习计划，包括学习目
标、学习内容、学习时间和学习方法，引导学生进行
自主学习。教师可以鼓励学生利用ＡＩ工具进行自
主学习，例如口语练习、语法练习和写作练习。

ＡＩ技术可以提供各种互动式的学习工具和协
作平台，教师需要促进学生之间的互动和合作，共
同解决问题，共同进步。例如：
１．组织小组讨论。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进行小组

讨论，共同探讨ＡＩ相关的科技、文化和社会议题。
２．组织项目合作。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进行项目

合作，例如制作ＡＩ相关的演示文稿、视频或网站。
３．利用在线协作平台。教师可以利用在线协作

平台，例如Ｇｏｏｇｌｅ Ｄｏｃｓ、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Ｔｅａｍｓ等，促进学
生之间的交流和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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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Ｉ技术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新领域，教师也需要
不断学习和探索。教师可以与学生共同学习ＡＩ知
识，共同探索ＡＩ的应用，共同进步。例如：参加ＡＩ
培训课程。教师可以参加ＡＩ相关的培训课程，学习
ＡＩ的基本概念、技术和应用。再如，与学生共同探
索ＡＩ工具。教师可以与学生共同探索各种ＡＩ学习
工具，例如ＡＩ语音助手、ＡＩ聊天机器人和ＡＩ写作
助手。还有，共同研究ＡＩ教学方法。教师可以与学
生共同研究ＡＩ驱动的教学方法，例如互动化教学、
游戏化教学和个性化教学。

通过教师角色的转型，中学英语公开课可以更
好地发挥ＡＩ技术的优势，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培
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四、ＡＩ赋能下中学英语公开课的评价方式多元
化与过程化

传统的英语评价方式往往以考试成绩为主，忽
略了学生的学习过程、能力和素养。而在ＡＩ赋能
下，评价方式应该多元化与过程化，不再仅仅关注
学生的考试成绩，而是更加关注学生的学习过程、
能力和素养。

ＡＩ技术可以提供各种评估工具，可以综合评价
学生的各项能力，例如：
１．语言能力评估。ＡＩ语音识别技术可以评估

学生的口语流利度和准确性。ＡＩ自然语言处理技
术可以评估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和写作能力。
２．认知能力评估。ＡＩ机器学习技术可以评估

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
３．社会情感能力评估。ＡＩ情感分析技术可以

评估学生的学习态度和团队合作能力。通过多元
化评价，中学英语公开课可以更全面地了解学生的
学习情况，为他们提供更个性化的指导。

ＡＩ技术可以记录学生的学习过程，并提供实时
的反馈和评估。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学习过程，了
解他们的学习习惯和学习方法，并及时调整教学策
略。记录学生的学习行为。ＡＩ平台可以记录学生
的学习时间、学习内容和学习成绩。提供实时的反
馈。ＡＩ平台可以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提供实时的
反馈和建议。评估学生的进步。ＡＩ平台可以根据
学生的学习成绩，评估他们的学习进步。

通过过程化评价，中学英语公开课可以更好地
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及时发现问题，并采取相应
的措施，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正如戴启兵
（２０１６）所指出的，教师要进行多元教学评价，做到
真正面向全体。

五、结论
人工智能技术为中学英语公开课的创新发展

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通过ＡＩ赋能，中学英语公
开课可以实现教学内容的智能化与个性化，充分融
入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科技、文化和社会议题；提升
教学方法的互动化与游戏化，利用ＡＩ驱动英语学
习，提高课堂的趣味性和参与度；促使教师角色转
型，转变为学习的引导者、促进者和合作者；以及实
现评价方式的多元化与过程化，不再仅仅关注学生
的考试成绩，而是更加关注学生的学习过程、能力
和素养。然而，将ＡＩ技术融入中学英语公开课也面
临着一些挑战，例如：技术挑战、师资挑战、伦理挑
战等。尽管存在挑战，但我们相信，随着ＡＩ技术的
不断发展和完善，ＡＩ赋能下的中学英语公开课必将
迎来更加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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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马娜．初中英语公开课中不该犯的失误［Ｊ］．科技资
讯，２０２０，１８（１６）：１６４－１６５．

［１５］秦华．浅谈英语公开课之要素［Ｊ］．中学生英语，
２０１９（４６）：１８．

［１６］孙勇．英语公开课的价值取向与评议原则［Ｊ］．辽宁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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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２０１６（９）：３６－３９．
［１７］孙立宗．师生互动，合作探究———高中英语阅读教

学策略探索［Ｊ］．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２０２３（５）：１３５－１３７．
［１８］杜海玲．对新课改下如何上好一堂高中英语公开课

的几点思考［Ｊ］．新课程（中），２０１５（１２）：２７４．
［１９］方仙来．新课改背景下公开课的问题及认识［Ｊ］．教

学与管理，２０２２（４）：３３－３５．
［２０］管海霞．英语课堂教学中师生互动的方式及有效性

研究［Ｊ］．学周刊，２０２３（３５）：１０３－１０５．
［２１］郭华． “教与学永远统一”再认识———教学认识论

的视角［Ｊ］．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４４（１）：
７５－８３．

［２２］韩国海．中小学公开课的历史沿革及其思考［Ｊ］．课
程·教材·教法，２０１１，３１（９）：１７－２２，８．

［２３］黄尧颖．对高中英语“公开课”的思考［Ｊ］．新课程
研究（下旬刊），２０１５（１０）：１６－１７．

［２４］葛文山．与青年教师谈如何开设英语公开课［Ｊ］．中
小学外语教学（小学篇），２０１１，３４（７）：１－６．

［２５］甘晓敏．论教师在公开课中的情感劳动［Ｊ］．教育理
论与实践，２０２３，４３（２９）：３９－４２．

［２６］华蕾．由一堂公开课谈以课堂设问促进思维品质发
展［Ｊ］．中国多媒体与网络教学学报（下旬刊），２０２０（１１）：６８－６９．

［２７］刘国辉．现行公开课的弊端及对策［Ｊ］．内蒙古教
育，２００９（１７）：２８－３０．

［２８］刘娟．成功的高中英语公开课的评价标准与反思
［Ｊ］．中学生英语，２０１８（３２）：６９．

［２９］刘娟．从年青教师的角度谈如何上好高中英语公开
课［Ｊ］．中学生英语，２０１５（２）：１０２．

［３０］刘美琳，王海玲．高中英语公开课中的误区及原因
分析［Ｊ］．山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学报（基础英语教育），
２０１４，１６（２）：７４－７９．

［３１］刘旭，苟晓玲．从摇摆到统一：教与学的关系辨正［Ｊ］．

现代大学教育，２０２１，３７（２）：１６－２３，１１１．
［３２］王玲玲．高中英语阅读课课堂活动分析［Ｄ］．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２０１１．
［３３］王秀萍．如何上好高中英语公开课探究［Ｊ］．北方文

学（下半月），２０１２（９）：１９２．
［３４］王艳．数字教育时代教学评价面临的挑战和创新策

略［Ｊ］．黑龙江教育（高教研究与评估），２０２３（１２）：１９－２１．
［３５］王轶普．公开课的话语资源、情感资源与考评资源

分布———兼论公开课异化问题的解决［Ｊ］．教育理论与实践，
２０１８，３８（５）：４２－４４．

［３６］吴春妫．创设情境依托语篇回归语用———对一节
市级语法复习公开课的教学案例分析［Ｊ］．福建基础教育研
究，２０１６（７）：８４－８５，８９．

［３７］解冰，高瑛，郭婷嘉．基于ＦＩＡＳ系统的高中英语课
堂师生互动行为研究［Ｊ］．基础外语教育，２０１７，１９（２）：３ －
１２，１０８．

［３８］张世建，薛代红．高中英语公开课中预设与生成的
关系［Ｊ］．山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学报（基础英语教育），
２０１４，１６（２）：６４－６８．

［３９］朱中易，陈意德．国内公开课发展的困境与应对策
略回顾［Ｊ］．教学与管理，２０２０（３６）：１０－１４．

［４０］杨静怡．英语公开课导入的“要”与“不要”———观
摩第十届高中英语课堂教学比赛有感［Ｊ］．读与写（教育教学
刊），２０１９，１６（７）：９８－９９，１１１．

［４１］张明．在高中英语阅读教学中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
维能力———以一节阅读公开课为例［Ｊ］．云南教育（中学教
师），２０１７（Ｚ２）：３１－３４．

［４２］张世建．让英语阅读指向文本深处———从两节市英
语公开课的同课异构想到的［Ｊ］．江苏教育研究，２０１５（Ｚ２）：
３３－３７．

［４３］曾庆松，梁岩．教学“教”与“学”分离问题的探究［Ｊ］．
现代职业教育，２０１９（２９）：１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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