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基于AI对话技术的汉语口语教学实践 

——以英国中学生课后辅助学习为例 

林舒心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中文教育学院 

 

一、案例摘要 

当前海外（特别是欧美国家）的孔子学院汉语课堂多以兴趣班为主，学生年龄、学习汉

语的需求等具有很大差异。再加上汉语课时少，以及海外教学无法提供沉浸式的目的语环境，

使得此类课堂的中文教学长期停滞在初中级教学阶段，难以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为了改善

这一问题，我们尝试将教师的课堂与学生的课下自主学习相结合。依托于人工智能问答系统

和数字人技术，结合沉浸式教学模式和交际法，借助“豆包”APP，让学生与 AI 数字人对

话。对话主题由老师设定，作为课后的交际作业，学生完成作业后将对话截图发给老师。这

一措施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汉语课堂上学习的知识，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课时不足带来的

影响。学生通过与 AI 数字人对话，极大程度上提高了其对所学内容的运用和交际能力。 

二、案例正文 

（一）案例背景与问题 

本案例发生在英国某孔子学院，该学院开设的汉语课程多为兴趣班，共有 2个班，中文

课每周仅有两个课时，每课时 120 分钟。教学对象的背景、动机和水平差异较大，导致传统

中文课堂的一对多授课模式已经无法兼顾到所有学生的中文学习，学生个性化的学习需求很

难得到满足。因此，在汉语课堂之外，学习者往往通过互联网、移动设备 APP 等进行自主学

习。如，使用多邻国 APP 学习汉语词语，练习发音；在 Youtube 网站上观看汉语教学视频；

以及在一些在线中文教育平台上购买学习资源等。这些学习方式可以为学习者学习中文提供

一定的帮助，但课堂外的自主学习由于缺乏授课教师的把关，往往难以与汉语课堂上的教学

内容进行对接，可能会出现在课堂上学习了介词“在”的第一种用法“我在英国。”，课下

自主学习的时候却遇到了“我在英国学中文。”这一情况。短时间内大量可理解、不可理解

内容的输入，会导致学习者产生许多疑惑，不仅无法达到“1+1>2”的效果，反而会因为学

习内容的混乱而导致“1+1<2”的效果。 

（二）实验设计 

针对线下课堂“课时有限、针对性弱”和线上学习“缺乏引导、内容之间相互割裂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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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性”的问题，我们引入了人工智能对话系统和数字人技术，将课堂教学与课后辅助相结

合。学生在完成课堂的学习后，老师布置交际作业，让学生使用“豆包”APP，与数字人进

行多轮对话。对话内容主要是课堂学习内容的复习和操练，包括语音、词汇、句型和主题交

际等。学生在完成作业后，可根据自身需求拓展对话内容。学生每周需要完成三次作业，并

将与 AI 的对话截图发送给老师，老师进行批改并反馈。在此过程中，课堂仍旧是学生学习

汉语的主要来源，数字人则担任课程助教、语言伙伴的角色。这一举措充分吸取了两种教学

方式的优势，极大地提高了学生学习汉语的效率。 

在实践过程中，选取了该孔子学院的兴趣班 A 和班 B，其中，A班作为教学实践的实验

组，B班为对照组。每个班的人数为 8人。实验组和对照组均为零基础汉语水平学生，学习

汉语 2个月。 

教学目标为： 

1.知识目标：掌握第 3-5 课的语音、词汇和句型，能够准确发音并理解其含义。 

2.技能目标：通过 AI 数字人对话练习，能用所学句型进行简单的口语表达，完成自我

介绍和日常场景对话。 

3.情感目标：激发学生对汉语学习的兴趣，培养自主学习习惯，提升学习信心。 

教学重难点为： 

1.重点：掌握基础词汇和句型的正确发音与运用。 

2.难点：在课后通过 AI 数字人对话，将课堂所学知识转化为实际交际能力，克服语音

语调的难点。 

实验组和对照组的授课教师和课堂教学内容完全相同，使用教材为《HSK 标准教程一》。

不同的是： 

1.实验组班级一直采用线上授课方式，而对照组是线下授课。 

2.实验组的作业是按照老师规定的内容，每周完成三次与 AI 数字人的对话；而对照组

则使用传统的作业形式，完成《HSK 标准教程一》的配套练习册，没有 AI 技术的参与。 

在完成教学设计并确定了教学对象之后，我们首先对两组学生进行了访谈，访谈内容包

括：学习汉语的动机、除了孔子学院是否还有其他接触或学习汉语的机会、以及对于 AI 的

接受程度和使用经历等。 

而后我们对分别两组学生进行了实验前测试，因为学生汉语水平的限制（只学习了汉语

拼音和简单的汉语口语对话），我们的测试重点考察学生的听说能力。测试包含拼音转码、

图词命名和句子翻译三大部分，具体题型有听写声韵母并朗读、听单词选择正确的拼音、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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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子判断正误、看图说单词以及将英文句子翻译成中文。题型对语音、词汇和语法部分均有

涉及，满分一百分。根据前测，我们确定了每位教学对象的现有汉语水平。 

接着我们开始了为期一个月的教学实践，在这一个月里，两组都学习了《HSK 标准教程

一》的三、四、五课。在课后作业时，实验组针对课文内容与 AI 数字人开展口语对话，对

照组则完成对应的练习册题目。以下为该实践过程中的一个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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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 AI 对话的特点(内容较难、多语气词等)，在布置第一次对话作业前，老师会先教

给学生一些指令语，如“我是一名零基础汉语水平的外国人，请用简单的汉语和我对话。”

“减少语气词”“我听不懂你说的话”。此外鼓励学生根据个人兴趣和实际情况扩展对话内

容，比如描述家庭成员、朋友或日常活动等；完成每次对话后，需要截取对话记录，并将其

发送给老师以供检查和反馈。通过这种方式，教师可以及时给予学生反馈，帮助他们纠正错

误，提高汉语水平。同时，这种互动式的学习方法也有助于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 

在两组教学实践之后，我们分别对两组学生进行了后测。后测题型与前测完全相同，内

容为教学实践阶段学生所学内容。后测之后回收所有数据，结合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前后测成

绩，采用统计软件 SPSS27.0 进行数据检验与分析。 

（三）结果分析 

因该孔院学生数量有限，实验组和对照组的被试对象分别仅为 8人，样本容量过小。因

此，收到数据后，我们先对实验组、对照组的前后测成绩进行了正态性检验，发现两组的前

后测成绩均符合正态分布。随后，我们对实验组和对照组内前后测成绩进行了配对样本 T

检验，对实验组与对照组学生的前后测成绩进行了独立样本 T检验，根据检验结果对学生的

测试成绩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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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实验组与对照组前测成绩对比 

 

 

图2 实验组与对照组前后成绩变化对比 

 

从图 1可知，对照组的前测成绩高于实验组，因为两组学习中文的时长以及学习内容授

课教师均相同，我们推测造成差异的原因可能是授课方式的不同（实验组是线上授课，对照

组是线下授课）。因为两组前测水平的差异，使得后测成绩的对比缺乏科学性。因此，我们

分别计算了两组前后测成绩的变化量，如图 2所示，可以看到经过教学实验之后，实验组的

成绩变化优于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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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实验组与对照组组内成绩对比 

 

由表 1 可知，实验组组内前后测的总成绩具有显著性差异（p<0.001），而对照组组内

前后测成绩不具有显著性差异（p=0.244）。然后对拼音转码、图词命名和句子翻译三部分

分别进行分析，发现实验组图词命名和句子翻译部分前后测具有显著性差异

（p=0.007,p=0.002），而对照组图词命名部分前后测具有显著性差异（p=0.019）。两组的

拼音转码部分前后测成绩均无显著性差异。 

表2 实验组与对照组组间前后测成绩及其变化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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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表 2可知，实验组和对照组组间前测成绩、后测成绩和总成绩变化均具有显著性差

异（p=0.004、p=0.025、p=0.001），其中两组的前测成绩的 p值为 0.004（p<0.01），后测

成绩 p值为 0.025（0.05>p>0.01），因此两组后测成绩的差异显著性小于前测成绩。 

通过对以上数据进行分析，我们得到了如下结论： 

1. 线下授课效果优于线上授课。究其原因可能是线上授课因为无法提供沉浸式的教学环

境，师生之间的互动性较弱等。传统课堂在教学效果上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 

2. 将 AI数字人纳入汉语教学中，缩小了实验组与对照组学生汉语水平的差距，这对学

生汉语水平的提高具有积极意义。 

三、案例分析 

（一）教学理念反思 

通过整个教学实验以及对学生的访谈，我们发现 AI辅助汉语教学的模式广受学生的欢

迎且具有良好的教学效果。AI技术的应用，一方面可以弥补该孔院 A班线上授课模式的一

些局限，提高了学生的汉语水平，缩小了其与线下教学班 B班的差距；另一方面，AI数字

人在帮助学生操练课堂所学内容的同时，也可以为其提供较为个性化的学习内容，满足学生

对于汉语学习的不同需求。在汉语教学中应用 AI数字人技术可以为汉语学习者提供个性化

和智能化的服务，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海外汉语课堂的缺陷，如：课时较少、课程场景单一

乏味、课程内容针对性不足、教师授课效果缺乏及时反馈等，这提高了教学的效率，满足了

学生的不同需求，为汉语教学注入了新的活力。 

（二）教学方法分析 

1.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AI数字人作为教学媒介，提供了丰富的学习资源和互动情境，

帮助学生通过探索和发现来构建自己的知识体系。例如，学生通过与 AI数字人的对话，不

仅复习了课堂内容，还在实际应用中加深了理解。这种互动式学习方法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

趣，提高了学习的积极性。正如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所强调的，学习者通过与环境的互动来构

建知识，AI数字人恰好提供了这样的互动平台。 

2. 认知主义学习理论：AI数字人通过提供多样化的学习材料和即时反馈，帮助学生更

好地理解和记忆知识。例如，AI数字人可以提供个性化的学习路径和即时反馈，帮助学生

巩固学习成果，提高学习效率。认知主义学习理论认为学习是一个信息处理的过程，AI数

字人通过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源和智能辅导，帮助学生更好地获取、编码、存储和提取信息。 

（三）教学过程反思 

1. 技术应用的局限性：尽管 AI数字人在提高学习效率方面表现出色，但现有的技术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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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局限。例如，“豆包”APP的设计初衷并非针对汉语二语学习者，其对话内容可能超

出初学者的水平，导致学习者感到困惑。此外，AI数字人缺乏对语言错误的及时纠正，这

需要教师在教学设计中加入更多的人工干预环节，增加了教师的工作负担。这一问题反映了

现有技术的局限性，即 AI数字人在语言教学中的适应性和准确性仍有待提高。 

2. 实验对象的局限性：由于样本量较小，实验结果可能存在一定的偏差。实验组和对

照组的学生人数均为 8人，且 A班采用线上授课，B班采用线下授课，初始汉语水平也存

在差异。这些因素都可能影响实验结果的普遍性和科学性。未来的研究应扩大样本量，确保

实验对象的代表性，以获得更可靠的数据支持。 

（四）教学行为反思 

1. 教师的角色转变：在 AI数字人辅助教学的过程中，教师的角色从传统的知识传授者

转变为学习的引导者和监督者。教师需要设计合理的对话主题，确保学生能够有效利用 AI

数字人进行学习。同时，教师还需对学生提交的对话内容进行批改和反馈，这不仅考验教师

的专业能力，也要求教师具备较高的技术素养。教师的角色转变是教学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这种转变，教师可以更好地支持学生的自主学习和发展。 

2. 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通过与 AI数字人的互动，学生逐渐形成了自主学习的习

惯。例如，学生可以根据个人兴趣和实际情况扩展对话内容，这有助于提高学生的语言运用

能力和交际能力。然而，教师应关注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提供必要的指导和支持，避免学

生在自主学习过程中迷失方向。教师的引导和支持是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关键。 

但是，本次教学实验仍有许多不足之处： 

1.现有技术的限制 

目前学界对于 AI赋能教育的研究尚在起步阶段。已有的 AI问答系统研究多限于数字

人与使用者之间的对话，其对标的是母语用户。比如本实验所使用的“豆包”APP，其目标

客户群体为母语为汉语的用户，功能包括问答对话、文本写作等。其中问答对话中包含英语

学习的板块，用户可以与 APP中的数字人“外教”随时随地进行对话，有助于提高英语口

语水平。但是本实验的目标群体是汉语二语学习者，他们在使用“豆包”APP时，与数字

人的对话内容可能会超出他们的现有水平。通过分析对话内容，我们认为 AI数字人在中高

级汉语水平学习者群体中的效果会更好。 

此外，“豆包”的主要功用并非语言教学，因此在学生与数字人对话的时候，学生语

句中的偏误数字人也往往不能进行及时纠正。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在实验设计中加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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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制定对话话题和对作业进行反馈”两个环节，但该环节所需时间较长、消耗了教师很

大的精力，无法很好地达到 AI对教学的辅助效果。 

2.实验对象的局限 

因为本案例所在孔院学生较少，只有 A、B两个班，每班各自只有 8名学生。且 A班

因为某些原因只能采取线上教学，其初始汉语水平与 B班具有一定差异。这些都对我们实

验的结果和分析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总体而言，AI数字人在辅助汉语教学中展现出了巨大的潜力，尤其是在提高学习效率

和满足个性化学习需求方面。然而，技术的应用仍需谨慎，确保其有效性和适用性。未来的

研究应进一步完善技术，扩大样本量，确保实验对象的代表性，以获得更可靠的数据支持。

同时，教师和学生应共同努力，充分发挥 AI数字人的辅助作用，为汉语教学注入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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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题 

1. AI数字人技术可以参与到汉语教学的哪些环节？ 

2. 如何设计专门为对外汉语教学服务的数字人？ 

3. 如何利用 AI技术识别并纠正学生的偏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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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录一：课程资料（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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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访谈问题及结果 

学生 1 

1. 对于 AI教学的感受： 

   The AI conversations were very helpful for practicing real-life scenarios. It made me more 

confident in using Chinese in my work. 

2. 使用 AI练习的频率时长： 

   I used the app twice a week, usually for about 10 minutes each time. It was a good way to 

reinforce what I learned in class. 

3. 遇到了什么问题： 

   Occasionally, the AI would give incorrect feedback on my grammar, but I could usually figure 

out the right answers by double-checking with my textbook. 

4. 除了汉语课、是否还有接触汉语的途径： 

   I sometimes chat with Chinese colleagues . 

 

学生 2 

1. 对于 AI教学的感受： 

   Using the 'Doubao' app was a great experience. The AI provided a lot of useful phrases and 

helped me improve my vocabulary. 

2. 使用 AI练习的频率时长： 

   I used the app three times a week, typically for about 5 minutes each session. It was very 

convenient. 

3. 遇到了什么问题： 

   Sometimes the AI's responses were a bit too formal, which made it hard to use in casual 

conversations. But it was still very beneficial. 

4. 除了汉语课、是否还有接触汉语的途径： 

  Not really. 

 

学生 3  

1. 对于 AI教学的感受： 

   The AI conversations were very engaging and helped me practice my speaking skills. I felt 

more comfortable using Chinese after each session. 

2. 使用 AI练习的频率时长： 

   Three times a week, usually for about 30 minutes. 

3. 遇到了什么问题： 

   Sometimes the AI's pronunciation was a bit off, which made it a little confusing.  

4. 除了汉语课、是否还有接触汉语的途径： 

   I join Chinese language exchange groups on social media and practice with native speakers. 

It's a great way to get real-world experience. 

 

学生 4 

1. 对于 AI教学的感受： 

   The AI provided a lot of useful feedback and helped me improve my pronunciation. 

2. 使用 AI练习的频率时长： 

   Twice a week.nearly 20 minutes.It was easy to integrate into my study rout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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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遇到了什么问题： 

   Sometimes the AI's responses were a bit repetitive. 

4. 除了汉语课、是否还有接触汉语的途径： 

   I watch Chinese vlogs and listen to Chinese podcasts. 

 

学生 5 

1. 对于 AI教学的感受： 

   The AI conversations were very helpful for practicing everyday scenarios. It made learning 

more enjoyable. 

2. 使用 AI练习的频率时长： 

   Once a week.nearly 10 minutes. 

3. 遇到了什么问题： 

   Sometimes the AI's grammar corrections were a bit off, but I could usually figure out the right 

answers by checking with my textbook. 

4. 除了汉语课、是否还有接触汉语的途径： 

   I participate in Chinese cultural events. 

 

学生 6  

1. 对于 AI教学的感受： 

   I really enjoyed using the 'Doubao' app. The AI provided a lot of useful pinyin. 

2. 使用 AI练习的频率时长： 

I use the app once a week, usually for about 15 minutes at a time. It's very convenient. 

3. 遇到了什么问题： 

   Sometimes the AI's responses were a bit too formal, which made it hard to use in casual 

conversations. But it was still very beneficial. 

4. 除了汉语课、是否还有接触汉语的途径： 

   I listen to Chinese music . 

 

学生 7 

1. 对于 AI教学的感受： 

   The AI conversations were very practical and helped me prepare for real-life situations. It 

made me more confident in using Chinese in my job. 

2. 使用 AI练习的频率时长： 

   I used the app three times a week, usually for about 30 minutes each session. It was a good 

way to stay consistent with my practice. 

3. 遇到了什么问题： 

   Sometimes the AI's pronunciation was a bit off, which made it a little confusing.  

4. 除了汉语课、是否还有接触汉语的途径： 

   I practice with Chinese colleague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