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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大语言模型的大学英语自适应学习系统研究

——以AI驱动个性化学习路径为例
曹小琳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湖北 十堰  442002

摘      要  ：   大语言模型（简称 LLM）在语言理解和内容生成方面的能力取得了质的飞跃，这些模型不仅能够执行各种语言任务，还

具备理解语言的深层含义和挖掘语言的隐含关系的能力。而个性化学习是教育现代化的重要发展方向。在此背景下，构

建基于大语言模型的大学英语个性化学习系统可为不同学习风格、不同水平和不同学习阶段的学生构建个性化语言交

流情境，增强学生自主学习活动的沉浸体验，提升大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并实现语言技能的深度个性化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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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Large language models (LLMS) have made a qualitative leap in language understanding and 

content generation. These models are not only capable of performing various language tasks, but 

also capable of understanding the deep meaning of language and mining the hidden relations of 

language. Personalized learning is an important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educational modernization. 

In this context, the construction of a personalized college English learning system based on a large 

language model can build personalized language communication situations for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learning styles, levels and stages, enhance the immersion experience of students' independent learning 

activities, improve college students' independent learning ability, and achieve in-depth personalized 

training of language sk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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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个性化学习是教育现代化的重要发展方向，而传统的教学模式很难满足学生个性化的学习需求，本文旨在延伸传统教育技术应用视

域，通过构建基于大语言模型的深度个性化学习系统 [2]，不仅解决高校英语教育中普遍存在的教学模式单一、学生参与度低等问题，而

且探索如何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精准把握学生的知识结构、学习能力、兴趣爱好等，从而为每一位学生量身定制个性化的学习资源和路

径，实现教育的深度个性化、精细化、人性化，真正实现“量体裁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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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于大语言模型的大学英语自适应学习系统的

构建

（一）模型的选定：Kimi大语言模型

Kimi大语言模型 [1]不仅能够处理复杂的语言结构，还能理

解语境，这使其成为构建自适应学习系统的理想选择。它能够根

据学生的输入和反馈，动态调整学习内容，实现真正的个性化

教育。

（二）自适应系统模块的功能

1.自适应反馈

自适应反馈模块是整个系统的核心之一。通过 Kimi语言模

型，系统可以根据学生的个性化需求、学习情况、学习行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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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轨迹及学习进度提供反馈，包括纠正错误、解释难点、提供额

外练习等，以此强化学生的优势，提高学习效果。

2.个性交互

Kimi大语言模型可以提供高质量、真实的语言输入，为每个

学生创造独特的学习体验。系统会根据学生的学习风格、兴趣和

能力水平，调整教学方法和内容，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

高学习动力。

3.信息检索

信息检索模块允许学生在遇到难题或需要深入了解某个主题

时，快速获取相关资料。Kimi大语言模型的强大检索能力确保

了信息的准确性和时效性，使学生能够在自主学习中获得必要的

支持。

4.针对性评估

针对性评估模块通过定期测试和分析，评估学生的学习成果

和进步情况。Kimi大语言模型能够设计个性化的测试题目，精准

识别学生在哪些领域需要更多帮助，从而优化后续的学习与教学

计划。

二、基于大语言模型的大学英语自适应学习系统的

应用

（一）使用对象

高校大学生群体作为本项目的研究对象，具备一系列独特且

重要的特点，这些特点不仅定义了他们的学习需求，也为教育技

术创新提供了丰富的土壤。首先，大学生群体具有较高的自主学

习能力和强烈的求知欲，他们渴望通过多样化的学习方式深化专

业知识，拓宽视野。其次，这一群体通常拥有较好的数字素养，

能够熟练运用各种数字化工具，这为引入基于人工智能的自适应

学习系统创造了有利条件。再者，大学生面临学业、职业规划等

多重压力，因此，他们对于高效、个性化学习方案的需求尤为迫

切，希望能在有限的时间内最大化学习成果。此外，大学生群体

具有鲜明的多样性，包括不同的学习风格、兴趣爱好、文化背景

和语言能力，这要求教育方案能够灵活适应个体差异，提供定制

化的学习路径。最后，作为互联网时代的原住民，大学生对新鲜

事物抱有开放的态度，乐于尝试创新的学习方法，这为新技术在

教育领域的应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总之，高校大学生群体的独

特性既带来了挑战，也蕴含着机遇，是推动教育科技发展、探索

未来学习模式的理想试验田。

（二）语言交流

大语言模型能够根据学习者的语言水平和个性化需求提供

模拟对话、角色扮演、主题讨论等定制化的学习场景，发挥智

能语伴的功能。人工智能辅助的口语对话系统（ Spoken Dialog 

System，SDS）通常集成了高级的语音和语言处理技术，能够

分析口语表达的细节，并给出评分和建设性反馈。此外，SDS 不

仅能够基于音频输入评估发音、语速和语调，还能将语音转换为

文本，进一步评估语法、连贯性、流畅性、填充词使用等语言要

素，从而在发音、语法、词汇和流利度等方面显著提高学习者的

口语能力。

（三）语言学习

大语言模型可根据学生的水平定制听力材料，调整听力材料

的难度，使听力内容更具有针对性及个性化； 大语言模型的文本

生成能力可为学生提供一种新的阅读形式、即开放式、交互式的

阅读游戏，作为传统阅读的补充。大语言模型还可通过输入的学生

作文，从结构、连贯、词汇、语法、原创性、拼写等多个层面进行

批阅，并通过自然语言生成技术生成高质量的修改和修改建议，帮

助学生改善他们的写作技能。并可帮助学生改进翻译技能 [3-5]，提

高自主学习能力，提前操练行业所需技能。

三、基于大语言模型的大学英语自适应学习系统的实

施效果评估

为了全面评估基于 Kimi大语言模型的自适应学习系统在高校

英语教学 [15]中的实施效果，可从以下五个维度进行细致考察：

（一）学术成就提升维度

标准化考试成绩：比较实施前后学生的英语四六级考试成

绩，以及期末英语课程成绩，量化评估学习成果的提升。

语言技能测试：通过口语、听力、翻译、阅读和写作等专项

技能测试，评估学生各项语言能力的进步幅度 [14]。

学习效率：记录学生完成特定任务所需的时间，以及学习资

源的利用效率，衡量使用语言模型是否有效促进了学习效率的

提升。

（二）学习行为变化维度

自主学习能力：通过问卷调查和学习日志，了解学生自主学

习意愿、自我监控能力和目标设定的变化。

学习策略应用：分析学生是否能够更有效地运用学习策略，

如记忆技巧、批判性思维和问题解决能力。

学习持续性：观察学生的学习持续时间和频率，判断是否激

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和持久力。

（三）情感与态度转变维度

学习满意度：通过定期调查，了解学生对教学方式的满意

度，以及对英语 [9]学习的整体态度。

自信心建立：评估学生在语言表达和交流中自信心的提升，

特别是对于语言能力较弱的学生。

同伴合作与社会交往：考察是否促进了学生之间的合作学习

和社会交往，增强了团队协作精神。

（四）技术接受度与用户体验维度

用户界面友好性：收集学生对操作界面的反馈，包括易用

性、响应速度和视觉设计。

个性化学习体验：评估学生对个性化学习路径的满意度，以

及语言模型 [8]提供的学习内容与个人需求的匹配程度。

技术故障与支持：记录技术问题的发生频率及解决效率，评

估技术支持体系的有效性。

（五）长期影响与可持续性维度

学习成果的持久性：跟踪学生在毕业后一段时间内的英语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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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情况，评估学习成果的持久性和实用性。

持续学习意愿：考察学生毕业后继续自主学习英语的意愿和

能力 [12]，判断语言模型 [10]的使用是否培养了终身学习的习惯。

成本效益分析：评估语言模型的投入产出比，包括软件开发

维护成本、教师培训费用与学生学习成果的提升比例。

四、基于大语言模型的大学英语自适应学习系统的应

用价值

（一）提升学生自主性

通过大语言模型的引导和支持，激发学生内在的学习动机，

提升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培养其自我管理和自我激励的能力。

大语言模型 [11]不仅是一个教学辅助工具，更是学生学习旅程中的

伙伴，它将鼓励学生探索未知，勇于面对挑战，逐步建立起独立

解决问题的自信。随着学生逐渐适应个性化学习路径 [13]，他们将

学会如何设定个人学习目标，制定学习计划，评估学习成果，最

终成长为具备终身学习能力的个体。

（二）引领教育变革

将本项目的研究成果推广至更广泛的教育领域，不仅限于高

校英语教学 [3]，而是扩展到其他学科和不同年龄段的学习者。通

过实证研究和案例分享，我们旨在展示大语言模型在提升学习效

率、增强学生自主性方面的显著成效 [7]，激发教育工作者和决策

者的兴趣，促进教育科技的普及和应用，共同探索教育的未来趋

势，为构建智慧校园和终身学习社会贡献力量。

五、结论

作为人工智能 [6]领域的新兴技术，大语言模型在人们学习、

工作和生活中拥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大语言模型在外语学科 [4]中

的应用不仅能够引发外语教学革新，推动数据驱动、以学习者为

中心的发现式和探索式教学模式构建，而且能够促进学术研究方

法创新，拓展并深化外语学术研究。将大语言模型应用于高校英

语教育的个性化学习系统构建中，基于“深度个性化学习路径”

的概念 [5]，强调通过算法深度挖掘学生的学习潜能，实现高度定

制化的学习体验。通过动态调整学习路径，针对每个学生的学习

状态和需求，提供即时反馈、个性交互、信息检索与针对性评

估，真正实现教育的“因材施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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