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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析 AI 语言模型给高职英语写作教学带来的正负效应
舒娅，夏彩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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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本文聚焦人工智能在外语写作教学中的应用，尤其针对高职英语写作教学。探讨其在提高学生写作技能方面的有效路

径。高职英语写作教学面临师资不足，教学资源匮乏等困境，本文以 DeepSeek为例，分析了 AI语言模型在提供丰富

教学资源、写作辅助和实时反馈中的作用。AI 语言模型为辅助英语写作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存在一些负面效应，需要

教师的合理引导与平衡，让学生面对挑战，让老师转换角色，充分利用 AI 提升教学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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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foreign language writing teaching, 

especially for English writing teaching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o explore the effective ways of 

improving students' writing skills. English writing teaching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s faced with a 

shortage of teachers and teaching resources. Taking DeepSeek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ole of AI language model in providing rich teaching resources, writing assistance and real-time 

feedback. While AI language model brings opportunities to assisted English writing, there are also 

some negative effects, which need teachers' reasonable guidance and balance, so that students can 

face challenges, teachers can change roles, and make full use of AI to improve teaching effec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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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职英语写作教学困境剖析

在高职英语教学中，英语写作占据着不可或缺的关键地位。

它不仅是检验学生语言综合运用能力的重要标尺，还对学生思维

能力的拓展、写作技巧的掌握以及写作策略的运用有着极高的要

求。然而，英语写作教学长期以来都是高职英语教学中一块难啃

的 “硬骨头”，面临着诸多复杂棘手的问题，导致教学效果始终

差强人意。这些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师资短板明显

 在高职院校的教育布局中，对专业课教师的重视可谓不遗

余力，大量的资源和精力倾注其中，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基

础课教师的发展却陷入了被边缘化的困境 [1]。就英语写作教学而

言，高水平外语师资的匮乏严重。具备专业实践背景和丰富写作

教学经验的英语教师，在整个师资队伍中更是犹如凤毛麟角。不

少高职院校英语写作课程的授课教师仅具备普通英语专业的学术

背景，缺乏在实际行业场景中应用英语写作的经验。在讲解商务

英语写作这一关键板块时，由于教师自身实践经验的欠缺，无法

引入真实且具有代表性的商业案例进行深入剖析，导致学生在学

习过程中犹如雾里看花，难以真正理解和掌握商务英语写作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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髓，难以从课堂教学中获取足够的知识和技能来提升自己的英语

写作能力。 

（二）教学资源贫瘠

英语写作教学是一个复杂且系统的过程，不仅需要科学的方

法指导、生动的情境引导，还离不开创新实践，而这一切的实现

都高度依赖于丰富多样的教学资源 [2]。

但目前，英语写作教学在教材、教学资料、在线学习资源等

方面均存在不足。多数高职院校使用的英语写作教材案例陈旧，

如求职信部分仍以传统纸质投递方式举例，缺乏对当下邮件、视

频面试等热门求职场景的写作指导，学生学习后仍不知如何在实

际中运用。在线学习资源上，许多平台课程单一，仅涵盖基础写

作技巧，没有针对不同专业、不同应用场景的进阶内容，无法满

足学生自主学习和创新学习的需求。

（三）学生基础悬殊

在高职院校，学生的英语水平呈现出显著的分层现象。少数

学生凭借扎实的基础和良好的学习习惯，能够较为流畅地进行

英语交流和写作；然而，大多数学生却面临着英语基础薄弱的

困境。

以词汇量为例，不少学生在英语写作测试中，因为词汇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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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只能反复使用一些简单、基础的词汇，像描述 “重要” 

只会用 “important”，无法准确传达更丰富、细腻的含义。在

语法运用上，错误也是五花八门，比如在一次写作练习中，有

的 学 生 写 道 “The book which I bought it yesterday is very 

interesting”，多了 “it”，犯了定语从句的语法错误 ，还有的

学生常常混淆一般现在时和一般过去时，导致时态混乱。

再如在口语表达向书面语转换的过程中，很多学生也存在明

显不足。日常交流时，他们习惯使用简单随意的口语词汇和表

达，一旦落实到写作中，就难以将这些口语化的内容转化为规

范、准确的书面语。就像日常说 “wanna”，写作时却不知道要

写成 “want to” ，这严重影响了作文的质量，使得文章看起来

既不专业也缺乏逻辑性。

（四）教学方法守旧

在高职英语教学体系中，达成知识的扎实掌握与灵活运用的

平衡是关键目标。然而，当前教学实践存在一定偏差。许多高职

院校依旧沿用传统教学模式，在英语写作教学环节，将重心过度

倾向于语法规则和词汇记忆的灌输，却忽略了写作与生活、学

习、工作实际场景的紧密联系。教学方式的滞后性限制了学生综

合能力的提升。以英语应用文写作课程为例，在教授会议纪要写

作时，教师多是按照教材，逐字逐句解读会议纪要的格式、常用

词汇和语句结构，学生被动记录。到了模拟公司月度会议纪要撰

写任务时，学生虽然清楚格式，却不能精准提炼会议关键信息，

语言表述也生硬、不专业。反映出脱离实际应用的教学难以让学

生真正掌握写作技能。

二、AI 语言模型，开启教学机遇新大门

（一）强大的写作辅助功能

在当下人工智能飞速发展的时代，AI 语言模型展现出了强

大的实力，其写作辅助功能更是覆盖了众多领域。以 DeepSeek 

为例，它的语言生成能力十分出色，能够依据所提供的上下文

信息，精准地生成贴合语境的自然语言文本 [3]。在英语写作学

习中， 当学生输入 “My future career”  这样一个主题时，

DeepSeek 能够凭借其强大的算法和数据储备，迅速生成一个逻辑

严谨、条理分明的文章框架。不仅涵盖了开头如何引入主题、中

间怎样展开论述职业的特点、所需技能以及自己向往的原因，还

包括结尾如何进行总结升华，有效辅助学生后续的写作。

DeepSeek 的互动问答功能也为学生的写作过程提供了极大的

便利。学生在进行英文写作时难免会遇到各种问题，比如对某个

词汇的具体用法拿捏不准，此时只需向 DeepSeek 提问，它便会

在极短的时间内给出精准的解释，并且附上例句，帮助学生透彻

理解词汇的用法，从而在写作中准确运用，提升文章的质量。同

时 DeepSeek文本纠错功能还能够及时发现写作中的语法、拼写错

误等，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写作习惯，提高写作水平。

（二）全面的教学辅助支持

在英语写作教学领域，AI 语言模型凭借其强大的写作辅助

功能，为师生提供了全面且有力的支持。从基础的语言准确性把

关，到高阶的逻辑结构梳理，AI 语言模型的应用贯穿整个写作教

学过程 [4]。

 在语法和拼写纠错方面，AI 语言模型表现出极高的精准度。

例如，当学生写出 “He don't  like apples.” 这样的句子，AI 能

迅速识别出 “don't” 的错误使用，帮助学生避免基础语法错误，

提升语言准确性。

 词汇丰富度也是衡量英语写作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 [5]，AI 语

言模型在这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当学生想要表达 “大的问题” 

时，除了常规的 “big problem”，AI 还能根据语境推荐 “major 

issue”, “significant problem”, “substantial trouble”  等 多

种替换词汇，让学生的写作词汇更加丰富多样，增强文章的表

现力。

 AI 语言模型还可以依据写作目的给出针对性的语言风格优

化建议。在创作学术论文时，它会建议学生使用严谨、规范的学

术语言，正确引用参考文献并遵循学术写作格式；而在撰写英语

故事时，它会引导学生运用活泼、富有想象力的词汇和描述性语

句，增强故事的趣味性和吸引力。

 此外，AI 语言模型还能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对学生的

写作进行全面评估4。通过分析词汇运用、语法准确性、句子结构

复杂度、篇章连贯性等多维度指标，为学生提供详细的写作水平

分析报告，指出优势与不足，为学生后续的写作改进提供明确方

向，同时也为教师优化教学策略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依据。

三、AI 语言模型，为英语写作教学注入新活力

（一）海量学习资源供应

 语言学习者需要通过大量的语言输入，才能有效提升自身语

言能力 [6]。在当今数字化时代，AI 语言模型作为极具潜力的智能

工具，为英语学习者开启了一扇获取海量学习资源的大门。

 对于有一定基础、渴望提升口语表达能力的学习者，AI 会生

成交互式对话场景。比如模拟在国外餐厅点餐的情景，从询问菜

品、表达口味偏好到结账等环节，AI 会实时给出准确的回应和纠

正，帮助学习者在真实场景中锻炼口语，积累实用的口语表达。

 在词汇和语法巩固方面，AI 语言模型会根据学习者的测试结

果，定制专属的词汇和语法练习。若学习者在之前的测试中，对

动词的时态运用存在问题，AI 会针对性地提供一系列包含不同时

态的练习题，并详细解释每个时态的用法和区别，帮助学习者攻

克语法难点。

 此外，AI 还能整合各类学习资料库，涵盖从英语历史文化到

最新时事新闻的资料，满足学习者不同的兴趣和学习需求；提供

丰富的视频资源，甚至能组织模拟考试，模拟真实的英语考试场

景，包括题型、时间限制等，让学习者提前熟悉考试流程，评估

学习效果，实现从多维度、全方位的有效语言输入，进而稳步提

升英语语言能力 。

（二）个性化建议和及时反馈

 AI 语言模型凭借先进的深度学习和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能够

为学生提供精准的个性化诊断和反馈，大大提升学习效率。以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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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网为例，当学生把英语作文上传后，批改网在短短几十秒内就

完成了分析，从语法层面、词汇方面和逻辑角度给学生提出修改

建议。

 此外，批改网还会依据学生的整体写作内容、当前英语水平

以及写作风格，给出极具针对性的写作建议。若学生在时态运用

上频繁出错，它会建议学生多进行时态专项练习；若是词汇量不

足，便推荐一些适合的词汇背诵书籍和学习网站。同时，针对不

同的写作目的和类型，它也能提供恰到好处的写作技巧和策略。

四、AI 语言模型，英语写作教学面临的新变数

（一）学生面临挑战

在当今数字化时代，人工智能助手成为了学生学习的得力帮

手，为他们开启了获取知识的便捷通道，然而，这把 “双刃剑” 

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暗藏着诸多挑战，海量信息的洪流是人工

智能助手带来的首要难题 [7]。以英语写作素材收集为例，当学生

借助 AI 工具进行搜索时，铺天盖地的内容便会汹涌而来。就像一

位准备写关于 “全球化对文化影响” 英语作文的同学，在 AI 搜

索框中输入关键词后，瞬间得到了来自新闻报道、学术论文、博

客文章等多渠道的海量信息，纷繁复杂。面对这信息的 “海洋”，

学生往往不知所措，不知道该从何处下手筛选，。这不仅耗费了

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还可能因选取的素材质量不佳或不恰当，影

响最终的写作质量和学习效果。

人工智能助手在语言理解方面的短板也不容忽视。语言是文

化的载体，具有丰富的内涵和复杂的结构，尤其是英语中那些饱

含文化背景的习语、隐喻等。例如，“a piece of cake” 这个习语，

直译为 “一块蛋糕”，但实际意思是 “小菜一碟”，表示事情很

容易。当人工智能助手在处理包含此类习语的文本时，若缺乏对

文化背景的深入理解，就极有可能出现错误解读。

 更为关键的是，过度依赖人工智能助手会逐渐侵蚀学生的

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长此以往，学生在面对问题时，第

一反应不再是主动思考、运用自己所学知识去分析和解决，而是

求助于人工智能。这样一来，学生失去了在思考过程中锻炼思维

能力、积累知识的机会，学习效果大打折扣。一旦脱离人工智能

助手的辅助，在考试、实际交流等场景中，学生就会显得无所适

从，无法独立应对各种问题 [8]。

（二）教师转换角色

 人工智能技术正深度融入外语教育领域，这也促使教师的角

色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由曾经的知识传递者，逐步转型为学生

学习道路上的引导者 [9]。

 在教学内容的设计上，教师需要巧妙结合 AI 资源，为学生

打造更具创新性和实用性的学习内容。比如，在教授英语商务信

函写作时，教师可以借助 AI 翻译工具和大数据分析平台，收集来

自全球不同企业的真实商务信函案例，然后将这些案例整合进教

学内容中，引导学生分析不同场景下信函的语言风格、格式规范

以及沟通技巧。同时，利用 AI 语言模型为学生提供即时的翻译和

语法纠错，帮助学生理解不同语言习惯下的表达方式，让学生在

实际案例的学习中，提升商务英语写作能力，使教学内容更贴合

实际应用。

在教学评价方面，探索结合 AI 评价结果的多元化评价方式成

为必然趋势。教师可以利用 AI 写作批改工具对学生的英语作文进

行语法、词汇、逻辑等方面的分析，给出详细的评价报告。让学

生更清楚地认识自己的优势和不足，也为教师调整教学策略提供

依据。

五、结束语

在高职英语写作教学领域，AI 语言模型宛如一颗闪耀的新

星，蕴含着无限的潜能，为提升学生写作能力开辟了崭新的路

径。但 AI 语言模型并非完美无缺，存在着不容忽视的短板。它在

语义理解的深度和文化背景知识的把握上仍有欠缺，生成的内容

有时会出现逻辑瑕疵，难以真正契合复杂多变的写作需求 [10]。怎

样把 AI 语言模型的先进性与传统教学方法的稳固根基有机融合，

进而达成教育教学的创新突破，已然成教育工作者们亟待攻克的

关键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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