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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智技术赋能大学英语四六级口语课程的研究

——以广州南方学院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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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本研究探讨数智技术在大学英语四六级口语教学中的应用效果。基于广州南方学院选修该课程学生的问卷调查与访谈

数据，结合定量与定性分析方法，研究发现数智技术显著优化了学生学习习惯，提升自我效能感，缓解口语焦虑。但

其在理解复杂指令、给予个性化反馈方面仍有不足。建议教师优化课堂设计，转变教师角色，结合数智技术与人工指

导，以更精准地对接四六级口语考试标准，全面提升学生口语能力。

关  键  词  ：   数智技术；人工智能；四六级口语

Research on the Empowerment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in CET-4 and 
CET-6 Oral English Courses — Taking Guangzhou Nanfang College as an Example

Ni Qi

Guangzhou Nanfang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970

Abstract   :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effectivenes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in the courses for College 

English Band 4&6 Speaking Tests. Based on survey and interview data collected from students 

enrolled in this course at Guangzhou Nanfang College, the study employs both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analysis methods.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AI significantly enhances students’ learning 

habits, boosts self-efficacy and learning autonomy, and alleviates speaking anxiety. However, AI 

limitations persist in areas such as comprehending complex instructions, aligning with examination 

standards, and providing personalized feedback on communicative strategies. It is recommended 

that instructors refine classroom design, reconsider teachers’ roles, and integrate AI with teachers’ 

scaffolding to better align with CET-4&6 Speaking Tests scoring scheme and comprehensively 

enhance students’ speaking pro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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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数字化与智能化的深度融合，大学英语教学正经历着数字化教育范式转型。数智技术有机嵌入教学实践场景已成为外语教育改

革的必然趋势。特别是在大学英语口语教学领域，数智技术在口语评测、个性化反馈生成等方面展现出巨大应用潜力。

大学英语四六级口语考试要求考生在限定时间内完成个人陈述、双人互动等多项有较高要求的任务。然而传统口语课堂因受到规模

与时间等因素限制 [1]，导致中国学生口语能力差异较大，总体考试表现不佳 [3]。相比之下，数智技术赋能的口语课堂依托 AI个性化反馈

等功能，为口语教学提供了新的可能。因此本研究旨探讨数智技术对四六级口语教学的影响，重点分析学生使用体验及其对学习效果的

具体作用。

一、研究问题

（1）数智技术如何影响学生四六级口语学习习惯？（2）大

学生如何自评数智技术在提升口语能力方面的有效性？（3）数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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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具的使用体验如何影响学生的自我效能感与口语焦虑程度？

二、大学英语四六级口语教学现状分析

四六级口语考试包含多项任务，以考察学生的语音准确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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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语交际能力，对学习者提出较高要求 [2] ，然而大学英语四六级

口语课堂面临三重挑战：一是教学资源方面，真实语料匮乏和交

际语境缺失导致语言输入质量不高，加之缺乏个性化反馈，严重

降低了学生的口语交际意愿和考试表现 [3]；二是教学模式方面，

教学模式受限于课堂规模与师资配置，大班授课难以满足个性化

教学需求，练习机会不足和即时性反馈缺失进一步制约了教学效

果 [4]；三是二语学习者普遍存在交际意愿不足和外语焦虑问题，这

种焦虑与口语水平呈显著负相关，不仅抑制语言产出，还影响表

达流畅性和自信心。这些问题的叠加导致四六级口语教学难以达

到预期效果 [5]。

三、数智技术赋能

数字技术与教学的深度融合正在重塑外语教学。在本研究前

期实践中，数智技术已初步展现出其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辅助价

值。数智技术在提升学生口语技能的心理支持、教育功能和社会

交际能力培养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6][7]。具体地，传统课堂中有

限的口语练习机会、低交际意愿及同伴评价压力制约学生口语能

力发展 [8]。而数智化工具通过提供个性化反馈和安全的对话环境

有效缓解了这些问题 [9]。作为多模态教学载体，数智工具提升课

堂参与度，增强自我效能感，降低外语学习焦虑 [10]，从而提高学

生自主性和参与积极性 [6]，使学习者主动实现交际目标，最终提

升语言能力。

四、研究对象与研究工具

本研究以广州南方学院200名非英语专业大一、大二学生为

研究对象，在其大学英语四六级口语选修课程中后期开展实验。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与访谈结合的方法，通过李克特5级量表问卷

和半结构式访谈，考察学生对大学英语四六级口语课程中数智技

术的应用反馈。问卷经信效度检验后实施数据收集。

五、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问卷调查结果

本研究采用 SPSS进行问卷数据的定量分析（涵盖学习习惯、

工具感知、自我效能及焦虑水平五个维度）与访谈数据的主题分

析。通过皮尔逊相关分析检验变量关系后，结合质性数据深入探

讨数智化技术在口语课堂中的应用对口语学习体验的影响。

调查数据显示：70%受访者认可数智工具提升应试能力，

63%有持续使用意愿； 83%和72%分别报告语音准确性和口语流

利度显著改善；79%的学生自我效能感提升，69%的口语焦虑水

平降低

（二）访谈分析

本研究通过对15位学生的深度访谈，揭示了他们对口语教学

数智技术的评价和改进建议：

第一，评分系统局限性：5名受访者指出当前 AI过度关注语

音准确性，而忽视交际策略等深层能力培养。例如： ”AI总是

纠正发音…在实际交流中仍无法进行有效沟通。”这与 Freier-

muth[7]研究结论一致，即过度强调语言形式可能影响交际能力的

培养；第二，个性化学习需求：12名学生期望 AI能提供适配个人

的练习内容并根据个人学习进度调整练习难度。例如： ”我希望

能根据我的薄弱环节提供针对性训练，比如四六级考试中的双人

互动部分。”；第三，系统交互问题：13名受访者反映 AI理解复

杂指令能力不足，但在老师的帮助下情况有所改善；第四，反馈

机制优化：5名受访者认为现有 AI个性化反馈存在机械化且缺乏

具体改进建议。这说明数智化工具在提供诊断性信息方面仍有提

升空间 [9]。

（三）结果与讨论

·关键作用路径：

实证结果表明，数智技术通过双重路径显著提升口语学习效

果：（1）工具使用体验（F2）与学习习惯改变（F1）呈显著正

相关（r=0.429，p<0.001）， 直接提升自我效能感（F3-F1：

r=0.484）；（2）通过降低焦虑水平（F4-F1：r=-0.468）间接

增强学习信心和自我效能感（F4-F3：r=-0.331）。

基于研究结果，数智技术与四六级口语课程结合需要教师重

点关注以下方面：一是优化课堂教学设计。合理规划口语活动，

控制 AI反馈时长，保持课堂节奏紧凑性，防止智能设备过度分散

学生注意力。二是重构教师角色：在数智化教学环境中，教师的

角色不单单只是知识传授者，还应是数智工具操作指导者和人机

交互协调者。教师应提供明确指令，如基于 SET-4&6评分标准

的个性化指令模板，弥补当前 AI的功能局限，确保人机对话的流

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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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束语

本研究探究了数智技术在大学英语四六级口语教学中的应用

价值：一方面通过个性化反馈显著提升语音语法水平，另一方面

有效增强了口语自我效能感并降低焦虑水平。但数智化工具仍存

在对复杂指令理解不足、个性化反馈欠缺等局限性。建议教师通

过优化课堂设计和教师角色重构，实现智能工具与人工指导协

同，更精准全面地提升口语教学效果。

本研究样本量较小且依赖主观体验数据。未来研究应扩大样

本规模，结合前后测成绩分析，深入探究数智工具对口语能力提

升的实际效果，以促进其在教学实践中的有效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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