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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赋能中职英语课堂教学评价的创新
乐寒缘

（宁波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学校，浙江 宁波 315040）

摘要：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在中职教育教学中开始广泛应用，随之出现了人工智能教学，这就给传统的中职英语教学改革

创新提出了新要求：人工智能通过虚拟演示为学生扩展学习时空、对教师转变教学方式赋能助力。通过人工智能赋能的方式开展中职英

语教学评价，实施教学评价创新成为目前英语教学中需要关注的问题。本文结合中职英语教学评价现状，提出了人工智能赋能中职英语

课堂教学评价的创新的建议，以期对中职英语课堂教学提供些许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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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自从人工智能出现，对教育教学带来了深远影响。目前，“人

工智能 + 教育”的发展已经进入快车道，在新一轮课改背景下中

职英语教学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改革。由于中职学生英语基础较差，

在学习中缺乏主动性，课堂教学中和教师互动较少，教师在课堂

上对学生评价比较单一，而且，中职学生正处于青春期，在教学

中需要教师采用多种形式进行评价。即便学生的考试成绩不好教

师在评价学生时也要尽量采用鼓励的语言，导致很多学生在英语

学习中动力不足。由此可见，评价对于学生而言十分重要，人工

智能赋能中职英语课堂教学评价也成为必然趋势，所以需要相关

教师及早转变教学观念，发挥教学评价的发展性和创新性，为提

高中职英语教学水平发挥作用。

二、目前中职英语教学评价面临的困境

（一）人工智能教育模式与现有评价制度不能有效融合

经过教育界专家对人工智能教育模式进行评估，认为在未来

学校教育中引入人工智能，会改变现在的课程设置、教学环境等，

而且，教师和学校的地位、教育环境、教学模式、教学评价方式

等都会随之被改变。智能教育模式会为学生提供多种教育服务，

也需要改善现有的评价方式。目前，对课堂教学评价主要是从生

成型评价角度进行评价，从学生的学习成绩进行分析，对学生的

学习情况进行问卷调查等方式进行生成性评价。这种评价方式的

应用效率较低，不能达到预期效果。

随着人工智能出现，一些教育产品可以通过线上实施教育活

动，主要应用于中职和高校的教育考核和评估制度，但是考核方

式还是按照传统方式进行终结式、书面化的考核。线上线下教学

模式由于需要对浏览视频数量、网络使用时间控制等进行考核，

一些学生为了应对大大小小和不同形式的考核，会将学习记录造

假，导致学生自主学习效果失真，失去了人工智能教育的初衷，

影响了学生学习成绩的真实性。由此可见，人工智能教育模式与

现有评价制度之间存在一定矛盾需要解决，否则会影响到教育效

果。

（二）教师教学评价方法有待更新

在中职英语教学中，虽然教师的授课模式进行了改革，但是

教学评价方式几乎没有改变，根据《中职英语教学大纲》的要求，

在教学中必须实施“形成性评价”方式，对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

各个环节进行评价促进学生学习能力提升。但是，在实际教学中

由于面临教学管理上的困难，不能顺利针对学生的英语学习情况

进行生成性评价。由于英语在中职教学中属于必考科目，在平时

教学中受到考试方法和内容的各种限制，不能有效实施形成性评

价活动。这些说明，在中职英语评价中需要及时更新教学评价方法，

强化教师多元评价学生的热情和主动性，促进学生深度学习和全

面发展。

三、对人工智能赋能中职英语教育的建议

依托人工智能摸索中职学生英语学习状况，完成对学生英语

学习的过程性评价和多维评价，精准评价学生不同环境中的学习

状况，调动学生对英语学习的积极性。

（一）融合多态数据奠定评价基础

1. 利用人工智能对中职学生英语阅读进行评价

首先，结合数据平台掌握的学生学习信息对学生进行相应激

励，内容涉及学生学习时长、学习内容、浏览记录、观看次数等，

将这些内容作为客观评价学生的重要依据，主要完成生成性评价。

例如，在中职英语阅读教学中实施形成性评价。在中职英语教学

中做好阅读教学，这是重要的一环。很多中职学生在学习中总是

不能深入其中掌握学习方法，导致学生在考试中面临大量阅读题

就无从下手。由于传统的评价方式是针对学生期末考试成绩进行

结果性评价，教师对学生是否真正理解阅读知识了解不够深入，

不能对学生进行针对性指导。而在人工智能技术下，将学生阅读

能力进行大数据评价，教师在评价工作中根据形成性评价了解学

生每一环节的学习情况和日常表现。可以借助动态的人工智能数

据来记录学生的英语阅读情况。

其次，发挥人工智能大数据的强大优势，挖掘学生学习行为

并与获取的历史数据结合起来做综合分析，对学生各项学习能力

进行分类，生产日常数据、阶段性成绩测试、学生数字信息等进

行分类处理。从整体了解学生观看视频的次数、播放次数、学习

知识点等信息，对视频资源充分利用进行过程性评价。比如在阅

读词汇量培养中，教师以“学校（school）”为主题，带领学生进

行延伸单词：class，math，playground 等，根据这些单词指导学生

分别拟定不同领域的主题词：家庭（family）、城市（city）、自

然（nature），让学生通过自己学习和查找工具书来进行词汇拓展，

指导学生通过积累词汇提高阅读能力，从而提高学生形成性评价。

2. 借助合作学习提高学生学习热情

在学生词汇量积累中，教师可以通过多种形式指导学生提高

词汇积累能力。在班级定期开展词汇量比赛活动，通过各种游戏

活动来检测学生的词汇掌握能力，对词汇量丰富的学生进行奖励。

如果学生刻意进行单词识记不能达到良好的效果，需要教师在阅

读练习中进行个别指导。例如，在教学中阅读文章时，教师进行

“合作学习”教学，指导小组通过合作找到重要的语法或者单词，

每个小组委派一个代表上台讲解语法重点，其他小组进行补充。

最后教师进行总结，对表现优秀的小组代表进行表扬和鼓励，这

种形成性评价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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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丰富中职英语教学评价内容

目前由于中职英语教师在评价中比较重视课堂上学生的外在

表现、学生问题解决能力，会针对这些内容展开评价，但尚未形

成系统的评价体系。对此，教师要尽可能丰富评价内容，在人工

智能的助力下完成准确及有效分析，全面把握学情和助力学生进

步，下面以写作教学为例进行分析。

1. 教师对学生英语作文进行评价

英语写作是学生学习英语进行知识输出的一种重要方式，也

是不少学生为之头疼的教学内容。写作教学与其他学习内容相比

具有特殊性，英语写作是一个逐渐积累的过程，不是通过考试前

突击就能提高写作能力的。在英语写作教学中教师也可以使用形

成性评价帮助学生提高写作技巧，发挥写作能力。虽然中职学生

的阅读量和词汇量比较丰富，但是在英语写作方面能力较差，对

英语写话造句方面比较困难。在写作教学中教师要关注学生对短

语正确应用的能力。比如，有的学生在写作中这样写：“There 

exist a situation  that a lot of students didn’t pay their full attention to 

the lesson.”在这句话中学生用了不少短语，而且句子比较完整。

但是学生在语法知识上出现了错误：“exist”后正确写法应该是

“exists”，而不是一个单数名词“a situation”。这样一个看似微

不足道的错误，也能从中看出学生对英语语法知识掌握不牢固，

在做题时就会出现“粗心大意”，实则是需要在语法结构上下功夫。

2. 学生之间进行英语写作评价

一般的英语写作内容比较简单，按照写作要求写一百字左右

即可，考察的重点是看学生对组词造句的能力，借助形成性评价

教师可以在每周英语课堂上设置一节写作课，给学生处置要求和

题目，如果课堂时间比较紧张，可以给学生布置课外作业，让学

生通过练笔逐渐提高英语写作能力。教师认真检阅和批改学生的

写作作品，落实系列指导，让学生明确自己写作训练中存在的不足。

在写作评价上以一个学期时间为例，前半学期由老师进行全批全

改，后半学期就按照“学生互评”的方式进行英语写作。而且借

助人工智能将每次写作过程和结果都记录下来，从中了解学生写

作能力的变化。

3. 精讲多练，提高学生英语写作水平

形成性评价在中职英语写作教学中应用需要进行精讲多练，

学生的写作能力需要日常积累，让学生进行适当地，有计划地练

习可以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教师设计的“每周一练”，主要通

过每周进行写作练习逐渐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可以培养学生养

成坚持写作的好习惯。教师在评价环节可以通过检查学生的“每

周日记”了解学生的英语写作能力。在多元评价中让学生感知写

作水平的基本变化，每周教师针对学生写作练习中出现的语法错

误进行课堂讲评，引导学生进行写作改错，从而提升学生的思维

能力和英语表达能力。针对一些特殊写作内容，教师每周选择 2—

3 篇让学生讲解自己的写作思路，对学生形成性评价进行补充。

（三）管理层、教师、学生逐层赋权

在借助人工智能技术进行中职英语教学中，教师在线上教学、

学生线下学习效率是课程管理人员关心的关键问题。中职学校的

英语教师在教学中对教学过程中对学生进行个性化教学，但是“试

卷定评”的终结式评价已经不能满足中职教学目标，从英语知识

运用、学生能力培养等方面进行形成性考核。需要管理层、教师、

学生逐层赋权开展评价活动，达到形成性评价效果。

例如，在听说训练英语教学中，管理层就要对教师的教学方

法和评价方式进行人工智能赋能，让教师通过灵活多样的评价方

式对学生进行生成性评价，教师也要对学生进行赋能提高学生自

主学习能力。中职学生由于英语基础较差，在英语听力和口语表

达上能力比较薄弱。很多学生在进行英语口语练习中都以“缺少

英语口语练习环境”为借口不注重口语表达，由于以往也不进行

英语口语考试，教师在这方面对学生的管理不够严格。

形成性评价主要针对学生的能力发展为基础，在听力培养和

口语教学中两者相辅相成，都是中职英语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很多学生对于英语听力表示听不懂是因为学生对其中一些单词没

有深刻记忆，不能正确掌握单词的发音，在口语表达的时候经常

出错，针对这些情况中职教师在课堂上要加强学生听力和口语表

达能力培养。在学习每一课内容结束之后要在下课之前检查学生

的单词默写和句型表达，默写之后由小组内进行检查评价，如果

出现错误让学生自己找到原因并在小组内进行自我评价。如， 

“Winter”[ˈwɪntə]（冬天）和“water”[ˈwɔːtə]（水）这两个单词在

读音上相似，但是经过对比辨析会发现两个单词的读音不同。一

些学生对于单词反应不准，就在听力测试中不能正确辨析两个单

词的含义，容易造成混淆。针对这种情况，让学生通过网络搜索

两个单词的正确读音，通过反复听、读训练让学生对单词有明确

区分。同时，教师要和学生经常沟通，了解学生在英语学习中存

在的困惑，针对学生的疑惑教师针对性进行口语教学，对学生给

予正确建议。

而且，在口语练习中教师可以借助多媒体和人工智能技术，

将英语教材中的英语对话微课视频给学生展示，让学生进行模仿

练习，还可以将这些教学资源分享给学生，让学生例会课余时间

进行口语练习。另外，教师还可以通过班级小型英语演讲给学生

进行英语表达创造机会。让学生通过自己准备的英语歌曲、一首

英语小诗、英语故事等分享给大家，让学生通过上台展示的过程

中提高学生形成性能力。同时，鼓励学生之间进行评价活动，让

学生在交流中提高思维能力和思想碰撞，对提高学生英语口语水

平大有裨益。

人工智能时代，教师要搜罗有关学生英语学习的系列数据，

囊括合作教学、班级活动、学生课外阅读等方面的数据，将这些

数据整合起来并作综合分析，教师可以针对学生情况制定针对性

的评价方式，采用多样化的评价方法调动学生对班级活动的积极

性。

四、结束语

在新时期，人工智能已经成为教育改革的发展趋势，在新一

轮技术革命中具有关键作用，成为保障中职教育的有效手段，中

职英语教师需要全面肯定人工智能的强大功能及用于课堂评价的

必要性，借助人工智能对教育教学进行评价，实现更高质量的中

职英语教学均衡发展。本文结合目前中职英语教学现状从“融合

多源数据奠定评价基础；丰富中职英语教学评价内容；管理层、

教师、学生逐层赋权”三个方面提出了改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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