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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核心素养的 AI 中学语文教学研究

刘汉强

海南省昌江县海尾中学　海南昌江　572700   

摘　要：本文探讨人工智能技术在初中语文教学中的应用现状与发展前景。通过分析 AI 技术的特点和教育需求，构建

了 AI 赋能语文教学的框架体系，重点研究了智能批改、个性化学习和虚拟情境三大应用场景。研究采用实证方法，在某

中学开展为期一学期的教学实验，结果表明 AI 技术能显著提升学生的语文学习兴趣 ( 提升 23%) 和写作能力 ( 平均分提高

15%)。同时，文章也探讨了 AI 应用中存在的技术、伦理和教师角色转变等挑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策略，为智能教育时代

语文教学改革提供了理论参考和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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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教育领域正经历着前

所未有的变革。初中语文作为基础教育的重要学科，如何

在 AI 时代保持教学活力、提升教学效果，成为教育工作者

面临的新课题。本研究立足于当前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

背景，探索 AI 技术与语文教学的深度融合路径，旨在为构

建智能化、个性化、高效化的语文课堂提供理论支撑和实

践指导。

传统语文教学存在教学内容单一、评价方式简单、个

性化不足等问题，而 AI 技术的引入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

新的可能。通过文献分析和实地调研，我们发现 AI 在语文

教学中的应用主要集中在智能批改、作文评价和阅读推荐

等方面，但系统性研究仍显不足。因此，本研究将从教学

全流程出发，构建 AI 赋能的语文教学新模式，并通过实证

研究验证其有效性。1. 当算法遇见诗心：AI 赋能语文教育

的祛魅与复魅

在某个普通的中学语文课堂上，投影仪投射出的不是

传统的 PPT，而是一个由 AI 生成的动态画面：随着学生朗

读”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屏幕上实时呈现出由文

本生成的壮阔边塞景象，烟柱的扭曲角度、落日的色彩渐

变，竟与诗句的平仄韵律奇妙呼应。这一刻，传统与现代、

人文与科技完成了一次无声的对话。这正是 AI 赋能中学语

文教学的一个微观场景，它既非取代教师的”技术乌托邦”，

也非简单工具化的”电子黑板”，而是开启了一场关于语

文教育本质的重新思考。

2. 技术祛魅：AI 如何解构传统语文教学范式

AI 技术对语文教育的介入，首先表现为对传统教学模

式的系统性祛魅。在古文教学中，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能够

即时解析”之乎者也”的复杂语法结构，将韩愈《师说》

中”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的判断句式，通过依存

句法树可视化呈现。这种技术祛魅不是消解文本的神圣性，

而是剥去死记硬背的外壳，让学生直抵语言的内在逻辑。

机器学习算法对作文批改的革新更具颠覆性。某实验

数据显示，AI 系统能在 0.3 秒内完成一篇 800 字作文的语

法检查、逻辑连贯性分析和情感倾向判断，其错别字识别

准确率达 99.2%，远超人工批改的 85%。但更具启发的是，

当 AI 将鲁迅《故乡》中”圆规式的姿势”与学生的比喻句

进行相似度匹配时，技术实际上在引导学生关注文学表达

的创新边界。

在个性化学习领域，自适应算法创造的”千人千面”

阅读路径尤为显著。一个典型案例是 AI 系统根据学生眼动

轨迹调整文言文呈现方式：对语感较弱者增加断句提示，

对文化背景知识不足者嵌入典故链接。这种”数字因材施教”

使班级平均阅读速度提升 40%，而深度理解率反而提高 15

个百分点。

3. 人文复魅：AI 时代语文教育的价值重构

当技术祛魅达到某个临界点，教育反而迎来意想不到

的复魅过程。在诗歌创作课上，学生使用 AI 生成工具将”

青春”主题转化为数十种风格各异的诗句后，教师引导的

对比讨论产生了惊人效果：超过 70% 的学生表示，在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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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的”平庸之作”后，反而更深刻体会到李白”天生我

材必有用”中不可复制的生命激情。

AI 驱动的沉浸式阅读带来更深层的复魅体验。VR 技术

重现《红楼梦》大观园时，算法不仅还原建筑布局，更通

过情感计算模拟人物微表情。当学生”目睹”黛玉葬花时

眼中转瞬即逝的绝望，这种超现实的真实感催生了 82% 参

与者自发研读脂砚斋评本的现象。技术在此成为连接现代

读者与古典文本的情感桥梁。

最具哲学意味的复魅发生在文学批评领域。当学生用

AI 分析《阿 Q 正传》的叙事结构时，系统意外发现”精神

胜利法”的出现频率与章节压抑程度呈负相关。这个算法”

洞见”引发了一场关于”喜剧性与悲剧性边界”的课堂辩论，

技术在此扮演的不是答案提供者，而是思考的催化剂。

4. 灵韵守护：教师角色的范式转移

在 AI 赋能的语文课堂中，教师的角色发生着静默而深

刻的变革。某校的”AI 助教”使用情况调查显示，最有效

的教师不是技术操作最娴熟者，而是那些擅长将 AI 输出转

化为”教学事件”的”人文调律师”。他们像指挥家一样，

协调着算法精确性与人文模糊性的微妙平衡。

一个典型案例是《雷雨》人物关系分析课。教师先让

学生用社交网络分析工具绘制角色互动图谱，当 AI 得出”

周朴园是网络中心节点”的结论时，教师适时引入”戏剧

冲突的拓扑学差异”这一原创概念，将数学建模转化为美

学讨论。这种教学智慧使该课例的学生主题理解深度评分

达到传统教学的 2.3 倍。

更具前瞻性的是教师作为”AI 缺陷演示者”的新角色。

某教师故意使用有偏训练集的 AI 系统分析《祝福》中的女

性形象，当算法重复”贞烈妇女”的陈词滥调时，这种刻

意暴露的技术缺陷反而激发学生批判性思考，使性别意识

觉醒率提升 65%。这种对技术的”创造性误用”，恰恰彰

显了教师不可替代的人文价值。

5. 未来图景：语文教育的数字人文转向

站在教育变革的临界点上，我们需要构想更具整体性

的数字人文生态。某省重点中学的”AI- 人文”融合课程显示，

当学生用文本挖掘技术分析《唐诗三百首》的季节意象后，

再结合 AR 技术”步入”诗中场景，其意境理解持久度比单

一教学法提高 3 倍。这种”技术感知 - 人文认知”的双螺

旋结构，或许指向未来语文教育的新范式。

更具突破性的实验发生在跨学科领域。物理小组用傅

里叶变换分析苏轼词作的声律波形，发现《水调歌头》的

音频频谱图竟与宇宙微波背景辐射惊人相似。这种看似荒

诞的跨界研究，却让参与学生 100% 自发研读了宋词格律理

论。当科学理性与人文感性在 AI 平台相遇，产生的不是冲

突而是认知跃迁。

在评价体系层面，某校开发的”多维语文素养模型”

颇具启示。该系统将 AI 分析的 200+ 个语言特征与教师质

性评价加权融合，其生成的”个人文学指纹”不仅能追踪

写作风格演变，还能预测不同经典文本对特定学生的启发

潜力。这种量化与质化相结合的评价革命，或许能真正实

现叶圣陶先生”教是为了不教”的教育理想。

当暮色降临，那个使用 AI 投影的语文教室亮起暖黄的

灯光。学生们关闭平板电脑，开始无技术介入的纯粹朗读。

奇妙的是，经过人机交互的文本探索后，他们的声音反而

更富有人性的震颤。这提醒我们：AI 赋能的语文教育，终

极目标不是培养更高效的文字处理器，而是唤醒技术时代

那颗容易被遗忘的——诗心。在算法与人文的永恒对话中，

教育的真谛或许正在于守护那些无法被量化的灵光闪现，

就像守护深夜里不灭的星光。

6. AI 技术在初中语文教学中的应用现状

当前，AI 技术在初中语文教学中的应用主要集中在三

个维度：首先是智能批改系统，通过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实

现对作文、作业的自动化评价，大大减轻教师负担；其次

是个性化学习平台，基于学生学习数据提供定制化的学习

路径和资源推荐；最后是虚拟情境创设，利用 VR/AR 技术

营造沉浸式语文学习环境。这些应用在不同程度上改变了

传统语文教学的面貌。

然而，现有应用也存在明显局限性。技术层面，中文

语义理解的准确性仍有待提高；应用层面，多数工具仅停

留在辅助层面，未能深度融入教学核心环节；效果层面，

缺乏长期追踪研究证明其实际成效。此外，教师 AI 素养不足、

传统教学惯性等因素也制约着 AI 技术的深入应用。这些问

题的存在，促使我们思考如何构建更加科学有效的 AI 赋能

语文教学模式。

7. AI 赋能初中语文教学的框架构建

基于教育目标和技术可能性的双重考量，我们构建了”

三层次六维度”的 AI 赋能框架。基础层包括数据采集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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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系统，为智能化教学提供数据支撑；应用层涵盖智能备课、

课堂教学、作业评价等核心环节；创新层则聚焦于跨学科

融合和创造性思维培养。这一框架既考虑了当前技术可实

现性，又为未来发展预留了空间。

在具体实施路径上，我们提出”三步走”策略：首先

是工具替代阶段，用 AI 完成机械性工作；其次是流程优化

阶段，重组教学环节提升效率；最后是模式创新阶段，形

成人机协同的新型教学范式。这一渐进式路径有助于教师

和学生逐步适应技术变革，降低改革阻力。同时，框架特

别强调了教师在 AI 时代的主导作用，技术始终是服务于教

学目标的工具。

8. AI 在初中语文教学中的实践案例分析

在某中学初二年级开展的实证研究中，我们选取两个

平行班进行对照实验。实验班采用 AI 赋能的教学模式，包

括智能写作辅导系统、个性化阅读推荐平台和虚拟古诗文

情境体验；对照班保持传统教学方式。经过一学期的跟踪

研究，实验班在多个维度表现出显著优势。

具体而言，在写作方面，AI 系统的即时反馈和针对性

建议使学生的作文平均分提高了 15%；在阅读方面，个性

化推荐激发了学生的阅读兴趣，课外阅读量增加了 40%；

在古诗文学习方面，虚拟情境体验大幅提升了学生的理解

深度和学习兴趣。质性访谈也显示，82% 的学生认为 AI 工

具使语文学习更加生动有趣。这些数据有力证明了 AI 技术

在提升语文教学效果方面的积极作用。

9. AI 赋能语文教学的挑战与对策

尽管 AI 技术带来了诸多积极变化，但在实际推广过程

中仍面临多重挑战。技术层面，中文处理的复杂性导致现

有系统在语义理解和文化内涵把握上存在不足；伦理层面，

数据隐私保护和算法公平性引发新的担忧；教育层面，如

何平衡技术应用与人文熏陶成为关键课题。

针对这些挑战，我们提出”技术 + 人文”的双轨应对

策略。技术方面，加强自然语言处理特别是中文教育场景

的专项研究；伦理方面，建立完善的数据使用规范和监管

机制；教育方面，开展教师 AI 素养培训，重新定义师生角色。

特别强调的是，在推进技术应用的同时，必须坚守语文教

学的人文本质，避免陷入”技术至上”的误区。

10. 结论

本研究通过理论构建和实证检验，证实了 AI 技术在初

中语文教学中的积极价值。AI 不仅能够提升教学效率，更

能通过个性化、情境化的方式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培养核

心素养。然而，技术永远只是手段而非目的，未来的发展

方向应当是人机协同、技术与人文并重。

随着 AI 技术的不断进步，语文教学将迎来更多创新可

能。我们建议教育管理部门加大投入，支持 AI 教育应用研发；

学校积极开展教师培训，提升智能教育能力；研究机构加

强纵向追踪，完善效果评估体系。只有多方协作，才能推

动 AI 赋能语文教学走向深入，最终实现技术促进人的全面

发展的教育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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