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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背景下课程思政＋“四位一体”大学英语深度学习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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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工智能为新时代教育的发展注入了新动力，在教育方面日益彰显出其强大优势。本文首先从多个

角度阐述如何将人工智能与大学英语课程思政结合；其次，阐述了深度学习的内涵与影响因素以及如何在人工智

能技术指导下进行大学英语深度学习；最后，详细介绍如何依托人工智能信息技术，立足课程思政目标，打造提

高信息素养、优化学习过程、优化教学过程、强化学习反思“四位一体”大学英语深度学习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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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ep learning system of university English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urriculum + “Four-in-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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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s injected a new impetu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and has 
increasingly demonstrated its powerful advantages in education. This paper firstly explains how to combin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ith university English course ideology from various perspectives; secondly, it describes the connota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deep learning and how to carry out university English deep learning under the guidanc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Finally, it introduces in detail how to improve information literacy, optimise the learning process, 
optimise the teaching process, and strengthen the learning reflection by relying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based on the objectives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urriculum and creating a “four-in-one” deep learning 
system of university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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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技术呈现“井喷式”发展，人类正加速进

入智能时代。2019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引入“智

能+”理念；2022 年 11 月底,OpenAI 发布的高级语言

大模型 Chat GPT 引起了各界的强烈反响。党的十九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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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明确提出“推进教育思想政治理论课同专业课程相

融合”的要求。只有明确了“为谁、如何、培养何种人”

这一核心问题,我们才能塑造出既具有中国情感又拥有

国际视野的复合型人才。大学英语作为一门覆盖性广

的通识课程，在大学生群体中有着深远影响。大学生们

需要以课程思政为帆，以人工智能做浆，在大学英语深

度学习的海洋中扬帆启航，加速前行。 
1 人工智能与大学英语课程思政教育 
“人工智能”与“思政课堂”的融合发展是大学英

语教育的热点话题。一方面，人工智能以强大的自动生

成与语言模仿能力，依托海量数据库，能实现教育从

“漫灌式”转向“滴灌式”的精准识别，从“独角戏”

转向“双人舞”的提质增效，从“单向度”转向“多维

度”的创新变革；另一方面，人工智能也有可能揭开信

息时代创造性人才培养的“潘多拉宝盒”。[1]其一，大

批“互联网智慧教师”的诞生让学生不必苦苦“皓首穷

经”就能寻找到答案，这将导致学生思辨能力的退化，

对此，教师应该引导学生合理使用人工智能；其二，人

工智能的出现可能会架空师生间的联系。有学者指出

这将产生技术的冰冷和人性温暖之间的巨大鸿沟,思政

教育效果难以得到保障。[2]这就要求教师在将人工智能

与思政教育相结合时，注重人文关怀；其三，人工智能

自动生成的存在意识形态上的重大错误信息将成为大

学生们思想上的“毒瘤”。目前市面上被大家熟知的人

工智能多数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生产，没有人知道

人工智能在语言生成与表达的“黑箱操作”中有多少腐

蚀心智的妄图洗脑的内容。“无芯不中国”，国家需要

在国产人工智能的研发下“狠功夫”，同时，注重对大

学生进行心灵滋养和道德育训以实现铸魂育人。 
2 人工智能与大学英语深度学习 
人工智能赋能大学英语深度学习有着逻辑耦合，

具体表现在深度学习的影响因素和深度学习与学习成

效的关系里。本小节将从深度学习的内涵、影响因素以

及深度学习与学习成效的关系进行展开。 
2.1 深度学习的内涵 
深度学习的概念经过了历时性的变化发展，根据其

发展脉络,可从学习方式说、学习过程说、学习结果说三

个角度展开论述。[3]方式说强调深度学习是一种高水平

认知加工学习方式[4]；过程说表明深度学习是一种基于

理解记忆的、涉及高阶思维且迁移性强的、高投入的、

积极主动的学习过程状态[5]；结果说指出深度学习最终

结果是培养学生适应社会发展的关键能力，比如问题解

决能力、批判性思维、创造性思维、元认知能力[6]。 

2.2 深度学习的影响因素 
付亦宁(2014)通过实证研究证明教学体验直接影

响着深度的学习动机、元认知能力和深层学习策略。[7]

段朝辉(2019)通过实证研究证明自我效能感和学习动

机在网络师生交互与网络学习绩效间的序列中介作用
[8]。经过广泛的文献搜集与研读，笔者发现影响深度学

习的因素有很多，但自我效能感、元认知能力和教学情

景在影响因素中占比较大。 
人工智能可以实现一对一的精准“输入与输出”，

学习主体的需要有被切实关注，有利于学生主体自我

效能感的提高；依托海量数据库与大算法能帮助学生

更好地进行自我觉察、自我反省、自我评价、自我调节，

从而提升学习主体的元认知能力；作为深受大学生们

喜爱的“互联网宠儿”的他们本就是基于不同场景与多

模态下的对话工具，为学习主体搭建好了教学情景。由

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人工智能的加入有助于深度学

习。我们要不断推动人工智能与大学英语的深度融合，

让人机协作模式更好地造福于高校事业乃至整个国家

民族的发展。 
2.3 深度学习与学习成效的关系 
Bitter 等(2014)提及美国研究所对 22 所学校 1 762

名学生进行社会知识与技能的掌握程度进行评估,其调

查结果证实了深度学习与学习成效呈现出正相关的关

系。[9] 
李玉斌等(2018) [10]研制出混合学习环境下的大学

生深度学习量表。他指出测量深度学习能力的维度并

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测量深度学习能力有 4 个

基本维度：深度学习动机、深度学习投入、深度学习策

略和深度学习效果。 
经过文献研读与数据对比，笔者将从这四个维度

一一阐述他们与学习成效的关系。 
杨孝融,徐海女(2024) [11]面向某中医药大学 12 个

不同的非英语专业的 1015 名本科生发布了问卷，在采

用 SPSS23.0 数据分析软件进行描述性和推理性统计分

析后，发现 4 个维度中学习动机、学习策略与学习效

果这 3 个维度与大学英语四级考试成绩之间存在正向

相关性。通过众多文献的研读，笔者认识到，学习投入

是一个包括认知投入、情感投入和行为投入等复杂的

多维构念。 
施永红(2018) [12]发现,虽然大学生情感投入和认知

投入较高,但行为投入相对较低。也就是说，大多数大

学生们有着对学习的一腔热血也深知学习的重要性，

但却没有把他们头脑中“预置”好的学习计划付诸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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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行为投入做“地基”，认知投入与情感投入终究只

是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无法打造结实华美的学习

成效之“梦幻城堡”。学习投入与学习成效为何没有呈

现正向相关性有待进行深入研究。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到深度学习大致与学习成

效有着正向相关性。为此，为了得到更满意的学习成效，

我们可以从学习动机、学习策略与学习效果上做出努

力。其一，教师教学时，要明确好学生的学习动机同时

借助课程思政内容帮助学生端正好学习动机；其二，学

生学习时，要善于运用多种学习策略与方法，如小组合

作式学习、探究式学习、项目式学习、情境式学习等；

其三，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充利用人工智能个性化、

数字化、智能化与跨学科等特点进行学习进而提升学

习成效。 
3 打造课程思政＋“四位一体”大学英语深度学习

体系 
鉴于目前大学英语课程体系下出现的一些问题，

以人工智能为依托，打造课程思政＋“四位一体”大学

英语深度学习体系是一种很好的应对方式，而打造“智

能思政课堂”是支撑这一体系的具体表现。以下将从打

造“智能思政课堂”的原因、实施路径与意义三个层面

进行详细阐述。 
3.1 打造“智能思政课堂”的原因 
基于人工智能个性化、定制化、情境化，打破时间

空间限等能力，将思政内容结合英语知识的“智能思政

课堂”与智慧课堂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目前，大学英语教学存在着诸多问题：其一，重视

英语知识理论的灌输与听说读写译基础能力的锻炼，

却忽视与思政内容的结合，其中，思政教育在教材内容、

课堂教学、课程考核评价等方面少有体现。其二，浅层

化教学特征突出。多数大学英语的学习浅而薄，不能做

到“举一反三”“由点到面”，没有真正去了解语言文

字背后目标语言国家的风土人情与文化内涵，仅仅停

留在单词和语法层面；其三，人工智能技术赋能英语课

堂的力度不够。虽然近年来 AI 技术的热度在教学界只

增不减，但是真正把 AI 技术运用在教学的各个环节且

能用好的教师少之又少。基于以上三个问题以及智能

课堂的优点，“智能思政课堂”的打造与推出势在必行。 
3.2 打造“智能思政课堂”的实施路径——以听说

课为例 
思政内容从来都不是枯燥的知识点与“宽大空”的

理论建构，而是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党，爱国主义，

国际主义，革命传统教育与中华优秀传统教育为一体，

有着丰富内涵、承载文化基因、闪烁着智慧结晶有着强

大生命力和无限生机的生命力。为了改变学生们的刻

板印象与抵触心理，教师可以选取学生们感兴趣的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为载体，依托人工智能技术促进大学

英语深度学习。以下将从课前、课中、课后三个环节来

阐述大学英语听说课型“智能思政课堂”的实施路径。 
3.2.1 课前环节 
首先，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对发布的问卷调查进行

大数据检索与分析，找到学生感兴趣的关于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内容。然后，教师可以根据相关内容搜集资

料，进行课程建构、活动设计。最后，通过学习通、智

慧树、大学 MOOC、U 校园等将资料分享给学生以供

其预习，实现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 
3.2.2 课中环节 
利用好 ChatGPT、Kimi 智能助手、豆包等 AI 产品

实现人机互动。基于对话情境理解能力,ChatGPT 等系

统可以为教师提供教学过程的交互式支持。[13] 在听的

过程中，学生可以针对自己的语音和理解等问题,自行

跟读或反复播放某部分听力材料。听完后，梳理听力材

料，教师在引导学生自行思考后整理出对于听力材料

的疑点，然后学生带着自己的问题与 ChatGPT 进行人

机对话以找到答案。在说的过程中，同样可以借助人工

智能。比如，让学生就“中华传统服饰的价值”发表自

己的看法。学生可以借助人工智能的海量信息了解中

华传统服饰的种类、历史以及在当代的应用等知识点，

在此基础上总结出自己的观点并在课堂上表达分享，

最后，在教师和同组成员就学生发言进行点评后，让人

工智能进行“三次点评”以实现小组点评、教师点评、

智能点评的“三评合一”，帮助学生全面了解到自己的

优势和不足以求更大的进步。 
3.2.3 课后环节 
第一，教师可以利用人工智能优秀的生成能力结

合本次课的教学知识点生成课后作业，同时借助 FiF 口

语训练平台、可可英语、喜马拉雅ａｐｐ、学习强国ａ

ｐｐ上的线上资源，运用视听结合提升学生听力与口

语能力。第二，借助人工智能分析出学生作业里常错点

与易混淆的知识点，有针对性地为学生讲解；第三，通

过发布问卷调查，了解学生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感

兴趣的方面以为下一次课做准备；第四，积极鼓励与引

导学生参加课外活动与学科竞赛，比如外研社举办的

英语演讲、阅读、写作、翻译比赛以及高教社举办的“用

外语讲好中国故事”短视频大赛等，这些赛事都充分体

现了英语专业知识能力素养与课程思政目标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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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智能思政课堂”的实施路径图 

 
3.3 打造“智能思政课堂”的意义 
依托人工智能信息技术，围绕英语深度学习为核

心，提高信息素养、优化学习过程、优化教学过程、强

化学习反思构建“四位一体”大学英语深度学习体系对

于助力大学英语教育有着深远意义。 
3.3.1 提高信息素养 
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依托海量数据库与其强大的

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的特点，学生与教师信息素养

能力得到了大幅度地提前。他们获取有效信息的渠道

更加多元，所获取信息的广度与深度都有所加强，获取

信息的速度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进步。

通过学习强国这类有着优质思政资源的平台，学生们

思政信息素养也得到了长足进步。 
3.3.2 优化学习过程 
对于学生而言，一方面，“智能思政课堂”能改变

他们对思政内容一直以来的刻板印象，借助这种课堂

模式，思政内容在他们心中变得有趣可爱起来，从而为

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人

机互动式的学习方式能实现因材施教，精准对标不同

学生的学习需求，这种个性化“定制学习”不仅提升了

学生的学习兴趣与自我效能感，而且能启发他们独立

思考，提升他们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能力。 
3.3.3 优化教学过程 
对于教师而言，一方面，人工智能的加入最大的优

点就是提升了工作效率。通过大数据分析与生成，教师

不必大费周折进行作业批改、总结学生的薄弱知识点，

这些找人工智能帮助，在短时间内就能获取；另一方面，

为教师教学提供了创新教学方式方法的灵感，人工智

能为教师提供海量的数据资料与“头脑风暴”后全新的

教学思路，开阔了教师的视野，助力教师打造更加有创

意、有深度、有效果的思政课堂。 
3.3.4 强化学习反思 
“一输入而错误点全知”可谓是对人工智能的高

度概括，依托其大算法可以帮助学生迅速找到每中不

足的地方。通过与人工智能的频繁互动不仅可以帮助

学生取长补短，而且能帮助他们养成定期反思总结的

好习惯，进而提升自已的反思能力与思辨能力。 
4 结语 
基于人工智能背景下打造的“四位一体”大学英语

深度学习体系深度融合了信息技术和课程思政教学,改
变了传统的大学英语课堂教学模式。“智能思政课堂”

也能实现大学英语教育朝着人文性、综合性与思政性

的方向发展，契合了立德树人的思政目标。同时，“智

能思政课堂”也可以结合其他科目向纵深发展。时代在

变，人工智能技术也将不断更新换代，这也要求新时代

教育模式不断与时俱进，求变创新，笔者也将同新时代

广大教育工作者们一道，争取能在“人工智能＋教育”

的赛道上能有更大的突破创新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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