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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生态学视角下的中学英语“三元共生”智慧课堂模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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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数字信息化时代下，人工智能（AI）的迅速发展为教育领域带来了创新，逐步推动传统的“师-生”

二元主体模式向“师-生-AI”三元共生的智慧课堂模式转变。这一新模式不仅增强了教师、学生、AI 之间的互动

与合作，还为优化教育教学质量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在三元共生智慧课堂模式下，教师转变为教育教学的引导者，

学生在学习活动中则更加主动，AI 也不再只是智能辅助工具的角色，其将承担更多能够实时监测学生的学习进

展，提供个性化的学习路径和动态内容生成的职责。这种创新的智慧课堂模式强调跨学科融合、主张混合现实教

学及全面反馈评价，旨在提升教学质量和效率，激发学生的创造力和自主学习能力。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师-生-
AI”三元共生智慧课堂模式不仅为教育教学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未来教育的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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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adic Symbiotic Smart Classroom” model in middle school English cla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duc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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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era of digit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AI has brought innovations to the 
field of education, gradually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Teacher-Student” binary subject model to the 
“Teacher-Student-AI” triadic symbiotic intelligent classroom model. This new model not only enhances the interaction and 
cooperation among teachers, students and AIs, but also provides new possibilities for optimizing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 In the triadic symbiosis smart classroom model, the teacher is transformed into a guide for education and 
teaching, students are more active in learning activities, and the AI is no longer just an intelligent support tool, but will take 
on more responsibility for monitoring students’ learning progress in real time, providing personalized learning paths and 
dynamic content generation. This innovative smart classroom model emphasizes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mixed reality 
teaching and comprehensive feedback and evaluation, aiming to improve teaching quality and efficiency, and stimulate 
students’ creativity and independent learning ability. The pioneering “teacher-student-AI” triadic symbiotic smart 
classroom model not only provides new perspectives on education and teaching, but also points out a new direc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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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全球化和信息化交织的当下，中学英语教育正

迎来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教育生态学，作为透视教

育系统复杂动态性的理论框架，为中学英语教育的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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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提供了独特视角。本文聚焦于教育生态学视角下的

中学英语“师-生-AI”三元共生智慧课堂模式，旨在揭

示其内在逻辑、运作机制及对外界环境的深远影响。智

慧课堂在教育生态学的框架下，超越了技术工具与教

育理念的简单结合，构建了一个以学习者为中心、各要

素相互依存、协同进化的教学生态系统。中学英语智慧

课堂，作为这一生态系统的实践典范，通过深度融合 AI
技术，实现了师生关系的重构、学习方式的变革及教学

效果的提升。本文将从教育生态学的理论视角出发，结

合中学英语教育的实际需求，深入探讨“师-生-AI”三

元共生智慧课堂模式的构建原则、实施策略与评估方

法。通过综合运用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本文旨在为中

学英语教育的智慧化转型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路径，

推动其在全球化与信息化的浪潮中不断创新、持续发

展。 
1 核心概念与研究基础 
智慧课堂作为一种新型教学模式，其核心在于利

用现代信息技术来优化教学过程，提高教学效率和学

生学习效果。 
1.1 智慧课堂的理论起源与核心观点 
智慧课堂源于 1988 年罗纳德·雷西尼奥（Rescigno）

提出的“Smart Classroom”的概念[1]。该教学模式强调

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教学互动启发学生个性化学习。雷

西尼认为智慧课堂是在传统课堂中嵌入个人电脑、交

互式光盘视频节目等信息技术的课堂。随着信息技术

和教育理念的不断发展，智慧课堂的概念被逐步丰富

和完善，成为教育领域的研究热点，并对国内智慧教育

的信息化环境搭建及方法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借鉴。 
1.2 智慧课堂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外对智慧课堂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主

要聚焦在三个方面。首先，聚焦于学生学习方式的个性

化、自主化及多元化特征的研究。本基兰（Benkiran）
等学者指出，在智慧课堂的环境下，学习者能够依据自

身的学习节奏，实施个性化和自主化的学习策略，实现

对知识的选择性吸收与深化[2]。其次，测重于学习活动

内在模式的构建，强调学习过程的本质。拉尼亚（Rania）
等学者提出，借助配备实体交互界面的移动终端进行

学习，不仅有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亦能促进其社交技

能的提升[3]。再者，探讨了智慧课堂技术媒介对学习效

果的正向推动作用。斯科特（Scott）等研究者认为，智

慧课堂的教学终端能够精确追踪学生的学习进度，实

时捕捉教学活动动态，并依据学生的个性化需求推送

相应的学习资源，从而有效支持即时的小组协作学习

以及师生、生生之间的资源共享[4]。此外，智慧课堂的

核心理念在于构建一个高度智能化且具有自适应性的

数字化学习生态系统，该系统致力于实现资源的精准

按需分配，并着重于对学习资源的精密组织以及对个

性化学习路径的细致规划。上述研究共同阐述了智慧

课堂在促进学习方式多元化、学习活动模式化以及技

术手段对学习效能的强化作用。 
智慧课堂作为智慧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自 2013

年起在国内引起了广泛关注，研究主题主要围绕智慧

课堂的内涵特征、智慧教学模式构建、基于智慧课堂的

教学设计以及数据建模等方面展开。祝智庭在其研究

中指出，智慧课堂是遵循新兴智慧教育理念导向的产

物，它积极吸纳并超越了翻转课堂的成功实践经验，通

过重塑与升级，实现了教育模式的进一步革新[5]。就智

慧课堂的本体论而言，钟绍春等认为智慧课堂依托于

信息技术的支持，构建了个性化、智能化、数字化的学

习环境[6]。卞金金在深入总结国内外关于智慧课堂学习

模式的研究成果基础上，依托信息技术，精心设计了一

种全新的智慧课堂学习模式，细致描绘了课前准备、课

中互动、课后反馈这三个关键阶段中，教师与学生各自

的教学与学习行为，并明确指出了信息技术在这三个

阶段中支撑教学的具体应用途径与方法[7]。刘军进一步

从课堂环境升级、课堂教学重构、学习历程优化、教学

评价发展这四个维度，全面阐述了未来课堂“智慧化”

发展的鲜明特征，为智慧课堂的演进路径提供了有益

的参考与启示[8]。 
目前，智慧课堂研究现状多侧重于宏观架构构建，

但对于这些宏观概念的具体实践内涵及可行性框架的

深入研究却相对匮乏，尚未形成广泛而深刻的认知。这

种现状在一定程度上给智慧课堂实践带来了困扰，也

对未来智慧教育理论研究的深化提出了迫切要求。 
2 教育生态学理论对智慧课堂构建的启示 
教育生态学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旨在探讨

教育个体、群体与整体与其生存、生长和生成环境之间

形成和谐关系的学问。其研究对象包括教育生存状态、

教育生长形态和教育生成样态，涵盖了教育主体之间

以及教育主体与教育环境的生态位、生态链和生态圈

等多个范畴[9]。自 20 世纪 30 年代西方学者开始探讨教

育生态问题以来，该领域经历了从宏观到微观、从理论

探讨到实践分析的转变。 
2.1 教育生态学的核心观点 
教育生态学的理论基础主要来源于生态学的基本

原理，强调教育现象与其外部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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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关系。劳伦斯•克雷明在《公共教育》一书中首次

提出教育生态学的概念，将生态学方法创造性地运用

于教育研究，开辟了教育史研究的新时代[10]。此后，教

育生态学理论不断丰富和发展，涵盖了从宏观到微观、

从学校外部环境到学校内部管理、从教育理念到具体

教育行为等多个方面。教育生态学的研究内容广泛，包

括但不限于区域教育生态、学校教育生态、课堂教育生

态等层面。研究方法上，教育生态学借鉴了生态学的一

些现象、规律和研究方法，以研究教育与其外部环境间、

教育体系内部各要素间、学生个体与现实社会间的相

互影响及作用规律。 
2.2 智慧课堂的生态化构建原则 
2.2.1 整体性原则 
根据教育生态学的联系观原则，智慧课堂的构建

应体现教育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将教育者、学习者、学

习环境、学习资源等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强调各

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共同促进智慧课堂

的生成和发展。智慧课堂是一个动态平衡的开放系统，

能够根据学习者的需求和环境的变化进行自适应调整。

通过智能技术监测学习进度和效果，及时调整教学策

略和资源分配，实现教育的个性化与差异化。同时，通

过与社区、企业、高校等机构的合作，拓展学习者的学

习空间和资源，实现教育资源的共享。 
2.2.2 深度融合原则 
智慧课堂应强化技术与教育的深度融合，充分利

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赋能，创新教学工具和

手段来构建智能化学习环境，提高教学效率和质量。强

调技术在促进知识内化、思维发展、创新能力培养等方

面的作用，实现教学与教育的深度融合。 
2.2.3 学习者中心原则 
智慧课堂应注重学习者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坚持

以学习者为中心，关注学习者的需求和兴趣，并通过提

供个性化的学习资源和路径，激发学习者的学习动力

和积极性。同时智慧课堂应鼓励学习者进行创造性学

习和思考，培养创新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项目

式学习、探究式学习等方式，让学习者在实践中体验知

识的价值，实现知识的转化和智慧的生成。 
随着教育与技术的更新换代，智慧课堂应关注生

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持续关注教育领域的新技术、新

理念和新方法。通过持续创新，保持教育生态系统的活

力和竞争力。智慧课堂在追求教学效率和质量的同时，

也应关注生态系统的平衡和稳定，避免过度追求技术

化和商业化，从而导致教育生态系统的失衡和异化。 

3 中学英语“三元共生”智慧课堂模式构建 
“师-生-AI”三元共生模式是该智慧课堂模式的核

心。在此模式下，教师、学生与 AI 技术形成了一个紧

密相连、相互依存、共同进化的整体。 
3.1 三元共生智慧课堂互动模式 
在教育生态学视角下，“师-生-AI”三元共生智慧

课堂互动模式致力于构建一个促进教师、学生与 AI 三
者和谐共生、共同追求知识探索与个人成长的学习环

境。在这一模式中，教师作为课堂的智慧引领者，借助

AI 的智能分析能力，能够精准地把握学生的学习状态

与需求，从而制定个性化的教学计划。AI 不仅为教师

提供学生掌握知识的程度、学习偏好及潜在困难等详

尽数据，助力教师及时调整教学策略，实现精准辅导，

还丰富了教学资源，激发了教师的教学创造力。对于学

生而言，AI 技术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个性化学习体验，

通过分析学习行为和成绩，AI 能够量身定制学习路径，

推荐适宜的学习资源，确保每位学生都能在最适合自

己的节奏下学习。同时，AI 通过互动式、游戏化等学

习方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挖掘并培养他们的潜能。

而在“师-生-AI”课堂模式中，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情感

互动同样至关重要。教师的情感关怀、人格魅力和榜样

作用，与 AI 技术相辅相成，共同营造了一个温馨、积

极的学习氛围。通过面对面的交流、小组合作、师生互

动等活动，教师与学生建立起深厚的情感联系，实现了

情感的共鸣，促进了学生的全面发展。 
3.2 三元共生智慧课堂教学模式 
在教育生态学视角下，智慧课堂通过融入 AI 辅助

教学元素，实现了教学模式的创新与生态化构建，具体

体现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及教学评价三大方面。 
3.2.1 教学内容 
智慧课堂在内容构建上展现出多元化与个性化的

特点。教师与 AI 形成互补关系，其中 AI 实时捕获全

球最新的教育资源与研究成果，为教师提供丰富的教

学素材与灵感源泉。教师则基于自身的教学经验和专

业知识，对 AI 提供的内容进行筛选、整合与创新，确

保课堂内容既满足教学大纲要求，又贴近学生的实际

需求与兴趣。这种动态生成的内容模式，不仅增强了教

学的时效性，还显著提升了教学的吸引力和趣味性。同

时，学生利用 AI 平台进行自主探索，跨越学科界限，

AI 智能推荐跨学科学习资源，鼓励学生跨界学习，拓

宽知识视野，激发学习热情和创造力。此外，教师与学

生共同构建知识网络，通过小组讨论、项目合作等方式

实现知识的共享与增值，增强了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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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感，促进了师生间的知识交流与情感互动。师与学

生共同构建知识网络，通过小组讨论、项目合作等方式

实现知识的共享与增值，增强了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

参与感，促进了师生间的知识交流与情感互动。 
3.2.2 教学方法 
智慧课堂倡导教师主导、学生主体的教育模式，并

借助 AI 技术实现教学的高效、高质与突出。教师与 AI
的融合带来了沉浸式的教学体验，如利用虚拟现实

（VR）、增强现实（AR）等技术创造身临其境的学习

环境，提高教学的趣味性和互动性。AI 还为教师提供

实时反馈和数据支持，助力教学策略与方法的优化。学

生则通过 AI 平台享受个性化的学习辅导，AI 根据学

习进度和掌握情况智能调整学习难度和节奏，提升学

习效率和自主性。在“师-生-AI”课堂模式中，深度互

动与合作学习成为关键，教师通过组织多样化的互动

活动，加强与学生之间的实时互动与反馈，提高学生的

团队协作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 
3.2.3 教学评价 
智慧课堂在完善原有体系的基础上，引入 AI 技术

实现评价的精准化与个性化。教师与 AI 的结合使得评

价更加全面与客观，AI 实时收集学生的学习数据和行

为信息，为教师提供精准的评价依据，帮助教师及时发

现学生的问题与不足，并采取相应措施进行干预和指

导。学生则通过 AI 平台进行自我评估，了解学习进度

和成绩，获取个性化的学习建议和发展规划，增强学习

自主性和责任感。在“师-生-AI”课堂模式中，教师与

学生共同参与评价过程，通过组织学生互评、小组评价

等活动，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评价能力，共同制定

评价标准和目标，监控和评价学习过程与成果，实现师

生间的共同成长与进步。 
4 对策与建议 
在中学英语教学中，“三元共生”智能课堂模型强

调教师、学生与 AI 之间的动态互动。从教育生态学的

角度看，各主体之间的互动是维持“生态平衡”并促进

教育教学开展的关键因素。为了确保该智慧课堂模式

的有效实施，针对教师、学生以及 AI 技术层面，可提

出以下对策与建议，以此优化这一创新型智慧课堂模

式。 
4.1 提升教师数字素养 
教师是课堂生态系统中的核心主体之一，他们不

仅是知识的传授者，更是学生与 AI 之间的“调节者”。

在“三元共生”智慧课堂中，教师的数字素养直接关系

到课堂的教学效果。基于教育生态学的“限制因子”理

论，教师数字素养的不足可能成为限制课堂教学生态

平衡的主要因素。因此，提升教师的数字素养是构建高

效智慧课堂的关键[11]。 
4.2 培养学生综合能力 
在智慧课堂中，学生的角色从传统的知识接受者

转变为知识的主动构建者。为了适应 AI 介入的智能化

学习环境，学生需要具备综合能力，尤其是创新能力、

协作能力和信息素养。教育生态学理论强调个体在生

态系统中的适应性。因此，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有助

于他们更好地适应并融入“三元共生”模式下的学习环

境。 
4.3 创新教育教学技术 
教育技术创新是“三元共生”智慧课堂模式的核心

驱动力，它决定了课堂生态系统的动态性与可持续性。

在教育生态学的框架下，创新不仅指新技术的引入，还

包括教学方法、资源管理和学习评估方式的创新。 
5 结语 
本文对“师-生-AI”三元共生课堂模式进行了深入

探究，基于教育生态学理论阐述了这一新兴教学模式

的核心价值与构建路径。在“师-生-AI”三元共生体系

中，教师作为引导者、学生作为创造者、AI 作为智能

桥梁。三者相互依存、共同进化，彼此之间也相互关联，

推动着课堂生态的动态平衡与持续发展。通过精准施

策、个性化学习、动态内容生成、跨界融合、混合现实

教学及全面反馈评价等策略，该智慧课堂提式不仅能

够提升教学效率与质量，更有助于激发学生的潜能与

创造力，培养他们的核心素养与自主学习能力。未来人

类与 AI 也不再局限于交互与协同的关系，而是更高层

级的融合与共生。这也意味着人类教师、学生将与 AI
共学、共教与共生，“师-生-AI”三元共生课堂模式也

将成为推动教育现代化与智能化的重要力量，为教育

教学质量与方向注入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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