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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数字化背景下的学术英语教学现状与需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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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教育数字化的快速发展，学术英语教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本文通过问卷调查、访

谈和案例分析等方法，对教育数字化背景下的学术英语教学现状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探讨了教师和学生的需求。

研究发现，传统学术英语教学模式存在诸多局限性，而教育数字化技术的应用虽有初步探索，但仍存在技术应用

不足、资源利用不充分等问题。教师对技术培训和教学资源的需求强烈，学生则希望获得个性化、互动性的学习

体验。本文基于研究结果，提出了加强教师培训、优化教学资源、创新教学方法和优化教学平台等建议，以期为

学术英语教学改革提供参考。未来研究需进一步扩大样本范围，探索更多元化的研究方法，以应对教育数字化的

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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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al digitalization, academic English teaching is facing 
unprecedented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tatus of academic English teaching in the context 
of educational digitalization through questionnaires, interviews, and case studies, and explores the needs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the traditional academic English teaching model has many limitations, and although there 
have been preliminary explorations in the application of educational digitalization technologies, there are still problems such 
as insufficient technology application and inadequate utilization of resources. Teachers have a strong demand for technical 
training and teaching resources, while students hope to obtain personalized and interactive learning experiences. Based on the 
research results, this paper proposes suggestions for strengthening teacher training, optimizing teaching resources, innovating 
teaching methods, and improving teaching platforms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reform of academic English teaching. Future 
research needs to further expand the scope of samples and explore more diversified research methods to cope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al dig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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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背景介绍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教育数字化已成为全

球教育改革的重要趋势。教育数字化不仅涵盖了人工

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前沿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

还推动了教育理念、教学模式和学习方式的深刻变革[2]。

在这一背景下，学术英语作为高等教育中的重要课程，

对于培养学生的学术交流能力和跨文化素养具有重要

意义。尤其是在全球化和学科国际化的趋势下，学术英

语教学的数字化转型显得尤为迫切[1]。 
1.2 研究目的、意义 
本文旨在探讨教育数字化背景下学术英语教学的

现状，分析当前教学模式中存在的问题，并通过需求分

析为后续教学模式的改进提供依据。通过对教师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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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调查与访谈，本文将揭示教育数字化对学术英语

教学的实际影响，并提出针对性的改进建议。推动学术

英语课程的创新和发展；通过合理利用数字化技术和

教育资源，提升学生的学习体验和学术英语能力，培养

学生的创新能力和数字素养，以适应日益数字化的学

术环境；为教师提供更好的教学支持和指导，促进他们

的专业发展和教学能力提升；有效地将学术英语教学

与数智技术深度融合，提高学术英语教学的质量和效

果，为学生的学习和发展提供更好的支持。本研究对于

推动学术英语教学改革、提升教学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2 教育数字化的内涵与特征 
2.1 教育数字化的定义 
教育数字化是指通过信息技术手段，将教育过程

中的教学、学习、管理等环节进行数字化转型，以提高

教育质量和效率。具体而言，教育数字化涵盖了人工智

能、大数据、云计算、在线学习平台等多种技术的应用，

其核心目标是实现教育的智能化、个性化和高效化[3]。 
2.2 教育数字化的特征 
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教育数字化能够为学生提供

个性化的学习路径规划，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并

且通过大数据分析学生的学习行为和教学效果，教育

数字化为教学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而且在线平台和

虚拟现实技术的应用增强了师生之间的互动性，提升

了学习体验。总之，教育数字化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

制，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的学习资源，促进了教育资源的

均衡分配。 
2.3 教育数字化对学术英语教学的潜在影响 
教育数字化为学术英语教学带来了多方面的潜在

影响。首先，多样化的教学资源（如在线课程、资源数

据库）为学生提供了更广泛的学习选择。其次，数字化

技术改变了传统的教学方法，如翻转课堂、在线协作学

习等模式的应用，提升了教学效果。最后，教育数字化

还能够提升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

为学生未来的职业发展奠定基础[4]。 
3 学术英语教学现状分析 
3.1 传统学术英语教学模式的局限性 
传统学术英语教学模式主要以教师为中心，存在

诸多局限性。首先，教学内容过于注重语言知识，忽视

了学术思维和跨文化能力的培养。其次，教学方法单一，

学生参与度低，缺乏互动性。此外，教学资源匮乏且更

新不及时，难以满足学生多样化的学习需求。最后，教

学评价主要依赖单一的考试方式，无法全面反映学生

的学习成果。 

3.2 教育数字化背景下的初步探索 
近年来，部分高校在学术英语教学中进行了数字

化技术的初步探索。例如，一些高校开发了学术英语在

线课程，但课程质量参差不齐。同时，学习管理系统

（LMS）的应用也逐渐普及，但教师和学生对其功能的

利用仍不充分。此外，混合式教学模式的尝试虽然结合

了线上与线下教学的优势，但尚未形成成熟的模式。 
3.3 现状中存在的问题 
尽管教育数字化技术为学术英语教学带来了新的

机遇，但在实际应用中仍存在诸多问题。首先，教师对

数字化技术的掌握程度有限，导致技术与教学的融合

不深。其次，丰富的数字化资源未被充分利用，学生自

主学习能力未得到有效培养。最后，学生对个性化学习

和互动性学习的需求未得到充分关注。 
4 学术英语教学需求分析 
随着教育数字化的推进，学术英语教学资源得到

了极大丰富。在线课程、教学视频、电子书籍和学术数

据库等数字化资源为学生提供了更广阔的学习视野和

便捷的学习途径[6]。例如，MOOC 平台整合了多样化

的学习资源，包括课本、课件、视频材料和听力材料，

学生可以根据自身需求进行个性化学习。然而，尽管资

源丰富，但部分教学平台仍存在统一化、标准化欠缺的

问题，难以实现对数据的深层次分析。 
数字化工具的应用推动了学术英语教学模式的变

革。混合式教学模式结合了线上资源和线下课堂互动，

提升了教学效果。例如，智能教学平台通过大数据和人

工智能技术，实时收集学生的学习数据，为教师提供精

准的学情分析，帮助教师更好地了解学生需求。然而，

当前的数字化教学仍处于探索阶段，部分教师对数字

化技术的应用能力有限[5]，导致技术与教学的融合不够

深入。 
数字化技术为学生提供了更加个性化和互动性的

学习体验。例如，AI 工具在学术英语写作中的应用显

著提升了写作反馈效率，帮助学生在无教师反馈的情

况下进行自主练习。此外，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

实（AR）技术的引入为学生提供了沉浸式的学习环境，

增强了语言的实际应用能力。然而，学生对个性化学习

和互动性学习的需求仍未得到充分满足。 
在数字化背景下，教师的角色逐渐从知识传授者

转变为学习引导者和资源开发者。教师需要掌握更多

数字化技术，以更好地利用在线资源和智能工具进行

教学。然而，教师在数字化教学中仍面临技术培训不足

和教学资源开发能力有限的问题。教师普遍希望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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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数字化技术培训，以更好地利用数字化工具进

行教学。 
5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5.1 研究方法 
本研究设计针对教师和学生的问卷，了解他们对

学术英语教学现状的评价和需求。问卷内容包括教师

对数字化技术的应用频率、学生对数字化教学资源的

使用体验、教学效果的满意度等。 
对部分教师和学生进行深度访谈，围绕数字化教

学资源的使用情况、教学模式的创新、学生的学习体验

等方面展开获取更详细的信息。 
通过课堂观察，了解数字化教学资源在实际教学

中的应用效果。观察教师对数字化工具的使用、学生的

课堂参与度、教学活动的设计等。例如，研究发现信息

技术的介入显著提升了学生的课堂参与度和语言技能。 
选取部分高校或课程的学术英语教学实践案例，

分析其成功经验和存在的问题。研究基于数据驱动学

习（DDL）的学术英语词汇教学实验，通过问卷调查和

课堂观察相结合的方法，评估其教学效果。设计针对教

师和学生的问卷，通过在线问卷平台收集教师和学生

的意见和建议，了解他们对学术英语教学现状的评价

和需求。对部分教师和学生进行深度访谈，获取更详细

的信息。参考国内外相关研究，了解学术英语教学的最

新动态。选取部分高校的学术英语教学实践案例，分析

其成功经验和存在的问题。 
6 研究结果与讨论 
约 60%的教师认为数字化教学显著提升了教学效

果，尤其是在学生参与度和学习兴趣方面。然而，仍有

约 40%的教师认为教学效果的提升有限，主要原因是

技术应用不足和教学资源的局限性。教师建议，需要进

一步优化数字化教学平台的功能，提供更多的教学资

源和个性化学习工具。 
约 75%的学生对数字化教学效果表示满意，尤其

是在听力和阅读技能方面。然而，学生对学术写作和口

语表达能力的提升满意度较低，仅约 50%。学生希望

增加更多的互动性学习和个性化学习体验，以更好地

提升学术英语能力。 
教师普遍希望获得系统的数字化技术培训，特别

是对 AI 工具、虚拟现实技术和数据驱动学习（DDL）
等新兴技术的培训。教师需要更多高质量的数字化教

学资源，以丰富教学内容并满足学生的个性化学习需

求，探索适合数字化环境的教学方法，如混合式教学、

项目式学习和在线协作学习。学生希望根据自己的学

习进度和兴趣选择学习内容和方式，获得个性化的学

习路径。增加与教师和同学的互动，通过在线讨论、小

组合作等方式提升学习积极性。 
教学管理平台需要进一步优化，以更好地支持教

学活动的开展，实现数据的深层次分析。 
数据驱动的教学决策需求：通过大数据分析学生

的学习行为，为教学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加强教学部门

与信息技术部门的协作，共同推动学术英语教学的数

字化转型。 
部分教师对数字化技术的掌握程度有限，导致技

术与教学的融合不深。 
教育数字化为学术英语教学带来了丰富的教学资

源和创新的教学模式，但在实际应用中仍存在技术应

用不足、资源利用不充分以及学生需求未被充分满足

等问题。教师对技术培训和教学资源的需求强烈，学生

则希望获得更加个性化和互动性的学习体验。 
改进措施包括加强教师培训，定期组织数字化技

术培训，提升教师的技术应用能力；优化教学资源，开

发更多高质量的数字化教学资源，满足学生的个性化

学习需求。探索适合数字化环境的教学方法，如混合式

教学、项目式学习和在线协作学习。完善教学平台，教

学管理平台功能，支持教学活动的开展。 
7 结论 
本文通过问卷调查、访谈和案例分析等方法，对教

育数字化背景下的学术英语教学现状进行了深入分析，

并探讨了教师和学生的需求。研究发现，传统学术英语

教学模式存在诸多局限性，而教育数字化技术的应用

虽有初步探索，但仍存在技术应用不足、资源利用不充

分等问题。教师对技术培训 
未来研究需进一步扩大样本范围，探索更多元化

的研究方法，以应对教育数字化的快速发展。同时，需

要加强国际合作，借鉴国际先进经验，推动学术英语教

学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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