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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地区义务教育阶段技术赋能英语教学的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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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技术赋能英语教学是指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如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为英语教学提供

支持和服务的教学模式。近十年来该领域虽然受到了广泛关注，但研究大多集中在东部沿海等发达地区和高等教

育阶段，对西部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和义务教育阶段的研究相对较少。本文旨在通过问卷和访谈调查少数民族地区

义务教育阶段英语课程技术赋能教学的现状，了解学生和教师对将科技融入英语教学的看法，为我国的教育数字

化和教育公平政策的实施和发展提供启示。结果显示：（1）多数老师能够熟练地将电子白板、课件和视频播放等

技术应用于课堂活动中。（2）教师和学生普遍认为技术有效地促进了教学过程，提高了教学效率和学习成果。

（3）对英语学习有较高兴趣的学生更趋于认可技术在他们英语学习中的积极作用。文章最后从教学、技术和政

策等方面对该地区的技术赋能英语教学实践提供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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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echnology-empowered English teaching is a teaching model that utilizes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including the Interne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ig data, etc., to offer assistance and services for English instruction. Although 
the body of relevant researches has been on the rise in the past decade, they have focused on its application in eastern areas 
and tertiary education sector. There has been scarce literature on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empowered English teaching 
in the compulsory education stages in the western region. Therefore, adopting a mixed-method approach, this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status quo of technological integration into English teaching in primary and junior high schools in Xinjiang 
and explore students’ and teachers’ perceptions about their experiences with this practice and its impact, and ultimately 
provides insight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isation and equity of education in the country. The analysis of the data yielded 
the following findings: Firstly, the current status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widespread utilization of advanced tools such as 
whiteboards, courseware, and video playback, particularly by the majority of teachers operating at an elevated level. Secondly, 
both the teachers and students concurred that despite the occasional trouble-shooting issues with equipment and software, the 
utilization of technology facilitated the process of English teaching and learning and contributed to the enhancement of English 
proficiency. Lastly, students with higher interest in English perceived moderately greater positive impact of technology on 
improving their English abilities. The study concluded with pedagogical, technological, and administrative im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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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了“推进教育数字化，建

设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和学习型国家”。

教育部把教育数字化作为教育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建

立了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育数字化大数据中心，并于

2018 年和 2021 年启动了两批人工智能辅助教师发展

试点行动，通过多项措施确保工作实效。北京、上海、

四川等省市加强了教育数字化赋能的实践探索，然而

不同地区和学段教育数字化转型程度不均衡，中西部

和城镇与农村仍停留在数码化阶段[1]。 
研究表明，技术通过提高语言技能、增强学习动机

和参与度、提供多样化的资源和交流机会来促进英语

学习[2,3]。《义务教育新课程标准》[4]明确指出，利用现

代信息技术的支持和服务功能，加强英语课程的教与

学至关重要。教师们应当有效利用数字技术和网络教

学平台，实现线上线下一体化教学，为学生个性化学习

提供支持，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然而，并非所有地

区都在技术赋能英语教学方面取得了成功，偏远地区

和农村地区的初中英语教学存在诸多问题[5]，关于偏远

民族地区的技术赋能英语教学的公开数据也十分匮乏。

因此，本文旨在探究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阶段技术

赋能英语教学的实施现状，并考察师生对技术融入英

语教学的态度和看法，以期为我国教育数字化和教育

公平政策的推进与完善提供参考与启示。 
2 文献综述 
“技术赋能”一词可追溯到 20 世纪末和 21 世纪

初，当时互联网和信息技术飞速发展，为消除教育的经

济和地理障碍提供了很大的机会[6]。Park[7]认为，技术

助力教学是一种利用互联网、多媒体、虚拟现实和人工

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丰富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提

高教学效率的方法。技术融入英语学习以建构主义为

理论基础[4]，建构主义强调积极参与、协作学习和通过

有意义的互动建构知识，技术通过提供交互式模拟、多

媒体资源以及在语言环境中进行探索和实验的机会，

从而为英语学习赋能。 
2.1 技术赋能英语教学的优缺点 
实践证明，在语言习得领域，技术的应用具有显著

的促进作用。新技术的有效使用提高了学习者的英语

语言学习能力，尤其是写作、口语、词汇和整体水平[3,6]。

技术赋能的教学环境有沉浸和整合的特征，消除了传

统英语课堂教学中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创造了一个将

现实生活情境与虚拟现实相结合的语言学习环境[8]。技

术使学习过程变得主动而非被动，确保学生是在参与，

而非只是在观看，创建和使用数字资源进行异步学习

可以更有效地展示课程材料，激发学习者的兴趣，从而

实现有效学习[9,10]。 
然而，技术赋能英语教学在带来便利和创新的同

时，也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首先，技术应用具有局限

性，主要表现在基础设施和资源配套不足。师生对技术

的适应性不够，教师缺乏必要的培训或专业知识，使用

技术的深度、广度和效率不够，信息素养有待提高。而

学生则缺乏主动学习的意识，学习过程中监管困难等

问题[11,12]。这些问题需要在实际应用中不断探索和解

决，以实现技术与教学的有效融合。 
2.2 不同地区和学段技术赋能英语教学的实施情

况 
在区域实施方面，农村地区的学校在提供优质教

材、确保所有学生享有平等教育机会方面面临着诸多

限制。我国在 21 世纪初开始试行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

教育工程，旨在促进城乡优质教育资源共享，提高农村

地区的教育质量[13]。研究显示，接触教育技术让原本

存在的城乡教育差距缩小了 21%，这表明技术在提高

农村地区的教育质量上发挥了重要作用[14]。然而，由

于起步相对较晚，远程教育的实施仍存在缺陷。此外，

目前农村留守儿童最常见的监护方式是祖父母监护，

农村老人们往往受教育程度低，对现代社会的发展不

甚了解。这些因素都对在偏远地区开展科技教育产生

了负面影响[15]。 
国内外关于技术赋能英语教学的文献主要集中在

高中或大学阶段，义务教育阶段的研究大多停留在理

论层面探讨信息技术影响下英语教学的特点，以及数

字化技术赋能中小学英语教学的模式创新，实证研究

相对较少，结论不一致。例如，蒋茹[16]认为数字资源融

入初中英语课堂不仅能够显著增强课堂的互动性，更

能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提升英语教学的效

果。杨珊珊等[17]发现上海市中小学已配备开展信息化

外语教学的软硬件设施，但实际使用率显著低于学校

配备率。周由游[18]在调查了 6 个省市的中小学英语教

育技术装备使用现状后发现，绝大部分教师在教学中

使用数字资源的频率较高，在上课、备课、作业、教研

和考试等多个教学环节中使用了多种技术装备，但现

有的教育技术装备不能完全满足英语教学的需求。在

不同学段方面，小学教师比中学教师的态度更加积极，

会利用多媒体设备等展示图片、音视频资源，以激发学

生的英语学习兴趣[17,18]。 
2.3 师生对技术赋能英语教学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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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技术的成功实施在很大程度上需要教师的支

持和积极态度。Peralta 和 Costa[19]发现教师在课堂上

使用计算机时，具有丰富计算机经验的教师表现出更

高的自信和熟练程度。国内研究也显示，我国中小学英

语教师普遍认可不同技术和设备在提升兴趣、语音识

别、点读发音、记录学习轨迹、创建虚拟情景上的积极

作用。但同时又发现，尽管上海市中小学的英语教师已

具备较高的信息素养，却对信息化外语教学持消极态

度，其实际应用受到执教学段、性别、年龄、等因素的

影响。小学教师对新技术的认知显著高于中学教师，年

龄越大、教龄越久的教师对技术赋能英语教学认可度

越低，40 岁以上的教师教学创新能力相对较弱[17,18]。 
这一代中小学生是在科技的陪伴下成长起来的，

他们有很强的适应新技术的能力，并期待处于动态和

个性化的学习环境中。关于对科技的兴趣及其对学习

的影响，研究结果不一。例如，Potvin 和 Hasni[20]发现，

K-12 学习者对科学技术的兴趣和态度与学习有着复杂

的关系，积极的态度会带来社会、经济和环境方面的影

响。对技术有更大兴趣的学生由于参与度增加、学习能

力提高和自信心增强，英语学习效果会更好。Qin[21]发

现微课等计算机技术可以大大提高学生学习英语的兴

趣，提高教学效果。Rashid 和 Asghar[22]认为，技术的

使用与学生的参与和自主学习有直接的积极关系，但

没有发现对学习成绩有显著的直接影响。Nur 和 
Rukmanar[23]表明，小工具的使用可能会降低低年级学

生的社交行为和学习兴趣。 
综上所述，技术赋能英语教学的研究近十年来受

到了广泛关注，但这些研究大多集中在东部沿海等发

达地区，对西部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的研究较少。同时，

国内外对高等教育阶段的关注较多，而对义务教育阶

段的研究相对较少，关于学生兴趣与科技赋能英语教

学效果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也很有限。基于此，本研究

调查了 C 县小学和初中英语教学中技术的应用情况，

并从其发展、效果和学生认知等方面对中国这一特殊

地区的技术赋能英语教学展开讨论。 
3 研究方法 
3.1 研究问题 
根据文献综述和研究目的，提出了以下研究问题： 
（1）技术赋能英语教学在少数民族地区义务教育

阶段的应用程度如何？ 
（2）教师和学生如何看待技术赋能英语教学的效

果？ 
（3）学生对技术赋能英语教学的兴趣和其感知效

果之间有什么关系？ 
3.2 数据来源及分析 
C县位于西部的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州，近两年来，

全县的六所学校都已配备了完善的多媒体设备，其中

包括 Seewo 电子白板。参与抽样的 A 学校有 42 个班

级，包括小学部和初中部；B 学校是一所小学，有 35
个班级；C 学校是一所初中，有 18 个班级，共计 95 个

班级。 
问卷调查的对象是 8 个班级的 354 名学生。他们

总体上平均分布在小学和初中阶段，每个抽样班级约

有 45 名学生（见表 1），其中男生共 153 名（占 43.2%），

女生 201 名（占 56.8%）。问卷包含 21 道选择题（见

附录），问题 1-5 调查英语教学中使用技术的现状，问

题 6-21 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非常不同意=1，非常同

意=5）调查个人对英语学习和技术的兴趣（问题 6-10），
以及他们对技术赋能英语教学效果的看法（问题 11-
21）。作者将 354 份问卷数据用 SPSS（28.0 版）进行

描述性统计分析和相关性检验。 

表 1  参与者信息 

学校 小学年级 班级人数 初中年级 班级人数 

学校 A 四年级 43 七年级 45 
六年级 46 九年级 47 

学校 B 三年级 44 / 
六年级 42 

学校 C / 
七年级 42 
八年级 45 

总计 四个班级 176 四个班级 179 

 
此外，还根据教师的教育水平、职称和教学年限邀

请了两所学校的六名教师进行个别访谈。其中两名教

师的教龄超过 20 年，曾在 C 县支教一年；三名教师的

教龄为 8-10 年；一名教师刚参加工作不久。访谈中使

用的四个问题基于问卷调查的结果，目的是深入了解

技术赋能英语教学。 
（1）部分学生认为教师通常会使用社交媒体（如 

QQ、微信等），您是如何使用这些软件辅助教学的？ 
（2）教学技术出现故障的频率如何？一般有哪些

故障? 
（3）您觉得技术赋能对您的教学有何影响？  
（4）您对技术赋能教育的未来有何看法？ 
访谈在问卷调查后 15 天内进行。只有一位年轻教

师参加了 7 分钟的面对面英语访谈，其余教师则通过

微信语音、录音或文字等方式用中文回答问题，每次约

4-5 分钟。访谈数据经过转录，并经过内容分析后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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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调查的补充。 
4 结果与讨论 
4.1 技术赋能英语教学在 C 县的应用 
如表 2 所示，在三所学校接受调查的 95 个班级中，

86 个班级（90.5%）配备了希沃白板，9 个班级（8.5%）

没有配备。具体来说，学校 A 的所有班级都配备了希

沃，其他两所学校配备的占比分别为 83.3%和 88.9%。

信息中心的张主任告诉我们，在江苏盐城的援助下，该

县大部分学校都配备了新的希沃一体机。这些设备是

集电脑、投影仪、音响系统、电子白板、电子图书、多

媒体播放器等功能于一体的智能教学工具。然而，课堂

上仅使用广播和希沃白板，因为后者足够先进，几乎可

以适应任何教学环境。 

表 2  学校配备的先进科技设备（希沃） 

学校 配备希沃的班级数量 班级总数 百分比 
学校 A 35 42 83.3% 
学校 B 16 18 88.9% 
学校 C 35 35 100% 
总计 86 95 90.5% 

 
在回答问题 1“我的老师在课堂上经常使用技术进

行教学”时，340 名学生（96.1%） 认为“基本一致”

和“非常一致”，没有人表示“非常不一致”。关于问

题 2“我的教师的技术水平令人满意”，339 名学生

（95.8%）表示同意，只有 7 名学生（4.2%）表示反对。

这说明技术赋能教学非常普遍，学生对教师运用技术

的总体水平比较认可。具体的技术和工具方面，1/4 的

受访学生认为教师经常使用 PowerPoint 演示文稿，电

子白板的使用率位居第二（17.8%），有 3.7%的学生还

提到了社交媒体（图 1）。访谈中，四位教师称微信或

QQ 是收发作业（包括语音打卡）的有效手段，共享资

源也很丰富。有八年教学经验的马老师说，“有许多应

用程序可以帮助学生学习，学生可以在应用程序中跟

着朗读课文，这不仅纠正了学生的语音问题，而且提高

了他们运用知识的能力。”有 20 多年教学经验的郝老

师认为，微信上的打卡功能在实践中效果更好，学生可

以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相关练习并提交，教师则可以在

群里批改并及时反馈。不过，有两位教师表示他们很少

使用社交媒体，其中一位只是用微信提供培训视频和

课件。在学习应用方面，256 名（15%）学生认为在教

师课堂教学中经常使用技术进行单词教学，听力训练

（13.1%）、句子练习（12.9%）和课文朗读（12.9%）

紧随其后（图 2）。 

 

图 1  英语教学中使用的各类技术和工具 

 

图 2  各类使用技术的英语教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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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问题 5：“英语教学中技术出现故障的情况很

多”，142 名学生（39.3%）表示同意，仅有 8.5%的学

生表示技术在课堂上不会经常失效。潘老师说，“大多

数教师对当代教学媒体技术都有比较深的了解，但有

时会因为版本和兼容性问题出现故障”。还有两位教师

称网络会时断时续，导致视频无法播放或卡死。例如，

在一次公开课上，郝老师发现自己计划播放的视频时

长增加了，PowerPoint 中的声音也无法播放。而年轻教

师季老师则认为，技术上的问题并不多，即使有，他也

能马上解决。以上发现表明，教师应不断学习和培训，

掌握新技术，以便有效地将其融入传统教学。学校应优

先评估技术对教育的影响，并及时处理出现的问题。 
在被问到“对技术赋能教育的未来的看法”的问题

时，有一半的受访教师表示，他们相信新技术会不断涌

现，并在教育中变得越来越有益和普遍。季老师则认为

表示不能完全依赖技术，并希望今后能创造出更适合

课堂的教学活动。中国的教育已进入智能教学阶段，技

术的进步必将对教育产生重大影响[24]。本研究显示，

技术赋能教育的范围已经扩大到边陲地区。根据国家

政策，江苏省对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科技教育给予了

大力支持。伊犁州的教育并不落后，大多数学生和教师

都能接受并热衷于这种教学方法，教师的教学实践和

学生的学习经历中广泛融入了技术赋能教育。然而，在

观念和技术两方面都存在着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仍有

进一步提高的潜力。 
4.2 师生对技术赋能英语教学效果的看法 
问卷中的第 11-21 题和访谈中的第 3 题都涉及教

师和学生对技术赋能英语教学效果的看法，表 3 显示

了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得出的结果。总体而言，所有问

题的平均值范围为 3.75 至 4.06，表明大多数学生对技

术赋能英语教学的效果持肯定态度。他们最认同技术

赋能对总体的英语学习的好处（平均值为 4.06）。超过

75%的学生认为技术创造了良好的学习环境（平均值

为 4.03），技术赋能提高了他们对英语课堂的兴趣（平

均值为 3.92），约 70%的认为技术赋能提高了他们的

课堂参与度（平均值为 3.89）。此外，35.5%的人认为

技术提高了对英语课的兴趣，127 名（39.9%）学生认

为技术提高了课堂参与度。 

表 3  描述性统计数据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偏度  标准误差 峰度 标准误差 
Q6 350 3.80 1.00 -0.48 0.13 -0.08 0.26 
Q7 351 4.11 0.93 -0.99 0.13 0.81 0.26 
Q8 347 3.32 1.04 -0.10 0.13 -0.38 0.26 
Q9 350 3.94 0.96 -0.65 0.13 0.11 0.26 
Q10 351 4.12 0.90 -0.83 0.13 0.31 0.26 
Q11 350 4.06 0.88 -0.61 0.13 -0.07 0.26 
Q12 353 4.03 0.85 -0.73 0.13 0.48 0.26 
Q13 353 3.92 0.99 -0.73 0.13 0.24 0.26 
Q14 350 3.89 0.94 -0.63 0.13 0.02 0.26 
Q15 347 3.88 0.96 -0.61 0.13 0.04 0.26 
Q16 349 3.92 0.95 -0.72 0.13 0.41 0.26 
Q17 351 3.84 0.98 -0.56 0.13 -0.04 0.26 
Q18 351 3.75 1.01 -0.58 0.13 -0.05 0.26 
Q19 352 3.91 0.94 -0.59 0.13 0.05 0.26 
Q20 349 3.82 0.97 -0.56 0.13 0.04 0.26 
Q21 351 4.02 1.03 -0.94 0.13 0.42 0.26 

 
在教师访谈中，当被问及技术赋能对教学的影响

时，马老师认为这种教学方法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丰富课堂材料，简化复杂的概念，提高效率，帮助

解决关键和具有挑战性的问题，使学生能够更好地理

解材料。郭老师认为，本学期最新引进的希沃电子白板

和投影仪是一种很好的教学辅助工具，通过利用希沃

开发教学材料，学生们参与度很高，并能感受到这项技

术的人性化。学生的作品可以通过投影仪在全班面前

展示，效果非常好。郝老师以传统乐器单元为例，说相

当多的学生对传统乐器缺乏了解，希沃电子白板的资

源库提供了各种中国传统乐器，包括笛子、箫、马头琴

等，这样，学生不仅可以直观地观察乐器，还可以聆听

乐器演奏的音乐，加深了学生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增强

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自信心。 
另一个得分较高的问题是关于技术赋能对学习效

果的影响的（问题 21），平均值达到了 4.02，说明学

生总体比较满意自己在技术辅助下学习英语的表现。

在被调查的 6 个英语技能中（问题 15-20），他们最认

同技术赋能在口语、词汇和听力方面的积极作用，其次

是阅读、语法和写作。这个结果与 Sun 等[25]的发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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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他们认为移动社交平台显著提升了一年级学生的

口语流利度，而在准确度和语音发面的效果没有那么

明显。Alakrash 和 Razak[26]认为，学生喜欢用数字技术

来学习单词以此来提高阅读能力，这可能是因为技术可

以帮助学生将词汇储存在长期记忆中[27]。通过技术可以

获得众多真实的听力材料，提高了听力的多样性[28]，而

且有助于激活旧知识，进行合理推论，减少听力过程中

的焦虑情绪[29]，从而有促进听力理解和记忆。 
4.3 学生对技术赋能英语教学的兴趣与效果之间

的关系 
K-S 正态检验表明，样本数据不呈正态分布，因此

采用了斯皮尔曼相关检验。从表 4 可以看出，所有 5 个

兴趣问题与 11 个效果问题都呈现显著相关（p<0.01），
并且相关系数位于 0.24 与 0.60 之间。根据 0.3 至 0.7
的中等相关系数范围[30]，我们发现除问题 12（r=0.34）
外，问题 6 与所有效果问题都呈中度正相关，r 值均高

于 0.49，显著性水平低于 0.01。这似乎表明，对英语有

较高兴趣的学生在一定程度上会认为科技对他们在听、

说、读、写、词汇和语法运用等方面的英语能力有更大

的积极影响。这一结果与 Zheng[31]的相关研究结果一

致，即学习动机对学生英语成绩的影响最大（r=0.79，
p<0.01）。然而，问题 6 和问题 12 之间 0.34 的低系数

则表明，英语兴趣较高的学生不太可能同意技术能为

英语学习创造有利的学习环境。 

表 4  学生对技术赋能英语教学的兴趣与感知效果之间的相关性 

   Q1 Q2 Q3 Q4 Q5 

斯皮尔曼 Rho 

Q11 相关系数 0.485 0.415 0.267 0.468 0.379 
Q12 相关系数 0.341 0.393 0.242 0.378 0.327 
Q13 相关系数 0.597 0.498 0.362 0.468 0.356 
Q14 相关系数 0.492 0.439 0.356 0.419 0.340 
Q15 相关系数 0.508 0.445 0.269 0.378 0.349 
Q16 相关系数 0.492 0.449 0.327 0.437 0.385 
Q17 相关系数 0.497 0.432 0.296 0.406 0.390 
Q18 相关系数 0.491 0.442 0.320 0.414 0.310 
Q19 相关系数 0.517 0.391 0.292 0.462 0.418 
Q20 相关系数 0.520 0.398 0.278 0.448 0.388 
Q21 相关系数 0.547 0.454 0.269 0.469 0.452 

All correlations are significant at the 0.01 level （2-tailed）. 

 
同样，问题 2和问题 13的正相关系数最高（r=0.50，

p<0.01），说明喜欢丰富课堂活动的学生比较赞成技术

能提高他们学习英语的兴趣。问题 4 与问题 11、13 和

21 之间的正相关系数（r=0.48、0.47、0.47）也意味着

喜欢技术的学生也趋向于认为技术能提高他们对英语

课堂、表现和学习的兴趣。问题 5 与问题 21 之间的相

关性表明，这些学生很可能认为技术能帮助他们提高

英语成绩。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所有问题中，问题 3 的平

均值最低，仅为 3.32，而且与问题 11-21 的相关系数也

相对较低，均低于 0.40。这似乎意味着学生们对科技

知识的了解相当保守，考虑到他们的年龄较小，生活环

境相对落后，这也是合理的，但这一缺陷不一定会阻碍

他们对技术赋能的积极评价。 
5 结论 
本研究发现，除极少数农村学校外，该地区的县城

的中小学都已经投入并使用了更多现代化工具，如希

沃电子白板，大多数学生支持教师在课堂上使用技术，

并且表示技术赋能教育能够帮助他们学习英语和提高

英语成绩，他们对技术的兴趣与技术对学习的影响之

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同样，教师们都认为这种方法很

有效，他们有能力整合各种数字资源，使课堂变得生动

活泼，提高学生的独立观察能力，激发他们解决问题的

灵感。但是，技术在常规教学中偶尔也会出现问题，每

个参与者都需要加强关注。 
应用信息技术的目的是改善传统教学方法，解决

传统课堂的局限性。少数民族地区的中小学英语教师

在改变传统的英语教学观念和方式的同时，应遵守多

媒体辅助教学中的科学性、辅助性、互动性和组合原则
[33]。此外，教师应鼓励学生探索语言学习相关的技术

和应用，参与协作和互动的学习活动。然而，鉴于学习

者年龄较小，对技术的使用也是全新的体验，应引导学

生以健康和自我调节的方式使用技术进行语言学习，

并促进他们加强知识和技能基础，以支持积极的学习

行为。 
技术部门应加大力度为英语学习创造一个支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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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技术性更强的环境，提供及时的技术支援，帮助师生

解决语言学习软件、在线资源和其他语言学习技术的

问题。行政管理部门应定期举行职业发展培训和技术

演示，定期对科技资源进行评估，确保科技资源在语言

学习中的有效性，使技术最大限度地赋能英语教学，从

而推动教育数字化和教育公平政策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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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技术赋能英语教学应用现状调查问卷 

 
亲爱的同学，你好！ 

技术赋能是指利用先进的技术手段来提升个体或组织的能力和效率，推动或改变某个领域的发展。例如在教

育领域，使用多媒体、远程教育、在线课堂等方式提升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的效率。 
为了了解技术在中小学英语教学中的使用现状，我们特此设计了这份问卷进行调查，目的在于利用此项调查

所得到的反馈信息，为中小学英语教学研究提供参考依据。调查结果仅供学术研究之用，对参与者的信息保密，

您的真实作答对我们非常重要，感谢您的配合！ 
  
一、个人信息 
 
姓名：_____________  班级：____________  性别： □男    □女 
  
  
二、使用现状 （请根据实际情况在对应的选项上打勾√） 
1.课堂上我的老师经常使用技术教学。 
 A.符合    B.比较符合    C.比较不符合   D.不符合 
2.我的老师的技术操作水平很好。 
 A.符合    B.比较符合    C.比较不符合   D.不符合 
3.英语教学中老师通常使用哪些技术？（可多选，可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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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电子白板    B.PPT       C.Flash       D. 幻灯机     
E.教学软件   F.教学光盘      G.音频播放      H. 视频播放    
I.微课      J.自媒体     K.教学平台    L.考试平台  
M.社交媒体（如 QQ、微信等）       N. 其他，请写明 _________________  
4.老师在什么环节中经常使用技术？（可多选，可补充） 
A.单词学习   B.句子训练    C.课文朗读    D. 阅读理解  
E.语法教学   F.听力练习     G.口语练习    H.写作训练    
I.课堂游戏       J.其它，请写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英语教学中技术出现故障的情况很多。 
A.符合    B.比较符合    C.比较不符合    D.不符合 
 
三、个人兴趣 

请根据个人情况在对应的选项（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中立、同意、非常同意）中打勾（P）。 
我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中立 同意 非常同意 

6.对英语学习感兴趣      

7.喜欢内容和活动丰富、轻松活跃的英语课堂      

8.很了解技术赋能的概念和做法      

9.对借助科技进行英语学习很感兴趣      

10.喜欢老师用技术教学      

 
 
四、影响和效果 

针对技术赋能英语教学对你的英语学习产生的影响，请在相应的选项中打勾（P）。 
技术赋能英语教学_________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中立 同意 非常同意 

11.帮助了我的英语学习      

12.创造了良好的学习环境      

13.增加了我对英语课的兴趣      

14.提高了我的课堂参与度      

15.提高了我的听力理解能力      

16.提高了我的口语表达能力      

17.提高了我的阅读理解能力      

18.提高了我的写作能力      

19.提高了我的词汇知识和运用能力      

20.提高了我的语法知识和运用能力      

21.帮助我提升了英语成绩      

  
非常感谢你的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