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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教领航：AI 赋能下初中英语班级的个性化分层教学创新实践

叶迪

合肥师范学院　安徽合肥　230000

摘　要：本论文聚焦于人工智能（AI）技术在初中英语班级个性化分层教学中的创新应用。通过分析传统初中英语分层教

学存在的问题，结合 AI 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优势，探讨如何利用 AI 实现英语教学的精准分层、动态调整及个性化学习

支持。采用文献研究法、案例分析法和行动研究法，以某初中英语班级为实践对象，验证 AI 赋能下个性化分层教学模式的

有效性。研究结果表明，AI 技术能够显著提升分层教学的科学性和效率，促进学生英语学习成绩和学习兴趣的提高，为初

中英语教学改革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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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研究背景

随着教育信息化 2.0 时代的到来，人工智能技术在教育

领域的应用日益深入（祝智庭 等，2020）。初中英语教学

作为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面临着学生英语基础差异

大、传统教学模式难以满足个性化学习需求等问题。传统的

分层教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考虑了学生的个体差异，但在分

层标准制定、教学资源分配和学习效果评估等方面存在主观

性强、动态调整不足等缺陷。AI 技术的发展，为实现更加

科学、精准的个性化分层教学提供了新的可能。

1.2 研究意义

理论意义上，本研究有助于丰富人工智能与教育教学

融合的理论体系，探索初中英语分层教学的创新路径。实践

意义方面，通过 AI 赋能的个性化分层教学实践，能够有效

提升初中英语教学质量，满足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为一线

教师提供可操作的教学模式和方法，推动初中英语教学的数

字化转型 。

1.3 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索 AI 技术在初中英语班级个性化分层教

学中的具体应用策略，构建 AI 赋能的个性化分层教学模式，

并通过实践验证该模式对学生英语学习效果的影响，为初中

英语教学改革提供实践参考。

2. 文献综述

2.1 个性化分层教学的理论基础

个性化分层教学以多元智能理论、最近发展区理论和

掌握学习理论为基础。多元智能理论强调学生智能的多样

性，为分层教学提供了理论依据；最近发展区理论指出教学

应针对学生的潜在发展水平进行，分层教学能够更好地满足

不同层次学生的学习需求；掌握学习理论认为只要给予足够

的时间和适当的教学，几乎所有学生都能达到掌握的程度，

分层教学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Gardner, 2021；加德纳，

2022）。

2.2 AI 在教育领域的应用现状

AI 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涵盖智能辅导系统、学习分

析、教育机器人等多个方面（Johnson et al., 2022）。智能辅

导系统能够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提供个性化的学习建议；学

习分析技术通过对学生学习数据的挖掘和分析，实现学习过

程的可视化和学习效果的预测；教育机器人则可以辅助教师

进行课堂教学和课后辅导。在英语教学中，AI 技术已应用

于语音识别、智能翻译、自适应学习平台等方面，但在个

性化分层教学中的系统性应用研究仍相对不足（Wang & Li, 

2023；王蔷 等，2021）。

2.3 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

国外学者较早开始探索 AI 与个性化学习的结合，如

Knewton 自适应学习平台利用 AI 技术为学生提供个性化

学习路径（Brown, 2020）。国内研究中，部分学者探讨了

AI 在教育分层中的应用，但多集中于理论层面，针对初中

英语学科的实践研究较少（Zhang & Liu, 2021；张弛 等，

2020）。现有研究表明，AI 技术能够有效提升教学的个性

化程度，但在具体学科教学中的应用模式和效果仍需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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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

3.AI 赋能初中英语个性化分层教学的理论框架

3.1 AI 技术在分层教学中的功能定位

AI 技术在初中英语个性化分层教学中具有数据采集与

分析、智能分层决策、动态教学调整和个性化学习支持四大

核心功能。通过收集学生的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测试

成绩等多维度数据，利用机器学习算法进行分析，实现精准

分层；根据学生学习进度和效果，动态调整教学内容和策略；

同时，基于学生的学习特点和需求，提供个性化的学习资源

和辅导（Liu & Chen, 2022；）。

3.2 个性化分层教学模式的构建

基于 AI 技术，构建“数据采集—智能分析—动态分层—

精准教学—效果评估—反馈优化”的闭环式个性化分层教学

模式。具体包括：利用 AI 工具采集学生学习数据；通过数

据分析模型对学生进行智能分层；根据分层结果设计差异化

教学方案；在教学过程中实时监控学习效果，动态调整教学

策略；通过多维度评估反馈优化教学模式（见图 1）。

图 1 AI 赋能的个性化分层教学模式流程图

4.AI 赋能初中英语个性化分层教学的实践设计

4.1 实践对象与时间

选取某初中七年级两个平行班作为实践对象，其中实

验班采用 AI 赋能的个性化分层教学模式，对照班采用传统

分层教学模式。实践周期为一学期（16 周）。

4.2 教学资源与工具

利用 AI 英语学习平台（如 ClassIn、科大讯飞智学网）

进行数据采集和分析，平台具备智能测评、作业批改、学习

报告生成等功能。同时，结合英语教材和网络资源，为不同

层次学生提供差异化的学习内容。

4.3 教学实施过程

4.3.1 智能分层：通过平台进行入学英语水平测试，结

合学生的词汇量、语法掌握程度、听力口语能力等数据，利

用聚类算法将学生分为 A（基础层）、B（提高层）、C（拓

展层）三个层次。

4.3.2 分层教学：根据不同层次学生的特点设计教学目

标和内容。A 层注重基础知识巩固，B 层侧重能力提升，C

层强调拓展应用。课堂教学采用“大班授课 + 小组分层辅导”

模式，课后通过 AI 平台推送个性化学习任务。

4.3.3 动态调整：每周通过平台收集学生的作业、测试

数据，利用学习分析模型评估学习效果，动态调整学生的分

层等级和教学策略。

4.3.4 个性化辅导：AI 平台根据学生的错题分析和学习

难点，自动推送针对性的微课视频、练习题等学习资源，

并提供智能语音对话、作文批改等辅导功能（Zhao & Sun, 

2024；赵晓燕 等，2022）。

5. 实践效果分析

5.1 数据收集与分析方法

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收集数据。定量数据包

括实验班和对照班的期中、期末考试成绩，通过 SPSS 进行

独立样本 t 检验；定性数据通过课堂观察、学生访谈和教师

反思日志，分析学生的学习态度和教学模式的实施效果。

5.2 实验结果

5.2.1 学习成绩对比：实验结果显示，实验班学生的英

语平均成绩显著高于对照班（p<0.05），且各层次学生的成

绩提升幅度均优于对照班（见表 1）。

表 1 实验班与对照班各层次学生成绩对比

班级 层次 实验前平均分 实验后平均分 提升幅度

实验班 A 层 62.3 75.6 13.3

实验班 B 层 78.5 89.2 10.7

实验班 C 层 85.7 93.1 7.4

对照班 A 层 61.8 68.2 6.4

对照班 B 层 77.9 83.5 5.6

对照班 C 层 86.1 89.3 3.2

5.2.2 学习态度与兴趣：通过访谈发现，实验班学生对

英语学习的兴趣和自信心显著提高，85% 的学生认为 AI 推

送的个性化学习资源有助于提升学习效率。

5.3 实践反思

AI 赋能的个性化分层教学模式在提升教学效果方面表

现出明显优势，但在实践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如 AI 平台功

能的适应性不足、教师对 AI 技术的应用能力有待提高等（Li 

& Wang,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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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与展望

6.1 研究结论

本研究证明，AI 技术能够有效赋能初中英语班级的个

性化分层教学，通过精准分层、动态调整和个性化学习支持，

显著提升学生的英语学习成绩和学习兴趣。AI 赋能的教学

模式为解决传统分层教学的局限性提供了新的途径。

6.2 研究不足

研究样本数量较少，实践周期较短，可能影响结果的

普适性；对 AI 技术与教学深度融合的机制探讨不够深入。

6.3 未来展望

未来研究可扩大样本范围，延长实践周期，进一步验

证 AI 赋能分层教学模式的有效性；同时，深入探索 AI 与初

中英语教学融合的创新路径，推动智慧教育在学科教学中的

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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