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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辅助下环境因素对儿童第二语言习得的影响研究

谢飞

三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海南三亚，572022；

摘要：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 AI 辅助工具在儿童第二语言学习中的应用越来越普遍。本文探讨了
AI 工具与环境因素如何相互作用影响学习效果。通过文献和实证研究，分析了家庭、学校和社会环境对

语言习得的影响，并提出了一个研究框架。研究指出，AI 工具在个性化学习、增强动机和创造沉浸式环

境方面有优势，但其效果受环境因素影响。关键环境因素包括家庭支持、学校资源和社会文化氛围。建议
优化家庭和学校环境，结合 AI 技术，为儿童创造更有效的第二语言学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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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掌握第二语言已成为儿童教

育的重要目标。传统的语言教学方法往往受到资源、

时间和空间的限制，难以满足儿童多样化的学习需求。

近年来，人工智能（AI）技术的快速发展为语言学习

提供了新的可能性。AI 辅助工具，如智能语言学习

软件、虚拟现实（VR）平台和自适应学习系统，能够

根据学习者的个体差异提供个性化学习方案，从而提

高学习效率。然而，AI 技术的效果并非孤立存在，

而是受到家庭、学校和社会等环境因素的深刻影响。

因此，研究 AI 辅助工具与环境因素的交互作用，对

于优化儿童的第二语言习得具有重要意义。

1 理论基础

1.1 第二语言习得理论

1.1.1克拉申的输入假说

克拉申（Krashen）提出，语言习得的关键在于

学习者能够接触略高于其现有水平的语言输入（i+1）。

AI 辅助工具可以通过智能推荐系统，为儿童提供符

合其语言能力的输入内容，从而促进语言习得。

1.1.2斯温的输出假说

斯温（Swain）强调，语言输出是语言习得的重

要环节，因为它能够帮助学习者检验和巩固语言知识。

AI 辅助工具，如语音识别和对话系统，可以为儿童

提供即时反馈，增强语言输出的效果。

1.1.3维果茨基的社会文化理论

维果茨基（Vygotsky）认为，语言习得是一个社

会互动过程，学习者的“最近发展区”（ZPD）需要

通过与他人的互动来实现。AI 辅助工具可以通过模

拟互动场景，为儿童提供类似的社会支持。

1.2 环境因素对语言习得的影响

1.2.1家庭环境

家庭作为儿童语言习得的首要环境，其父母的语

言能力、教育水平以及对语言学习的重视程度，均对

儿童的语言输入质量产生直接影响。此外，家庭所提

供的学习资源（例如书籍、电子设备）以及学习氛围，

亦对语言习得产生重要影响。

1.2.2学校环境

学校作为儿童系统学习第二语言的主要场所，教

师的教学方法、课程设计以及课堂互动模式，均对语

言学习效果起到决定性作用。同时，同伴间的语言交

流亦对语言习得起到促进作用。

1.2.3社会环境

社会文化氛围和语言使用环境对儿童的语言习

得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例如，在多语言社区中，儿

童更容易接触和使用第二语言。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设计

本研究采用混合研究方法，结合定量和定性分析。

定量部分通过问卷调查和测试成绩分析 AI辅助工具

对儿童语言习得的影响；定性部分通过访谈和观察了

解儿童和家长对 AI辅助工具的使用体验。

2.2 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为 100 名 6-10 岁的儿童，分别来自不

同语言背景和家庭环境。所有儿童均使用同一款 AI

辅助语言学习软件（如 Duolingo 或 EVA 英语）进行

为期三个月的学习。

2.3 数据收集

2.3.1定量数据

前测和后测：使用标准化语言测试评估儿童的语

言能力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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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调查：收集家长和教师对 AI 辅助工具使用

效果的评价。

2.3.2定性数据

访谈：与部分儿童和家长进行深度访谈，了解他

们的使用体验和感受。

观察：记录儿童在使用 AI 辅助工具时的行为和

反应。

2.4 数据分析

2.4.1定量分析

使用 SPSS 软件进行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探讨 AI辅助工具与儿童语言能力提升之间的关系。

2.4.2定性分析

采用主题分析法，从访谈和观察记录中提取关键

主题，分析环境因素对 AI 辅助工具效果的影响。

3 研究结果

3.1 AI 辅助工具对儿童语言能力的提升效果

3.1.1词汇量和语法能力

研究发现，使用 AI 辅助工具的儿童在词汇量和

语法能力方面均有显著提升。前测和后测的平均分差

分别为 12.3 分（词汇量）和 9.7 分（语法能力），

表明 AI工具在语言知识的积累方面效果显著。

3.1.2语言输出能力

通过语音识别和对话练习，儿童的语言输出能力

也有所提高。测试结果显示，儿童的口语流利度和准

确性分别提升了 18%和 15%。

3.2 环境因素的调节作用

3.2.1家庭环境

家庭支持对 AI 辅助工具的效果具有显著影响。

父母参与度较高的家庭中，儿童的语言能力提升更为

显著。此外，家庭提供的学习资源（如电脑、平板）

也对学习效果有正向作用。

3.2.2学校环境

学校资源丰富的地区，儿童的语言学习效果更好。

教师的指导和同伴的互动能够弥补 AI 工具的不足，

增强学习效果。

3.2.3社会环境

在多语言社区中，儿童的语言习得效果更为显著。

社会语言环境为儿童提供了更多的语言输入和输出

机会。

3.3 AI 辅助工具的优势与局限

3.3.1优势

个性化学习：AI 工具能够根据儿童的学习进度

和能力水平提供定制化内容。

即时反馈：语音识别和自动评分功能帮助儿童及

时纠正错误。

学习动机：游戏化设计和奖励机制增强了儿童的

学习兴趣。

3.3.2局限

情感支持不足：AI 工具无法提供像人类教师那

样的情感支持和个性化指导。

技术依赖风险：过度依赖 AI 工具可能导致儿童

缺乏实际的语言交流能力。

4 讨论

4.1 AI 辅助工具与环境因素的交互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AI 辅助工具的效果并非孤立存

在，而是受到环境因素的深刻影响。家庭、学校和社

会环境共同构成了儿童语言习得的生态系统，AI 工

具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例如，家庭支持可以弥补

AI 工具在情感支持方面的不足，而学校资源则可以

提供更系统的语言学习框架。

4.2 优化 AI辅助工具的建议

4.2.1增强互动性

为了提升学习体验，开发更具互动性的 AI 工具

是至关重要的。通过引入虚拟现实（VR）平台，我们

可以为儿童创造一个沉浸式的语言学习环境。在这个

环境中，孩子们可以通过模拟的互动场景来实践语言

技能，例如在虚拟的市场中用目标语言购买物品，或

者在模拟的旅游景点中扮演导游，向虚拟游客介绍景

点。这种沉浸式体验不仅能够激发孩子们的学习兴趣，

还能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和记忆新词汇和语法规则。

4.2.2结合人类教师

将 AI 工具与人类教师的教学相结合，可以充分

利用两者的优势，为儿童提供更全面的学习体验。例

如，AI 工具可以承担起课后练习和复习的任务，通

过智能分析孩子们的学习进度和弱点，提供个性化的

练习题目。而人类教师则可以在课堂上发挥其不可替

代的作用，负责引导课堂互动，激发学生的思考，以

及提供情感支持和鼓励。这种人机协作的教学模式能

够确保孩子们在认知和情感两个层面上都得到充分

的发展。

4.2.3个性化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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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提升 AI 工具的教学效果，优化个性

化功能是关键。通过收集和分析儿童的语言水平、学

习习惯和兴趣点，AI 工具可以提供更加精准和个性

化的学习内容。例如，如果一个孩子对动物特别感兴

趣，AI 可以推荐与动物相关的阅读材料和视频，甚

至设计相关的语言游戏和角色扮演活动。通过这种方

式，学习内容与孩子的兴趣紧密相连，不仅能够提高

学习效率，还能让学习变得更加有趣和吸引人。

5 结论

本项研究揭示了人工智能辅助工具在儿童第二

语言学习过程中所展现出的显著优势，特别是在提供

个性化学习路径和即时反馈方面。这些先进的工具能

够根据每个孩子的学习进度以及理解能力，动态调整

教学内容，从而有效地促进孩子们对语言技能的掌握。

然而，人工智能工具的效果并非孤立存在，它们受到

外部环境因素的显著影响，这些因素包括家庭的支持

程度、教育资源的丰富性以及社会对于多语言学习的

接纳程度。为了能够最大化地利用这些技术的优势，

家庭方面需要提供必要的支持和鼓励，学校方面则需

要增加教育资源的投入，并且加强教师在人工智能教

学方面的培训。同时，社会层面上需要营造一个多元

文化和语言交流的环境。通过优化这些环境因素，我

们可以期待人工智能工具在儿童语言习得的过程中

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帮助他们更加高效地学习新的

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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