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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当下教育创新发展的核心议题。AI双师智慧教学是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对课

堂重塑提出的新要求。本研究运用系统学的观点，结合专门用途英语（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ESP）课程的特点，尝试构建 AI双师智慧教学模式，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实现智能诊学、人机助学、精准

评学三个环节。并通过问卷调查和半结构访谈，发现该模式对学生知识获得、能力提升、素养提高等

三个方面的积极影响。以期为促进ESP课堂实践与研究提供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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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has become the core issue of current educational innovation and develop⁃
ment.  AI dual-teacher intelligent teaching is a new requirement for classroom transformation in the contex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his study applies a systemic perspective and combin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ESP) courses to attempt to build an AI dual-teacher intelligent teaching mode, which 
realizes the three stages of intelligent diagnosis, human-machine assisted learning, and precise evaluation in 
the entire teaching process.  Through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it was found that 
the mode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three aspects including students’ knowledge acquisition, ability improve⁃
ment, and quality enhancement.  It is expected to provide reference and guidance for the practice and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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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ESP cla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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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当下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举措。推进教育数字化是党的二十大作出的重要

部署［1］。AI双师智慧教学是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对课

堂重塑提出的新要求，以技术赋能教学，为双师教学

形式变革注入新的活力［2］。专门用途英语（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ESP）课程的特点在于既要求

对英语语言知识技能的融会贯通又要求对学科专业

知识的牢固掌握，强调与专业知识的结合，注重培养

学习者在特定领域的实际运用能力，其种类繁多，比

如法律英语、医学英语、科技英语等。本文以笔者目

前所在的医学高校开设的ESP课程——“医学英语”

为例，该课程设置方面缺乏全面系统的教学体系，传

统的灌输讲授式教学模式无法解决语言知识与学科

专业知识相融合的问题，通常表现为学科专业教师

英语能力薄弱，而语言教师却又在学科专业知识方面

极其欠缺，无法达成语言教学与学科专业知识教学的有

机融合。

鉴于此，本文运用系统学的观点，尝试构建AI双
师智慧教学模式，AI与教师协同完成课堂教学，在整

个教学过程中实现智能诊学、人机助学、精准评学三

个环节。并通过问卷调查和半结构访谈，发现该模式

对学生知识获得、能力提升、素养提高等三个方面的

积极影响。以期为促进ESP课堂实践与研究提供参

考借鉴。

1　AI 双师智慧教学模式构建

1.1　AI 双师智慧教学模式的理论框架

AI双师教学是以“协同化”为基本原则，实现教

师、学生、智能机器三者间的优势互补［3］。智慧教学是

依托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对教学方法和路径进行优

化和改革，为学习者提供个性化的学习路网和调控系

统，促进学习者智慧建构，根据学习者的情况，提供个

性化、有效的学习指导的一种新型教学形式。AI双师

智慧教学是一种教师和学生在智能机器的支持引导

下，协同配合，精准促进学习者及智慧发展的新型教

学实践模式。该模式分为两层——人机协同层、智慧

教学层，如图 1所示。智慧教学层以“三节九步”为核

心目标，其中包括智能诊学、人机助学、精准评学三个

环节，其中智能诊学环节包括主题激活、自学评测、输

出驱动三个步骤，人机助学环节包括虚拟情境导入、

多层次任务示范、多线程任务表达和精准化总结点

评四个步骤，精准评学环节包括个性化作业推送和

多元化立体评价两个步骤，从智能诊学到人机助学

再到精准评学实现课前、课中、课后全程教学闭环，直

至下一轮修正。人机协同层分别包含学生与智能机

器在学习活动方面的协同、教师与学生在教与学活

动方面的协同及教师与智能机器在教育活动方面的

协同。人机协同层是智慧教学层的基础，智慧教学层

是人机协同层的具体表现形式，旨在通过人与智能机

器的协同配合，实现智慧化、科学化、个性化教学。

图 1　AI 双师智慧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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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系统论：“三节九步”AI 双师智慧教学模式的

纵向构建

本文运用系统论的观点，将课堂教学视作一个系

统环节，该环节是由若干个教学步骤按一定次序组构而

成的。以 ESP课程——“医学英语”为例，尝试构建

ESP “三节九步”AI双师智慧教学模式，如图2所示。

“三节九步”AI双师智慧教学将智能技术与双师

课堂相融合，AI与教师协同完成课堂教学，分别负责

语言知识的教学与学科知识的指导及两者相互合作

的教学辅导，将学习者的学习风格和行为习惯纳入教

学设计中。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实现智能诊学、人机助

学、精准评学三个环节。

1.2.1　第一环节——智能诊学

智能诊学环节旨在通过智慧平台和 AI，精准刻

画影响学习者新课学习的学情特征，从而生成学情报

告进行个性化诊断。ESP教师以AI生成的学情报告

为参照制定弹性化的教学预案，从而为“人机助学”提

供教学依据。

第一步——主题激活

学生登录课程平台，通过 AI创设的虚拟实验情

境进行自主学习，完成在线练习、小测及云服务资源

学习，自动唤醒学生已有的英语语言知识和技能，激

活与主题相关的话题、认知等。以“医学英语”课程第

四单元Alternative Medicine为例，学生对该单元中医

与西医的异同点主题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并且部分学

生已经熟悉针灸、推拿、拔罐等相关词汇的英文释义

及用法，而在讲授第六单元Life and Medicine的主题

euthanasia（安乐死）时，较多冗长的医学词汇和术语

让学生预习起来感到吃力，且部分学生对该主题无太

大的兴趣甚至茫然。

第二步——自学评测

AI为学生提供人机交互式预习资源和在线的预

习效果检测工具，学生可自定步调学习路径。以“医

学英语”课程第二单元 Resurgent and Emergent Dis⁃
eases 的词汇为例，如 pathogenic 、epidemiology 、
streptococcus等词汇发音拗口，学生跟读练习后可看

到可视化的测评结果。并且通过文章的阅读，完成相

关的练习题，客观题可得到即时反馈，主观题可根据

ESP教师提供的反馈即时进行修正。

第三步——输出驱动

学生打破原有的被动接受知识，转而尝试独立表

达，AI提供特定的医学交际主题，学生根据已有的英

语语言知识、技能和已了解的医学相关知识，尝试独

立的口语、写作等方面的表达输出。以“医学英语”课

程第三单元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Diseases 为
例，布置如何运用大数据与社交媒体预测、预防和治

疗疾病的口语表达任务上，让学生以口头输出、视频、

文本等多种形式在智慧平台上输出表达。

1.2.2　第二环节——人机助学

基于智能诊断学情信息的基础上，教师与 AI协
同合作，为不同层次学生提供不同难度级别的课堂任

务，形成进阶式任务链。这样，在同一教学时间内，不

图 2　“三节九步”AI 双师智慧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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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层次学生在同一主题下可以实现多线程的“并列

式”学习［4］。

第四步——虚拟情境导入

学生通过智慧平台搭建的虚拟实验室亦或是通

过穿戴式智能设备进入到虚拟情境中，身临其境地第

一时间融入学习情境中，营造生动有趣的学习氛围。

以“医学英语”课程第六单元 Life and Medicine Text 
A 的主题 Hospice care（临终关怀）为例，学生进入到

医院的虚拟情境中去，通过真实地与医生、患者、家属

等的沟通与对话，而产生极强的共情能力，有利于对

医学人文、医生职业等素养的培养。

第五步——多层次任务示范

AI根据课前预习情况生成的学情报告，进而为

不同层次学生提供多层次的任务示范。在多线程的

“并列式”学习情境下，不同学习者会遇到不一样的问

题和难点，而 ESP教师与 AI协同完成学习指导。以

“医学英语”课程第一单元 A Doctor’s Life 为例，如

colonoscopy、osteoporosis、glucose 等这样比较拗口

的词汇，对于英语水平较低的同学，需要慢速反复听

再不断练习发音，而英语水平较高的学生则可以直接

进入到文章的阅读中，英语语言水平及医学知识更扎

实的学生则可以驱动输出，以口述或者写作的形式概

括整篇文章的核心要义，形成同一课堂以多线程“并

列式”的双师协同教学方式。

第六步——多线程任务表达

AI提供学生在课前预习和输出驱动任务上的学

情分析报告，ESP教师在课堂上进行弹性分组，按照

“组间异质、组内同质”的原则划分小组，并为不同小组

提供同一主题下不同难度级别、不同任务情境下的课

堂表达任务。

第七步——精准化总结点评

ESP教师根据 AI提供的学生课前、课中任务的

完成率和正确率的可视化数据，可更加强化重难点。

以“医学英语”课程第七单元Doctor-patient Relation⁃
ship为例，ESP教师基于AI提供的课前、课中任务完

成数据生成的学情报告分析，进行班级整体集中点

评，将医患关系中的四种模式以结构化的形式串联起

来，加强对重难点的学习。

1.2.3　第三环节——精准评学

精准评学环节旨在基于大数据技术构建学习者

画像，实现基于数据的精准评价反馈。AI记录学习者

全过程的学情数据，对学习者的作业、测试等进行边

缘计算，实现实时数据分析、反馈。

第八步——个性化作业推送

AI对客观题可实时自动反馈并提供参考答案，

主观题则需要ESP教师提供个性化辅导及反馈。以

“医学英语”课程第四单元Alternative Medicine为例，

针对词汇量不足阅读能力欠佳的学生，AI推送了低、

中难度任务，以图片、动画、连线、例句等方式让学生掌

握部分医学词汇的词义，从而攻克阅读障碍。针对阅

读理解尚佳但阅读速度较慢的学生，ESP教师可提供

短篇文章，让其快速阅读概括文章主旨以加强对阅读

能力的高阶能力训练。

第九步——多元化立体评价

借助 5G、虚拟现实、大数据等技术，实现更客观

的教师评价、自我评价、同伴评价等，不同于以往传统

的以分数体现的评价形式，智慧平台可使用文本、语

音等多种方式评级、打分等多样化评价方式。以“医

学英语”课程整个学期教学为例，学生均需要在课前

预习表现、课中师生互动、生生互动、任务呈现等四维

评价量表上完成自评和同伴评价。

1.3　类型学：ESP 课堂教学的横向对比

类型学是根据事物属性的异同关系，将不同事物

划分为若干个体的学说。教育类型学揭示教育类型

发展规律，既探究教育整体类型，也关注教育类型内

在结构［5］。本文基于类型学视角，以教学特点为切面，

尝试找出多个类型的ESP课堂教学特点间的异同，从

而更好地观察AI双师智慧教学模式在课堂教学中呈

现出的教学特征。三类课堂教学特点对比分析详

见表1。
由表 1可知，传统ESP课堂大多采用凯洛夫的组

织教学、复习旧课、讲授新课、巩固新课、布置作业的五

步教学法模式，以教师讲授为主，秉持“先教后练”的教

学思路，教师课上单一传授知识，学生课外完成知识

内化。其优缺点学界已有较多讨论，此处不再赘述。

相反，ESP翻转课堂遵循“先学后教”的思路。随着学

术研究不断深入，部分学者也指出了该模式存在的

“效果天花板”和“认知天花板”困境，即在课前应用了

微课并不等同于翻转课堂的实践，课前在家“先学”观

看微课视频难以保持动力。并且翻转课堂对教师的

信息化素养要求极高，部分教师并未作好充分准备去

精心设计翻转课堂的教学设计、重构教学内容、构建

教学资源，而使得翻转课堂仅浮于表面形式，难以实

现课堂教学质量的提升［6］。与二者不同的是，AI双师

智慧课堂采用的是“教与学高度契合”的教学特点，具

体反映在教学时空、教学模式、教学内容、教学资源、课

堂建设、学生权限、师生面授、教师角色、学生角色、评

价形式等若干个微观个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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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时空。不同于传统课堂的固定教室、固定时

间和翻转课堂在教学计划时间内完成的线上线下相

结合的方式，AI双师智慧课堂可以打破时空限制，让

学习者可以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以任何方式获取所

需任何信息的泛在学习方式。

教学模式。在传统的ESP教学模式中，教师是传

授知识的主要来源者，学习者是知识的被动输入者。

AI双师智慧课堂采纳了翻转课堂的线上线下相结合

的方式，设计出“智能诊学—人机助学—精准评学”一

体化的教学模式，让学生在协作和探究中实现英语语

言知识和技能的迁移和应用，提升医学人文素养以及

树立积极向上的人文观和价值观。

教学内容。在传统的ESP课堂上，教师根据教材

章节按部就班地完成教学内容，知识零散片段化，章

节脉络模糊化，无法形成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框架。

而翻转课堂实现了重构教学内容，细化教学步骤，按

设定的学习内容和活动开展教学活动，形成协作互助

的探讨交流反馈群。AI智慧课堂在翻转课堂的基础

上，继续优化教学内容结构，以大单元、跨学科、融合式

的方式重组教学内容，最终实现素养导向下的教学内

容的精准供给。

教学资源。传统的ESP教学资源主要以纸质教

材、练习册、讲义等为主，传统的教学资源在数量和多

样性上无法满足学生对新知的学习，无法激发学生的

兴趣。相反，翻转课堂采用慕课、海量学习资源云端

共享的方式，让学生可以自主选择各式的学习资源，

学习效果显著提高。与此同时，随着大数据、人工智

能、虚拟现实等技术的日渐成熟，基于技术支持的智

能教育云、智慧终端、虚拟现实、知识图谱建模等教学

资源极大地帮助学习者的自主学习。

课堂建设。传统的ESP课堂建设仅局限于学科

内部的学习，不利于学生思辨能力的提升。从翻转课

堂开始，教学者开始注重课堂管理的跨学科、跨领域

之间的相结合，以及采用协作探究式课堂组织形式，

让学生之间进行自主交流反馈和评价。AI双师课堂

更加注重课堂环境、数字媒体、师生交流、生生交流等

各要素相互协调，AI与教师协同完成课堂组织，挖掘

学习者个体的学习风格和行为习惯，从而开展数据驱

动的精准教学。

学生权限。相较于传统课堂和翻转课堂，AI双
师智慧课堂的学生权限极大，可以实现自主完成整个

教学内容，把控整个课程的进度，学生可根据自己的

情况选择与之高适配性的教学资源和课程内容进行

自主学习。

师生面授。教师可根据教学环境、教学主体等情

况开展个性化教学，学生亦可选择方便适宜的空间进

行自适应性学习。相较于传统的固定式长期的面授

教学，形式更加灵活和更具弹性。

教师角色。教师角色由传统的传道、授业、解惑

向教学策划者、学习调控者，进而向课程开发者和学

习引领者转变。新时代下ESP智慧课堂的教师角色

已从“演员型”转向“导演型”，从指导者转向合作者、参

与者。

学生角色。学生角色已从传统的被动知识接收

表1　三类课堂教学特点对比分析

教学时空

教学模式

教学内容

教学资源

课堂建设

学生权限

师生面授

教师角色

学生角色

评价形式

ESP 传统课堂

固定教室；固定时间

教师课上填鸭式传授知识；学
生课外完成知识内化

按教材章节完成教学内容

纸质教材、练习册、讲义等

学科内部学习

几乎无权限，仅局限于书本
教材

固定长期面授教学

传道、授业、解惑

知识接收者

教师单向评价反馈滞后

ESP 翻转课堂

线上+线下教室结合；教学计
划时间

“课前-课中-课后、线上线下结
合”模式

按设定的学习内容和活动开展
翻转教学完成知识内化

慕课、云端共享资源

注重课堂管理的跨学科、跨领
域相结合的学习资源建设

权限较小，仅把控线上学习部
分的进度

定期开展面授指导

教学策划者、学习调控者

知识实践操作者

师生、生生、线上、线下等评价
即时反馈

ESP“AI双师智慧”课堂

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以任何设备、任何方式的泛在
学习

“智能诊学-人机助学-精准评学”一体化模式

动态创新教学内容的数字化呈现形式，包括学习模
块、服务模块和数据模块的网状层级结构

大数据分析、学习者图谱建模、智能推荐、智慧教育
云、人工智能平台

注重课堂环境、数字媒体、师生交流及各要素间相互
协调

权限大，几乎把控整个课程的进度

灵活开展面授课程教学

课程开发者和研究者、学习引领者和促进者

知识创新者

实时数据分析、反馈，提供差异化评价、反馈的数据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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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转变为知识创新者。学生不再是被动装灌知识的

容器，不再是课堂的倾听者，而是教学活动的积极策

划者、组织者、参与者、探究者、合作者。

评价形式。AI记录学习者全过程的学情数据，

对学习者的作业、测试等进行边缘计算，实现实时数

据分析、反馈。教师借助智慧平台评估系统采用多样

化的评价形式进行反馈，强化即时评判学生学习质量

的过程评价。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问题

本次研究旨在回答以下几个问题：AI双师智慧

模式对学生的知识、能力、素养等三个方面产生哪些

影响？产生以上影响的成因是什么？

2.2　研究对象

以笔者所在的医学高校开设的 ESP 课程——

“医学英语”课程为依托，该课程每周 4课时，16周，共

64课时。选取调查对象为 2021级临床医学专业的 55
名学生，这些学生已完成大一阶段一学年96课时的基

础英语课程的学习以及第二学年上半学期 64课时的

医学英语课程的学习。其中，问卷调查对象为 51人，

访谈对象为18人。

2.3　研究工具

本次研究通过半结构访谈和问卷调查采集数据。

Cronbach’s α系数为 0. 94，KMO值为 0. 925，问卷具

有很高的内在一致性，问卷信度、效度俱佳。结合访

谈情况，对产生的影响进行更深入分析，并探究其背

后的原因。

2.4　数据收集

研究人员在 2023年 6月~8月对 2021级临床医

学专业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和系列访谈。对于访谈内

容，研究人员进行记录、录音，第一时间进行转录。

3　结果与分析

3.1　对学生知识获得的影响

3.1.1　英语语言知识

根据表 2可知，79. 08%的学生表示，通过构建的

虚拟阅读情境，可以快速地进入场景，在场景内进行

阅读、交际、识词、操作等，高效地掌握医学英语的文体

特点和表达习惯，极大地提升医学英语阅读技能。在

课堂教学中，大部分受访者表示，“由于医学英语词汇

晦涩难懂，AI将医学专业相关词汇的来源及构成方法

在开课前就精准推送了，医学词汇识记能力显著提

高，使得文献阅读也并不是障碍重重了”。ESP教师

在课堂上组织活动，拓展知识，起到双师协同精准教

学的作用。同时，受访者认为，在口头表达输出时，需

要全英文呈现，AI可根据学生的发音打分，红色则表

示发音不合格，绿色则表示发音没问题，从而纠正学

生的发音习惯。部分受访者表示，“在任务表达阶段，

不仅线下上课的学生纠错，AI也起到了极大的纠错作

用，ESP教师再加以补充点评，这种同伴评价和双师

反馈有利于自身获得成长”。

3.1.2　医学学科知识

根据表 2可知，76. 18% 的学生认为该模式对其

学习医学学科知识“非常有用”或者“比较有用”。具体

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通过使用穿戴式智能设

备进入 3D人体器官内部，可让学生直观地了解每个

医学词汇的内涵意义，同时，AI实时采集学习数据，推

送测试题，绘制个体知识，以便帮助学生记忆文体特

点、医学专业术语等。受访学生提到，“医学中本就有

很多难理解的专业知识，通过创设的虚拟仿真实验平

台进入到医学实验室，可让我们立刻条件反射，身临

其境般融入其中，学习医学知识更加轻松”。第二，医

学英语阅读、听说模块的出现，增加了学生对人体系

统相关的解剖、功能、疾病和预防知识的了解，AI推送

与单元知识相关的音视频资源，进一步巩固专业课程

的知识学习，受访者反馈，“医学专业课更多地关注应

用知识的学习，而医学英语可通过阅读文章理解医

学、健康、生命及人文之间的关系及其复杂性”。第三，

医学英语写作模块增加了医学写作知识，比如出院小

结、病历等，都极为受用。受访学生反馈，“学习医学英

语学术论文的基本构成，标准格式、规范用语和写作

方法可帮助我们了解最前沿的医学知识”。

3.2　对学生能力提升的影响

3.2.1　英语语言能力（听、说、读、写、译）

如表 3所示，76. 47% 的学生表示通过学习常见

医学词汇的词根、词缀，掌握基本的医学特殊结构及

句式的翻译技巧，极大地提高了阅读能力。在访谈

中，有学生反映，“课后AI会通过课前课中的预习、学

习情况，提供个性化的指导和共性问题总结，在第八

单元连体双胞胎的形成这一章节中便提供了另一篇

表2　AI双师智慧教学模式对学生知识获得的影响（%）

知识维度

英语语言
知识

医学学科
知识

非常
有用

41. 53

37. 36

比较
有用

37. 55

38. 82

一般

15. 93

18. 54

不太
有用

2. 26

2. 13

完全
没用

2. 73

3. 15

·· 639



医学教育研究与实践    2024 年 10 月 第 32 卷 第 5 期 Medical Educ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Oct. 2024 Vol. 32  No. 5

文本阅读，强化难点语句的学习”。当然，也有部分学

生认为写作能力提升最为明显，对学术论文的基本构

成、格式要求、规范用语都需要了然于心，AI帮助学生

纠正基本语法措辞错误，ESP 教师发挥思辨创新优

势，促进学生写作思维和写作知识内化构建的提升。

受访者表示，“医学英语教学步骤按照听、说、读、写、译

五个板块设计，而每个板块均围绕相同的主题，紧密

相连，极大地提高了英语语言知识和应用技能”。不

过，也有少数（6. 2%）学生认为，虽然已通过英语四

级，但学习起来仍是很费力，究其原因是将学科专业

知识和语言知识技能相结合起来，既要求扎实的学科

专业基础又需具备深厚的语言功底，短时间内医学英

语语言能力提升不太明显（“不太有用”或者“完全

没用”）。

3.2.2　自主学习能力

69. 85% 的学生均认可该模式对其自主学习能

力提升的重要性。学生借助智慧平台，完成在线练

习、测试及云服务学习资源，从而获得个性化学习报

告。AI全面、精准、动态采集学生的学习数据，推送学

情报告和能力画像，教师发挥情感调节、思辨创新等

优势，给学生提供个性化辅导和反馈，提高学生的学

习内驱力和参与度，促进智慧课堂的发展。受访者反

映，“‘医学微电影’在过程性评价分值中占比较高，需

要自主查阅相关资料文献，同时学习视频剪辑、拍摄

技巧等知识”，极大地提升了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但

是，仍有 6. 46% 的学生认为其自主学习能力没有明

显变化，主要原因为医学专业课程繁多，除去每周满

满当当的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已无法抽出更多时间

学习新的内容以及完成作业任务。

3.2.3　文献学习能力

72. 75% 的学生认为，在“医学英语”课程设计

中，以核心论文文献为主线，设定并串联起不同类型

的目标情景，引导学生完成若干篇文献阅读、写作的

任务，极大地提高其文献学习能力。学生通过智慧

平台，提交相关的主题报告，这也迫使学生不得不进

行大量的文献阅读，加大文献阅读的数量及提高其

撰写文献综述的能力。例如，学生需要分析医学四

大期刊的论文摘要的写作技巧和撰写规范。在文献

学习的初期，大部分学生表示很难看懂论文，几乎一

看到论文就两眼发懵状态，然而智慧平台提供的海

量云资源以及AI精准推送的辅助学习资料将学习文

献枯燥的方式转变为有趣互动探究的模式，极大地

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促进知识的内化和建构。访

谈中，有学生提到，“做学术海报极大地提升了他的学

术思维能力，海报设计中要求研究背景、研究目的、研

究方法、研究结果等让自己认认真真看完一篇文献，

而通过智慧平台可以立刻搜索到医学热点主题”。

3.2.4　创新能力及思辨能力

相较于传统的“灌输-接受”，智慧双师协同模式

使课堂教学更加多样化、智慧化。AI准确、动态记录

学生学习全过程的数据，提供学情分析报告，绘制能

力画像，ESP 教师发挥 AI所不具备的情感价值类、

“软知识”教学类的思辨创新、人文关怀的优势，着重培

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在访谈中，个别受访者解释

称，仅按照智慧平台提供的任务菜单栏去完成并不会

有太多的创新，相反，过度依赖AI，深信不疑反而让自

己失去了思辨能力。

3.3　对学生素养提升的影响

3.3.1　医生职业素养

如表4所示，认为AI双师智慧教学模式对于医生

职业素养的培养“非常有用”或者“比较有用”的学生比

例为 69. 47%。学生在访谈中反馈，智慧平台提供多

样化的虚拟应用场景，将医学伦理故事、实验全过程、

医患对话沟通等场景真实呈现，学习者深入其中，可

更加身临其境般感受医患关系、医疗改革、医学伦理、

公共安全卫生、疾病歧视、医疗污染等各种医学现象

和问题，对医疗事件从全方位全角度思考辨析，应用

场景中真实的名医故事让学生感动的同时更时刻提

醒自己为成为一名具有深厚家国情怀和宽广国际视

野的高端医学人才而不断奋斗。AI虽然提供了海量

的优质学习资源，但真实课堂亦需要教师凸显人文关

怀，成为有温度的教学课堂。在访谈过程中，也有学

生提到，“AI会及时推送当天的医学时事新闻并可实

时互动系列评论剖析，教师课上经常分享一些感人的

名医故事，不仅专业技术上医术精湛，更重要的是秉

承着救死扶伤、医者仁心的高尚品质，让我对医生这

个职业肃然起敬”。

表3　AI双师智慧教学模式对学生能力提升的影响（%）

能力维度

英语语言能力

自主学习能力

文献学习能力

创新能力

思辨能力

非常
有用

33. 64

27. 87

31. 64

27. 73

28. 06

比较
有用

42. 83

41. 98

41. 11

42. 85

39. 57

一般

17. 33

23. 69

17. 58

19. 69

23. 81

不太
有用

3. 26

4. 82

6. 87

5. 91

4. 88

完全
没用

2. 94

1. 64

2. 80

3. 82

3.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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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学术规范意识

学生在智慧平台与AI创设的虚拟学术会议应用

场景中做学术会议报告，应用场景包括学术论文汇

报、互动问答等环节。但也有少部分学生认为，他们

阅读文献、论文写作时间较短，在学术规范意识方面

较薄弱甚至还未建立起该学习意识。

3.3.3　全球国际视野

69. 27% 的学生认为该模式对其国际视野提升

“非常有用”或者“比较有用”。出现较高认同的原因在

于，学生可借助 5G、大数据、智慧 APP等技术帮助其

更好地掌握医学专业文献和科普知识，提升国际视

野。在访谈中，有学生提到，“智慧平台提供丰富多样

的数据资源，除了助力专业知识的学习外，能更多地

了解国外的医学学术前沿、医学最新成果，甚至会有

出国深造的念头”。

4　结语

数字化转型是当前教育改革与创新的重要抓手。

AI双师智慧教学是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对课堂重塑提

出的新要求。目前，ESP课程的教学体系和教学模式

尚不成熟，内容语言融合教育理念仍处于探索阶段，

智慧平台的搭建、师资建设等面临诸多问题，仍需不

同学科领域协同解决。“三节九步”AI双师智慧模式以

人机协同作用作为手段，注重发挥智能技术的“机之

智”，助力教师利用“人之慧”，通过 AI与教师协同合

作，实现AI双师智慧课堂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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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AI双师智慧模式对学生素养提高的影响（%）

素养维度

医生职业素养

学术规范意识

全球国际视野

非常
有用

21. 76
24. 36
27. 54

比较
有用

47. 71
42. 97
41. 75

一般

21. 59
22. 60
18. 3

不太
有用

6. 25
3. 88
7. 23

完全
没用

2. 69
6. 19
5. 18

·· 6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