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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赋能初中英语阅读教学的深度文本分析探究
陈则先

广西师范大学，广西桂林，541006；

摘要：本文聚焦人工智能在初中英语阅读教学中的应用，结合具体案例，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如 DeepSeek

和 Kimi）开展深度文本分析，解决当前初中英语阅读教学中存在的文本解读浅层化、教学形式单一、活动与英

语学科核心素养脱节等问题。实践结果表明 AI 工具能够协助教师高效生成多层次问题链，多模态改编教材，

引入中国文化因素，促进学生深度阅读，建立跨文化知识，有效提升学生的文化意识与思维品质。

关键词：初中英语；阅读教学；深度文本分析；生成式人工智能

DOI：10.64216/3080-1516.25.04.006

引言

《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22 年版）》（以下

简称《课标》）指出，核心素养体现了课程育人的价值

追求，英语学科核心素养旨在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文

化意识、思维品质和学习能力等方面，落实立德树人的

根本任务
[1]
。而阅读在英语教学中占据重要地位，是落

实核心素养培养目标的重要途径之一。

然而，在阅读教学的实践操作中仍存在着一些问题。

例如，文本解读浅层化，难以有效支撑学生开展深度阅

读；阅读教学活动设计与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脱节，

尤以文化意识和思维品质这两个维度上表现最为突出，

教师未能充分引导学生深入阅读文本的文化内涵或开

展批判性分析与创造性思考
[4]
。此外，活动形式单一，

在教学活动设计上，不少教师未能充分考虑学生的认知

规律，教学方式单一，方法陈旧，习惯于传统的讲授，

使学生失去对阅读的兴趣和探究欲
[5]
。

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Artificial intelligenc

e, 以下简称 AI）的兴起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新视角。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教育与研究

应用指南》指出，生成式人工智能是一种基于人类通过

符号系统表达的提示信息自动生成内容的技术。用户可

通过文字、语音、图像、视频或代码等形式提供输入，

系统则可生成包括文本、音频、图像、绘画、视频、程

序代码等在内的多种输出内容
[2]
。而阅读教学因其强调

深度文本分析、跨学科知识整合与高阶思维能力的培养，

同时要契合学生认知规律，这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专业

要求，例如具备较强的文化素养与多元的批判性视角，

还要有教材改编创新能力。而这些正是 AI数据库所具

备的优势，AI可即时快速生成连续性文本、图像、音频、

视频、思维导图等多模态材料。然而，AI技术具体如何

赋能阅读教学，在深度文本分析、促进学生的跨文化理

解、推动学生的深度学习等方面发挥作用，目前尚缺乏

充分的实证案例。

基于此，本文以 2024年外研版义务教育教科书《英

语》七年级下册 Unit 6 Hitting the road 中 Underst

anding ideas板块的语篇 Hot and cool 为例，结合生

成式AI 工具，开展多维度深度文本分析，辅助生成多

模态教学材料，设计指向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的阅读问题

链。这一实践不仅弥补了现阶段AI 在英语阅读深度文

本分析领域的研究不足，还通过实证案例验证了 AI技

术在提升学生思维品质和文化意识等方面的增效作用，

为深度阅读教学的智能化实践提供了可行的参考方案。

1 人工智能赋能初中英语阅读教学深度文本分

析的理论基础

深度学习是指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围绕具有挑战

性的主题积极投入、主动参与并获得成长的有意义学习

过程
[5]
。深度学习具有五个特征：（1）联想与结构、（2）

活动与体验、（3）本质与变式、（4）迁移与应用、（5）

价值与评价
[7]
。这一框架能够培养学生的阅读策略与阅

读技能，学习文化知识，拓展文化视野；发展思维能力，

提升思维品质
[6]
。

借助 AI技术，教师能更高效，更系统地开展阅读

中的深度文本分析，促进学生从文本的表层理解迈向深

度思维，实现深度学习。例如，AI 可通过词汇语义分析，

语义聚类分析，情节结构梳理，多模态形式改编等，协

助学生高效完成文本信息的获取与梳理。AI生成的基于

文本的问题链和跨文化学习任务，能有效引导学生进行

分析、评价和创造性思考，并提供参考答案，在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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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发展区”内搭建认知脚手架，引导学生与 AI 的

交互对话、协同探究，实现思维从现有水平向潜在发展

水平的跨越进阶。

综上所述，深度学习理念为人工智能赋能英语阅读

教学深度文本分析提供了清晰的理论框架。其“联想与

结构”“活动与体验”“本质与变式”“迁移与应用”

以及“价值与评价”五大核心特征，为教学内容设计、

学习方式转变和思维品质提升指明了方向。而 AI技术

作为实现这一理念的有效工具，通过智能生成与交互支

持，培养学生英语学科核心素养。

2 人工智能赋能初中英语阅读教学深度文本分

析的实践路径

下文将以 2024 年外研版义务教育教科书《英语》

七年级下册Unit 6 Hitting the road 中Understandi

ng ideas板块的语篇 Hot and cool 为例，该文章讲述

了“我”第一次在中国的旅行经历，体验四川的饮食文

化和参观三星堆博物馆。笔者通过具体案例阐述生成式

人工智能如何赋能深度文本分析，促进学生深度学习和

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的发展。

2.1 AI 赋能跨文化适应主题深度探究

教师可以借助 AI对语篇进行深度文本分析，助力

学生理解并探究跨文化适应过程中的认知与情感变化。

首先，教师在 DeepSeek中上传文本，并输入指令，如：

“请阅读这篇课文，列出文章中能促进学生文化意识和

思维品质发展的文化适应现象”。DeepSeek通过深度文

本分析，生成了一系列探讨跨文化适应的话题，如“我”

从不适应火锅到逐渐享受的行为和心理转变。教师可围

绕该话题引导学生进行深入研讨，通过 DeepSeek生成

连续性问题链并要求提供参考答案，帮助学生对跨文化

适应进行深度思考，促进文化意识和思维品质的发展，

形成包容、多元的世界观，树立文化自信。

结合 DeepSeek生成的话题，笔者设计了跨文化适

应的深度思考问题（结果见表 1）。

表 1 利用 DeepSeek 生成的跨文化适应探究问题链

探究跨文化适应问题链 功能

How did the writer feel when eating hot
pot? 识别情感变化

Why did the writer refuse to eat less hot? 分析文化态度

Why did the writer change the famous
saying to “do as the Chinese do”? 探究文化意义

Can you change this famous saying to your
hometown? 联系自身文化

考虑到解读语言变式“do as the Chinese do”及

探究背后的文化意义对学生的语言水平与文化知识储

备要求较高，教师还能利用 DeepSeek提供思考角度生

成参考答案，帮助学生更好地参与讨论（见表2）。De

epSeek提供的参考答案语言简洁，表达地道，从语境适

应、文化尊重与文化平等多个维度切入，体现出清晰的

逻辑层次。学生在阅读这些多角度答案的过程中，能够

更全面地理解作者改写名言的深层意图，意识到语言背

后所承载的文化态度与价值取向。

表 2 利用 DeepSeek 生成的思考角度及参考答案

思考角度 具体阐述

语境适配
由于故事地点设定于中国而非罗马，以
确保信息传递的准确性与受众理解的

契合度。

文化尊重
通过文化主语的转换，避免了外来标准
凌驾本土的潜在冒犯，体现对目标文化

主体性的尊重与认同。

文化平等
未将西方文化作为默认参照系，而是给
予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同等的地位，实

质上否定了文化中心主义。

2.2 AI 赋能语篇主线结构化梳理

教师向 DeepSeek 输入指令：“请根据文本梳理故

事的时间顺序、人物行为与情感变化，并列出关键词”。

DeepSeek对文本进行语义和结构分析，输出了清晰的三

线并行结构信息。在事件先后顺序方面，AI识别出文本

围绕“我”在成都旅行的一天展开，包括：“吃火锅”

与“参观博物馆”两大板块；在行为动作方面，AI提取

出动词与短语，如“tried hot pot”、“drank iced

lemon tea”、“visited the museum”、“wander at

masks”等关键的行为动词。在情感变化方面，AI提炼

出情绪转变的路径为“spicy → enjoyable → curiou

s → impressed → expected”，体现了作者在跨文化

互动中由初步不适到逐渐适应、再到欣赏和期待的心理

演变。

图 1 AI 基于文本内容生成的图像

继而，教师基于 DeepSeek的输出结果，提取语篇

中的行为动词和情感变化关键词，并将其整合为提示词

输入至即梦AI（图像生成模型）。AI据此生成一组可

视化图片（见图 1），直观呈现人物在吃火锅与参观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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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馆的行为动作与面部情绪表现。

这一过程体现了直观性教学原则，强化了学生对文

本主线、人物行为及情感演变的理解，还通过图文结合

的方式，降低了信息处理负荷，为深度文本解读提供了

有效的认知支架。

教师还借助Kimi大模型生成文本的初步结构图（图

略）。在此基础上，教师进一步优化并设计了文本思维

导图，作为课堂教学的引导工具。在引导学生梳理人物

行为与情感变化的过程中，教师组织学生共同绘制思维

导图（见图 2），将语篇内容按照时间顺序、行为动词

及情感转变进行结构化呈现。

图 2 优化后的思维导图

在图式化的建构过程中，学生能够将文本的时间顺

序、行为逻辑与情感演变整合起来，从而把握语篇的整

体结构与内在逻辑。这不仅有助于提升其篇章意识与逻

辑思维能力，也为学生后续的语言输入转化为输出、实

现语言的迁移与表达奠定了认知基础。

2.3 AI 赋能中国文化元素的教学融入

教师引导DeepSeek执行语义聚类分析，进而生成

任务：“提取中国传统文化中与文化适应相关的核心概

念，并提出解决策略”。DeepSeek据此从中华传统文化

中提取“中庸”“和而不同”“入乡随俗”“礼”等理

念，并自动关联《论语》《中庸》《礼记》等传统典籍

中的语料，为学生提供文化认知与价值判断素材。

接下来，教师进一步使用 DeepSeek生成启发学生

深度思考的问题链，涉及应用、评价、创造等高阶思维

思维品质和文化意识的综合发展。的开放性问题不仅对

学生的语言能力提出了挑战，也对然而，AI赋能教学也

存在潜在风险。例教师的解答提出了较高要求。如：“H

ow can we live in peace when people have differ

ent ideas? Why is harmony without uniformity im

portant when we meet people from other cultures?

How can we show harmony without uniformity whe

n we travel to different places? ”这样的开放性

问题不仅对学生的语言能力提出了挑战，也对教师的解

答提出了较高要求。为此，教师可以借助 DeepSeek生

成符合学生语言水平的示范性回答，供学生学习和参考。

DeepSeek生成的问题链及答案（见图 3）。

图 3 DeepSeek生成的问题链及答案

DeepSeek生成的回答体现了严谨的逻辑性思维与

批判性思维。例如，针对跨文化交际中如何践行“和而

不同”的理念，DeepSeek从观察，适应，共享三个维度

进行系统阐述，逻辑结构清晰，提出文化适应的具体路

径。其语言表达简洁地道，符合初中生的认知水平，并

辅以恰当的例子，便于学生理解。综上所述，这三个问

题构建了由表及里的逻辑链，融合中国传统文化，丰富

了学生语言表达素材，增强了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认同，有效促进学生语言能力，思维品质和文化意识

的协同发展。

3 结语

实践结果表明，AI赋能的深度文本分析不仅有助于

教师高效设计问题链，多模态形式改编教材，补充中国

传统文化知识，还为学生提供多元视角、逻辑结构清晰、

符合学生认知水平的参考答案，进而促进学生语言能力、

思维品质和文化意识的综合发展。

然而，AI赋能教学也存在潜在风险。例如，学生可

能依赖 AI生成内容，影响其独立思考与表达能力；或

是部分 AI工具在文化解读中存在刻板印象的问题，对

学生的文化认知可能产生消极影响
[4]
。未来的研究可进

一步扩展 AI在不同学段、不同文本体裁阅读教学中的



当代教育与艺术 Anmai/安麦 2025年 1卷 4期

22

应用场景，量化应用效果，探索 AI与教师协同共教的

机制与路径，真正实现“深度阅读”与“立德树人”的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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