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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于小语种教学内容设计的研究
——以意大利语专业为例   

谭清月
成都外国语学院，四川 成都 611844

摘要：本研究探讨了生成式人工智能（AI）在小语种教学内容设计中的应用，特别是针对大学意大利语专业的教学。研究旨在评
估 AI 技术在生成语言学习材料、支持个性化教学和丰富文化背景知识传递方面的潜力与效果。通过对教学实践的分析，本研究发
现生成式 AI 能够有效缓解小语种教学资源匮乏的问题，并增强师生互动和文化知识传授的深度。同时也指出了 AI 应用中的挑战，
如内容质量的控制与教师角色的重新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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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application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in the design of teaching content for less 
commonly taught languages, with a particular focus on university-level Italian language programs. The research aims to assess the 
potential and effectiveness of AI technology in generating language learning materials, supporting personalized instruction, and 
enriching the transmission of cultural knowledge. Through an analysis of teaching practices, this study finds that generative AI can 
effectively alleviate the scarcity of resources in less commonly taught language education and enhance the depth of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and cultural knowledge transfer. However, it also highlights challenges in AI application, such as controlling content 
quality and redefining the role of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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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语种教学的特点与难点

小语种教学，特别是在非母语环境中的教学，
具有一系列独特的特点与挑战。相比主流语言，
小语种在教学资源、师资力量、教学环境等方面
存在诸多限制。

（一）小语种教学资源匮乏
小语种教学的一个主要特点是资源匮乏。由

于学生相对较少，教材、参考书、在线课程等资
源的开发投入不足，导致学生和教师难以获得高
质量的教学材料。尤其是在非母语国家，合适的
教辅材料更加稀缺，教师往往需要自行开发或改
编教材，以满足教学需求。这种资源的缺乏不仅
增加了教师的工作负担，还会导致教学内容不够
系统和全面，影响学生的学习效果。

（二）教师与学生的互动受限
由于小语种学生数量较少，师生互动往往受

限。一方面，班级规模通常较小，教师和学生之
间缺乏丰富的互动场景和集体讨论机会，导致课
堂气氛沉闷，学生的语言应用能力难以得到充分
锻炼。另一方面，教师在小语种教学中需要承担

更多的教学任务，包括语言基础知识的讲授和文
化背景的传授，缺乏足够的时间进行个性化辅导。

（三）文化背景知识的传递问题
大学里的小语种教学不仅涉及语言的学习，

还包括文化背景知识的传递。文化背景知识的传
递往往是教学中的难点之一。在本科类小语种学
习中，教师在传授语言知识的同时，需要向学生
介绍目标语言国家的历史、文化、社会习俗等内
容。由于资源匮乏以及教师本身对文化背景的掌
握程度有限，文化知识的传递常常流于表面，难
以深入。

二、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基本概念与应用现状

（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基本概念
生成式人工智能是通过模型学习大量数据的

特征和结构，从而生成新的、具有类似特征的内
容。根据生成内容的类型和应用场景，生成式 AI
可以分为多种类型，如文本生成、图像生成、音
频生成等。在文本生成领域，最具代表性的技术
是 GPT（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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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模型，它能够生成连贯且上下文相关的文本内
容。以 GPT 为例，它基于 Transformer 架构，通
过自注意力机制理解上下文关系，并生成具有语
义连贯性的文本。GPT 首先在海量文本数据上进
行预训练，以掌握语言的基本结构和语义，然后
在特定任务上进行微调，以生成特定领域的文本。

（二）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的应用现
状

生成式 AI 在教育领域的应用正逐步扩大。
语言学习中，生成式 AI 能够生成对话练习、作
文建议以及语言翻译，帮助学生提高语言应用能
力。个性化教学方面，AI 可以根据学生的学习情
况生成定制化的学习材料，满足不同学生的需求，
还能辅助教师开发教学内容：自动生成测试题、
教学案例等，提高教学效率。当然其应用也面临
挑战，包括生成内容的质量控制、与现有教学模
式的整合以及道德和隐私问题的处理。

当前，许多语言教学平台和工具已经引入了
人工智能技术，以提高学习效率和个性化程度。
如 Duolingo、Rosetta Stone 等语言学习应用利用
AI 技术为用户提供个性化学习路径、实时反馈以
及自动化评估。通过数据分析，这些平台能够跟
踪用户的学习进度，智能推荐复习内容，并通过
语音识别技术帮助用户纠正发音。这些工具主要
侧重于学习辅助和练习优化，生成内容和提供个
性化教学建议的能力仍有待提升。

三、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意大利语教学内容设
计中的角色

（一）意大利语学习的特点
意大利语属于印欧语系的罗曼语族，其语法

主要遵循主谓宾（SVO）结构，但在某些情况下，
如强调或修辞，语序可以灵活调整。对于学生来
说，这些语法特点可能成为学习的难点，需要通
过大量的练习和应用来掌握，因此生成式 AI 能
有效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在意大利语教学中，教师需要结合语言教学
内容，融入意大利的历史、艺术、饮食和风俗习
惯等文化元素。生成式 AI 通过生成意大利文化
相关的对话场景、阅读材料或多媒体内容，使学
生在语言学习的同时加深对文化的理解。

（二）生成式 AI 在意大利语教学内容创作
中的优势

AI 可以通过分析大量数据和语料，快速生成
多样化的意大利语教学材料，这不仅节省了教师
的时间，也丰富了学习资源。相比于传统的静态
教材，AI 生成的内容更具动态性和灵活性，能够
更好地适应学生的需求。生成式 AI 还能高效处
理复杂语法和语言结构，精准地设计针对不同语
言难点的练习。

( 三）教学内容生成的具体方式
- 对话练习：AI 可以生成逼真的对话场景，

模拟现实生活中的交流情境。比如，学生可以与
AI 进行模拟的意大利餐厅点餐对话，或是在旅行
情境下的问路对话。这种互动式的练习有助于提

高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和实际应用能力。
- 文本生成：AI 可以根据学生的水平生成适

合的阅读材料，从简单的短文到复杂的文学作品
节选。AI 还能生成与意大利文化、历史相关的文
本材料，帮助学生在提高语言能力的同时，加深
对文化背景的理解。

- 语法练习：AI 能够根据学生的语法掌握情
况，自动生成针对性练习。比如，针对动词变位、
名词性数变化等意大利语的难点，AI 可以生成各
种练习题和语法解释，帮助学生逐步巩固这些知
识点。

- 文化知识：AI 可以生成与意大利文化相关
的教学内容，例如节日习俗、历史事件、名人传
记等。这些内容可以与语言学习紧密结合，使学
生在语言学习过程中也能吸收丰富的文化知识。

（四）结合学生水平定制内容的可行性
AI 能够通过分析学生的学习进度、错误模式

和兴趣偏好，生成适合其水平的学习材料。对于
大一大二的学生，ChatGPT 可以提供 A1-B1 水
平基础词汇和简单语法的练习，针对大三大四的
学生，可以提供 B2-C1 水平的难句。同时它还
可以通过实时评估学生的表现，动态调整教学内
容的难度和侧重点。

四、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于大学小语种教学
的优势与挑战

（一）优势分析
1. 提高教学内容的多样性与个性化
传统的语言教学通常依赖于固定教材和标准

化的练习，这种模式可能无法满足每个学生的独
特需求。而生成式 AI 能够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
动态生成内容，从而提供更贴合个人需求的教学
材料。

2. 减轻教师的教学负担
在传统的语言教学中，教师需要花费大量时

间准备教学材料、设计练习和评估学生表现。生
成式 AI 可以自动生成高质量的教学内容，自动
化批改作业，并为学生提供即时反馈，从而让教
师能够将更多精力集中在个性化辅导和课堂互动
上。AI 还能根据学生的表现数据，提供关于教学
效果的分析报告，帮助教师更好地了解学生的学
习进展，并据此调整教学策略。通过这些功能，
AI 不仅优化了教学流程，还提升了教育质量。

3. 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参与度
AI 生成的内容通常比较新颖且富有互动性，

能够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例如，AI 可以生成与当
前热点话题相关的语言练习，或者设计基于游戏
化学习的互动场景，让学生在参与过程中感受到
学习的乐趣。它还能根据学生的学习习惯和兴趣
生成个性化的学习路径，帮助他们以更有趣、更
高效的方式进行语言学习。这种个性化和互动性
不仅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还能促使他们更
加主动地参与到学习过程中，从而达到更好的学
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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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挑战与限制
尽管生成式人工智能在语言教学中展现了诸

多优势，但其在内容生成的准确性、文化敏感性
以及伦理和数据隐私问题方面仍面临着一些挑战
和限制。

1. 内容生成的准确性与质量控制问题
AI 生成的意大利语教学内容虽然多样，但有

时可能存在语法错误、用词不当或上下文不一致
等问题。尤其是在小语种复杂的语言结构或文化
背景下，AI 无法完全准确地生成符合语法规范或
文化语境的内容。并且由于 AI 模型的训练数据
来源于大量的互联网语料库，其中包含低质量或
不适合教学的内容，这也给 AI 生成的教学材料
带来了不确定性。因此意大利语教师需要对 AI
生成的内容进行有效的质量控制，确保其准确性
和教育价值，不能无脑式使用 AI 生成材料。

2. 文化敏感性与跨文化误解的可能性
小语种语言学习不仅仅是词汇和语法的学

习，还包括对相关文化背景的理解。AI 在生成涉
及文化内容的材料时，可能无法完全理解和反映
特定文化的细微差别。在意大利语教学中，AI 生
成的内容可能无法准确捕捉意大利特有的社交礼
仪、历史背景或地域文化，导致学生对目标文化
的误解。AI 生成的内容如果涉及到敏感话题或文
化差异，可能会无意中引发文化冲突或不适应感。
所以在使用 AI 进行语言教学时，教师需要在内
容上进行把关，确保其教学内容的文化适应性和
敏感性符合规定。

3. 伦理问题与数据隐私保护
AI 需要大量的学生数据来进行个性化内容生

成，这些数据通常包括个人学习记录、互动对话、
语音样本等敏感信息。如何在使用这些数据时保
护学生的隐私，并确保数据的安全存储和使用，
是意大利语教师需要考虑的内容，在实际 AI 工
具的使用中，需要注意尽量以客观话题为主，避
免泄露学生隐私。

( 三）应对策略
1. 建立内容质量的监控与评估机制
生成式 AI 技术虽然能够高效地生成内容，

但其输出质量参差不齐，可能存在错误或不符合
预期的情况。小语种教师需要建立完善的内容质
量监控与评估机制。建立多层次审核机制，从而
对生成内容进行严格把关。除了人工审核外，还
可以引入机器评估，通过对比 AI 生成内容与标
准答案的匹配度，自动化检测内容中的事实错误
或逻辑漏洞，逐步优化生成模型，提高内容的可
靠性。学校也应建立相应的制度，定期对 AI 生
成内容进行抽样检查，确保其符合教育目标和教
学大纲的要求。

2. 增强小语种教师与 AI 的协作
为实现高效教学，教师应主动参与 AI 系统

的设计与调试，使其生成的内容更符合教学需要。
且需要利用 AI 生成的辅助材料进行教学创新，
例如结合 AI 生成的多媒体资源，增强课堂的互
动性和趣味性。教师还可以使用 AI 技术进行教

学辅助，如自动批改作业、定制化学习建议等，
减轻教学负担的同时提升教学效果。因此需要进
一步通过加强对教师的培训，使其更好地理解和
使用 AI 技术，进一步推动教学模式的转型升级。

3. 加强学生反馈机制的建设
为了更好地评估生成式 AI 在教学中的效果，

必须构建全面的学生反馈机制。确保反馈渠道的
多样化，包括课堂提问、课后调查、在线讨论平
台等方式，让学生能够随时表达对 AI 生成内容
的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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