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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ra of “Internet+”, apps about mobile-assisted langue learning have become common 
learning methods for after-class studying. It has significant impact on oral English learning with 
abundant materials and convenience. The present research takes “FIF Oral Training System” as 
the object to study mobile-assisted language learning and investigates non-English majors’ 
evaluation of “FIF Oral Training System” by means of questionnaire and interview.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FIF Oral Training System” has positive effect on oral English learning and eli-
minating oral obstacles. The findings may have implications to educators, college students and 
technici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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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互联网+时代，移动辅助语言学习类APP已经成为课外学习的常见方式，其丰富的资源及跨时空的便捷

性在英语口语学习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文章选取“FIF口语训练”作为工具，运用问卷法和访谈法

从三个方面调查了大学生用户对“FIF口语训练”的评价。结果表明，“FIF口语训练”对大部分非英专

大学生英语口语学习产生了积极影响，有利于消除口语障碍。调查结果对教学工作者、大学生及移动语

言学习类APP的开发者均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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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 

随着中国发展与国际合作的需要，娴熟的听说表达能力已然成为中国英语学习者发展的主流方向，

也是新时期国家和社会对人才培养的需求重点，提高大学生口语能力成为大学英语教学中的重要一环。

提高二语输出和表达能力已经成为心理学[1]、认知语言学及二语习得的研究核心。然而“哑巴英语”和

“中国式英语”，在交际中普遍语音准确率低，表达不准确，流利度不够，跨文化知识欠缺等问题[2]，
是提升大学生英语口语能力的难点所在。 

对于非英语专业大学生，英语教学资源和环境更加有限，一部分非英专学生将英语视为“副科”对

课程关注度欠佳，欠缺有效的口语交际能力。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和移动通信技术支持下，教育和学

习资源开发形式都发生变革。随着移动设备和移动技术的普及，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可以使英语的教与学

在一定程度上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朝开放灵活和个性化的自主学习方向发展[3]。并且，教育部在 2007
年颁布的《大学英语课程要求》中也指出：新的教学模式应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特别是网络技术，

使英语教学朝个性化学习，不受时间和地点限制的学习，主动式学习方向发展。语言辅助类移动 APP 的

发展适应了大学英语改革的需要，也为中国英语学习者提供了可操作、便捷的英语学习环境。 

2. 相关研究现状 

2.1. 移动辅助语言学习方式 

移动辅助语言学习的定义因人而异，有的侧重使用语境[4]，有的侧重技术层面[5]。但其差别并不明

显，主要指运用智能手机和平板等移动设备帮助进行语言学习一种学习方式。作为一个不断发展的研究

领域,由于涉及要素众多，移动学习在国内也没有统一的定义。而本文对其定义是运用智能手机上的应用

软件进行英语学习的学习方式。 
通过对 2008 至 2018 年十年间发表在 SSCI、CSSCI 及 CNKI 优秀论文中有关移动辅助英语学习的文

献进行整理发现，学界对移动辅助英语学习的关注程度逐步提高，已经从萌芽阶段[6]转入发展阶段[7]。
学者们在积极寻找这一领域中提高英语语言能力行之有效的方法。大部分研究结果表明移动辅助语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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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方式对英语语言学习有重要影响，有利于提高语言能力[8] [9] [10] [11] [12]，大部分学生对这一学习方

式持积极态度[13] [14] [15]，也有个别学者表示利用智能手机学习英语并不是一个好方法[16]，在习得词

汇时与传统方法得到的效果无明显优势[17]。 

2.2. 中国非英专大学生口语能力相关研究 

中国非英专大学生的英语口语表达能力不佳是没有争议的事实[18] [19]。纵观近十年国内对大学生口

语能力的研究，其内容主要分为三个角度：口语能力影响因素的研究，口语教学研究，口语评价及测试。

在口语因素研究方面，一些学者将关注点放于输入及输出的过程，认为拥有足够的可理解性输入[20] [21] 
[22]和高效输出是提高口语表现的有效途径[23]。除了对输入输出理论的关注之外，也有研究提出了学习

动机对口语能力的影响[24] [25]，指出相较于学习动机，学习努力的影响更加直接。然而不论关注重心在

哪，个人因素对口语能力影响的争论结果如何，练习对于提高口语能力的作用是被公认的。针对有研究

指出词汇、母语负迁移和心里障碍造成的口语能力发展主要障碍[18] [26] [27]，不少研究也提出了相应的

教学对策，例如在口语教学中运用形成性评估[28]，词块教学法[29]和建构主义理论教学方式[30]。与此

同时，语言测试对于语言能力发展的作用也不容小觑，因为计算机辅助语言学习软件对提高英语口语流

利性具有显著作用[31]。 

3. FIF 口语训练系统 

FIF 口语训练系统是由科大讯飞开发的一款具有丰富口语训练内容与测评题型的多终端口语训练与

教学管理系统。该训练系统能在教学反馈、教学内容、教学成果和移动教学方面帮助教师使用新信息技

术高效开展口语教学活动，突破传统口语课堂的局限，并且为学生提供口语实战训练内容，获得即时智

能评测反馈。FIF 系统拥有丰富的口语训练资源，包括雅思、托福及大学英语四六级等级性考试习题，

四种不同主题的情景练习，也囊括了 TED、VOA 和 BBC 新闻体裁的训练内容，并且支持学校及教师自

建习题库(如图 1 所示)。它具备诸多高新技术，在语音合成和语音识别方面具有一定的权威性。该系统采

用基于深度神经网络 DNN 结构，引入 Minimum Phone Error 等区分性训练准则和方法、声道长度规整算

法(VLTN)、加噪训练(Multi Training)、环境噪声建模和补偿(CMN、VTS)、说话人自适应训练(SAT)等语

音技术，进一步提升识别模型的精度和性能[32]。该系统可以利用语音识别技术和多维度评分技术对学生 
 

 
Figure 1. Materials in FIF oral training 
图 1. FIF 口语训练题库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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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朗读或跟读与系统自带题库语音或系统合成语音的比较进行测评和打分。使用者在完成录音后，可以

通过对句子中单词标色的方式直观的了解自己发音情况(如图 2 所示)，并且系统能及时反馈成绩以及语义、

发音、流利度和完整度(如图 3 所示)。教师也可以从系统中获得所发布任务的学生成绩报告以及完成情况，

并且可以通过排行榜查看或追踪学生学习状况(如图 4 所示)。 
 

 
Figure 2. The feedback of pronunciation in FIF 
图 2. FIF 口语训练发音反馈示例 

 

 
Figure 3. An example of result feedback in FIF 
图 3. FIF 口语训练的成绩反馈示例 

 

 
Figure 4. An example of the report in FIF 
图 4. FIF 口语训练成绩报告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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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调查研究 

4.1. 研究问题  

本研究主要探讨以下 3 个研究问题： 
1) 非英专大学生对“FIF 口语训练”学习效果的评价如何? 2) 非英专大学生对“FIF 口语训练”改

善口语障碍的评价如何? 3) 非英专大学生对“FIF 口语训练”中学习方式的评价如何? 

4.2.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基于实验的可操作性，本研究选取了北京工业大学一年级非英语专业的 90 名使用 FIF 口语训练的学

生作为研究对象。这些实验对象来自数理、土木工程及经管学院。 

4.3.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了问卷与访谈相结合的方法。对 90 名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问卷通过“问卷星”发放，

在任课教师的协助下收到 90 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 82%。问卷主体共计 25 题，第 1 至 21 题从英语口语

能力包含的两个大方面，即英语语言知识运用能力及英语语用能力为角度出发，以中国英语等级能力量

表中的相应描述语作为题干，采用李克特 5 级量表形式，1~5 分别表示“完全不同意”“不太同意”“不

确定”“同意”“非常同意”。学习者评分越高，表明其使用“FIF 口语训练”的学习效果越好，对该

APP 的学习方式评价越高。第 22 是为了解 APP 对改善学生口语障碍效果而设置的多项选择题。最后两

题为开放性问题，以便更加详细的了解学生对“FIF 口语训练”学习效果及学习方式的使用反馈。 
本研究采用半结构化访谈模式。从 90 名对象中随机邀请 19 名学生作为访谈对象。访谈围绕 3 个问题展

开：1) 你对“FIF 口语训练”的使用感受是什么？2) 从整体来看，“FIF 口语训练”对提高你的口语能力有

何影响？ 3) 你认为提升英语口语能力还有什么更有效的办法？所有的访谈录音均已转化为文本以便分析。 

4.4. 数据分析 

本研究使用 SPSS25.0 对数据进行了描述分析和信度效度分析，并借助语料库在线

(http://www.corpus.org/)及wordart在线词云分析系统(http://www.wordart.com/)对问卷回答中出现的文字答案

进行可视化分析。 
本问卷的信度和效度通过 SPSS25.0 进行检测，其结果如表 1 和表 2 所示。 

 
Table 1. Reliability statistics 
表 1. 问卷信度 

Cronbach’s Alpha N of Items 

0.977 21 

 
Table 2. KMO and Bartlett’s test 
表 2. 问卷效度 

KMO Measure of Sampling Adequacy .931 

Bartlett’s Test Approx. chi-square 2119.931 

   Df 210 

   Sig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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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1 所示克隆巴赫指数为 0.977 大于 0.8，显示该问卷具有极高的信度。KMO 取样适切性量数 0.931
大于 0.9 且显著性 0.000 小于 0.5 表示该问卷具有很高的效度且各变量间具有良好的结构性及相关性。 

5. 结果与讨论 

5.1. 问卷结果与讨论 

5.1.1. 非英专学生对“FIF 口语训练”学习效果的评价 
通过观察第 1 题至第 21 题的统计结果，发现每题均约有 60%~70%的学生给与了肯定性回答，这意

味着大部分学生肯定了“FIF 口语训练”的积极作用。83.34%的学生使用 APP 后发音和语调显著改善；

66.67%的学生使用 FIF 后词汇量和句型储备增加；70%的学生使用 FIF 后重读及连读更加得体；66.67%
的学生使用 FIF 后时态使用更加准确；73.83%的学生使用 FIF 后能够更加有效地组织信息；76.67%的学

生使用 FIF 后能够更得体的使用连接词；72.23%的学生使用 FIF 后表达更具连贯性和逻辑性；61.12%的

学生使用 FIF 后能够更自如地在口语交流中使用修辞方法。72%左右的学生使用 FIF 后口语表达的得体

性的各方面显著增强。 
第一个开放性问题由学生选择其认为在使用 FIF 口语训练后自我感觉改善最明显的一方面进行作答。

为了展现更直观的结果，作者将 90 条回答输入 wordart 在线词云中制成图 5 所示的图云，文字的大小由其

条目出现的频次决定，文字越大说明该条目出现的频次越高。图中最明显的字眼是语音语调和发音，说明

学生认为这一方面得到最多改善，结合访谈分析其原因应是 FIF 系统自带的发音反馈方式比较直接，学生

可以清楚了解自己发音标准程度，有利提升学生对语音语调关注度，推动其寻找正确发音方式。此外得体

性、流利、句式、词汇这些词目也比较清晰。针对这几方面，FIF 虽然没有专门训练，但是系统自带的多

主题训练为使用者提供了不同环境下的模拟情形，有利于学生总结不同语境下的共性和个性；讲解模式下

FIF 对关键词和句式的罗列利于使用者进行积累，各种知识储备越多，越有利于学生组织语言。 
 

 
Figure 5. Students’ evaluation of FIF oral training 
图 5. 学生对使用“FIF 口语训练”后学习效果的评价 

 

表 3 展示了该题答案中词频数超过 5 的词条，数据反映出 FIF 对提高口语准确性有一定帮助，学生

表达错误更少，各方面知识运用更加准确。但这之中也不乏有学生认为使用 FIF 学习效果不佳，其原因

有待在下文进一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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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Word frequency analysis about the results of students’ towards FIF 
表 3. 学生对使用“FIF 口语训练”后学习效果的评价词频分析 

No. Term Term Frequency Document Frequency (%) 

1 发音 37 8.0434 

2 语调 32 6.9565 

3 语音 31 6.7392 

4 的 23 5 

5 和 16 3.4783 

6 表达 16 3.4783 

7 词汇 14 3.0435 

8 准确 12 1.7391 

9 明显 10 2.1739 

10 得体 10 1.3043 

11 提升 10 2.1739 

12 更加 9 1.9565 

13 更 7 1.5217 

14 了 7 1.5217 

15 是 7 1.5217 

16 提高 7 1.5217 

17 衔接 6 1.3043 

18 流利 6 1.3043 

 
通过数据分析，大部分学习者使用 FIF 提高英语口语效果较好，使用后英语词汇量增加，词句表达

方式及时态运用更加准确得体，英语语音语调有所改善，其口语表达连贯性和逻辑性均得到提升，此外，

学习者可以更准确地结合具体语境，运用各种知识和策略，理解和表达自己的交际意图。 

5.1.2. 非英专学生对“FIF 口语训练”改善口语障碍的评价 
图 6 显示改善和纠正发音及语调是学生认为 FIF 口语训练解决口语障碍最有效的部分，在某种程度

上改善因为发音不准怕、闹笑话而不敢张嘴的尴尬现象。这得益于 FIF 具备的自动反馈纠错系统，使用

者可以清晰看到每个单词的发音标准程度，并且可以在任何时间、地点利用碎片时间通过反复跟读、模

仿和练习。丰富词汇及句式表达以 48.89%的比重位列第二，这主要源于 FIF 中解题模式及答题框架，帮

助使用者积累常见的表达方式。42.22%的学生认为 FIF 提供练习及自主学习机会，同时 25.56%的学生认

为其创造了交流环境，这是作为移动学习方式的优点所在，弥补了非英专大学生在英语学习中面对的无

交流对象、无交流环境的不利现状，也一定程度上锻炼了学生自主学习能力。22.22%的学生认为 FIF 帮

助其提升了口语交流及学习信心，38.89%的学生在使用后紧张和焦虑情绪得到缓解，这说明 FIF 有助于

消除个人心理因素导致的口语障碍。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学生也肯定了 FIF 对消除口语障碍的积极作用，

对其表现评价较高。然而相较于其他方面，少部分学生认为该 APP 对理清思路障碍有帮助，通过访谈得

知，这一现象的部分原因是 FIF 中对几个常用的口语考试(例如雅思、托福、大学英语四六级)的答题思路

进行结构化梳理，有利于学生了解考试题型和作答方法，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应试技巧的实际操作性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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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6. Students’ evaluation on FIF in eliminating oral obstacles 
图 6. 非英专学生对 FIF 消除口语障碍的评价 

5.1.3. 非英专学生对“FIF 口语训练”中学习方式的评价  
在问卷的第一个开放问题中，学生写下了他们认为 FIF 口语训练的不足之处，结果已制成词云如图

7 所示。 
 

 
Figure 7. Students’ evaluation on the disadvantages of FIF 
图 7. 学生对 FIF 口语训练劣势的评价 
 

虽然在上文分析中大部分学生对 FIF 口语训练的学习效果及其在消除口语障碍方面的评价很高，但

学生对系统缺陷的反馈也不能忽视。通过图 7 可以直观看出学生对 FIF 的肯定，但是一些学生也指出作

为移动辅助语言学习方式，FIF 现阶段无法实现人与人之间的真实情景交流，只能基于训练内容进行模

拟。这也是人机对话系统的弊端所在，使用者的交互体验差。另有一些学生指出该系统虽然可以反馈发

音的正误及状态但是针对发音、连读或语法的专门训练不够充分，也无法提供准确发音，这导致学生无

法及时通过该系统学习正确的发音和连读方式。除此以外，有一部分学生反映练习时间过长，结合访谈

了解到学生完成一套完整的练习至少需要 20~30 分钟，若有中断会影响整体成绩。所以有些学生认为 FIF
对使用者的练习时长要求较高，而他们的时间有限。并且练习的标准答案模式性较强而灵活性相对不足，

不能对学生的即兴发言进行客观的评分。此外，从技术层面来说，学生们认为 FIF 的稳定性不够。这些

问题都应是软件开发和维护需要关注的重点。 
最后一个开放性问题获取了学生对移动辅助语言学习方式的建议和期望。针对移动辅助学习方式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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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性差的现状，22 名学生明确表明对 APP 实时真人在线交流的迫切愿望。对于改进方法，学生建议设置

同学在线配对口语练习，开设聊天室等方式改善交互性。 

5.2. 访谈结果讨论  

在整理 19份访谈录音后，结果显示所有参与访谈的 19名学生都表示其口语能力或多或少得到提高，

但他们并不满足于现状，且对运用移动 APP 方式进行英语学习持不同意见。 
一方面，大部分学生表示仍会继续使用手机中的应用软件进行英语学习以提高各方面技能。基于 FIF

具有的优点，有同学表示会将 FIF 推荐给其他同学使用，其人机对话功创造了口语练习的模拟输出环境

和平台，丰富的题库和讲解模式可令使用者积累更多表达方式。其次，很多学生表示 FIF 的内容难度层

次多样，使用者可以选择自己所需难度进行练习或拔高，由此得到可理解性输入。此外还有学生表示系

统包含的口语测试习题对捋清逻辑思维的帮助较大，降低了口语焦虑感，而且便于携带、备考时不必准

备厚重的纸质版复习资料。另一方面，约有四分之一学生表示 FIF 口语训练并没有使其口语能力显著提

升，因此他们更倾向于通过观看美剧、阅读课文、抄写并背诵单词的方式来提高自己的知识储备，由自

己创造输入和输出机会。 
经过访谈，作者还了解到大部分学生无法集中于移动 APP 的自主学习，认为手机其他功能带来的诱

惑力较大，影响学习效果。并且提到如果没有教师监督和提醒，其学习主动性会更低。由此见得，大学

生在使用移动辅助语言学习工具进行学习时也需要教师进行一定指导和监督，这对提升学生学习效果具

有推动作用。 

6. 结论 

在移动技术发展和教育发展的趋势下，移动辅助语言学习方式为使用者带来诸多便利，提供了更加

广阔的学习平台，也缓解了教师在课堂中的教学压力，弥补了教学中资源有限而造成的不足。但如何改

善这一辅助学习方式的不足和盲点，充分发挥其在自学和教学中的优势是软件开发者、教育工作者及学

生需要进一步探求的问题。 
首先，移动资源的质量是移动学习的保障。现在市场上软件资源众多，水平参差不齐，其科学性对

学生来说很难判别，影响使用体验感和效果。这就决定了移动资源应提升交互性，定期根据使用反馈进

行调整以提供更好的服务。 
其次，对于教育工作者来说应做好引导者和监督者的职责。在教学活动中辩证地看待新科技带来的

优势，不可忽视移动资源为学生带来的便捷与机会，也不可全部依靠技术教育摒弃传统教学方式，应寻

求将新科技与传统教育相结合的可行方式，使两种教学方式形成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模式。此外，学生

在利用移动资源进行自主学习时，教师应依据情况提供帮助，例如协助学生甄选科学性强，与教学内容

相符的学习软件，也应对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追踪和监控，合理督促学生进行有效的自主学习以提高其

自主学习能力。 
最后，学生作为移动 APP 环境下自主学习的主体，也应积极承担合作者的身份责任。利用移动资源

进行辅助性学习时应积极与任课教师及同学就学习内容、学习问题等进行及时的交流，也应主动寻求解

决方法。这不但有利于提升移动学习的效果，也益于自身学术能力发展，在积极地交流和探讨中不断形

成适合自身的学习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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