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I时代，我们还需要学习外语吗？
AI（人工智能）浪潮席卷全球，也为外语教学带来了新的挑战与机遇。
AI时代，我们还需要学习外语吗？我们又需要怎样的外语人才？近日，记者带着这些问题，来到宁波高校采访外国

语教育专家，让我们来听听专家们在AI时代对于培养外语人才的思考。

宁波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张
陟教授，说到这样一件事。去年秋季
学期，张陟教授布置了一篇英语作
文，可面对学生提交的“完美”作业，
凭借多年的教学经验，他意识到学生
一定是使用了AI工具。

“AI对教育的影响早有预见，技
术对外语的影响也并非始于Chat-
GPT。”张陟教授指出，从早期的有道
翻译到如今强大的ChatGPT，AI工
具不断发展，满足人们对外语学习的
多元需求，影响力与日俱增。

面对AI的冲击，张陟教授始终
秉持开放积极的态度。他认为，君子
善假于物，与其“对抗”AI，不如“拥

抱”AI，将AI视为辅助外语学习的
工具，就像大学生常用的办公软件和
搜索引擎一样。今年春季学期，他开
始鼓励学生在课堂上使用AI工具。

对于大学生使用AI工具，宁波
诺丁汉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教
育与英语语言文学系林宜瑾博士的
态度较为谨慎，她不鼓励学生使用
AI。“比如写论文，有的同学如果使
用AI软件检查论文语法错误，这样
是可以的。但如果同学在写论文时
从第一步文章构思，到后期写作，大
量使用AI工具，对AI形成依赖，久
而久之自己失去思考能力，这就很可
怕。”

对于学生使用AI工具
专家看法各有不同

在AI时代，大家还需要学习外
语吗？最终，AI会取代外语学习吗?

林宜瑾博士告诉记者，AI是无
法取代英语语言学的学习的。大家
应该认识到，英语语言学是一门语言
的科学，需要通过各种方法来理解使
用这门语言。而且，英语是由人类来
使用的，总有新的问题不断被创造出
来，语言在不断发展中。AI说到底
还是机器，面对新出现的问题，AI就
没法解决。

她举例说：“比如网上有个梗：
‘夏天我们是能穿多少穿多少，冬天

我们是能穿多少穿多少’，在不同场
合下的一句话，只有人类是可以真正
理解，而AI就没法理解在具体语境
下的这句话含义。”

对此，张陟教授也持相似的观
点，他解释道，外语除了工具性之外，
还具备认知性、社会性、人文性和审
美性等多个特点。外语学科涵盖语
言学、翻译、外国文学、跨文化交际、
外语教育等多个领域，并非简单的语
言工具。他说：“就像我们都会说汉
语，但大学依然要开设汉语言文学专
业。”

AI能否取代外语学习?
专家表示无法取代

对于教育工作者来说，外语教学
有怎样的变化？在AI时代中，高校
要培养怎样的人才？对此，高校进行
着积极探索。

林宜瑾介绍说：“我们的英语教
学打破了传统考核方式，原来可能是
以论文写作为主，现在对学生的考核
更加多样化，布置不太容易被AI完
成的任务。”

“比如，我上的课是心理语言学，
我布置的作业是研究语言行为实验，
学生需要前期采集分析数据，将研究
做成海报，并举办一场海报展。学生
在这个过程中会学到更多，被考核的

是这个过程了。”林宜瑾说。
张陟教授也在教学中积极探索

AI的应用。无论是从事教学设计还
是回应语法问题，AI都提供了高效的
帮助。张陟教授认为，在AI时代，更
强调“外语人才的专业性”。AI时代
的“专业性”意味着什么？他强调AI
时代的外语人才培养需要有更高的目
标。未来的外语人才要能精通母语与
外语，要有敏锐的文化洞察力，要有灵
活的跨文化沟通技巧，更要有能够驾
驭AI工具进行创造性表达的能力。

AI时代的外语人才
要更强调“专业性”

事实也证实了专家们的观点，或
许，简单的外语工作会被取代，但优
秀的复合型外语高级人才却是供不
应求的。

2020年毕业于宁大外国语学院
英语笔译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李建文，
目前任职于吉利控股集团，负责过集
团高层国际会议交替传译，集团年度
工作报告等重要文本的笔译工作，还
做过商务报价、商务谈判、商务协议
起草与定稿等工作。

谈到AI对外语专业的冲击，李
建文表示AI与外语专业并非二元对
立关系，使用得当，二者可相得益彰，
提高生产力。

“去年，我曾用ChatGPT翻译过

一份英文合同，给我的感受就是，在
很专业、很严谨的法律表达上，AI会
出现一定的错误。比如Consider-
ation一词，就被机翻成了‘考虑’，而
在上下文语境中，实际含义是‘对价、
报酬’。一般协议金额巨大，如果出
现此类错误表达，可能会给公司带来
巨大损失。”他说。

他介绍说，在商务谈判中，AI也
无法代替专业人员，商务谈判要基于
实际业务采用灵活策略，这是一个以
人为主导的具有创造性的工作。李
建文认为，AI对外语人才并非没有
冲击，普通的，一般性的翻译工作很
可能被AI工具取代，但优秀的复合
型外语高级人才仍然是供不应求。

优秀的复合型外语人才
仍然是供不应求

采访最后，张陟教授强调，AI的
确能在知识学习和跨文化交流中发
挥重要作用，但绝非万能。随着AI
时代的全面到来，外语界更需要守正
创新，培养能够促进传递情感、建立
信任、达成共识的跨语言文化交际人
才。他们不仅要熟练运用AI工具，

更要在机器智能与人文关怀之间找
到平衡，成为连接不同文化的使者，
推动人类文明的互鉴与进步。

“目前，我们对AI抵触的最大原
因，是AI没有完善的监管。”林宜瑾表
示，“比如什么情况下可以使用AI？
在什么范围可以使用AI？使用到什
么程度？最重要的是，未来使用AI的
掌控权，要在我们的手里，人类不能放
弃自己的思考，放弃自己的创造力。”

记者 李臻 王冬晓 通讯员 胡佳

AI能发挥重要作用
但绝非万能

虚拟现实教室。 AI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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