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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赋能区域语言资源开发与社会影响研究——以英语语

言发展为例
付鹃

三亚学院，海南三亚，572000；

摘要：本文探讨人工智能技术(AI)在区域语言的资源开发，AI 技术可以为区域语言资源的开发通过跨语言知识图

谱、多模态数据采集、智能翻译生态构建等模式，重塑”语言保护-发展-传播”的语言生态的发展模式，用以保

护文化的多样性以及社会影响。通过剖析英语语言发展史下产生的自适应翻译系统的开发上，结合 AI 赋能濒危

语言保护的实践案例，阐述人工智能技术驱动的全球化进程，论证 AI 技术赋能发展下如何重塑语言生态，并更

加有效的平衡语言发展标准化同时保护文化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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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2024 年发布的数据中，

显示全球约 43%的濒危语言面临消亡危机，然而，人工

智能技术的出现为语言发展的保护提供新的路径。
[1]
例

如：澳大利亚利用语音识别技术记录本土原住民语言、

中国学者通过智能机器翻译系统，重新构建少数民族语

言数据库，维护区域语言生态。本文以英语语言发展作

为典型案例，呈现技术革新从《牛津英语辞典》到全球

化的 AI 英语词典，如何推动语言标准化与全球化，通

过自适应翻译系统开发，构建混合模型构建智能翻译生

态，为当前濒危语言保护提供重要的启示和 AI 赋能下

区域语言研究提供社会价值。

1 人工智能赋能区域国别学发展

人工智能正在利用各项技术对区域国别研究提供

帮助，进包括数据的提取、翻译和整合，这大大降低了

各项研究的语言门槛，实现准确、实时、多维、高效的

分析模式，AI赋能区域国别研究领域提供有效的技术支

持。
[2]
例如，人工智能利用网络爬虫和自然语言处理（N

LP）技术，能够实时抓取并整合多语种新闻、社交媒体、

学术文献和政府报告等信息，构建动态数据库，并通过

数据清洗与标注，提取关键信息，结合政策变化和舆情

热点，为区域研究提供实时支持。

AI 的普及是否会取代区域国别学者？对于这个命

题，本文的立场是否定的。
[3]
AI 不仅不会取代，反而会

为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持，因为该项

研究不仅要具备“与域外之人打交道”的独特优势，同

时也是跨文化沟通的使者强有力的工具。AI的信息采集、

语言翻译、资源整合提供了一定的技术支持，对于特殊

的群体，特别是区域研究领域，AI无法获取小众且私密

的信息，也无法替代人类进行富有情感温度的跨文化沟

通和交流。

2 AI 技术在语言资源开发中的应用

本文阐述人工智能技术在语言资源的开发中的具

体应用模式，通过四种不同的应用模式，分析区域语言

资源的开发和发展方向。

2.1 跨语言知识图谱

跨语言知识图谱是将不同语言的知识内容和资源，

通过跨语言信息检索、翻译技术和文本识别等软件技术，

整合在一个统一的多语言知识体系内。构建知识图谱可

以为翻译系统和软件提供比较丰富的语义信息，帮助其

更好地理解文本的上下文和含义。例如，当机器翻译涉

及到特定领域的术语时，跨语言知识图谱可以提供相关

的专业知识和文化背景信息，提高机器翻译的准确性。

夸文化知识图谱在众多领域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

用，在 AI系统翻译下利用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的方法，

实现跨语言的对齐与融合。在智能推荐系统中，跨语言

知识图谱提供重要的语言应用价值，它能够提供较为准

确的输出和语义的理解，保护濒危语言资源的同时发展

区域文化多样性。特别是目前在 Deepseek 软件的运用

下，结合跨语言知识图谱，开发语言资源的同时，保留

语言翻译过程中的文化和区域属性，在不同语言之间的

形成更加准确的信息检索和贴合文化输出形式的语言

加工，更加多样化的做到区域文化的传播和跨文化的有



科技创新发展 聚知刊出版社

2025 年 2 卷 5 期 JZK publishing

29

效沟通。

2.2 多模态数据采集系统

多模态数据采集系统，除了处理文本信息，结合音

频、视频、图片、文字等多模态信息下进行机器翻译。

例如，在图书馆和旅游景点的介绍中，就可以同时做到

音频、视频的输出、多语言的文字切换等，帮助用户更

加形象的理解翻译的内容。同时，多模态数据采集系统

中，对全球事件数据库的技术进行解析，通过NLP 技术

实时抓取 110 种语言的媒体数据，实时监控近全球 65,

000+个新闻源，构建动态语言图谱。
[3]
相较传统的田野

调查方式，效率提升 80%，同时该系统还能识别隐性语

言变迁规律。通过四维动态语言图谱构建技术，词汇层、

语法层、语用层、社会网络层总共四层，逐层分析和处

理，监控语言传播的准确性和实用性。

以英语语言在太平洋岛国的变体监测为例，GDELT

系统捕捉到皮钦英语（Tok Pisin）的三种比较大的隐

性变迁：第一种是词汇创新机制的变迁，比方说传统的

借词像”lotu”这个词的使用率有所下降，再比如技术

复合词像”wokabaut-selphone”这个词的使用率年增

长 217%。第二种是语法趋同现象的变迁，比方说双重否

定结构，“Me no see nothing”这个句式被标准英语

句式替代的速度提升了 3.2 倍。第三种是社会功能转移

的变迁，目前已经从家庭交流主导向商业合同等正式场

景转变，特别是法律文本中的出现率突破了近 40%。这

些隐形变迁的发现，为制定”AI辅助语言复兴计划”提

供了有利的依据，包括皮钦英语（Tok Pisin）的标准

英语双向神经机器翻译系统的开发，为基于地域特征的

文化适配算法提供帮助。

2.3 智能翻译生态构建

智能翻译生态的构建是诸多翻译软件开发下非常

重要的一个环节，对于区域语言资源的开发而言，良好

的翻译系统有助于保护和传承濒危语言。将这些语言所

承载的文化、知识、历史等内容更广泛地传播出去，促

进区域文化的多样性发展。翻译软件的构建中，对数据

资源的开发和语料库建设都起着重要的作用。智能翻译

生态构建通过收集源语言和目标语言相互对应的文本

数据以实现生态构建保护。例如，在构建英汉互译的系

统时，需要收集多样的英语和中文的新闻报道、小说、

期刊、学术论文等资源，同时还可以利用网络资源库、

专业的文献资料库、翻译记忆库等多种渠道来扩充语料

库。

智能翻译生态构建可以融合跨语言知识图谱、多模

态信息和个性化的翻译来满足区域语言资源的发展，根

据用户的语言习惯和使用场景等多方因素，为用户提供

一种个性化的翻译服务。同时，与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融

合，生成一种处理翻译系统的语言和自然语言的技术，

加上逻辑推理的深度融合，实现高水平的语言交互环境。

3 AI 赋能区域语言资源开发-以英语语言发展

为例

3.1 从《牛津英语辞典》到全球化的 AI英语词典

从第一版的《牛津英语辞典》看英语语言发展的历

史，这部词典的编纂从 1884 年到 2024年，历史已有近

七十年每年的更新才确立了比较完整的应用拼写规范。
[4]
然而AI 的智能性可以自动追踪全球的各类媒体信息，

实现每年大量的新词收入，编纂效率大幅提升，高达两

百倍之多。其标准化进程加速发展，覆盖面也大幅提升，

当前人工智能下的MOOC 平台，英语教学覆盖面多达 19

0 个国家，内容还涵盖各类方言英语的地方变体词汇。

其显示了英语语言发展下最基础的词汇发展也深受 AI

的冲击，需要在人工智能的赋能下得到更好的发展。

3.2 自适应翻译系统开发

AI 赋能语言资源开发的技术路径，实现多样化的区

域语言技术资源。
[5]
例如自适应翻译系统的开发和当下

流行的社交媒体的传播方式，在英语语言发展中，翻译

软件的开发模式在 AI 赋能的构建下，形成较好的生态

构建的同时，需要开发自适应的软件开发模式。例如：

基于 Transformer 架构开发”Māori Translate Pro”

软件，这是一款集成文化特异性语料，也就是本土的部

落语言，此软件在实现英语和毛利语的双向翻译的 BLE

U（双语评估替换指标）值达 38.7，超越传统统计模型

26%（项目技术白皮书,2023），目前很中国的部分教育

机构通过此软件来开发 AR 双语教材，用以提升学生的

学习效率。

3.3 混合模型构建智能翻译生态

目前有很多翻译软件可以做到比较好的翻译生态

构建，下面列举三类不同的算法模型。
[6]
1.统计机器翻

译（SMT）是一种基于统计模型，通过大了的的平行语

言资源进行统计分析，计算出位于源语言和目标翻译语

言之间的大概率算法。其缺点就是翻译上下文时理解能

力受限制，对比较复杂的语法结构处理受限。2.神经网

络机器翻译（NMT）是一种利用神经网络模型，直接学

习源语言到目标语言的一种映射关系算法，其功能能更

好地处理上下文信息，在翻译的质量上较有优势，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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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比较主流的算法模型，其缺点就是处理速度比较受

限。3.结合统计机器翻译（SMT）和神经网络机器翻译

（NMT）结合起来的混合模型，它可以充分利用 SMT 的

统计模型和NMT 的深度学习能力，来提高机器翻译的性

能和输出效果。在英语语言发展中，能够做到混合模型

构建，在实现翻译的准确性和接近源语言的处理上起着

非常重要的作用。

4 AI 技术赋能区域语言发展的社会影响分析

4.1 社交媒体资源对区域语言资源的影响

社交媒体通过 AI 驱动下的自适应翻译系统和多模

态翻译工具，打破了地理位置对语言传播的限制，AI

方言语言库和大数据的算法，可以将方言通过社交媒体

软件的多语言字幕功能技术实现跨地域的传播。
[7]
例如：

TikTok 毛利语挑战赛，通过运用 AI语音合成技术，生

成方言模块，此视频累计播放超 2亿次，吸引近十万青

少年参与语言创作，大数据算法推荐机制，可以使趋于

边缘化的语言，得到语言资源的生态保护，打破英语语

言霸权的困境。

4.2 语言生态系统的多维影响

Facebook 的语言多样性计划在 NLP 技术下已经收

录了全球四百多种濒危语料。同时，越来越多的软件兼

容多语言和小众语言的操作系统，甚至出现了混合语体

的发展，区域性语言的发展获得了数字生存空间。但是，

大数据算法下的语言传播出现代际传播断层现象，使得

青少年过度依赖翻译工具，对青少年的主动学习动机有

所削弱，但始终在维护语言生态，呈现多维共振的影响。

4.3 AI 赋能濒危语言保护的社会价值

AI 智能软件在语言发展中，使得传统语言与现代的

语言之产生联接，通过语言数据库的构建，为不通过国

家和区域的语言发展产生交互性的作用，例如混元大模

型的交互式学习系统，可以让学习者通过语言对话，智

能聊天沉浸式的进行创作和创新。运用 AI 适配文化，

保护区域文化多样性，已实现保护濒危语言保护的目的。

4.4 AI 技术赋能语言资源的未来发展方向

AI 技术正在重塑”语言保护-发展-传播”的语言生

态全链条。英语发展史的影响下，AI技术的应用需平衡

标准化和多样性共同发展。在未来研究中，应关注 AI

伦理，例如语言数据主权和技术适老化，针对语言传承

人高龄化的问题，开发自适应软件，用以实现濒危语言

扩展计划。同时利用跨学科教育平台进行整合和联动，

建立全球语言与文化数据库，允许人文历史、语言发展、

计算机科学和 AI 智能操作技能等多学科的研究者协同

发展，构建开放型的智慧语言生态系统。

5 结论

综上所述，助力 AI 时代下的区域语言资源开发，

促进不同区域之间的文化交流，推进语言学的发展，保

护好区域语言的生态环境，进一步加强探索 AI 在此技

术应用开发中的监管，保障数据安全性，提高区域语言

的开发价值和社会场景影响力。本文从探讨人工智能赋

能区域国别学发展中，研究 AI 技术在语言资源开发中

的应用，从跨语言知识图谱、多模态数据采集系统、智

能翻译生态构建三方面阐述区域语言的智能开发。再以

英语语言发展为例，从《牛津英语辞典》到全球化的A

I英语词典进行探索，结合自适应翻译系统开发和混合

模型构建智能翻译生态，提出更加比较具体的开发路径。

最后，从 AI 技术赋能区域语言发展的社会影响进行分

析，探讨社交媒体资源对区域语言资源的影响和语言生

态系统的多维影响，最终从 AI 赋能濒危语言保护的社

会价值衍生到 AI 技术赋能语言资源的未来发展方向。

为构建多元且包容的语言文化环境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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