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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数字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和人工智能技术的迅速变革，尤其是以 ChatGPT 为代表的

生成式大语言模型的崛起，全球教育系统正面临着深刻的创新性变革和数字化转型 ( 兰国帅等 , 
2024)。2024 年 4 月，世界经济论坛发布了《塑造未来学习：人工智能在教育 4.0 中的作用》报

告，深入探讨 “人工智能 + 教育” 在缓解教师短缺、减轻教师工作负担、实现个性化学习、提

升教育质量与公平性等方面的潜力与优势，并呼吁关注培养学生面向未来的技能、态度与价值

观。作为行业领先的人工智能内容生成 (AIGC) 工具，ChatGPT 基于深度学习和自然语言处理

技术，能够提供流畅且接近人类的对话体验，对语言学习者与教师的未来产生深远影响 ( 文秋芳、

梁茂成 , 2024)。自 2022 年 11 月推出以来，ChatGPT 在全球范围内被广泛应用并获得高度认可，

诸多实证研究验证了该技术在外语教育中的应用潜力与有效性 (Qiao & Zhao, 2023; Wiboolyasarin 
et al., 2024)。

摘要

本研究从技术接受模型的视角出发，采用混合研究方法，探讨了来华留学生在中文学习过程中

对ChatGPT辅助工具的接受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首先基于132名留学生中文学习者的问卷数据，

构建了偏最小二乘法结构方程模型（PLS-SEM），然后对其中 10 名学生的半结构式访谈数据进行

了主题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 感知易用性通过感知有用性的中介作用显著影响了 ChatGPT 的

使用意向；(2) 成长型思维和便利条件对感知易用性、感知有用性以及使用意向产生了不同程度

的直接影响；(3) 学生在实际使用过程中感受到 ChatGPT 在辅助中文学习方面的有用性和易用性，

同时对 ChatGPT 的使用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度、感受和思考。本研究不仅拓展了技术接受模型在

教育领域中的应用范围，还深入探讨了人工智能技术在优化中文学习者学习体验和效果方面的

潜力，为推动国际中文教育的数字化与智能化进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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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2023 年世界中文大会数据统计，全球已有超过 85 个国家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教育体系，

海外超过 3000 万人学习中文。同时，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推进及国际中文教育的高质

量发展，中国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海外留学生。中文作为全球性语言的价值日益凸显，应用领

域也在不断拓展 ( 何茜、王爽 , 2024)。此背景下，ChatGPT 在提升中文学习质量、效率、及赋

能国际中文教育事业等方面展现出巨大应用潜力。学生对 ChatGPT 的接受度于革新教育模式、

促进现代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而言，具有关键意义。然而，现有研究较少从中文学习群体的视

角探讨 ChatGPT 辅助中文学习的认知与影响因素。因此，本研究基于技术接受模型，采用混合

研究方法，考察来华留学生对于使用 ChatGPT 进行中文学习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以期对促进

人工智能技术在语言教育的应用、提高中文学习有效性有所启示。

2 文献综述 

2.1 ChatGPT 与语言学习

ChatGPT (Chat 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 是由美国人工智能实验室 (OpenAI) 研发的

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程序 (Meyer et al., 2023)。该系统基于大规模语料库，能够根据用户输入的

提示词进行多轮交互式文本对话，提供信息、建议和答案。2023 年 3 月发布的最新版本 GPT-4
强化了多模态内容生成能力，能够以更高的准确性和效率生成包括文本、图片和音频在内的多

样化创意内容。凭借其高效智能的特性，ChatGPT 已成为提升语言教学质量与效率的重要工具。

对于教师而言，ChatGPT 可作为备课、授课和测评的有力辅助，拓展教学资源并减轻重复性、

机械性的工作负担。对于学生而言，ChatGPT 则可提供个性化的一对一指导，增强自主学习的

动机，丰富学习内容和方式。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考察了将这一技术融入外语教学的有效性。J. Li et al. (2023) 
聚焦中文写作，发现 ChatGPT 可以为不同语言水平的中文学习者提供有针对性的信息及反馈，

在语言结构、连贯性、语法等层面提高写作质量，丰富个性化学习体验。Xu et al. (2024) 在一项

为期九周的雅思预备课程中发现，ChatGPT 作为实时互动工具，能够显著提高学生口语输出的

质量、效率和投入度。X. Li et al. (2023) 通过为期三周的干预实验，发现 ChatGPT 可以显著提

高来自低收入家庭中文学习者的写作水平，对于促进教育公平有着重要启示意义。然而，尽管

其具有诸多优势，ChatGPT 在实际应用中的局限性和伦理问题也影响着师生对该技术的态度及

使用意向 (Hong, 2023)。例如，学生可能因为 ChatGPT 反馈质量不高或技术素养不足而降低使

用动机，亦可能因隐私泄露或学术不端等潜在风险而回避使用。因此，理解学生对于人工智能

技术的认知与接受度，对于其在教育中的有效应用至关重要。

国内外语言教育研究主要集中在英语作为外语的学习者群体，而对于中文作为外语的留学

生群体的关注相对较少。由于汉语音调和文字系统的特殊性，中文学习者在听、说、读、写各

方面常面临较大挑战，这往往抑制了他们的学习热情。尤其是对于来华留学生，他们的中文水

平常常与实际需求之间存在较大差距，除了语言学习之外，他们还需面对专业课程学习和文化

适应等多重压力，容易产生挫败感，甚至影响心理健康 ( 李茨婷、朱逸琳 , 2024)。ChatGPT 作

为自主学习导向性工具，可以随时随地为学生提供个性化学习支持，优化学习路径和体验，激

发学习兴趣，提升中文水平。然而，迄今为止，尚未有研究从学生视角出发，探讨其对人工智

能技术在中文学习中的应用的接受度及影响因素。因此，本研究从技术接受理论的视角出发，

采用定量与定性混合研究方法，深入探讨驱动来华留学生使用 ChatGPT 辅助中文学习的影响因

素及其心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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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技术接受模型

技术接受模型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简称 TAM) 适用于解释和预测个体的技术使

用意向，是最为广泛应用的的理论模型之一。TAM ( 图 1) 认为感知有用性及感知易用性会决定

个体对于新技术的态度及行为使用意向，并最终影响技术的实际使用 (Davis et al., 1989)。同时，

两种感知观念会受到外部变量的影响。大量研究验证了 TAM 在包括教育的多个领域中的稳健

预测效用 (Bai et al., 2021; Liu & Ma, 2023; Sun & Mei, 2020)，且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在多种

技术接受情境下已被证明对使用意向有显著预测作用。因此，为了确保研究的简洁性和聚焦性，

本研究将重点考察这两个变量对使用意向的影响。

图 1 . TAM 模型图 (Davis et al., 1989)

为提高模型的解释度及应用性，许多学者提出应明确定义 TAM 中的外部变量。因此，一

些强调环境特征的变量，如便利条件，被纳入该模型 (Venkatesh & Davis, 2000)。便利条件指个

体感知到技术使用的环境或人力支持的程度大小，然而关于这一变量作用的研究结果却存在差

异。在针对在英语教师的研究中，便利条件对于技术的感知观念与使用意向呈显著正向影响 (Bai 
et al., 2021; Huang et al., 2023)。而 Sun and Mei (2020) 的研究发现，便利条件与中文教师的信息

技术使用意向见并无显著关联。同样，Foroughi et al. (2023) 也发现便利条件无法显著预测马来

西亚学生对于 ChatGPT 的使用意向。由此而见，便利条件的作用在不同人群及不同技术之间可

能存在差异性，与特定技术使用意愿的关系可能受到认知观念的间接影响。

大多数 TAM 研究引入的外部变量主要关注技术特征等外部环境因素，而忽视了个体的能

动性特征。根据社会认知理论 (Bandura, 1997)，个体行为受到社会环境和个人因素的共同作用。

因此，个体的特定动机信念，如技术自我效能，可能会对技术使用产生关键影响。Bai et al. (2021)
研究发现技术自我效能显著影响语言教师对信息技术的使用。徐锦芬和邓巧玲 (2024) 的研究表

明自我效能感对大学英语学习者对于直播教学的观念与使用意向均存在正向影响。尽管如此，

有学者指出，计算机自我效能感与感知易用性存在高度同质性 (Sun & Mei, 2020)，因此本研究

仍选用 TAM 核心组成部分——感知易用性作为主要预测变量。

成长型思维 (Dweck, 2006)，指个体相信通过努力可以提升自己的能力和技能，是一种关键

的动机信念，然而这一变量尚未得到充分研究。这种积极的思维模式在不同领域的运用均有积

极效果，尤其是在个体面对新的挑战与困难时，可以充分激发内部驱动力，调动积极性，推动

自身进步与成长。由于 ChatGPT 技术对于使用者的技术素养有一定要求，拥有成长型思维的人

会更积极地学习使用该新技术，在实践与反思中吸取教训，克服使用障碍。已有研究表明，成

长型思维显著影响语言教师信息技术的使用意向 (Bai et al., 2021)。因此，成长型思维作为个体

的动机信念变量被纳入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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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个体的技术使用观念和行为会受到个体因素 ( 成长型心态 ) 及环境因素 ( 便利条件 ) 
的共同影响，且具体研究结果可能因不同群体和技术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因此，亟需结合具体

的领域和目标开展研究，以得出更加明晰、精准的数据结果。本研究中变量情境化定义如表 1
所示。

表 1. 研究变量情景化定义

变量 定义

核心变量

感知有用性 中文学习者多大程度认为 ChatGPT 促进中文学习 
(Liu & Ma, 2023)。

感知易用性
中文学习者多大程度感受到 ChatGPT 易于使用 
(Liu & Ma, 2023)。

结果变量

使用意向 中文学习者使用 ChatGPT 学习中文的意向程度 
(Liu & Ma, 2023)。

外部变量  

便利条件
中文学习者多大程度感受到 ChatGPT 使用的环境
及人力支持，包括来自同学、教师、学校的技术
及教学支持 (Sun & Mei, 2020)。

成长型思维
中文学习者多大程度上认为 ChatGPT 利用能力后
天可塑，可通过努力提高 (Bai et al., 2021)。

另外，鉴于较少有研究关注来华留学生在使用 ChatGPT 辅助中文学习中的接受度，本研究

基于技术接受模型，选取便利条件和成长型思维作为外部变量，构建结构方程模型 ( 图 2)，提

出 9 条假设路径 (H1-H9)，量化考察这些变量间的作用关系。

图 2. 研究假设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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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由于量化方法对于分析学生深层观念的局限性，本研究辅以质性访谈以更好地解释、

验证、丰富量化模型结果。针对来华留学生群体，研究将重点探讨以下问题：ChatGPT 辅助中

文学习的感知易用性、感知有用性、使用意向、便利条件、成长型思维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3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了混合方法的解释性序列设计。首先，通过定量分析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建立

变量联系。然后通过定性分析进一步补充、解释、三角验证量化研究结果，两种方法相互印证、

相互补充。

3.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取便利抽样方式，研究对象包括中国上海地区多所不同类型高校的留学生。一共

回收问卷 135 份，剔除 3 份未能认真作答的问卷 ( 全部为一致的选项 )，最终有效受试共 132 名，

其中男生 49 名，女生 83 名。他们大多数来自亚洲 (66 名 ) 和非洲 (27 名 ) ，少数来自欧洲 (17 名 ) 
、北美洲 (11 名 ) 、南美洲 (10 名 ) 和大洋洲 (2 名 ) 。这些学生都已掌握英语，并可用于正常交

流，中文是作为其母语及英语以外的第三语言。他们有着不同的中文学习年限和中文水平 (HSK
等级 )。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我们遵循目的化抽样原则，招募了 10 名不同国籍、年龄及年级

的学生参与半结构访谈，以获取更加丰富的信息。10 名访谈参与者信息如表 2 所示。

表 2. 访谈对象信息

化名 性别 专业 年龄 国籍 年级 中文学习年限 HSK 等级

小方 男 人工智能 22 亚洲 - 孟加拉国 大二 1-2 年 HSK 3

小孟 男 人工智能 23 亚洲 - 孟加拉国 大一 6 个月 -1 年 HSK 1-2

娜娜 女 人工智能 25 亚洲 - 孟加拉国 大二 1-2 年 HSK 4

小明 男 纺织工程 20 亚洲 - 巴基斯坦 大二 少于 6 个月 未参加

小萨 男 国际贸易 21 亚洲 - 巴基斯坦 大二 6 个月 -1 年 HSK 1-2

小宏 男 人工智能 19 亚洲 - 蒙古 大一 6 个月 -1 年 未参加

菲菲 女 国际贸易 21 非洲 - 摩洛哥 大二 少于 6 个月 未参加

依依 女 国际贸易 22 非洲 - 阿尔及利亚 大一 少于 6 个月 HSK 4

小凡 男 计算机科学 20 欧洲 - 俄罗斯 大二 大于 3 年 HSK 5

小夫 男 国际贸易 21 欧洲 - 俄罗斯 大三 少于 6 个月 未参加

3.2 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两种研究工具分别收集质性和量化数据，包括自陈式问卷和半结构式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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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自陈式问卷

问卷共分为两部分：(1) 背景信息部分，包括性别、年龄、国籍、年级、中文学习年限以及

HSK 等级；(2) ChatGPT 接受度调查部分，包括感知有用性（4 个题项）、感知易用性（4 个题项）

和使用意向（3 个题项），这些量表题项改编自 Davis (1989) 的技术接受模型，已广泛应用于各

类技术接受度研究，具有较高的跨文化适用性与理论指导价值。此外，问卷还包括便利条件（4
个题项）和成长型思维（3 个题项）的量表，借鉴了 Bai et al. (2021) 研究中的相关量表。

为确保不同语言背景的受试者均能准确理解各项内容，本问卷采用中英双语书写。问卷在

小范围（10 人）内进行了预试验，确认了量表题项的适用性和受试者的理解一致性。所有量表

题项均针对 ChatGPT 在中文学习中的实际应用进行了情境化修订，并修改了措辞，使其更为贴

合 ChatGPT 在中文学习中的具体功能与作用。问卷采用 7 点李克特量表进行评分，1 表示“非

常不同意”，7 表示“非常同意”。

3.2.2 半结构式访谈

半结构式访谈包含 10 个开放性问题，例如，访谈中的问题之一为“您在使用 ChatGPT 学

习中文时的感受如何？”研究者会根据访谈实际情况，进行适当的补充追问。访谈根据研究对

象的特征进行个别化安排，时间和地点均以参与者的方便为准，访谈形式为线上进行，预计时

长为 30 至 40 分钟。鉴于受访者的汉语水平可能存在差异，为确保信息的准确传达，访谈采用

中文和英文双语同时进行。整个访谈过程将进行录音，并在访谈结束后进行逐字转写，以确保

数据的完整性和准确性。

3.3 数据收集与分析

3.3.1 定量数据收集与分析

本研究通过问卷星向来华留学生发放问卷，学生自愿、匿名填写，最后共收集到 132 份有

效答卷用于量化数据分析。研究基于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 (PLS-SEM)，使用 SmartPLS 软件，

来评估模型及路径关系。相对于基于协方差的 CB-SEM，PLS-SEM 主要有以下三点优势：适用

于变量预测及理论发展、适用于较小样本量及非正态分布数据、适用于包含多个潜变量和路径

的复杂模型 (Hair & Alamer, 2022)。
PLS-SEM 模型评估通常分为两个主要阶段。首先是测量模型的评估，旨在通过一系列信效

度指标的检验，确保测量工具的可靠性和有效性。在信度方面，采用载荷系数、变量的克朗巴

哈系数 (Cronbach’s α) 及组合信度 (composite reliability, CR) 来衡量内部一致性，若均大于 0.7，
则表明满足可靠性要求。在效度检验方面，若平均方差提取量 (average of variance extracted, 
AVE) 大于 0.5，则可验证聚合效度；同时，结合弗奈尔 - 拉克准则 (Fornell-Larcker criterion) 进
一步检验区分效度，以确保潜变量之间具有良好的区分性 (Hair & Alamer, 2022)。在测量模型评

估通过后，接下来对结构模型进行评估。通过 Bootstrapping 方法，检验结构模型的预测能力，

以及路径系数的显著性和效应量，从而评估模型的整体拟合度和假设路径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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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定性数据收集与分析

在研究开始时，研究人员首先确保所有参与者明确了解研究的目的及其参与的自愿性，所

有参与者在签署知情同意书后方才开始参与研究。为了深入了解来华留学生在使用 ChatGPT 辅

助中文学习中的体验与认知，研究人员通过半结构化访谈收集了参与者的意见和感受。所有访

谈录音均在访谈结束后的 12 小时内进行了转写，以确保数据的时效性和准确性。

数据分析采用了 MAXQDA 软件，并结合 Braun 和 Clarke （2012）提出的主题分析法进行

处理。首先，研究人员对转写文本进行了初步阅读，并通过开放式编码提取关键字和短语，为

每个数据片段分配初步代码。接下来，两名研究人员独立进行编码，并通过比较和讨论确保编

码的一致性。随后，研究人员将相似的代码归类，形成了初步的主题。最后，通过进一步的分

析和整合，提炼出了最终的主题。

4 结果

4.1 测量模型分析

研究首先运行 PLS Algorithm，针对测量模型进行评估，计算并检验量表的信效度指标 
(Mohammadi et al., 2023)。信度指标包括题项的载荷系数、变量的克朗巴哈系数 (Cronbach’s α) 
及组合信度 (composite reliability, CR)。如表 3 所示，所有题项的载荷系数及变量的α与 CR 值

及均大于 0.7，这验证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及可靠性。效度又分为聚合效度和区分效度，聚合

效度由通过计算平均方差提取量 (average of variance extracted, AVE) 进行检验，本研究潜变量的

AVE 值均大于大于 0.5，即说明聚合效度良好。根据弗奈尔 - 拉克准则，每个变量 AVE 的平方

根大于与其他变量的相关性，可说明较好的区别效度。由表 4 可知，本研究变量 AVE 的平方根

值分别为 0.945、0.922、0.900、0.911、0.923，均大于此变量与其他变量的相关系数，表明研究

构面之间有着足够的区分度。

表 3. 测量模型信效度评估结果

变量 题项 载荷系数 α CR AVE

感知有用性
(PU)

PU1 0.929

0.960 0.971 0.893
PU2 0.957

PU3 0.950

PU4 0.943

感知易用性
(PEU)

PEU1 0.928

0.941 0.958 0.850
PEU2 0.943

PEU3 0.910

PEU4 0.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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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意向
(BI)

BI1 0.920

0.914 0.945 0.852BI2 0.931

BI3 0.918

便利条件
(FC)

FC1 0.817

0.920 0.944 0.809
FC2 0.931

FC3 0.906

FC4 0.940

成长型思维
(GM)

GM1 0.929

0.898 0.936 0.830GM2 0.891

GM3 0.914

注 : 信度指标包含载荷系数 , 克朗巴哈系数 (α) 及组合信度 (CR); 聚合效度指标包括平均方差提

取量 (AVE)。

表 4. 弗奈尔 - 拉克准则区别效度评估结果

变量 1 2 3 4 5

感知有用性 0.945

感知易用性 0.643 0.922

便利条件 0.581 0.453 0.900

成长型思维 0.725 0.624 0.620 0.911

使用意向 0.750 0.614 0.618 0.790 0.923

4.2 结构模型分析

研究通过运行自助样本法 (Bootstrap)，进行 5000 次自主抽样，以检验模型适配性及参数

参数显著性。本研究的各二阶潜变量，包括使用意向、感知有用性及感知易用性的的解释方差

R2 分别为 0.706、0.605、0.396，均大于接受值 0.1，说明模型具有较好的预测力，对于留学生

ChatGPT 使用意向有着较好的解释度。

由路径分析结果 ( 表 5) 可知，感知有用性显著正向预测使用意向 ( 支持假设 H1) ；感知易

用性显著正向预测感知有用性 ( 支持假设 H2) ；感知易用性到使用意向的直接路径不显著 ( 拒绝

假设 H3)。便利条件显著正向预测感知有用性 ( 支持假设 H4) 及使用意向 ( 支持假设 H6)，而无

法显著预测感知易用性 ( 拒绝假设 H5)。成长型思维显著正向预测感知有用性 ( 支持假设 H7)、
感知易用性 ( 支持假设 H8) 及使用意向 ( 支持假设 H9)。研究最终得到的模型图如图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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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路径分析结果

假设 路径 β P 结果

H1 感知有用性 -> 使用意向 0.301 0.003 接受

H2 感知易用性 -> 感知有用性 0.293 0.000 接受

H3 感知易用性 -> 使用意向 0.089 0.277 拒绝

H4 便利条件 -> 感知有用性 0.182 0.022 接受

H5 便利条件 -> 感知易用性 0.107 0.233 拒绝

H6 便利条件 -> 使用意向 0.134 0.029 接受

H7 成长型思维 -> 感知有用性 0.429 0.000 接受

H8 成长型思维 -> 感知易用性 0.557 0.000 接受

H9 成长型思维 -> 使用意向 0.433 0.000 接受

注：β为标准化路径系数；P 为显著性系数，P<0.05 即表明路径达显著性水平。

图 3. PLS-SEM 模型结果

4.3 主题分析结果

经过对质性访谈数据的编码及归类，研究发现三大突出主题 ( 图 4)，包括 (1) ChatGPT 实

际使用后的感知有用性；(2) ChatGPT 辅助中文学习的感知易用性；(3) ChatGPT 使用的态度、

感受及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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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主题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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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ChatGPT 实际使用后的感知有用性

受访留学生分享了他们学习中文的动机与挑战，以及如何利用 ChatGPT 辅助中文学习的具

体方式，且在实际应用中感受到了 ChatGPT 的实用性。在谈到作为来华留学生的中文学习经历

时，受访者普遍认为中文学习对于日常交流、完成课程作业以及满足毕业要求至关重要。其中，

来自俄罗斯的小夫表示，中国丰富的文化和繁荣的经济是他留学并学习中文的重要动力。然而，

尽管这 10 位受访者均已在上海的各大高校留学，他们的中文水平仍存在较大差异，对于中文学

习困难的感知程度也不尽相同。中文水平相对较低的同学倾向认为语音问题是中文学习的最大

障碍，他们表示，因为汉语与自己的母语语音系统不同，声调的辨别和发音会让他们感到无所

适从。而中文水平相对较高的学生则面临着汉字书写与记忆的困难，表示自己很难记住汉字的

所有部件和笔画顺序。

在被问及 ChatGPT 的使用经历时，受访者分享了他们如何利用 ChatGPT 来提高中文水平，

涵盖了词汇、阅读、写作、口语等多个方面。具体而言，ChatGPT 通过提供翻译、示例以及区

分形近词等方式，帮助学生提高词汇学习。同时，ChatGPT 也能够根据学习者的中文水平，制

定个性化的汉字记忆计划。小夫提到：“ChaGPT 就像一个小助手 ...... 我只需要输入自己写的提

示词，嗯 ...... 比如我每天都会和它说，嘿，我要学习 20 个新单词，他就会自动生成我之前还

没学过的新单词。”就阅读而言，受访者提到 ChatGPT 可以翻译、总结文章并回答相应的问题。

小明说道：“它 (ChatGPT) 可以帮我翻译一段文字，还可以解释它的意思，我可以让 ChatGPT
给我一些生活中的例子，我就更明白 ...... 这比只翻译要详细得多。”在写作方面，学生们分享了

ChatGPT 可以提供范例文本供学习，帮助造长难句、润色文章，转换语气等。小凡谈到：“这学

期我们要学学术中文这门课程，学习书面中文。ChatGPT可以帮助我将口语语气转换成书面语气，

我可以更好地了解两种语气，知道句子结构和词语的不同。”就口语而言，受访者谈到自己会通

过 ChatGPT 练习口语任务，同时获取一些情绪支持。比如小方说道：“我手机上有 ChatGPT 的

付费版，我喜欢用ChatGPT聊天……因为如果我一直和我的中国朋友聊天，他们可能会觉得无聊。

但 ChatGPT 不会，它会鼓励我，就像一个稳定的聊天伙伴。”但对此，娜娜也提到“我更倾向

于和我的朋友说中文 ( 来练习口语 )……”，因为她认为 ChatGPT 缺乏互动性。

除了语言学习，ChatGPT 还可以帮助了解中国文化和定制专属学习计划。对此，娜娜说道：

“我们老师说西安有名胜古迹，但我又不知道这是啥，如果我问 ChatGPT，它会告诉我这是什么

样地方，里面有什么。”小宏认为：“如果学生使用 ChatGPT 制定出学习计划，那么他们学习中

文的速度会比其他人更快。有计划会让中文学习变得更容易。”

4.3.2 ChatGPT 辅助中文学习的感知易用性

该主题涉及探讨哪些因素促进或阻碍留学生对 ChatGPT 辅助中文学习易用性的感知。每位

受访者都表示ChatGPT下载方便、操作简单，易于上手；ChatGPT能提供迅速、24小时全天候服务，

有时候比自己的中文老师更及时、快捷。与一些翻译软件和搜索引擎相比，ChatGPT 能更精

准交付所需信息，提高学习效率。正如小夫谈到：“现在我已经不用谷歌了，我只用 ChatGPT，
这给我节省了大量搜索信息的时间。”此外，所有受访者都表示，他们的同学基本也都会使用

ChatGPT，会一起交流和分享相关使用体验，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感知技术易用性。

然而受访者也指出了使用 ChatGPT 过程中遇到的困难：表示有时其输出信息失准；且内容

输出质量依赖特定且具体的提示词和不断的追问。同时，受访者表示版本付费、网络环境不支

持等原因也会影响 ChatGPT 使用的易用性感受。此外，有三分之一受访者表示教师的反对以及

缺乏相应教学指导也会一定程度上影响自己的使用。如依依谈到：“我们没有 (ChatGPT) 教学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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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有些老师很反对我们使用 ChatGPT，我们一般也不会和老师透露我们是从 ChatGPT 上得

到答案的。”

4.3.3 ChatGPT 使用的态度、感受及思考

这一主题包含学生对于 ChatGPT 使用的态度、情感体验以及批判性思考。总体而言，受访

者们都对 ChatGPT 使用持积极态度，认为 ChatGPT 为自己的中文学习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并相

信其拥有未来广阔的应用前景。甚至有半数以上的学生认为，未来人工智能将取代包括人类教

师的大部分工作。对此，小洪说道：“我认为人工智能未来会取代教师，因为 ChatGPT 也能教学。

它现在越来越像人了，未来会越来越完善…这是说不准的。”尽管如此，学生们也承认 ChatGPT
在使用中存在一些局限性和风险，如翻译不准确、缺乏互动性、产生依赖性、学术不诚信和数

据泄露等。正如依依所说：“我家乡的学生完全依赖 ChatGPT 来完成作业，我认为 ChatGPT 会

让人变得懒惰 ...... 当然，如果使用不当，ChatGPT 也会导致作弊 ...... 我认为当你把自己的所有

信息都放在互联网或 ChatGPT 上时，就没有隐私可言了。”

在谈到使用 ChatGPT 学习中文时的情感体验时，四名学生表示只是把 ChatGPT 当成一种

工具，不因为 ChatGPT 的答案产生情绪。其余学生描述了自己的各种情感体验，包括得到正确

反馈的愉悦感、得到不准确答案的失望感、以及因不正当使用而产生的内疚感。此外，学生们

还讨论了他们对 ChatGPT 使用的思考，映射出批判性思维、自我调节技巧、明确使用界限与提

供教学指导在应用 ChatGPT 时的重要性。如娜娜说道：“一开始，我完全依赖它，直接得到答案，

但后来发现这样不好。于是，我开始关注如何得出答案的。我觉得这才会对我有所帮助，在遇

到困难时给我提供帮助和支持。”当被问及 ChatGPT 使用建议时，受访者都表示，希望学校和

老师能明确界定 ChatGPT 的使用范围，并提供相应指导。如依依所说：“越禁止什么，人就越

想做……我认为，教师应该指导学生如何有效、安全地使用 ChatGPT，而不是简单地禁止使用。”

5 讨论

本研究采用混合研究方法，考察了来华留学生对于 ChatGPT 辅助中文学习的使用意愿及影

响因素。定量研究结果揭示了个体与环境因素对于 ChatGPT 行为使用观念和意向的显著影响作

用，定性研究结果对定量模型起到解释和验证的作用，细化和拓展了留学生对于 ChatGPT 用于

中文学习的态度观念及实际使用方式。

首先，研究基于 TAM 和社会认知理论，纳入便利条件及成长型思维两个外部变量，构建

了 PLS-SEM 模型。该模型解释了留学生 ChatGPT 使用意向 70.6% 的方差变化，有着较高的解

释力度。具体来说，研究发现感知有用性对使用意向有着直接且正向的影响作用，这表明若学

习者认为 ChatGPT 对中文学习有价值，他们就会更倾向于使用 ChatGPT。这一结果与以往基

于 TAM 的研究相一致 (Bai et al., 2021; Liu & Ma, 2023)，本研究的质性分析结果也补充印证这

一发现。大多数受访者都认可 ChatGPT 在中文学习中的积极作用，它通过提供快速、易懂的反

馈，及个性化学习方式及资源，有效提高中文学习的质量和效率。中文学习者在实践中感知到

ChatGPT 的有用性，并深化有用性感知，形成正向循环。

同时，ChatGPT 的感知易用性与感知有用性呈正相关，这意味着，学生若认为 ChatGPT 的

使用简单便捷，他们对于该技术实用价值的感知也会更高。这与 Teo and Huang (2018) 针对语言

教师的研究结果一致。通过留学生访谈，我们了解到学生普遍认为 ChatGPT 下载方便、容易操作，

且突破时空限制，是辅助中文教师帮助解决中文学习困难的有效工具。然而，感知易用性不能



112 国际汉语教学学报（2025）

显著预测使用意向，这与 Liu et al. (2024) 的研究结果一致。对此有两点解释，第一，感知有用

性在感知易用性和使用意向之间起到了完全中介的作用。也就是说感知到 ChatGPT 易于操作的

观点会影响人们对该技术价值的看法，从而影响他们使用该技术的意图。第二种可能的解释基

于研究访谈结果，在实际使用 ChatGPT 时，许多因素可能会降低学生 ChatGPT 感知易用性，进

而导致路径不显著，比如中国网络环境不支持、教师排斥、缺乏引导及教学等。在当前数智化

教育背景下，这也启示师生以开放、辩证的视角看待、评估、利用新兴技术，明确 ChatGPT 的

使用界限和应用优势，才能充分发挥其促学效果。

其次，研究发现便利条件对于感知有用性及行为意向有着显著但较小的正向影响，而对于

感知易用性的影响不显著。这一结果表明，来自周围环境的技术支持和人力支持能够增强留学

生对 ChatGPT 在中文学习中辅助作用的认同，并促使他们更加积极地使用这一工具。然而，便

利条件对行为意向的正向影响与 Foroughi et al.（2023）和 Huang et al.（2023）的研究结果存在

差异，可能源于研究对象和具体技术情境的不同。大多数相关研究聚焦于外语教师或英语为外

语的学习者，而本研究则侧重于中文学习者使用 ChatGPT 的驱动因素，这也突显了在特定情境

下开展研究的重要性 ( 李成陈等，2024)。此外，质性结果也印证、解释这一发现，留学生会在

同学间相互交流分享 ChatGPT 使用的心得和经验，但未能在技术层面得到学校和教师的引导与

支持。这一发现凸显出 ChatGPT 认知及技能培训的重要性，也与“人机协同育人”的目标相契

合 ( 文秋芳、梁茂成，2024)。在规范人工智能技术使用的同时，需要提高学生的分辨力、判断

力与自我调节能力，才能帮助他们更合理、有效地使用这一工具。

最后，成长型思维显著影响学生对 ChatGPT 的感知观念及使用意向，具有中强度的正向预

测效力。这一发现与 Xie et al. (2023) 的研究一致，与社会认知理论的核心原则相呼应，支持充

分发挥学习者的主观能动性。启示我们在提高学生及教师的技术素养时，应充分考虑个体动机

信念的影响，强调发展过程和自身努力，增强其面对困难、挑战与挫折的信心。成长型思维作

为一种重要的动机信念，已受到越来越多国外学者的关注，然而国内深度探讨其对于语言学习

影响的研究仍然不多，对于其对于技术接受影响的研究更是少见，本研究从技术接受的视角为

成长型思维的情境化作用提供了新的见解。在应对新兴技术挑战的同时，师生除了认清必要的

环境因素以外，更需要对技术使用有着积极向上、科学合理的认知，适应技术迭代更新，不断

更新知识与技能，方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 高安娜，2024)。

6 结语

本研究基于技术接受模型（TAM），采用混合研究方法探讨了留学生在中文学习中使用

ChatGPT 的接受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构建了一个理论模型，用以解释和预测 ChatGPT 使用意

向，重点分析了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便利条件与成长型思维对 ChatGPT 使用意向的影响

机制，同时结合质性数据对量化结果进行了验证与补充。从理论层面，本研究通过引入环境因

素与个体变量，增强了 TAM 模型的解释力，拓展了其在国际中文教育领域的应用范围，并提

供了实证数据支持。此外，随着中文学习者数量的不断增加，深入了解他们对人工智能工具的

态度，对于推动人工智能与教育的深度融合与应用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未来的研究可考虑纳

入更多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学生，考察如性别等人口统计学变量的调节效应，以进一步揭示不同

群体之间的差异。同时，亦可开展纵向研究，深入探讨 ChatGPT 接受度随时间的动态变化，为

人工智能赋能国际中文教育提供更加全面的参考与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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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acceptance of ChatGPT as a tool for learning Chinese by international 
students, using the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 as a framework and a mixed-methods 
approach. First, a partial least square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PLS-SEM) was developed based 
on survey data from 132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learners. Subsequently, thematic analysis 
was conducted on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data from 10 of these studen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perceived ease of use significantly influenced the behavioral intention to use ChatGPT 
through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perceived usefulness. Moreover, growth mindset and facilitating 
conditions directly affected perceived ease of use, perceived usefulness, and behavioral intention 
to varying degrees. Additionally, students reported that ChatGPT was both useful and easy to 
use in supporting their 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 while expressing diverse attitudes, emotional 
reactions, and reflections on its use. This study not only expands the application of TAM in 
educational settings but also explores the potential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enhance the learning 
experiences and outcomes of Chinese language learners, offering valuable theoretical insights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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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tGPT,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 international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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