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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然语言处理（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NLP）已经成为当今人工智能领域的热门研究方

向，而 ChatGPT 作为一项杰出的 NLP 技术代表，采用深度学习模型，以惊人的能力模拟人类对话，

并在文本生成、文本理解、问题回答等任务中表现出色（钱力等，2023）。
ChatGPT 的设计与语言学息息相关（陈保亚、陈樾，2025），同时也与 NLP 领域的技术密切关联。

ChatGPT 采用了深度神经网络中的变换器（Transformer）架构，这一架构在 NLP 领域取得了显著

成功。变换器模型使 ChatGPT 能够高效地处理长文本序列，捕捉词语之间的上下文关系，从而生

成连贯的回应（钱力等，2023），可见 ChatGPT 的成功源于其对语言学原理的深刻理解。

ChatGPT 如人类对话般的交互效果，迅速吸引了教育界的目光，被视为潜在的教学辅助工具

和学习平台升级的关键（曾明星等，2024）。在教育场景下，特别是在语言教学中，ChatGPT 的应

用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潜力。它能够即时提供个性化反馈、模拟真实对话情境、辅助句型练习等，

这些功能直接对应了传统国际中文课堂的核心教学环节。

因此，本研究着眼于句式教学特选取“把”字句这一重点句型，聚焦于 ChatGPT 在国际中文

句式教学中的应用，旨在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式，探讨其可行性、有效性及其对

教学模式的潜在影响。

摘要

智能聊天机器人模型 ChatGPT，因具有可以针对用户输入内容生成自然语言文本、支持连续多轮

对话与上下文理解等特性，吸引了大量语言学者的关注。本文以“把”字句这一国际中文句式

教学重难点为例，通过对比 ChatGPT 教学、自学和课堂教学三种不同的教学模式，借助量化对

比分析的实证方法，研究 ChatGPT 作为语言教学工具的有效性。结果显示，就其应用于语言教

学的路径和效能而言，ChatGPT 教学效果优于自学而逊于传统课堂教学，具体表现在记忆延时性

略佳，在增强教学互动、提供个性化教学与反馈、支持教学评估等方面具有优势。受制于运行

结构中语言学理论的匮乏，本文认为 ChatGPT 更适合作为辅助性教学工具进入国际中文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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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献综述

2023 年，ChatGPT 成为新兴的研究热点，二语习得领域也在进行尝试，探讨将其引入实际教

学过程中的可能性，并对其优劣及应用价值做出了有益的探讨。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国际中文教育的大变革已经箭在弦上。ChatGPT 是国际中文教

育生态变革的加速器 , 如何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国际中文教育高水平发展有待进一步研究（刘

利、史中琦、崔希亮等，2023）。郑燕林和任维武（2023），探讨了利用 ChatGPT 促进教学实践

过程三大要素 ( 教学目标、教学方式与教学评价 ) 创新的具体路径，以及其增强教学实践主体

能动性两方面的赋能价值。冯雨奂（2023）关注 ChatGPT 基于万物互联的语用功能对于学生实

践创造力、认知主动性、选择自主权的提高，并且关注到了为解决 ChatGPT 带来的教育伦理问

题应推进的教育理念变革，以更好的适应智能化教育，充分利用人工智能减负增效。王佑镁等

人（2023）将 ChatGPT 定位为辅助性数字导师，并进一步明确大语言模型和教师之间需要明确

权责，家校师生四方均需要对该新产品有正确理性的看待，语言大模型也需要合理的政策规范。

进入 2024 年后，随着 ChatGPT-4o 的问世，以及中国国产大语言模型的规模应用，国内学者针

对国际中文教育及外语教育中的研究显著增多。邓清中（2024）、张震宇和洪化清（2023）、陶

雪城 （2024）等学者均针对大语言模型给第二语言习得尤其是国际中文教育带来的机遇、挑战

提出了路径假设和对策，不过这些研究大部分缺乏实验性验证的支持，仅限于在理论层面进行

探讨与分析。

在当前的实证研究中，个性化是学者们关注到的 ChatGPT 辅助学习的显著优势之一。李秋晨、

张佳帆、蔡薇（2024）通过实验印证了 ChatGPT 在差异化教学中提供的个性化反馈支持；进一步地，

梁歆、罗晶（2024）尝试将 ChatGPT 融合进项目式学习（Project-based Learning）框架中，ChatGPT
在这其中扮演着教学助理和私人导师的工作，能够减轻教师工作的负担并为学生提供及时性反馈，

适应学生的既有水平和需求。除此之外，经验证，ChatGPT 加以科学的使用和设计能够发挥发展

语言学习者的批判性思维（蒋新亮等，2024）。
在研究当中，ChatGPT 也充分暴露了其短板。孟凯（2024）、叶含笑（2024）、高安娜（2025）

等学者分别从不同国际中文教学要素角度出发，通过实验印证了 ChatGPT 在词汇教学与词义辨析、

口头纠正性反馈、书面纠正性反馈等方面的优势和特点；除此之外，学者们相似地发现 ChatGPT
缺乏专业性储备，因此容易造成指导和内容理解上的偏差。这类输出信息因专业性匮乏而导致的

失准，以及输出内容受到输入内容的极大限制和影响等问题，对学习者感知 ChatGPT 的易用性造

成了较大的挑战（孙加玲等，2025）。
当前学界已有初步的共识，认为以 ChatGPT 为代表的大语言模型为国际中文教育带来了发展

的机遇，比如，能够提升国际中文教育的内容丰富度和形式多样化，提振教学效率，为教学赋能。

但不能忽视的是，基于统计学原理设计的 ChatGPT 等大语言模型并非完全适用于句法理解与分析

及语言教学，因此师生与大语言模型之间如何确定权责，如何借助大语言模型科学赋能传统国际

中文课堂，如何使非专业的大语言模型产品应用于专业化的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与学习的语境，

是当前国际中文教育智能化、信息化的重要议题。 
当前现有研究多将 ChatGPT 定位为教师反馈的辅助性工具并加以实证检验，而针对 ChatGPT

应用于国际中文教学的实证研究仍然匮乏，特别是对比性的教学实验较稀缺，本研究尝试弥补这

方面的不足。

基于此，本研究将探讨 ChatGPT 在国际中文句式教学中的应用路径和实践效能。研究问题主

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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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hatGPT 的句式教学效果是否优于学生自学？

（2）ChatGPT 的句式教学效果是否优于传统的课堂教学？

（3）在上述对比的基础上，ChatGPT 适合以什么定位介入国际中文句式教学以实现赋能教学

的目的？

3  研究设计

本研究设计以 ChatGPT 为教学工具、留学生为教学对象、“把”字句为教学内容，探讨其

在国际中文教育中的应用效果 。

3.1  ChatGPT 处理句法的机制

以“把”字句为例，ChatGPT 在处理句子的语法时，需要以下步骤： 

图 1. ChatGPT 处理句子语法结构的步骤 

第一步，对句子进行分词，将其分解为独立的词汇，并为每个词汇标注词性。例如，“我把

作业写完了”会分解为“我 / 把 / 作业 / 写 / 完 / 了”，并标注出“我”为代词，“把”为介词等。

第二步，分析词汇之间的依存关系，识别句子的核心结构。在“把”字句中，需识别“把”

作为介词，连接宾语与谓语动词。例如，确定“把”和“作业”为动宾关系，“写”为谓语动词。

第三步，根据句法分析，进一步确定句中词语的语义角色，如施事、受事和谓事。在例句中，

“我”是施事，“作业”为受事，“写”为谓事。

第四步，结合上下文信息，理解句子的完整意义，尤其在句子存在多种解读可能时，通过前

后文确定正确含义。例如，“我把作业写完了”中的“作业”若在前文提到，会更易于理解。

综合以上步骤，ChatGPT 能够准确地切分句子、理解词汇之间的语法关系，确定句子中词汇

的语义角色，并在上下文中解决歧义。这些技术共同作用，使 ChatGPT 能够处理复杂的“把”字

句结构。

3.2  实验材料说明

选择“把”字句作为本研究的实验材料，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首先，“把”字句在汉语中的特殊性与代表性。“把”字句是汉语中独特的句法结构（宣恒

大，2004），具有与其他语言中类似句式（如英语中的“let”句式）显著不同的语法和语义特征。

作为汉语特有的句型之一，“把”字句不仅在句式结构上有一定的固定模式，而且在语义上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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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类型的动作指向和语用功能。其广泛的应用领域涵盖了“处置”语义、结果表达、因果关系、

空间位置转移等多种意义，是汉语句式教学中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和教学价值的研究点。

其次，“把”字句的教学难度高。对于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者来说，“把”字句是一个典

型的难点（李雪婷，2023）。这不仅仅是因为“把”字句的结构相对固定，更在于其涉及的语法

与语义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例如，学习者需要理解“把”字句中的“处置”语义、语义角色的

变化，以及如何根据不同的语境选择合适的表达方式。这要求学习者具备较高的语言理解能力和

语境适应能力。因此，选择“把”字句作为实验材料，能够有效考察基于 ChatGPT 等智能工具进

行汉语特殊句式教学时的效果，并帮助评估 AI 工具在解决语言复杂性与语境适应性方面的表现。

最后，研究的实践意义。汉语的“把”字句不仅在汉语教学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实际语

言使用中也具有广泛的应用。例如，在口语交流、学术写作、新闻报道等多种语境中，“把”字

句常常用于表达具体的动作、处理关系和结果状态。研究“把”字句的教学效果，能够为其他汉

语特殊句式的教学提供借鉴。

3.3 学习材料的构建与分类标注

传统汉语语法学认为，“把”字句主要表达的是“处置义”（孟晓慧，2012），即表示对宾语的

某种动作或状态的处置。这种句型具有相对固定的结构形式：主语 + 把 + 宾语 + 动词，但其具体

的句法语义却随着语境的不同产生了一定的变化。这种变化与语用、句子内部的逻辑关系以及情

境密切相关，因此，分析和理解“把”字句的语法功能时，不仅要考虑其形式结构，还需要关注

其语义层面的转化。前后测问卷及学习内容的设计是基于六类“把”字句的语义分类原则来进行的。

3.4 实验设计

3.4.1 实验者

实验参与者为华东师范大学的 40 名二语学习者。在前测阶段，实验团队收集了被试的基本

信息，包括母语、中文学习时长以及学习方法偏好等，以便对实验数据进行充分的背景分析。 
参与 ChatGPT 教学组和自学组的被试均为中级水平（HSK4-6）。为确保分组的随机性和均衡

性，研究在第一阶段筛选中采用了完全随机分配原则，将所有被试随机分为两组：ChatGPT 教学

组和自学组。通过随机分配，两组学生在性别比例、语言背景以及学习经历等关键变量上均达到

了统计学上的均衡分布，从而有效控制了潜在的混杂因素，确保了研究结果的代表性与可比性。

参与课堂教学组的被试均为初级水平（HSK2-3）。由于条件限制，课堂组的参与者只能选取

符合条件的学校内学生，导致数据样本较少，被试既有水平与前两组存在差异，且未能进行后续

的跟踪数据收集。

3.4.2  实验分组

ChatGPT 教学组（14 人）：该组在实验中通过 ChatGPT 进行句式教学、对话模拟、练习及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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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Prompt 展示 

自学组（18 人）：该组被试依靠预先提供的自学材料进行独立学习，不参与 ChatGPT 的交互。

课堂教学组（8 人）：该组由专业教师按照传统课堂教学的模式进行句式讲解与练习。

3.4.3 实验方式

实验分为五个环节（见图 3）：

图 3. 实验流程设计图示

 
在教案生成阶段，实验团队使用 ChatGPT 生成了与“把”字句相关的教学材料和任务。这

些材料围绕六类“把”字句语义类型展开，设计了句式填空、句子改错和情境对话等多样化练习。 
教学环节中，实验组采用 ChatGPT 辅助教学，通过与学生的互动，提供实时的语法解析和

个性化练习。学生通过与 ChatGPT 的对话，完成任务式练习，学习“把”字句的知识点并将“把”

字句应用于具体语境中。自学组则通过传统文本学习和自我练习，作为对照组进行效果比较。

在对话模拟环节，学生通过 ChatGPT 进行任务式对话练习，模拟真实交流环境，完成基于“把”

字句的情境对话任务。每个任务都围绕具体语境设计，要求学生灵活运用“把”字句进行语言输出，

同时 ChatGPT 提供实时反馈帮助学生纠正错误。

练习环节分组进行，学生完成指定的语言书面练习任务并记录学习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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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评价环节包括前测、后测和追踪测试，评估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语言能力变化。在前测

中，实验团队收集了学生的基本语法能力数据，特别是“把”字句的理解和运用水平（见附录一）。

后测则评估学生在实验中的进展，主要考察他们在实际语境中运用“把”字句的能力。追踪测试

则在后测后的一周、两周和一个月进行，检验学生对所学知识的保持情况。通过这些评估，实验

团队能够全面了解 ChatGPT 在“把”字句教学中的效果，并为未来的研究提供数据支持。

4  数据呈现

4.1 数据统计方式

问卷设计方面，前测与后测均包含 7 道客观题和 2 道主观题，总分为 45 分，旨在评估学习

者对“把”字句语法的掌握情况。客观题（附录一）主要考察学生对“把”字句的基本语法规则、

语义类型和句式结构的理解；主观题则评估学生在实际语境中的应用能力，要求学生运用所学知

识进行句子生成或错误改正 。
追踪测试总分为 18 分，主要用于评估教学效果的长期保持情况。

数据分析方面，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计算各组的平均得分和标准差，以便了解各组

在前测、后测及追踪测试中的整体表现。然后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ANOVA）对三组在后测中

的成绩进行显著性检验，以验证不同教学方法是否产生了统计学意义上的差异。同时，对追踪测

试的结果进行时间序列分析，比较各组在不同时间节点的成绩变化趋势，分析教学效果的持续性。

4.2 数据分析

4.2.1 前测分析

在前测结果中，ChatGPT 教学组的平均得分为 34.29 分，得分率为 76.19% ；自学组平均得分

为 34.17 分，得分率为 75.93%。采用 t-test 检验，测得两组 p 值为 0.97，表明两组在实验前的数

据差异不显著，即两组在实验前的起点水平基本一致。而课堂教学组的平均得分为 17.75 分，得

分率仅为 39.44%，显著低于其他两组。这种显著的差异显示，课堂教学组的学生在“把”字句

的起点掌握水平明显较低。

4.2.2 后测分析

后测数据显示，三组在“把”字句教学中的表现差异显著，其中 ChatGPT 教学组和自学组

的平均得分均为 35 分，得分率为 77.78%，相较于前测，二者的增长幅度较小，分别为 1.59% 和

1.85%。而课堂教学组的平均得分为 32.25 分，得分率为 71.67%，增长幅度较大，达到了 32.22%。

从正增长学生比例来看，课堂教学组有 87.5% 的学生得分有所提高，显著高于 ChatGPT 教学组

（42.85%）和自学组（38.89%）。这种差异表明，课堂教学在短期内对学生的“把”字句的掌握有

更为显著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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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三个组别测试得分率统计图

相比之下，ChatGPT 教学组和自学组的得分虽然有所提升，但增幅较小。这表明，尽管这

两种教学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辅助学习者的进步，但对于有把字句基础的学生来说，效果不

明显。在 ChatGPT 教学组中，学生能够通过 AI 生成的个性化反馈与练习，快速识别和纠正自

己的错误；然而，某些学习者可能依然存在对语法规则的理解不足。

 这一结果并不意味着 ChatGPT 在长期学习中的作用较弱。追踪测试的结果表明，ChatGPT
教学组在长期保持率上表现较好，尽管其初期增长幅度较小，但其提供的即时反馈和灵活的学

习任务 可能帮助学生内化了相关语法规则，从而在长期测试中展现出更优的效果。这一现象可

能表明，AI 技术能够在没有教师干预的情况下，持续提供个性化学习支持，从而促进学生的知

识巩固与记忆。

4.2.3  追踪测试分析

追踪测试（满分 18 分）中，ChatGPT 教学组的平均得分为 12.3 分，得分率为 68.65% ；自学

组为 11.2 分，得分率为 62.35%。尽管两组得分率均有所下降，但 ChatGPT 教学组的下滑幅度略小，

显示出相对较强的学习效果保持能力。

5  综合分析

综合来看，三种教学方式在学生中展现了不同的优势。从前后成绩的正增长的比例（表

5）来看，课堂教学组的正增长比例达到 87.5%，表现出较强的一致性，这表明课堂教学在短

期内对大部分学生起到了积极作用。相比之下，ChatGPT 教学组的正增长比例为 42.86%，负

增长比例为 28.57% ；自学组的正增长比例为 38.89%，负增长比例为 22.22%。这些数据表明，

ChatGPT 教学组和自学组的学习结果波动较大，个体差异显著。而课堂教学组相对较少出现负

增长，这可能与课堂组只有一次后测，而缺乏追踪测试数据有关。因此，课堂教学组的结果无

法充分反映其在长期学习中的变化趋势，而仅能呈现短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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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三个组别增长百分比环形统计图

ChatGPT 的教学方式或许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学习效果的持久性。这可能与其提供的即

时反馈和多样化的练习内容有关，使学生在使用过程中能够形成一定的主动学习习惯。然而，

整体得分的下降也反映出，学生缺乏后续的巩固练习，学习效果难以长期保持。未来教学设计

中可以尝试将追踪复习与测试纳入计划，通过阶段性巩固进一步提升学习效果的持久性。值得

注意的是，尽管 ChatGPT 教学组和自学组的负增长比例较高，这一现象并不意味着 AI 技术在

教学中的效果有限。相反，ChatGPT 的教学潜力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验证，尤其是对于已有一

定基础的学习者。负增长可能是由于部分学生在面对 AI 生成内容时，缺乏及时的教师指导，导

致他们未能完全理解某些语法或语用规则。尽管个别学生的学习效果存在波动，但总体上看，

ChatGPT 为学生提供了大量自主学习的机会，并且有助于学生在理解和内化语法规则方面表现

出较好的长期效果。因此，AI 技术仍在许多学习者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尤其是在辅助学习和提

供个性化反馈方面。

课堂教学组的显著短期提升说明，结构化、系统性的教学方式对于基础较弱的学生具有明

显的优势。教师能够根据学生的反馈及时调整教学内容，提供针对性的指导，帮助学生在较短

时间内提高学习成绩。然而，由于课堂教学组只进行了一次后测，无法对其长期效果进行评估，

因此，无法进一步分析其在长期学习中的效果是否持续。未来的研究应当在数据完整性的基础上，

通过引入追踪测试来全面评估传统课堂教学的长期效应。 
相较之下，ChatGPT 教学组在长期效果上的表现显著优于课堂教学组。这表明，ChatGPT

的即时反馈机制可能更有助于学生在长时间内巩固和内化语言规则。学生通过与 AI 的互动，能

够获得个性化的学习路径，并且 AI 可以实时反馈其错误和不足，从而帮助学生持续进步。因此，

ChatGPT 的长期教学效果在许多学生中表现出良好的学习保持力。

自学组的表现则相对依赖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在没有教师指导的情况下，学生更多依赖

自身的学习进度和学习策略。自学组的正增长比例虽然低于课堂教学组，但也表现出了相对稳

定的学习效果，表明自主学习仍能对部分学习者产生积极影响。未来研究可以探讨如何将 AI 辅
助学习与自学方式结合，最大化自主学习的潜力。

基于这些观察，未来的研究可以结合 AI 技术与传统课堂教学的优势，探索混合式教学模

式的实施。具体来说，AI可以在课堂教学中充当辅助工具，通过生成个性化学习任务和实时反馈，

帮助学生在课堂外进行巩固练习，而课堂教学则可以继续提供系统化的知识传授和个性化的教

师指导，帮助学生在理解深层次语法和语用规则方面得到更好的支持。

在本次研究进行过程中，仍存在一些局限性，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加以改进。

首先，样本量较小且分布不均。本研究的实验对象主要为华东师范大学的 40 名二语学习者，

且课堂教学组的样本量仅为 8 人，远少于 ChatGPT 教学组和自学组。这种样本量的不均衡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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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实验结果的不稳定性，尤其是课堂教学组的显著提升可能与其较小的样本量有关。未来研

究应扩大样本量，确保各组的样本量均衡，并涵盖不同语言背景和学习水平的学生，以提高研

究结果的普适性和可靠性。

其次，实验设计的控制变量不足。本研究虽然对比了 ChatGPT 教学、自学和课堂教学三种

方式，但未能充分考虑其他可能影响教学效果的因素，如学生的学习动机、学习习惯、语言背景等。

这些因素可能对实验结果产生干扰，尤其是在自学组和 ChatGPT 教学组中，学生的学习效果波

动较大，可能与个体差异有关。未来研究应在实验设计中引入更多的控制变量，或通过分层抽

样等方法，确保各组学生在学习动机、语言背景等方面的均衡性。

第三，追踪测试的局限性。虽然本研究进行了追踪测试，但课堂教学组的追踪测试数据缺失，

导致无法全面评估课堂教学的长期效果。此外，追踪测试的时间跨度较短（仅一个月），可能不

足以充分反映学生对“把”字句的长期掌握情况。未来研究应延长追踪测试的时间跨度，并确

保所有组别的追踪测试数据完整，以便更全面地评估不同教学方式的长期效果。

综上所述，未来的研究应在样本量、实验设计、追踪测试等方面进行改进，以更全面地评

估 ChatGPT 在国际中文句式教学中的应用效果，并为语言教学的智能化发展提供更有力的支持。

6  结语

本文研究通过实证分析探讨了 ChatGPT 在“把”字句教学中的应用效果，主要目标是评

估 ChatGPT 在汉语特殊句式教学中的优势与不足。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

教学中，ChatGPT 是否能够有效帮助学生掌握“把”字句的构造与运用？通过前测与后测对比、

实验组与对照组数据分析，研究揭示了 ChatGPT 在这一特定句式教学中的多方面表现。

研究结果表明，ChatGPT 在“把”字句教学中具有显著的优势。ChatGPT 能够帮助学生更

快速地掌握“把”字句的基本结构，并在自主学习过程中提供即时反馈，强化学习效果。

选择“把”字句作为本研究的研究对象，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实践价值。作为汉语中的

典型特殊句式，“把”字句在语法结构上与其他句式有显著差异，并且在语义表达、语境适配

和语用功能上具有独特性。由于其较高的学习难度，尤其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中常成为

难点，因此，“把”字句教学研究能够成为汉语二语教学创新性方案研究的先发方向。通过现

代技术手段，如 ChatGPT 等语言生成模型，帮助学生克服这些语法难点并提高实际应用能力，

将为语言教学实践提供有益的启示。 
虽然本研究的焦点仅限于“把”字句，但它揭示的教学模式、工具应用以及研究方法，对

于其他复杂句式的教学亦具有借鉴意义。未来的研究可进一步探讨本土化的中文语言模型（如

讯飞、百度等），这些模型在语言方面可能会展现出不同的优势。此外，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

ChatGPT 的语义理解和语境适应能力有望得到提升，这将进一步增强其在汉语特殊句式教学中

的应用效果。

 综上所述，本研究通过对比 ChatGPT 教学、自学和传统课堂教学在“把”字句教学中的

应用效果，发现 ChatGPT 在提供即时反馈、个性化学习路径及增强学习效果的持久性方面具有

显著优势。因此，ChatGPT 更适合作为课堂教学的辅助工具，而非完全替代传统教学模式。未

来的研究应进一步探索教学模式，结合 ChatGPT 的灵活性与课堂教学的系统性，同时扩大样本

量、延长追踪测试时间，并扩展到其他汉语句式，以全面评估其应用效果。通过结合教师经验

和技术创新，ChatGPT 有望在语言教学中发挥更大作用，推动教学的智能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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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助信息

本文系 2024 年度国家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ChatGPT 在国际中文句式教学中的

应用研究”（项目编号：202410269020G）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附录一 实验问卷

·前测问卷

1. 用“把”完成以下句子

（1）书 放在 书架上

（2）椅子 搬到 楼上

2. 以下问题请选择 A 或 B
爷爷喜欢唱歌，总是拿着歌本在那里哼歌。有时候还 _____________，听听自己唱得好不好。

(A. 录下来唱的歌 B. 把唱的歌录下来 )

3. 下列句子中有一些错误，请改正过来

（1）她把那本书没有送给我。

（2）我放我的词典在桌子上。

4. 把所给词语放在句中合适的位置上。

（1）A 妈妈 B 每天都 C 房间 D 打扫得干干净净。（把）

（2）A 她 B 把作业 C 写完就 D 出去了。 （没有）

5. 请用“把”造句。

6. 用“把”回答以下问题

房间里又脏又乱，怎样让它变得又干净又整齐？（提示：收拾，扔）

·后测问卷

1. 用“把”完成以下句子

（1）车 停在 家门口 
（2）画儿 挂在 墙上 

2. 下列问题请选择 A 或 B
你在那儿一切还习惯吧？研究工作进展顺利吗？有空儿来信 _____________。
(A. 谈谈你的情况 B. 把你的情况谈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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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下列句子中有一些错误，请改正过来

（1）她翻译那本书成日文了。

（2）你把垃圾不应该扔到地上。

4. 把所给词语放在句中合适的位置上。

（1）A 你们 B 把 C 这本书 D 看完。（应该）

（2）你应该 A 把 B 书 C 放 D。（整齐）

5. 请用“把”造句。

6. 用“把”回答以下问题

你想去照相，可照相机里的电池没电了，你怎么办？（提示：旧电池，新电池）

·追踪测试 1
1. 观察以下对话，用所给词替换对话中横线上的词

A：把这瓶花 摆在 哪儿？

B: 把它摆在客厅里吧。

这张照片 挂 墙上

车  停 门口

2. 下列句子中有一些错误，请改正过来

（1）她常常放衣服在沙发上。

（2）爸爸已经寄那封信给姐姐了。

3. 把句子改成否定形式。

我把书放到椅子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把下面的句子改写成“把”字句

书你放在桌子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用“把 +A+V 成 +B……”造句

（1）书   放   书架上

（2）椅子   楼上   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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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给括号内的词语找到合适的位置（在 A/B/C 中选择）

请你 A 试的 B 表 C 给我看看。（把）

7. 根据提示，用“把 +O+V+ 一下”完成对话。

A：我们下星期有汉语语法考试。

B：那你应该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复习）

A：你帮我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打扫）

B: 房间不是昨天刚打扫过吗？

A：你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看完后谈谈感想。（看）

B：好的，我把这本书拿回去好好儿看看。

8. 下列情景怎么说（用“把”字） 
屋子里太热，你想请服务员打开空调，怎么说？

·追踪测试 2
1. 观察以下对话，用所给词替换对话中横线上的词

A：你把电池 装上了没有

B：还没有呢。

作业  做完

行李  准备好

2. 下列句子中有一些错误，请改正过来

我终于翻译那本书成英文了。

她把烤鸭吃在全聚德。

3. 把句子改成否定形式。

我把花儿放到花瓶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把下面的句子改写成“把”字句

手机你放在背包里吧。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用“把 +A+V 成 +B··....”造句

（1）车   停   家门口

（2）画儿   挂   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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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给括号内的词语找到合适的位置（在 A/B/C 中选择）

大夫 A 手术的情况 B 告诉了 C 小王的爱人。（把）

7. 根据提示，用“把 +O+V+ 一下”完成对话。

A：你帮我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打扫）

B: 房间不是昨天刚打扫过吗？

8. 下列情景怎么说（用“把”字） 
老师要你把作业本给他，你还没有做完，怎么对老师说？

·追踪测试 3
1. 观察以下对话，用所给词替换对话中横线上的词

A：你是不是想把这个教室 布置成会场？

B：对。 
这个句子 翻译 英文

这篇小说 拍   电影

2. 下列句子中有一些错误，请改正过来

我把那本书没有放在桌子上。

你把那张照片不应该送给他。

3. 把句子改成否定形式。

我把手机放到口袋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把下面的句子改写成“把”字句

词典我没放在桌子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用“把 +A+V 成 +B··....”造句

（1）作业   交   老师

（2）礼物   送   安娜

6. 给括号内的词语找到合适的位置（在 A/B/C 中选择）

小王 A 通知 B 贴在 C 教室墙上了。（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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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根据提示，用“把 +O+V+ 一下”完成对话。

A：你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看完后谈谈感想。（看）

B：好的，我把这本书拿回去好好儿看看。

8. 下列情景怎么说（用“把”字） 
你去银行换钱，营业员问你换什么钱，你怎么说？

附录二 “把”字句的六种主要语义类型（吕文华，1994）

第一为表示位置的移动或关系的转移。这一类“把”字句主要用于表达物体的空间位置变

化或关系的转移，通常包含“在”“到”“给”“向 / 入”等介词，结构形式多样，如“主语 + 把

+ 宾语 1+ 动词 + 在 + 宾语 2”或“主语 + 把 + 宾语 1+ 动词 + 到 + 宾语 2”。例如，“他把杯子

放在讲台上”，“我把盒子放到外面去”。这些句子中，动作的施加者通过“把”字句对物体的

位置进行调动或改变。

第二类为表示产生结果或发生变化。这类“把”字句主要用来表达因施事而导致的某种结

果或变化。句型通常包括“主语 + 把 + 宾语 + 动词 + 得 + 形容词 / 动词短语”，如“他把小明叫醒”，

“姐姐把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在这些句子中，施事动作的结果通过“把”字句表达出来，强

调了结果状态的转变。

第三类为表示两者之间的联系。这一类“把”字句表达的是施事与宾语之间的某种联系，

结构形式通常包括“主语 + 把 + 宾语 + 动词 +（了 / 一）+ 动词”或“主语 + 把 + 宾语 + 动词”，

例如，“请把情况谈一谈”，“别把书本乱扔”。这种结构在强调行为的同时，也突出了动作的直

接影响或联系。

第四类为表示性质产生变化。在这一类“把”字句中，施事动作导致了宾语性质的变化，如“他

把院子改成了花园”。句型通常为“主语 + 把 + 宾语 1+ 动词 + 成 / 作 + 宾语 2”，强调的是物体

或事物的属性、特性因动作发生改变。

第五类为表示不如意的情形。“把”字句在这一类中用于表达不如意或消极的结果，特别

是涉及施事对宾语产生的负面影响。例如，“他把我打了”。这一类句型包括“主语 + 把 + 宾语

+ 动词 + 其他”，如“他把我打了”，其中“打”动作对宾语“我”造成了不利影响。

第六类为表示致使作用，这一类“把”字句则用于表达施事通过其行为促使某种结果的发生。

例如，“快去把你的书收拾好”。句型为“主语 + 把 + 宾语 + 动词 + 其他”，强调动作的致使作用，

使宾语处于某种状态。

附录三 大语言模型喂养材料示例

——“把”字句教学练习题（北京师范大学汉语文化学院，王乐阳）

一、看图填空 Look at the picture, fill in the blanks
（本题旨在复习上课时的教学内容，因此与课堂练习有重复的部分，希望通过此部分唤醒

学生的课堂记忆，以便下面的练习被顺利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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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___ 把 ____ 放到 ____。

答案：他把吃的放到嘴里。

2. 

圣诞老人 ___ 礼物 ______ 袜子里。

答案：圣诞老人把礼物放到袜子里。

二、否定形式填空 Fill in the blank with negative form
（本题旨在巩固学生的“把”字句的否定形式，同样，通过一定的复现，促进学生记忆，

以 便提高学习效果。）

把句子改成否定形式。

Change the sentence to negatives.
例：我把杯子放到桌子上。 

▲

 我没把杯子放到桌子上。

1. 我把书放到椅子上。

2. 我把花儿放到花瓶里。

3. 我把手机放到口袋里。

4. 他把钱放到钱包里。

5. 她把包放到旁边。

6. 他把笔放到本子上。

三、情景模拟 Scenario simulation
（本题目提升了难度，旨在让学生能够在真实的生活中自主地正确运用“把”字句，而不

仅是课本的机械练习。要求中涵盖了对话长度、句型要求等，但具体的模拟要求应由教师按照 
学生学习程度，稍作调整。）

李明与安妮正在布置客厅，这里有书、书包、书架、电视、电脑、苹果、桌子、 本子……

你要把它们放到哪里？请找一个伙伴，你是李明，她是安妮，进行情景 模拟。每人至少 10 句话，

要包含“把”字句、“把”字句的否定形式、“把”字 句的问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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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Ming and Annie are furnishing the living room. Here are books, a school bag, a bookshelf, 
a TV, a laptop, apples, a table, notebooks Where are you going to leave them? Please find a partner. 
Suppose you are Li Ming and she’s Annie, or someone else. Have a scene simulation. Each person 
should have at least 10 sentences, including the “Ba” sentence, the negative form of the “Ba” sentence, 
and the question form of the “Ba” sentence.

附录四 实验流程

·前期准备

1. 联系被试，确定实验场地和时间，确保被试知晓。

2. 准备两组的材料，分别是：ChatGPT 教学组——电脑；自学组——教材

共同的材料——白纸，笔，表格（一张是实验结束后让其签名字确认后续统一发放的凭证，一

张是自备的用于核对每个时间段的人）

·实验过程

1. 在五分钟前确认好当天被试

2. 到来后开始对其介绍实验内容和流程

3. 播放示范视频

4. 被试进行学习

5. 完成后发放后测的问卷，完成这次实验。

·后期工作

1. 与被试签字确认

2. 在确认测试卷和实验过程的可信度后，发放前期被试费，并如期发放跟踪检测问卷。

3. 数据整理与分析。

附录五 “把”字句解答情况部分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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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telligent chatbot model, ChatGPT, has garnered significant attention from linguistic 
scholars due to its capabilities of generating natural language text in response to user inputs, 
supporting continuous multi-turn dialogues, and understanding context. Taking the “ba” sentence 
structure, a pivotal yet challenging aspect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ChatGPT as a language teaching tool through a quant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ree distinct teaching methods: ChatGPT-assisted teaching, self-study, 
and traditional classroom instruction.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in terms of its application 
pathways and effectiveness in language teaching, ChatGPT outperforms self-study but falls short 
of traditional classroom teaching. Specifically, ChatGPT demonstrates slightly better performance 
in terms of memory retention over time, while exhibiting certain advantages in enhancing 
teaching interaction, providing personalized instruction and feedback, and supporting teaching 
evaluation. However, constrained by the scarcity of linguistic theories embedded in its operational 
framework, 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ChatGPT is better suited as an auxiliary teaching tool in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classroo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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