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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2 年 11 月 30 日，美国人工智能实验室 OpenAI 推出以“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 
AI) 为核心技术的聊天机器人 Chat 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 以下简称“ChatGPT”)。基于

GPT-3.5 架构的对话式人工智能语言模型，可以学习人类的语言，并且在理解语言的基础上进行聊

天交流。作为生成式 AI，ChatGPT 支持人机之间的多轮对话以及上下文理解，虽然目前缺乏人类

的情绪、思想和创造力，也需要依靠预定程序和设定算法 , 却可以通过海量的数据分析和模式抽

取突破人类在信息获取、知识储备、思维惯性等方面的约束，为人类生产、生活和发展创造出更

多的可能性。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以 ChatGPT 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在教育领

域的应用潜力日益凸显，其强大的自然语言处理能力和智能化交互功能，为教育数字化提供了新

的技术支撑和变革动力。在国际中文教学领域，ChatGPT 不仅能够辅助语言知识的传授，还能通

过智能化的对话和反馈机制，提升学习者的语言实践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从而推动教学的创

新与优化。但对于它将如何改变国际中文教育，是成为“阿拉丁的神灯”，带来无限发展的可能；

还是变成“潘多拉的魔盒”，滋生作弊与抄袭的因子（王佑镁等，2023），目前看法不一。鉴于此，

本研究聚焦于中国西南地区某高校的国际中文教学实践，选取一门综合课程作为研究对象，采用

摘要

国际中文教育正在走向人工智能时代，有关 ChatGPT 在国际中文教育领域的探索目前多在理论

和技术层面，面向教学的实证研究还非常有限。本研究选定中国西南某高校的国际中文教学中

的一门综合课程，通过行动研究的方法开展 ChatGPT 在国际中文教学活动中的应用场景研究。

通过两轮的行动研究，本文发现 ChatGPT 在国际中文教育中的应用路径包括：搭建教育框架，

协助教师教学；优化自主学习，缔造虚拟导师；提供智能测试，助力评估体系。文章最后讨论

ChatGPT 在国际中文教育应用中可能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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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研究的方法，系统探讨 ChatGPT 在国际中文教学中的具体应用场景及其教学效果，旨在为人

工智能技术在国际中文教育中的深度融合提供实证依据，为教育数字化的进一步发展贡献新的思

路与策略。

2  研究现状

当前国际中文教育正处于数字化转型的关键窗口期，学界围绕 ChatGPT 的技术应用路径（吕

振华、叶军，2024）与潜在危机（袁羲、吴应辉，2023）展开了多维度的学术讨论，以期为该领

域的未来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2.1 ChatGPT 在国际中文教学中的应用路径

目前学界探讨的 ChatGPT 在国际中文教学中的可应用路径可以分为四种。

（1）教学辅助工具的开发：ChatGPT 凭借其强大的自然语言理解和生成能力，不仅能够高效

生成备选作文题目、协助教师批阅学生作文（唐瑞 ，2023），还能一键生成指定数量的词语，快

速加注拼音和翻译，生成对话、课文和习题等（吕振华、叶军，2024）。ChatGPT 还可以辅助生成

国际中文教育少儿读物内容和配套资源，如纯文本读物、带插图读物、绘本读物，有效提升国际

中文教育少儿读物的质量和多样性（宋飞等，2024）。
（2）个性化学习路径的构建：ChatGPT 通过构建智慧化国际中文教学体系，能够为学生提供

更加个性化、高效的学习路径（王威，2024）。在教学内容上实现高度个性化定制，依据学生学习

历史、能力水平、兴趣偏好动态生成专属学习计划；在教学方式上为学生提供多种教学模式，由

学生进行选择；在教学评估与反馈上，既能根据学生具体表现定制测试与作业也能提供学习成果

反馈。

（3）教学模式的创新：ChatGPT 使在线教学变得更加灵活多样，教师可以通过视频会议软件（如

Skype）、在线教学平台（如 Classin）等技术工具，结合 ChatGPT 的辅助功能，开展更加生动有趣

的教学活动（刘妍，2023）。同时，ChatGPT 还能帮助教师克服教学过程中的一些难点，如启发性

内容生成、对话情境理解等（卢宇等，2023），从而提升教学质量。根据其灵活、及时、信息量大

的特点，将 ChatGPT 以同侪的角度引入中文课堂，可以为学生提供参考和讨论的平台，积极引导

学生在课堂中的批判性思考与反思（Jing et al., 2023）。
（4）师资培养的转变：ChatGPT 对国际中文师资培养也可能产生重大的影响。谷陵（2023）

提出未来的中文教师应具备更高的信息技术素养，能够将 ChatGPT 与中文教学深度融合。同时，

由 AI 辅助的教学培训师有可能取代传统的国际中文教学培训，成为国际中文师资培养的主力军。

这种转型将推动培养适应新时代需求的职业中文师资。在未来国际中文教师的培养中，应着重培

养教师使用人工智能的能力，让教师可以有意识地调节指令让 ChatGPT 提供更强理解性的内容，

以提升 ChatGPT 在国际中文教学中的有效性（高安娜，2025）。

2.2 ChatGPT 在国际中文教学中面临的危机

ChatGPT 有可能成为教学的得力助手，但也伴随着一系列潜在危机。目前研究中预设可能会

出现的危机主要包括以下四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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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内容生产上的挑战：尽管 ChatGPT 在处理自然语言方面表现出色，但在中文任务处理能

力上仍存在一定的不足，中文的多音字、一词多义、成语、俚语等各类复杂的语言现象都会在一

定程度上影响中文内容输出的准确性（袁羲、吴应辉，2023），ChatGPT 的预训练数据基本来源于

人类编写的文本，当数据存在偏差或者数量不够时，或提问者提问存在歧义时，ChatGPT 就有可

能产生不准确或带有偏见的回答，从而影响学生的学习效果。在词语教学实践中发现，ChatGPT
虽然可以进行快速搜素与汇总，但对二语词汇教学的特点、规律、规则与方法的了解和认识有限，

其对细分专业领域的探入和透析也不足以满足日常词汇教学需求（孟凯，2024）。
（2）思考缺失的风险：过度依赖 ChatGPT 可能会引发思考缺失的问题。ChatGPT 的便捷性可

能会导致学生和教师对其产生过度依赖。一旦学生和教师习惯了使用 ChatGPT 来生成教学内容和

学习资源，他们会忽视自身的思考和创新能力的发展（刘妍，2023）。
（3）数据伦理的问题：ChatGPT 的使用还涉及到数据伦理和知识产权问题，ChatGPT 在处理

用户输入和生成输出时，会涉及大量的个人数据和隐私信息。如果这些信息被不当使用或泄露，

可能会引发严重的数据隐私和伦理问题（金旋，2023）。袁羲和吴应辉（2023）指出，用户与 AI
的交互文本若包含个人身份信息，可能通过模型记忆功能在特定提示下被逆向还原。将 ChatGPT
应用到国际中文教育时涉及到的版权和知识产权等敏感问题。

（4）技术人文的平衡：在人工智能技术的辅助下，教师和学生之间的情感联结可能会受到一

定程度的削弱（向颖萍、赵学德，2024）。向颖萍和赵学德（2024）认为机器无法完全替代人与人

之间的情感交流和互动，如果过度依赖 ChatGPT 等人工智能技术进行教学和学习，会导致教师和

学生之间的情感疏离和沟通障碍。在教师利用 ChatGPT 进行国际中文教学时，应确保技术服务于

教育目标，而不是取代教育者的角色。“教育的核心在于人，技术只是辅助工具”（袁羲、吴应辉，

2023）。

2.3 行动研究

20 世纪 30 至 40 年代，美国社会心理学家 Lewin 认为“行动”与“研究”可以是互相结合，

互相促进的。Lewin（1946） 在 Action Research and Minority Problems 中，正式提出“行动研究”（action 
research）作为一种研究方法。

一轮完整的行动研究具体包括教学设计，观察和记录行动实施过程实施过程，再进行关于行

动效果的测试与评估。研究者在研究方案实施的过程（即教师的备课过程和教学过程）中进行观

察、记录，在行动结束后进行反思和总结。研究者将发现的关键问题设置为下一轮行动研究的起点。

行动研究以其实践性和研究性相统一的特征，广泛应用在第二语言教学领域，被认为是一种能够

切实改进教学情境，提高教学质量，提升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途径。目前有关 ChatGPT 在国际中

文教育领域的探索多为理论性探讨或技术层面的讨论，缺乏实证研究。基于此，本研究尝试通过

行动研究探索 ChatGPT 在国际中文教学中的应用场景。

3  研究思路与方法

行动研究是从实际工作需要中寻找研究问题。本文以即将开展的一个中文短期综合课程为例，

讨论任课老师如何利用 ChatGPT 解决面对的教学问题，探索不同的应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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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研究思路

本文按照观察—访谈—反思的思路进行。首先熟悉研究场所，了解该综合课所教授的教学内

容。在准备阶段，研究者了解教学环境（班级环境、学校物质条件）、学生群体（中文等级、年龄）。

然后，研究者与该课程教师通过行动研究的方法，开展两轮课堂教学活动，包括教学设计、教学实施、

教学评价和反思。最后，针对多轮行动研究的结果研究者进行讨论和反思总结，探讨 ChatGPT 在

国际中文教学中的应用路径与场景。

3.2 研究对象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西南某高校国际学院。该校是中国省属重点高校，2023 年 7 月期间有多名

越南学生在校集中进行短期中文学习，课程包含文化课、综合课、听说实践课等。本研究将国际

中文综合课作为行动研究的载体，以越南外贸大学中文系学生为研究对象，共计 14 名（五男九女），

中文水平均在 HSK 二级左右。

3.3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行动研究的方法，辅以文献分析、访谈，在数据搜集和分析期间还综合运用

了观察法。行动研究是以改善当前状况为目的所进行的社会研究（Lewin，1946），通过“发现问题—

提出假设—计划干预—采取行动—评估效果—调整方案 / 提出新方案”的循环来探索教学改进（文

秋芳，2012）。研究的意义更多体现在记录和揭示教学改进的思路、过程及总结（Burns，2011）。
同时，行动研究需实时确定情况的复杂性，并据此进行相应的变化，与其他社会科学方法不同的是，

行动研究更加重视在研究过程中寻求改变。行动研究法将“行动”与“研究”相结合，鼓励教师

通过调查研究，自我反思，总结调整，在实践中探索新的观点和新的方法，达到提升自身能力和

改进教学的目的，是研究者为了达到目标设计的渐进活动（王梅，2023）。
本文的研究问题包括下面三个：

1)  ChatGPT 是否能够有效地辅助国际中文教学？

2)  如果 ChatGPT 能够应用在国际中文教学中，会有哪些具体应用场景和路径？

3)  ChatGPT 在应用过程中可能存在哪些问题？

4  行动研究的过程

4.1 第一轮行动——基于课程现状和需求，探索 ChatGPT 在教学中的应用

作为夏令营课程，该综合课属于短期课程。教师需在课程开始之前根据学生情况、教学目的、

教学周期设置教学安排和教学大纲，所以本研究第一轮行动围绕 ChatGPT 在国际中文教学中的应

用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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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行动准备

在研究正式开始之前完成相关环节的准备。授课教师需充分理解研究目的，并在此基础上明

确研究思路，学会 ChatGPT 的使用方法。其他的准备包括研究者与学生沟通、减小干扰，观察学

生的真实反应。

4.1.2 行动实施

本轮教学设计主要围绕两个核心问题展开：第一，ChatGPT 在国际中文教学课前备课中能起

到什么作用？；第二，根据 ChatGPT 提供的备课建议进行教学后，可能有何教学效果？

教师就教学计划和课程安排向 ChatGPT 提问，如：

“越南籍的初级中文学习者，水平在HSK二级左右，线下教学，十四人左右的班级，为期一个月，

二十六个课时，可以进行哪些话题教学？”

ChatGPT 给出答案（如图 1 所示）：

图 1. ChatGPT 对话题教学的回答截图

任课老师根据 ChatGPT 的回答进行延伸拓展性提问，如：

“那你可以给出课时安排吗？”“自我介绍和问候语教学，你可以提供具体的教案和教学设计

吗？”“在这个大多数学生为 HSK 二级的课堂，有一名 HSK 四级的学生，应该如何安排他呢？”

授课教师依据 ChatGPT 给出的回答，综合考虑现实情况进行备课设计和课程安排修改。教师

在授课过程中基本按照 ChatGPT 给出的教案进行教学设计和课堂开展。

该短期综合课程安排共计四周，第一轮行动设计前两周为第一个周期，在第二周最后一节课

进行学生学习检测，教师依据教学目的和教学内容进行阶段性成果测试。通过师生简单话题性问

答（如：来到中国后，你最喜欢吃的一道菜是什么？）与学生小组自由会话（如：请你们小组扮

演售货员和顾客进行简单对话）检验学生学习成果和教师教学效果。

4.1.3 效果评估与行动反思

在两周教学后，研究者与授课教师就前两周的教学实践进行探讨与分析。对比 ChatGPT 的备

课建议与实际课堂教学，我们发现存在以下问题：① ChatGPT在备课内容上受教师预设提问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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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第一节课为问候和自我介绍教学，ChatGPT 根据学生的 HSK 二级水平提供了教案（如图 2
所示），但教学时发现，该班级学生为了此次暑期夏令营活动自发进行过自我介绍和招呼语练习，

学生学习进度超过教师预期，一节课完成了两个课时的教学，导致实际教学与 ChatGPT 提供的课

时规划不一致；② ChatGPT 在提供备课素材上存在不足：比如，学习购物话题时，ChatGPT 回答

“可以提供不同面值的纸币图片供学生学习参考”，但受限于当时技术水平，ChatGPT 无法直接提

供图片，教师仍然需要自行准备。ChatGPT 里内置 Markdown 语言的渲染引擎，可以通过 API 接
口生成 Unsplash 图片，但也只是利用代码生成图片链接。同样，ChatGPT 虽然可以提供教案，但

可以用来正式授课的课件仍需教师自行制作。③ ChatGPT提供错误的内容：在进行饮食文化教学中，

ChatGPT 提供的八大菜系知识点存在部分错误的地方。④ ChatGPT 提供教学内容混杂：ChatGPT
针对 HSK 二级的学生提供的知识点涵盖已经学会的一级语言点和对学生来说学习难度过高的四级

语言点。

图 2. ChatGPT 给出的教案中的部分截图拼接

课堂观察发现，在线下中文教学课堂中，ChatGPT 并不能应用到全部环节，只能在个别环

节起到作用。如，教师课前在 ChatGPT 网页中安装“Voice Control for ChatGPT”插件，即可实

现人机语音对话。在第一节授课中，教师利用 ChatGPT 语音功能与学生用越南语打招呼。然而

ChatGPT 在该教师的国际中文教学课堂中使用频率并不高，多数环节无需使用 ChatGPT。在练习

环节中，教师鼓励学生尝试使用 ChatGPT 进行组句对话练习，但是观察发现，由于汉语水平为

HSK 二级的学生普通话发音无法达到标准水平，所以 ChatGPT 的语音识别准确性可能存在降低情

况。不正确的发音影响它对用户输入的理解，进而带来错误的输出。在实时语音交互中，也存在

交互延迟的问题，在语音输入后，转化处理，回答生成，语音输出都需要一定的时间，交互延迟

会影响学生的学习体验。

4.2 第二轮行动——基于使用场景和限制，探索 ChatGPT 在教学后的应用

经过文献研读和相关学习，以第一轮行动的研究结果为参考，基于 ChatGPT 的使用特性和课

堂教学安排，我们进行了第二轮行动研究，探索 ChatGPT 更多的应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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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行动准备

本轮行动主要围绕 ChatGPT 在课堂以外的场景的应用路径进行研究，需要进行被试者和研究

资料的准备。被试者主要包括授课教师和越南学生，要求被试者熟悉 ChatGPT 的常规操作，研究

资料包括收集越南学生在使用 ChatGPT 进行中文学习的反馈，以及授课教师利用 ChatGPT 进行课

后评估的结果。

4.2.2 行动实施

本轮行动主要围绕两个核心问题展开：第一，ChatGPT 是否可以在课后帮助学习者学习中文？

第二，ChatGPT 能否协助教师完成学生学习效果评估与反馈？

针对第一个问题，我们要求越南学生在课后利用 ChatGPT 进行日常中文学习，比如，“怎么

用‘极了’造句”“‘老师今天漂亮极了’这句话的语法正确吗？”“去饭店点单应该说什么？”“请

帮我修改下面的句子”。

ChatGPT 可以根据学生提问进行回答，还能依据学生的水平要求标注拼音（见图 3），满足不

同中文等级水平学生的学习需求。除了文本对话，学生日常还可以利用 ChatGPT 语音插件进行口

语对话，依据不同需求调整语音速度，匹配锻炼学生的中文口语表达能力。

图 3. ChatGPT 给句子注音截图

第二轮行动研究同样以两周学习为一个周期，教师在两周学习结束后，对学生的学习效果进

行测试，收集和记录学生测试结果，并利用 ChatGPT 对学生学习成果进行评估。如：

“下面是一名越南学生完成的中文作文，请批改这篇小作文，满分十分进行打分，同时评

估该学生的中文等级。”

图 4. ChatGPT 对学生的作业批改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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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tGPT 给出答案，如图 4 所示。教师根据结果进行延展性提问，如

“如果用 HSK 一级到 HSK 六级进行评估，他现在是哪个级别的中文水平”。

ChatGPT 的回答如图 5 所示。在本轮行动周期结束之后，研究者对授课教师和使用 ChatGPT
进行中文学习的越南学生进行访谈，了解他们的使用感受和研究结果。

图 5. ChatGPT 对学生水平的评估截图

4.2.3 行动反思

通过与学习者的访谈得知，ChatGPT在课后的应用中呈现出指导与辅助的作用。用学生的话说：

“能够呈现出课堂中不一样的效果，能够帮助我修改语法错误的句子，还能告诉我怎么跟别人对话，

比如，我想去超市买东西或者问路，他都能帮助我，而且 ChatGPT 可以等我慢慢说，有时候问老

师总是有点紧张。”( 学生 A）

作为课后学习的助手，ChatGPT 在个人中文学习中充当了一位相当好的一对一学习助手的角

色，为学生提供即时反馈。

“我喜欢这个 ChatGPT，我可以跟他聊很多想聊的话题，说错了也没关系，我之前跟同学用

中文练习的时候，他们有的时候会笑我发音总是不对”（学生 B）
ChatGPT 作为一位人工智能导师，与他学习时，学生不会产生羞耻、尴尬等情绪，所以在学

习过程中更敢表达，更愿意表达。

授课教师利用 ChatGPT 对学生的结课测试进行批改，可以指出语法错误点和修改方式，可以

适当减轻教师负担，但是正如图 5 所示，在有限的语料内，ChatGPT 无法准确判断学生的中文水平，

如果想要为学生进行评分，还需要向 ChatGPT 提供具体的参考答案和评分标准。

对授课教师进行访谈后，教师指出，“ChatGPT 可以帮助我迅速地进行客观题的批改与评判，

甚至还能给出修改建议，在给学生讲解的时候还挺省事，但是涉及到主观题一类的题目，就觉得

有点麻烦，而且很多这个水平的学生他们的汉字水平都是相对比较差的，ChatGPT 的识别会出现

错字，我还要自己慢慢修改，这个也是一个很费时间的事情。”由此可以看出，ChatGPT 在提供帮

助的同时，仍旧存在无法避开的局限性，如在进行进行主观题批改时，ChatGPT 需要在教师的帮

助下进行部分内容的调整后才能完成批阅。

5  研究思考与总结

5.1 ChatGPT 在国际中文教育中的应用路径

5.1.1 搭建教育框架，协助教师备课

不同于以往国际中文教师所利用的备课工具，ChatGPT 以其个性化、可视化等功能，可以做

到真正的量体裁衣。通过向 ChatGPT 描述教学情况（如学生水平，课时等），ChatGPT 可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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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参考，设计教学方案，以及生词表，语法助手，习题设计等辅助性材料，协助教师完成教案

和基本教学知识（如例句举例，语法结构等）。在许多专项教学如词汇教学、语法教学中，教师可

以将其作为语料库使用，甚至可以提供语言测试和课堂活动规划，提供多样趣味性教学设计。这

样可以大幅减轻教师的工作量，让教师将更多的精力放到更具创造性和创新性的活动和课堂教学

中。同时，国际中文教学涉及到大量的跨文化交际和多国别文化背景，要求国际中文教师接受相

当程度的培训和学习，具备丰富的专业知识，而 ChatGPT 提供的智能辅助，将大大缩短教师相关

备课时间。

5.1.2 优化自主学习，缔造虚拟导师

比起让 ChatGPT 担当课堂中的教学助手，ChatGPT 在课下一对一教学辅助方面的优点显得

更为突出。它可以根据不同学生的需求提供较为精准和有针对性的学习服务，例如学习者可以

通过指令要求 ChatGPT 调整文本的难度和表达方式来获得可理解性输入，缓解学生畏难情绪。

ChatGPT 可以协助学习者按照自身学习条件和学习进度进行中文学习，为学习者提供影响二语习

得的输入、互动与输出（蔡薇，2023）。
除了书面上的文本互动，通过安装插件，ChatGPT 还可以实现口语互动，成为可以一对一对

话的口语教师，成为一名虚拟陪练。在非目的语环境中，借助 ChatGPT 长期保持口语锻炼可以规

避“哑巴中文”情况的出现。同时，学习者在面对这样一位 AI 导师时，学习的焦虑和紧张情绪

会比面对真人教师更低，通过对研究对象的访谈发现，学习者与其对话没有与真人交流时的压力，

对话失败时学生也不会因为负面反馈而产生羞耻和尴尬的心理，反而拥有可以随时中止对话的权

力，使得他们在学习时更加轻松和舒适。

5.1.3 提供智能测试，助力评估体系

在备课过程中，ChatGPT 能够根据所提供的教学材料和学生水平进行智能化出题，协助教师

生成多水平、多题型、多样化的测试题。而基于大数据模型的 ChatGPT 评估系统，借助教师提供

的评分标准和算法，在课后能够准确评估学生的中文作业给出相应的分数和评价，同时总结学生

在具体项目的优缺点并提出改进的方法。当教师将 ChatGPT 的部分反馈及课后作业一起反馈至学

生时，学生根据 ChatGPT 提供的反馈能够进行持续的优化改进。

5.2 ChatGPT 在国际中文教育应用中存在的问题

5.2.1 教学内容适配性与准确性存疑

ChatGPT 能够根据教师提供的学生水平、数量及课堂安排等信息，生成教学设计方案。然而，

其教学内容的适配性与准确性却成为一大挑战。首先，ChatGPT 在评估学生水平方面可能存在偏

差。由于学生的语言背景、学习习惯及先前经验等因素的差异，其实际水平往往难以准确全面地

提供给 ChatGPT。因此，ChatGPT 生成的教学方案可能过于简单或复杂，难以匹配学生的实际需求。

这可能导致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感到乏味或受挫，从而影响其学习效果和积极性。其次，ChatGPT
在提供具体教学内容时，可能存在信息不准确或误导的风险。在涉及专业知识或特定文化背景时，

其回答可能不够准确或全面。这可能导致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受到误导，产生错误的语言认知或文

化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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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教师在使用 ChatGPT 进行国际中文教育时，需要对其提供的教学内容做到两点。一方

面，教师应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和需求，对 ChatGPT 生成的教学方案进行适当调整和优化；另一

方面，要对 ChatGPT 提供的信息进行甄别和验证，这就需要教师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和敏锐的洞

察力，以确保教学内容的准确性和有效性。

5.2.2 教师的权威性受到冲击

AI 技术为传统的国际中文教学课堂注入了许多新的活力，如云课堂，智慧教室等，打破了

传统教学模式，但不论如何发展，教师始终在教学中处于主导地位。ChatGPT 的出现很有可能

打破教师在教学中的权威地位。由于 ChatGPT 的种种优势，学生在日常学习中会更倾向于询问

ChatGPT 而不是老师。个体教师的知识储备与大脑运算速度与大数据和 AI 相比更显逊色，在很

多方面，ChatGPT 给出的答案可能更全面，更多元。ChatGPT 可以成为学生学习的助手，但当

ChatGPT 和教师的结果不同甚至产生冲突的时候，学生可能会更倾向于相信 AI 的客观性和中立性，

从而动摇其对教师的信任。

ChatGPT 的出现还可能改变学生对知识获取方式的认知。传统教学中，教师是学生获取知识

的主要来源，而 ChatGPT 的介入使得知识获取变得更加便捷和高效。这种转变可能导致学生逐渐

忽视教师在知识传递过程中的独特价值，例如教师对知识的深度解读、对学习路径的引导以及对

学习困难的针对性支持。长此以往，教师的角色可能从知识的权威转变为知识的“辅助者”或“协

调者”，这种角色的转变不仅会影响教师的教学自信，也可能导致教师在课堂管理中的权威性下降。

5.2.3 学习者与教师的双重依赖

ChatGPT 可以作为教师的智能助手协助教师准备教学材料、进行课堂教学和课后评估。这种

便捷性减轻了教师的负担，同时也削弱和降低了教师在教学活动中的主观能动性。教师过于依赖

ChatGPT 的辅助则会使教师丧失自主意识和创新意识，难以创造出高质量的课堂。例如，在课堂

讨论或问题解决环节，教师可能会倾向于直接使用 ChatGPT 提供的答案，而不是引导学生通过独

立思考或小组合作来探索解决方案。这种教学方式不仅限制了学生的思维发展，也可能使教师的

教学能力逐渐退化。如果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过度依赖人工智能技术来测试学生的学习状态和学习

需求，也可能会导致教师与学生直接沟通的减少（王正青、阿衣布恩 · 别尔力克，2023）。例如，

在课后作业的批改和反馈环节，如果教师完全依赖 ChatGPT 生成标准化评语，而缺乏个性化的指

导和建议，学生可能会感到自己的努力未被充分关注，从而降低学习积极性。

在对学习者的访谈中，我们问学习者是否使用 ChatGPT 完成教师的课后常规练习作业（即教

师表示需学生独立完成，不可以使用 AI 的部分），14 位同学中有 7 位同学表示使用过 ChatGPT。
作业是检验学习效果、巩固知识的重要手段，学习者的依赖带来的 ChatGPT 的滥用会导致作业评

价体系的失灵。在课堂中，如果教师允许学生在授课过程中长时间使用 ChatGPT，他们可能会逐

渐丧失与他人直接交流的机会。例如，在小组讨论或合作学习中，如果学生更倾向于向 ChatGPT
寻求答案，而不是与同伴进行深入讨论，这种学习方式不仅会削弱学生的合作意识，也可能使课

堂氛围变得冷漠和疏离。

5.2.4 情感交流和人文关怀缺失

教师能够通过观察学生的情绪变化、学习状态和互动表现，及时调整教学策略，提供情感支

持和心理疏导。这种基于人际互动的情感连接和个性化关怀，是 ChatGPT 无法实现的。ChatG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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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使得中文学习变得更加高效便捷，但同时也可能使学习过程变得机械化和缺乏情感交流。学

习者在初期使用阶段可能对 ChatGPT 的功能感到惊讶甚至满怀兴奋，但长期以往，学生持续性面

对机器人的交流，缺乏情感上的交流与对话，可能会感觉乏味与无聊。

在这次的短期教学课堂上，教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通过对语言的学习，展开对不

同文化背景、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感知与对话。这种跨文化的互动不仅有助于学生理解中文语

言背后的文化内涵，还能促进他们对多元文化的包容与尊重。而 ChatGPT 目前在教育中的存在更

多体现为技术工具的角色，其情感交流和文化理解的能力仍然有限。

6  结语

本研究通过行动研究的方法，初步探索了 ChatGPT 在国际中文教育中的应用场景及其潜在价

值。研究发现，ChatGPT 在搭建教育框架、优化自主学习、提供智能测试等方面展现出应用潜力，

为国际中文教育注入了新的活力。然而，本研究也揭示了 ChatGPT 在实际应用中可能面临的挑战，

包括教学内容适配性与准确性问题、教师权威性受到的冲击、学习者与教师的双重依赖以及情感

交流和人文关怀的缺失等。这些问题不仅反映了 ChatGPT 技术在教育领域应用的复杂性，也为未

来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方向。

本研究仍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研究仅针对一门短期综合课程进行了两轮行动研究，追踪

时间较短，未能全面反映 ChatGPT 在长期课程中的应用效果，难以全面评估其在长期教学实践中

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性。其次，研究者对 ChatGPT 功能的探索尚不够深入，未能充分利用其全部潜

力。例如，ChatGPT 在个性化学习路径设计、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等方面的应用仍有待进一步挖

掘。此外，研究缺乏对参与者的后续观察和深入分析，未能全面评估 ChatGPT 对学习者长期学习

效果的影响，尤其是在学习习惯、学习态度及学习成果方面的深层次变化。基于以上局限性，未

来的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拓展和深化。首先，可以开展长期课程的 ChatGPT 应用研

究，以更全面地评估其在教学实践中的长期效果。其次，应加强对参与者的追踪研究，深入探讨

ChatGPT 对学习者中文学习长期影响。例如，可以通过纵向研究设计，对比分析使用 ChatGPT 与

未使用 ChatGPT 的学习者在学习动机、学习策略及学业成就等方面的差异。

总之，未来的研究需要在理论与实践之间找到平衡，既要充分利用技术的优势，也要关注其

可能带来的教育伦理和教学质量问题。通过持续的研究与实践探索，ChatGPT 有望成为国际中文

教育的重要辅助工具，为教育者提供更多支持，为学习者创造更优质的学习体验，从而推动国际

中文教育在智能化时代的创新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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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is moving towards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urrently, 
explorations regarding ChatGPT 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are mostly 
speculative discussions lacking empirical research. This study selects a comprehensive course in 
international Chinese teaching at a university in southwestern China and conducts research on 
the application scenarios of ChatGPT in international Chinese teaching activities through action 
research methods. Through two rounds of action research, it discovers the application pathways 
of ChatGPT in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constructing an educational framework to assist 
teachers in teaching; optimizing autonomous learning by creating virtual tutors; and providing 
intelligent testing to support the assessment system. Finally, it proposes potential issues in the 
application of ChatGPT in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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