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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以 ChatGPT 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能够实时生成个性化反馈，提供及时且多样化

的修正建议，为传统的二语写作教学模式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一方面，ChatGPT 可以为二语

学习者提供前所未有的学习上的支持（Deng & Lin, 2022），另一方面，研究者也注意到学习者

在使用 ChatGPT 辅助写作时可能出现的情绪问题（Yan, 2023）。
一直以来，二语学习过程中的情绪因素被认为是影响学习效果的关键（吴勇毅，2019），

故充分挖掘不同内外部因素对学生情绪调节的影响作用成为二语教学研究中的重要议题（韩晔、

高雪松，2024）。目前，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教学中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二语学习者情绪，尚未得足

够的关注。鉴于此，本研究以 Lazarus &Folkman（1984）提出的压力认知评价理论（Cognitive 
appraisal theory of stress）为研究框架，基于真实的汉语二语写作教学案例，分析学习者面对

ChatGPT 参与写作反馈时的压力评价与应对，旨在揭示生成式人工智能对汉语写作学习的影响，

并为教师在写作教学中有效使用 ChatGPT 辅助教学提出建议。

摘要

基于压力认知评价理论框架，本研究采用案例分析方法，分析了汉语二语学习者在接受 ChatGPT
参与反馈时的情绪反应。研究发现，ChatGPT 参与反馈的新奇性、不确定性及机器身份等可能

引发学习者的压力评价，包括伤害 / 丧失（如反馈点过多或语言过难导致挫败感）、威胁（如

ChatGPT 反馈的不确定性为学习带来负面影响）与挑战（如将反馈视为提升学习能力的契机）。

而学习者对此的应对可分为以问题为中心（如建议教师优化教学设计）和以情绪为中心（如拒

绝修订任务以减轻负面情绪）。据此，本研究指出，在教学实践中，教师应优化 ChatGPT 参与反

馈的具体方法，如减少反馈数量，调整语言难度，提供面对面指导和培训，以降低学习者认知

负荷，提升学习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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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献综述

 2.1 二语习得中的情绪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在二语习得研究的早期，研究者们对情绪的关注较少（Schutz & Pekrun 2007: 3）。后来受

到社会文化理论（Vygotsky，1978）的启发，学者们逐渐意识到情绪和认知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因此语言教师应该积极认识学习者的情绪，并借以判断何时以及如何进行适当的干预（Swain，
2013）。

随着积极心理学（Positive Psychology）的视角被引入到应用语言学研究中，二语习得的

研究者们开始超越单纯的认知因素（如思考、推理），转而关注积极的心理因素（Shao et al., 
2020）。这使得许多积极情绪和个人特质，如愉悦感和投入感，逐渐进入外语学习领域的研究视

野（Dewaele & Li, 2022）。除此之外，越来越多的研究也发现，负面情绪如无聊、焦虑等，尽

管通常被视为对二语学习具有负面影响，但在某些情况下也能激发学习动机。换句话说，情绪

因素在二语习得中的作用是复杂且动态的 ( 韩晔、许悦婷，2020)。
随着情绪在二语教学中的重要性逐渐得到重视，对其影响因素的研究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

注 (Derakhshan, 2022)，特别是与教师相关的因素 (Li, 2022)。教师对学习者情感的影响包括情感

支持、学业支持和技术支持三类，其中情感支持指教师通过关心、尊重和信任等方式在情感上

支持学生；学业支持指教师在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等方面给予学生充分鼓励、引导与帮助；技

术支持指教师指导学生积极利用信息技术辅助学习（尹玮等，2024）。已有研究表明，教师支持

与学生的学业情绪、学习效果关联密切，是影响二语交际意愿的重要环境因素 ( 韦晓保、陈巽，

2022) 。不过，教学中新技术的引入是否会对学习者情绪产生影响以及会产生何种影响却尚未得

到充分研究。

2.2 压力认知评价理论

压力认知评价理论是理解个体如何面对压力和挑战情境的重要理论框架。该理论重视个体

在压力情境中所进行的主观评价过程，认为压力不是由事件本身直接导致的，而是通过个体对

事件的主观认知评价而产生的（Lazarus &Folkman（1984/2020 ：26-32）。该理论认为，人们对

于压力源的评价主要包括两大评价过程：初级评价（primary appraisal）和次级评价（secondary 
appraisal）。在初级评价阶段，个体会评估事件对自己是否具有威胁性，或者是否会带来某种损

失或伤害。这个阶段的评价决定了事件是否被视为压力源。如果个体认为事件对自己构成威胁

或挑战，就会进入次级评价阶段。在次级评价阶段，个体会评估自己应对这种威胁或挑战的资

源和能力。他们会考虑可利用的应对策略，并评估这些策略是否足够有效。次级评价决定了个

体如何应对压力，即采取问题解决导向的应对策略（如寻找解决办法）或情感调节策略（如减

轻焦虑）。

压力认知评价理论强调了认知评价在压力体验中的中心作用，揭示了个体在面对压力时的

动态过程。通过这种评价与应对的互动，个体能够调节自己的心理状态，并采取相应的行动来

应对压力。这个理论框架不仅适用于解释个体的压力反应，还广泛应用于研究健康、心理适应

以及工作场所中的应对行为（姜福斌、王震，2022），不过目前在教育领域，特别是二语学习情

境下的研究尚存在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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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生成式人工智能对学习者情绪的影响尚未得到足够的研究，本文借鉴压力认知评价理

论，以真实的教学过程为研究对象，考察学生在接受 ChatGPT 参与反馈时遭遇的压力体验以及

如何应对压力，旨在揭示ChatGPT参与反馈对学生写作学习的影响。研究主要围绕以下问题展开：

1. ChatGPT 参与写作反馈是否对二语学习者形成了压力？

2. ChatGPT 参与写作反馈为何对二语学习者形成了压力？

3. 二语学习者如何应对 ChatGPT 参与写作反馈所带来的压力？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背景

本研究的参与者为中国一所综合性大学开设的《高级综合汉语 -1》课程中的 15 名留学生（基

本情况见附录）。这些学生均通过了 HSK-4 级考试，并需在学期内通过 HSK-5 级考试，以升入

更高年级学习，故可认为他们的汉语水平基本属于同一个等级。学生在参与课程之前均未曾使

用过 ChatGPT。
《高级综合汉语 -1》课程旨在综合培养学生的汉语听、说、读、写能力。其中写作环节是

课程教学的核心，不仅有助于检验知识点的掌握，也能促进语言能力的内化。在研究过程中，

学生们完成了三次写作任务，而教师与 ChatGPT 协同为每次任务中的学生作文草稿提供了反馈。

教师在课程开始前告知了所有学生 ChatGPT 将参与反馈，并征得了学生的同意。

教师与 ChatGPT 协作反馈的具体步骤为：第一步，教师制定并发布指令语：“这是一篇汉

语二语学生的作文，请详细指出文中的词汇、句子和篇章错误。”第二步，教师通过调整反馈难

度和修改指令细节，使 ChatGPT 持续提供更适合学生水平的反馈，例如“请用更口语的说法来

分析错误”。第三步，在获取 ChatGPT 制作的原始反馈后，教师检查并对反馈进行了删除（如

删除不必要的反馈点）、纠错（如纠正错误的反馈点）、更改（如将直接反馈改为间接反馈）和

补充（如对 ChatGPT 未注意到的草稿错误进行反馈）。

3.2 数据收集与分析

本文是一个更大研究项目的阶段性成果。该项目参考了 Han & Hyland（2015）制作的“学

生访谈指南”，对参与的 15 名学生进行了访谈，旨在探索学生对教师与 ChatGPT 协同反馈的行

为、认知与情感投入。访谈中的问答均使用汉语进行。本文是基于访谈记录中“情感投入”相

关部分的研究。这部分访谈的问题包括“你拿到反馈时的感受是什么？”“你如何看待 ChatGPT
参与反馈？”等。三次写作反馈后，研究小组对 15 名学习者进行了访谈，每名学生的访谈时间

约 20-30 分钟，访谈中的问答均采用中文进行。

数据分析小组由两名研究人员和两名助理组成。数据分析步骤为：首先，两名研究人员基

于压力认知评价理论，合作制作了编码分类表（表 1）；第二，两名研究助理根据编码分类表，

采用定向质性的方法独立对访谈记录进行了分析，并就分歧之处进行了讨论，最终统一了意见。

本研究中的三份编码分类表为：第一份表格（表 1）根据压力认知评价理论中对压力的分类，

将学生对 ChatGPT 参与反馈的压力评价分为三类：伤害 / 丧失、威胁和挑战；第二份表格（表 2）
借鉴压力认知评价理论中对压力评价影响因素的研究，认为 ChatGPT 参与反馈之所以会对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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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压力，主要是因为其新奇性与不确定性的特点；第三份表格（表 3）采用压力认知评价理

论中对压力应对的分类，将学生的应对分为以问题为中心与以情绪为中心。

表 1. 压力评价编码分类表

编码 压力认知评价理论定义
（Lazarus &Folkman，1984/2020）

本文定义 例子

伤害 /
丧失

已经持续发生的损害 学习者认为 ChatGPT 参与反
馈已经对自己的学习产生损
害

“（语言太难了）我看不懂”（S1）

威胁 尚未发生但可预期的伤害或丧失 学习者认为 ChatGPT 参与反
馈可能对自己的学习产生负
面影响

“第一个就是看了以后失望，觉得
怎么那么多，然后想我怎么改呢？
必须再写一次吗？”（S1）

挑战 同时具有风险与收益、内在成长的
可能性

学习者认为 ChatGPT 参与反
馈带来风险的同时能够促进
自身学习

“ChatGPT 反馈时，我更愿意反驳
（纠错），提出自己的观点”(S9)

     
表 2. 压力评价的影响因素编码分类表

编码 压力认知评价理论定义
（Lazarus &Folkman, 1984/2020）

本文定义 例子

新奇性 个体所处情景是之前从未经历过的 学习者从未使用过
ChatGPT

“我不是很了解 ChatGPT，……我还
是不会完全相信这些人工智能”（S4）

不确定性 事情发生的可能性 ChatGPT 参与反馈导
致错误出现的可能性

“还是有一些可能不太准确的地方”
（S9）

表 3. 压力应对编码分类表

编码 压力认知评价理论定义
（Lazarus &Folkman, 1984/2020）

本文定义 例子

问题型应对 用于管理或改变引起痛苦的问题
的应对

学习者对 ChatGPT
参与反馈方式的管
理或改变

“我希望老师先给 ChatGPT 修改我的
作文，然后老师自己再确认修改的内
容，然后反馈给我们自己修改，最后
我们再交给老师，老师可以在课上总
结我们的问题，给我们讲一下作文”
（S8）

情绪型应对 用于调节针对问题的情绪反应的
应对

学习者对自身情绪
反应的调节

“（认为自己无法胜任修订）所以就想
着我改的应该是对的，然后提交了”
（S1）

4  研究发现

4.1 学生面对 ChatGPT 反馈时的压力性评价

已有研究发现，ChatGPT 的反馈比教师更全面（魏爽、李璐瑶，2023）。参与本次研究的

学生也认为 ChatGPT 提供的反馈点较多，并指出过多的反馈点使其意识到自己的学习存在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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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甚至对自己的学习能力产生怀疑。例如S8提到，过多的反馈点让自己意识到犯了很多错误，

产生了“伤心”等情绪；而 S9 则认为过多的反馈点会让学生产生“自卑”的感觉。

另外，ChatGPT 反馈语言比较书面，可能影响学生对反馈的理解，如 S1 表示语言太难，

增加了学习的难度和挫败感。此外，ChatGPT 的机器身份让一些学生感到“麻烦”，如 S6 认为“AI
评价我的文章可能会出错，给学习带来麻烦”。

然而，同样面对反馈点数量增多和语言难度增大等情况，一些学生却从中看到了提升自身

学习能力的机会。一些学生表示，尽管一开始因反馈点较多而感到失望，但“之后会觉得恍然

大悟，知道原来我是这样错的，然后再修改我的作文”。另一些学生则认为，与传统教师反馈相比，

ChatGPT 参与反馈可能会出现更多的错误，这使得他们更有勇气反驳反馈，从而更加深入地思考。

例如，有学生提到：“ChatGPT 反馈时，我更愿意反驳（纠错），提出自己的观点。（S9）”

4.2 ChatGPT 参与反馈作为压力源的特性

在访谈中，研究小组发现虽然所有学生都没有亲身体验过 ChatGPT，但有的学生通过其

他途径（如新闻）对其有所了解，而这些信息会对他们评价 ChatGPT 参与反馈产生影响，例

如 S4 提到“我没有试过 ChatGPT，但是我听说这个可以作弊”，因此他不希望让学生直接使用

ChatGPT 获得反馈。

15 名学生都对 ChatGPT 反馈的可信度表示了不同程度的怀疑，如 S4 指出“因为 ChatGPT
并不是真正的人，所以我不太清楚（是不是全对）”，因此认为反馈中可能存在的错误会对自己

的修订产生负面影响，例如 S6 指出“但是它还是会出一些错误，这也是一个麻烦的情况”。据

此，所有学生都认为教师应该监控 ChatGPT 反馈，特别是确保其反馈的正确性，如 S5 指出“老

师的介入是很重要的。”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学生的怀疑是出于自己实际发现了错误，如 S9 指出“还是有一些可

能不太准确的地方，可能还是需要后期有人再去检查一遍的”，另一些学生则并没有实际发现反

馈中的错误，如 S13 提到“ChatGPT 不一定懂中国文化”，但是他未能提供具体的错误例子。

4.3 学生对 ChatGPT 参与反馈的应对

面对 ChatGPT 参与反馈所带来的压力，学生对 ChatGPT 参与反馈的形式提出了评价与建议。

例如 S8 虽然认为 ChatGPT 的反馈可能出现错误，但是他仍然认为只要教师能够审阅这些反馈，

还是愿意接受这一反馈形式：“我希望老师先给 ChatGPT 修改我的作文，然后老师自己再确认

修改的内容，然后反馈给我们自己修改，最后我们再交给老师，老师可以在课上总结我们的问

题，给我们讲一下作文。”再如 S10 提到，她认为自己能够有效使用这些反馈“我觉得是有用的，

因为它还是会帮助我们学习，让我们知道错误在哪里，然后我们就可以考虑为什么这个地方有

错误。”

不过，学生也可能仅仅满足于减少情绪痛苦，如 S1 因为觉得反馈太多，修订起来过于困难，

最终选择放弃。她解释说“但是又很累，改了还不知道是不是正确，所以改起来很困难，而老

师又有固定的交作业的时间，所以没有办法改太久，所以就想着我改的应该是对的，然后提交了。”

而 S8 虽然根据反馈完成了修订，但似乎并未进行足够的认知与行为投入。在他看来，反馈点太

多让自己感到“吃惊”，因此，他与室友共同完成了修订，因为“（室友）的汉语很好，他告诉我（怎

么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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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有个别学生则仅仅满足于减少情绪痛苦，如S1因为觉得反馈太多，修订起来过于困难，

最终选择放弃。她解释说“但是又很累，改了还不知道是不是正确，所以改起来很困难，而老

师又有固定的交作业的时间，所以没有办法改太久，所以就想着我改的应该是对的，然后提交了。”

5  讨论

对参与本次研究的学生来说，ChatGPT 参与反馈是一种全新的反馈形式，具有具有反馈点

较多、反馈语言较难等特点。因此，在这一情景中，学生们产生了不同的情绪反应，包括“惊讶”“伤

心”“失望”“兴奋”等。这些情绪的背后是三类不同的压力性评价：首先，过多的反馈点与反

馈语言的复杂性可能增加学生情绪上的挫败感，从而产生“伤害 / 丧失”的压力评价；第二，

学生认为 ChatGPT 可能出错，对反馈的不确定性感到担忧，从而产生了潜在的“威胁”评价；

第三，也有学生将 ChatGPT 参与反馈视为促进自己学习的机会，认为自己更愿意对 ChatGPT
反馈提出反驳并深入思考，从而得出“挑战”的评价。ChatGPT 作为一种新技术，其参与反馈

的过程为学生带来了双重压力：一方面是对其新奇性的适应压力，另一方面是对反馈正确性与

适当性的担忧。新奇性本身并不会带来压力，但是如果与伤害、危险或控制有关联，那么就会

成为威胁的来源（Lazarus & Folkman（1984/2020 ：68）。尽管所有学生在研究之前都未体验过

ChatGPT，但新闻等外部信息会影响学生对 ChatGPT 参与反馈的评价与接受度（如 S4）。另外，

如果个体意识到一种新奇的情景可能增加错误发生的可能性，他 / 她也会感受到不确定性和威

胁（Lazarus & Folkman（1984 ；2020 ：69）。学生们并不像信任教师那样信任 ChatGPT，因此，

几乎所有学生都表示，只有在教师的监控下，他们才愿意接受 ChatGPT 的反馈。    
在面对 ChatGPT 参与反馈所带来的压力时，学生们的应对策略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以问题

为中心的应对策略和以情绪为中心的应对策略。首先，问题型应对策略主要体现为学生在意识

到 ChatGPT 反馈可能存在错误时，积极寻求解决方案，试图增强这些反馈的可信度 ( 如 S6) ；
也有学生尽管对 ChatGPT 反馈存有疑虑，但将其参与反馈视为一个学习机会，保持主动修订的

意愿，并积极思考如何通过反馈来提高自己的写作能力（如 S4）。其次，情绪型应对策略的主

要目标并不是积极解决问题，而是减少情绪上的痛苦或焦虑。学生们往往由于对反馈数量过多

或复杂性感到不知所措，选择拒绝或回避（如 S1 和 S8）。虽然这种方式未必能够直接提升修订

的质量，但能够暂时减轻压力，提供一种情绪上的缓解。

6  结论与教学建议

已有成果表明，ChatGPT 能在一定程度上补充教师忽视的内容，为教师反馈提供有效参考

（高安娜，2025），但也有学者指出，ChatGPT 在细致而微的具体教学中，还是难以企及专业人

士的分析力（孟凯，2024）。本研究认为，ChatGPT 参与反馈所引发的学生情绪压力值得教师和

研究者注意。学生对 ChatGPT 反馈的压力性评价主要集中在反馈点数量、语言难度与反馈正确

性等方面。因此，尽管 ChatGPT 能够提供丰富的反馈内容，但教师在教学实践中还需要根据学

生学情调整反馈，并通过后续指导支持学生有效使用反馈进行修订：

首先，在情绪支持方面，教师应提供相关培训，如在写作任务开始前向学生介绍 ChatGPT
反馈的特点，并确保其反馈的正确性，减轻学生可能产生的“威胁”评价；其次，在学业支持方面，

教师应根据学生的目的语水平，调整反馈语言难度，减少反馈点数量，适当降低学生认知负荷；

最后，教师可增设师生互动环节，通过面对面讨论等形式帮助学生深化对反馈内容的理解，引

导学生合理使用 ChatGPT 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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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5 乌兹别克斯坦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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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cognitive appraisal theory of stress, this study employs a 
case analysis approach to examine the emotional responses of second language Chinese learners 
when receiving feedback involving ChatGPT.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the novelty, uncertainty, 
and machine identity associated with ChatGPT-involved feedback can trigger learners’ stress 
appraisals, including harm/loss (e.g., frustration caused by excessive feedback points or overly 
complex language), threat (e.g., negative learning impacts due to the uncertainty of ChatGPT 
feedback), and challenge (e.g., viewing feedback as an opportunity to improve learning abilities). 
Learners’ coping strategies are categorized into problem-focused coping (e.g., suggesting teachers 
optimize instructional design) and emotion-focused coping (e.g., refusing to revise tasks to 
alleviate negative emotions).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the study suggests that teachers should 
optimize the implementation of ChatGPT-involved feedback in teaching practice by reducing 
the quantity of feedback, adjusting language complexity, and providing face-to-face guidance 
and training. These strategies aim to lower learners’ cognitive load and enhance their learning 
experience.

Keywords
Cognitive Appraisal Theory of Stress, coping, ChatGPT, feedback,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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