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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的软件人才教育正面临着ChatGPT的巨大冲击。针对传统的教学模式往往注重知识传授、理论学习

和考证，而不注重非标准能力的培养的局限性，本文在梳理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在ChatGPT时代

通过创新的教学和实践活动，进而培养软件类学生的非标准能力的教学模式。首先，对软件类学生的非

标准能力进行了需求分析，归纳出模式设计的原则、方法、要素和流程。其次，通过实践案例验证实践

效果。最后讨论了模式的优势和局限性，提出来对未来研究的启示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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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urrent education of software talents is facing a significant impact from ChatGPT. In view of the 
limitations of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s, which often focus on knowledge transfer, theoretical 
learning, and certification, while neglecting the cultivation of non-standard abilities, this paper, b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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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a review of existing research, proposes a teaching mode to cultivate non-standard abilities of 
software students through innovative teaching and practical activities in the ChatGPT era. Firstly, 
the paper analyzes the demand for non-standard abilities of software students, and summarizes the 
principles, methods, elements, and processes of the model design. Secondly, it validates the practical 
effects through case studies. Finally, it discusses the advantages and limitations of the model, and 
provides insights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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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当今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时代，软件类人才所需掌握的技能不再局限于掌握开发语言、开发工具、

算法知识和开发流程等标准技能，而是需要具备更多的非标准能力，例如创造性思维、问题解决能力和

团队合作能力等[1]。这些非标准能力对于软件类学生的综合素质提升和职业发展是至关重要的。然而，

传统的教学模式往往注重知识传授、理论学习和考证，而对于非标准能力的培养存在一定的局限性[2]。
ChatGPT 作为一种基于大规模预训练模型的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在对话生成和问题回答等任务中具有广

泛的应用前景[3]。ChatGPT 的强大能力在知识提炼和内容创作方面使其成为学生学习的综合助手和教师

教学的辅助工具，从而推动教育场景从人际转向“人际 + 人机”。ChatGPT 时代已经到来，在教育领域，

ChatGPT 等智能技术将引发“鲶鱼效应”的现象，标准化、机械化的职业能力已经不再是个体能力的体现，

教育应更注重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等高阶能力[4]。综上，研究如何在 ChatGPT
时代通过创新的教学模式和实践活动，培养软件类学生的非标准能力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在人工智能在教育中的应用方面，文献[5]探讨了利用人工智能推动个性化服务。袁莉等人研究了人

工智能和机器学习在形成性评估中的优势和不足，认为人工智能提高了自动测评系统的反馈速度和准确

性[6]。文献[7]对于我国大学教育发展中大学专业课标准答案式教育的作用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通

过案例的方式提出了非标准答案式教育的优势，并探讨了如何对传统的标准答案式教育进行改革。越来

越多的研究表明，非标准能力在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创造性思维、问题解决能力和

团队合作能力等非标准能力对于学生的职业发展和生活中的成功至关重要[8]。国内方面，ChatGPT 在教

育中的应用方兴未艾，文献[9]基于技术伦理中的“规约”思想，设计了一个人工智能“RED”规约模型用

于培养学生能力。杨海燕等人通过梳理文献，研究了 ChatGPT 在教学情境虚拟化、教学内容、教学过程、

教学评价等方面可能的机遇和挑战[10]。张国栋探讨了服装设计能力培养中的非标准化教学模式[11]。王玲

认为，非认知能力培养有助于大学生能力的高质量发展[12]。国外方面，文献[13]探讨了 Chat GPT (Chatbot 
GPT)的出现对文科教育的影响。相关领域还包括工商管理[14]、解剖学教育[15]、生物信息学[16]等等。 

综上所述，虽然已经有一些研究关注非标准能力培养和人工智能在教育中的应用，但在 ChatGPT 时

代，如何通过创新的教学模式和实践活动，培养软件类学生的非标准能力仍然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

题。本研究旨在填补这一研究空白，并提出一种基于 ChatGPT 的非标准能力的培养模式，以促进软件类

专业学生的综合素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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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于 ChatGPT 的非标准能力培养模式设计 

2.1. 软件类人才的非标准能力需求分析 

根据多年的教学经验和对用人市场的观察，笔者分析了当前软件类人才培养面临的挑战，并总结了

软件人才培养对于非标准能力的需求，具体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Challenges faced in cultivating software talents and the demand for non-standard abilities 
图 1. 软件类人才培养面临的挑战和非标准能力需求 

2.2. 模式设计原则和方法 

一是需求导向，即根据非标准能力的培养需求，确保模式设计与学习目标和学生需求相匹配。二是

个性化定制，将根据学生的不同特点和学习风格，设计个性化的培养模式，提供符合学生需求的学习体

验。三是开展渐进式学习，采用渐进式学习的方法，从简单到复杂，逐步提高学生的能力水平。四是实

践导向，注重实践和应用，通过实际案例和项目来培养学生的非标准能力，提升他们的实际操作能力。

五是注重反馈和评估，提供及时的反馈和评估机制，帮助学生了解自己的学习进展和需要改进的地方。 

2.3. 模式要素和流程 

共包括六个方面的要素，具体如图 2 所示。 
 

 
Figure 2. Elements and process of teaching model 
图 2. 教学模式的要素和流程 

 
1) 学习目标设定：明确学生需要培养的非标准能力目标，例如创新能力、解决问题能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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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学习资源准备：收集和整理相关的教学资源，包括案例、教材、文档等，以支持学生的学习和实

践。 
3) 模式介绍和指导：向学生介绍模式的目的、要素和流程，并提供指导，帮助学生了解如何使用

ChatGPT 进行非标准能力的培养。 
4) 学习实践：学生根据模式指导，使用 ChatGPT 进行实际的学习和实践，通过与 ChatGPT 的交互

来培养非标准能力。 
5) 反馈和评估：提供学生学习过程中的反馈和评估机制，包括自我评估、教师评估或同伴评估等，

帮助学生了解自己的学习进展和需要改进的地方。 
6) 进阶培养：根据学生的学习进展和能力水平，提供进阶培养的机会和资源，帮助他们不断提升非

标准能力。 

3. 实践案例分析 

3.1. 实践案例介绍 

基于 ChatGPT 的非标准能力培养实践案例的介绍，如表 1 所示，共包含一个目标和七个步骤。 
 

Table 1. Teaching design for Binary Search Tree (BST) 
表 1. 二叉查找树(Binary Search Tree, BST)教学设计 

目标 通过 ChatGPT 的学习，帮助学生理解 BST 的概念、特点和基本操作，并训练他们精炼修正提示词和评估

输出结果质量和可信度的能力。 

步骤 

1. 引入概念 通过 ChatGPT 简要解释 BST 是一种有序的二叉树，其中每个节点都包含一个键值，且

左子树中的所有键值小于父节点的键值，右子树中的所有键值大于父节点的键值。 

2. 解释 BST 的

特点 

通过 ChatGPT 提供以下特点的解释：BST 是有序的，可以实现高效的搜索和插入操作。

对于任意节点，其左子树中的所有节点的键值小于该节点的键值，右子树中的所有节点

的键值大于该节点的键值。BST 的中序遍历可以得到有序的键值序列。 

3. 介绍 BST 的

基本操作 

1) 插入操作：通过 ChatGPT 演示如何向 BST 中插入一个新的节点。强调插入操作需要

保持 BST 的有序性。 
2) 搜索操作：通过 ChatGPT 演示如何在 BST 中搜索一个特定的键值。强调搜索操作的

效率高于线性搜索。 
3) 删除操作：通过 ChatGPT 演示如何从 BST 中删除一个节点。强调删除操作需要保持

BST 的有序性。 

4. 提供实例与

练习 
通过 ChatGPT 提供一些实际例子，让学生应用 BST 的基本操作。在 ChatGPT 的帮助下，

引导学生完成相应的操作，以加深对 BST 的理解。 

5. 训练精炼和

修正提示词的

能力 

在实例和练习中，鼓励学生使用简洁明了的提示词来向 ChatGPT 提问。引导学生思考

如何更好地表达自己的问题，让 ChatGPT 能够给出准确且有用的答案。在练习过程中，

让学生互相交流和分享他们使用的提示词，以促进彼此之间的学习和进步。 

6. 输出结果的

质量和可信度

评估 

包括：1) 验证信息来源：鼓励学生查找并验证 ChatGPT 给出的信息来源。他们可以使

用搜索引擎或参考可靠的学术资源来确认信息的准确性。2) 比较多个答案：鼓励学生

在得到 ChatGPT 的回答后，尝试通过其他可靠的来源或专业人士的意见来比较答案。

如果多个来源都给出相似的答案，将增加答案的可信度。3) 注意逻辑和一致性：学生

应该注意 ChatGPT 回答的逻辑是否合理，并与问题的上下文保持一致。4) 考虑 ChatGPT
的限制：学生应该了解 ChatGPT 的局限性。它是通过训练数据来生成回答的，并不一

定能够理解复杂的问题或提供专业领域的准确答案。在处理专业性问题时，学生应该谨

慎对待 ChatGPT 的回答。5) 向他人请教：学生可以向老师、同学或专业人士请教，以

获取对 ChatGPT 回答质量的意见和建议。他们的经验和知识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判断

回答的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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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7. 总结与评估 
师生协作，借助 ChatGPT 对 BST 的概念、特点和基本操作进行总结。提供一些问题或

练习，让学生检查他们对所学内容的理解程度。鼓励学生尝试用更加精炼和准确的提示

词进行提问，并评估他们在此方面的进步。 

 
值得注意的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提供额外的解释和示例，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 BST 的概念和

操作，并鼓励学生积极思考和尝试，提高他们精炼和修正提示词、评价输出结果质量的能力。 

3.2. 实践效果评估 

对基于 ChatGPT 的创新设计思维培养实践效果评估如下： 
1) 学生能力提升：通过与 ChatGPT 的交互和实践，学生可以提升自己的创新设计思维能力，包括问

题解决能力、创造性思维和创新能力等。 
2) 创新想法生成：学生可以通过与 ChatGPT 的交互，获得新的创新想法和解决方案，促进他们的创

新思维和创造力。 
3) 实践经验积累：学生在实践过程中积累了与 ChatGPT 交互的经验，掌握了利用 ChatGPT 进行创

新设计思维培养的方法和技巧。 
4) 效果评估：通过反馈和评估机制，学生可以了解自己的学习进展和能力提升情况，并根据评估结

果进行相应的改进和调整。 
通过以上步骤，能切实评估本文提出的教学模式的有效性和学生的学习成果。 

4. 讨论与展望 

4.1. 模式的优势和局限性 

4.1.1. 优势 
创新性思维培养：基于 ChatGPT 的实践案例可以帮助学生培养创新性思维，通过与 ChatGPT 的交互，

学生可以获得新的创意和解决方案。 
实时反馈和指导：ChatGPT 可以提供实时的反馈和指导，帮助学生改进和完善他们的创新设计思维能力。 
自主学习：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和进度，自主选择与 ChatGPT 的交互方式和实践内容，提高学

习的自主性和灵活性。 

4.1.2. 局限性 
数据依赖性：基于 ChatGPT 的实践案例需要大量的数据来训练模型，如果数据质量不高或领域覆盖

不全，可能会影响模型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创新性限制：虽然 ChatGPT 可以提供创新的思路和解决方案，但仍然受限于已有的数据和模型训练，

可能无法提供完全新颖和独特的创新想法。 
人机交互限制：基于 ChatGPT 的交互仍然是一种人机交互方式，可能无法完全替代真实的人机互动

和合作，对于某些创新设计思维能力的培养可能有一定局限性。 

4.2. 对未来研究的启示和建议 

一是数据质量和领域覆盖：未来的研究可以致力于提高数据的质量和覆盖范围，以改善模型的准确

性和可靠性，使其能够更好地支持创新设计思维培养。 
二是模型改进和创新性提升：研究人员可以探索改进 ChatGPT 模型，使其能够提供更具创新性和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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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的解决方案，进一步提升创新设计思维培养的效果。 
三是人机交互和合作：未来的研究可以探索更多的人机交互方式和合作模式，以提高创新设计思维

培养的效果，使学生能够更好地与 ChatGPT 进行互动和合作。 

5. 结论 

本文分析了当前软件类人才培养面临的挑战，并总结了软件类人才应具备的非标准能力，提出了在

ChatGPT 背景下软件专业人才非标准能力的培养模式。通过一个基于 ChatGPT 的非标准能力培养实践案

例，阐述了如何通过与 ChatGPT 的交互，进行学生非标准能力的训练，从而培养创新设计思维能力。通

过基于 ChatGPT 的非标准能力的培养，我们为学生提供了一种新的学习能力训练和培养创新能力的方式，

具有显著的效果和发展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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