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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选取20条国际中文教学中常见有典型语法错误的句子为例，通过两种渠道(OpenAI官网ChatGPT和
日本ChatGPT聊天小程序)与智能AI机器人进行互动，让AI修改病句，并分析和评价ChatGPT修改句子的

能力。通过研究发现ChatGPT输出的句子有一定的准确性和可信度，具备输出与病句相似的正确句子的

能力。在国际中文教学中，它更适合于有对错判断能力的教师或高级汉语学习者作为教学和学习的辅助

工具来使用，对于汉语初级学者来说还需进一步优化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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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we selected 20 sentences with typical grammatical errors commonly found in inter-
national Chinese teaching as examples, and interacted with the AI robot through two channels 
(ChatGPT on the official website of OpenAI and ChatGPT chat applet in Japan) to let the AI modi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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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ick sentences, and analyzed and evaluated ChatGPT’s ability to modify the sentences. It was 
found that ChatGPT outputs sentences with certain accuracy and credibility, and has the ability to 
output correct sentences that are similar to the sick sentences. In international Chinese teaching, 
it is more suitable for teachers or advanced Chinese learners who have the ability to judge right 
and wrong to use it as a teaching and learning aid, and the functions need to be further optimized 
for beginner Chinese lear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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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ChatGPT 对话机器人的火爆出圈，使得注册用户数量在上线两个月内破亿，成为近期人工智能领域

的黑马产品，掀起了一波 AI 热潮。ChatGPT 全球热，各类媒体报道展示其功能之强大，上知天文、下知

地理，能写文章，又能改代码，甚至通人情感地实现人机交流。有媒体称其是“来抢饭碗的”，更有专

家学者认为“一定程度上，生成式 AI 可以构成人类的第二个大脑，成为另一个和我们自己平等交流的

‘人’”[1]。 
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催生教育新范式。近年来，AI 技术在教育领域中的应用取得了重大突破，尤其

是在语言学习领域。越来越多的学者致力于将 AI 技术运用于教学实践中。例如，Grammarly 是一款基于

人工智能的英文写作助手，它可以对正确性(语法和写作技巧)、清晰性(简洁和可读性)、投入性(词汇和多

样性)和传递性(正式、礼貌和自信)进行反馈和建议[2]。 
对于国际中文语法教学来说，准确地掌握语法知识，写出无语法错误的句子是非常重要的，同时也

是教学中的难点和痛点[3]。据《现代汉语》(黄伯荣、廖序东，2017) [4]载，“搭配不当”“残缺和多余”

“语序不当”“句式杂糅”是单句运用中常见的句法失误。由于受到自身母语负迁移，教学策略或学习

方法等因素影响，二语学习者在使用汉语过程中同样经常出现成分遗漏、语义重复、句式杂糅、关联词

使用不当等语法错误。如果这些语法错误能够得到快速有效的纠正，将大幅提高学习效率，一定程度上

减轻教师的工作，提升国际中文教学的发展。 
ChatGPT 这一新兴 AI 技术范式在具体的语法学习和纠错中，它的表现会是如何呢？它能否肩负起教

学辅助工具的任务呢？文章选取了 20 条存在典型语法错误的句子，这些语法错误的句子均来自鲁东大学

国际教育学院对留学生的高频率语法错误的整理，选择这些句子的原因是它们很好地体现了常见的语法

偏误类型，具有典型性。我们通过向 ChatGPT 发出修改病句的请求，来探讨其在修改病句方面的性能。

由于 ChatGPT 每次的回答不一定是相同的，而且不同渠道获取到的 ChatGPT 聊天结果不同，因此我们选

择了两种渠道访问 ChatGPT，分别是 OpenAI 官网和日本 ChatGPT 聊天小程序。 

2. ChatGPT 语法纠错测试及分析 

基于前人对国际中文教学中常见语法错误的汇总结果，即“错序”“遗漏”“误代”“误加”“杂

糅”五种偏误类型[5]，下面我们从八个方面探讨 ChatGPT 的纠错和修改病句的能力。选取的 20 条病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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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下面都附上了 AI (OpenAI 官网和 ChatGPT 聊天小程序)和教师的对应病句修改结果。 

2.1. 成分遗漏 

例 1：他讲很好，你们应该听下去。 
1) AI：他讲得非常好，建议大家都应该倾听下去。 
2) AI：他讲得非常好，大家应该继续听下去。 
3) 教师：他讲得很好，你们应该听下去。 
结构助词这类附加成分的遗漏是二语学习者常犯语法错误的类型之一，比如例句中的结构助词“得”。

由于这一附加成分是很多学习者母语中所不存在的，在学习的初始阶段，往往会采取简单化的学习方法。

根据 AI 回答，我们认为其可以准确发现并理解其中的语法错误点，得以进行合理的修改。与教师回答相

比，两者高度相似，只有部分词汇进行了同义替换，但并未破坏句子原意。 
例 2：北京的天气太冷，使我们在宿舍里。 
1) AI：由于北京的天气非常冷，我们待在了宿舍里。 
2) AI：北京的天气太冷，让我们待在宿舍里。 
3) 教师：北京的阴冷的天气使我们呆在宿舍里。 
本句存在两处语法错误点：一是主语残缺。“北京的天气太冷”是一个句子，不能作“使”的主语。

另外，使令动词一般用在兼语句中。因此“我们”后需要加上“呆、留”等动词。与教师回答相比，AI
基本理解错误点，修改正确。 

2.2. 句式杂糅 

例 3：昨天他来我家时我没吃着饭。 
1) AI：昨天他来到我家时，我正没有吃饭。 
2) AI：昨天他来我家时，我正在吃饭。 
3) 教师：昨天他来我家时我还没吃饭。 
句式杂糅是学习者使用汉语时常见的语法错误之一。动态助词“着”表示某种动作行为或性状变化

的进行或持续，用于肯定句式，表示正在做某件事。而本句中又混糅着否定句式，两者不能共现。与教

师回答相比，AI 能清楚识别出本句的语法错误点，给出合理的回答。 

2.3. 语义重复 

例 4：以前我从来不学汉语，最近才开始学。 
1) AI：以前我从未学习过汉语，直到最近才开始学习。 
2) AI：以前我从未学习过汉语，直到最近才开始学习。 
3) 教师：以前我不学汉语，最近才开始学。 
4) 教师：我从来不学汉语，最近才开始学。 
语义重复也是学习者使用汉语时常见的语法错误之一。“以前”表示比现在或某一时间早的时间；

“从来”表示从过去到现在都是如此。二者不能同时在一个句子里作状语。AI 基本能够获取到这一语法

点的错误，在原句的基础上更换“从来不”并增加“直到”，这种改法也是被接受的。 

2.4. 关联词使用 

例 5：女儿一面吃面，一面聊聊，爸爸生气了。 
1) AI：女儿一边吃着面条，一边和人聊天，爸爸生了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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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I：女儿一边吃面，一边聊天，爸爸很生气。 
3) 教师：女儿一面吃面，一面聊，爸爸生气了。 
关联词“一面……，一面……”的使用条件是学习者需要掌握理解的。此关联词表示几个动作的同

时进行或几种情况的同时存在，因此其谓语动词必须是表示持续含义的动词。本句的“聊聊”应改为“聊”。

但从本句修改的结果来看，AI 未关心错误点的存在，而是列出与该句接近的正确句子。 
例 6：古代汉语，连中国人难学，何况我们外国人。 
1) AI：古代汉语很难学，甚至对于中国人来说都很难，更不用说我们这些外国人了。 
2) AI：古代汉语很难学，就算是中国人也难以掌握更何况我们外国人。 
3) 教师：古代汉语，连中国人都难学，何况我们外国人。 
关键词搭配不当是学习者使用汉语常犯的错误之一。“连……都……，何况……”为固定搭配，表

示强调的意义。本句遗漏“都”字的呼应。本句的修改结果与前句情况相同，AI 并不清楚真正需要修改

的错误点。 

2.5. 虚词使用 

例 7：有一天，我突然发现他病了很厉害。 
1) AI：有一天，我突然发现他生病了，情况非常严重。 
2) AI：有一天，我突然发现他生病了，病情很严重。 
3) 教师：有一天，我突然发现他病得很厉害。 
本句是出于对“了”和“得”的使用考察，是学习者易错、易混淆的语法点。动态助词“了”表示

动作行为或性质变化已经完成。但在表示程度的补语“厉害”与中心语“病”之间应该用结构助词“得”。

同样，AI 的答案与教师回答并不是特别契合，未能准确够理解存在的语法错误之处，但是 AI 给出的语

句是合法的。 
例 8：刚到语言学院以后就上课了。 
1) AI：刚一到语言学院，课就开始了。 
2) AI：刚到语言学院，就开始上课了。 
3) 教师：刚到语言学院就上课了。 
4) 教师：到语言学院以后就上课了。 
时间副词“刚”和“以后”的区分是学习者语法学习的薄弱点之一。“刚”表示动作行为发生在说

话前或某一时间前不久。“以后”表示比现在或某一时间晚的时间。但在修饰一个具体表示时间的词的

时候，二者组合不应该出现在同一上下文中。与教师回答相比，从 AI 的结果看，基本理解语法错误点，

都是合理的。 
例 9：他的发音比别的同学最好。 
1) AI：他的发音比其他同学要好。 
2) AI：他的发音比其他同学更好 
3) 教师：他的发音比别的同学好。 
“比”用于比较性状和程度，副词“最”表示极端，胜过其余。因此用于比较同一事物的某一性状

时，不能同时使用。AI 在原句的基础上用“其他”替换“别”，用“要好/更好”替换“最好”，语义保

持不变，修改正确。但可以发现 AI 相比于删减词语，更偏向于通过更换原句的字词来纠错。 
例 10：他一进房间就把行礼放了在床上。 
1) AI：他一进房间就把礼物放在了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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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I：他一进房间就把礼物放在床上。 
3) 教师：他一进房间就把行礼放在了床上。 
介词“在”表示动作到达的处所时，一般紧跟在动词后。如果动词有宾语，“了”要紧跟在宾语前。

这也是学习者常犯的语法点错误，AI 能准确识别错误点，修改正确，只是将“行李”错用为“礼物”。 

2.6. 实词使用 

例 11：我有很少钱，不能买贵的东西。 
1) AI：我钱很少，不能购买昂贵的物品。 
2) AI：我的钱很少，不能购买昂贵的物品。 
3) 教师：我的钱很少，不能买贵的东西。 
“有”不能跟表示程度浅的形容词或形容词性短语连用。AI 能很好地把握本句存在的错误语法点，

与教师回答相比，AI 给出的修改结果不但完全正确，还美化了句子的表述。 
例 12：老师，我们谈话谈话就回宿舍。 
1) AI：老师，我们稍微聊聊天就回到宿舍了。 
2) AI：老师，我们聊聊天然后就回宿舍吧。 
3) 教师：老师，我们谈谈话就回宿舍。 
本句是对双音节动词重叠的考察，是语法教学的重点之一。“谈话”是述宾式离合词，不能重叠。

只能重叠第一个音节“谈”，表示时间短或轻微、舒缓、委婉的语气。对于这句话的修改，AI 完全没有

获取到语法点的错误。AI 觉得使用“聊天”这个词更恰当，可能是从大数据中获取，但是基于本句的情

况与教师回答，这种修改是不当的。 
例 13：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心情很高兴起来。 
1) AI：当我听到这个消息时，我感到非常高兴。 
2) AI：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心情变得很高兴 
3) 教师：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心情很高兴。 
4) 教师：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心情高兴起来。 
兼类词的使用对学习者的语法学习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句中“高兴”是兼类词。若将“高兴”理

解为形容词，应删除“起来”；若将“高兴”理解为动词，应删除“很”。AI 采取前者，修改正确。 

2.7. “把”字句 

例 14：老师把我的态度注意了一下。 
1) AI：老师对我的态度给了我一些提醒。 
2) AI：老师对我的态度进行了提醒。 
3) 教师：老师注意了一下我的态度。 
“把”字句一直是学习者汉语语法学习的重难点，14~19 例病句均有涉及。“把”字句一般表示处

置义，即针对某个确定的事情，有某种行为动作使其发生某种变化，产生某种结果或呈现某种状态。本

句中动词“注意”缺乏较强的动作性，没有处置义，因此不能用“把”字句。AI 的回答正确地修改本句

的错误点，但更换了原句中的较多字词，导致与原义不符。 
例 15：我把这本小说看起来。 
1) AI：我开始看这本小说。 
2) AI：我开始阅读这本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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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师：我开始看这本小说。 
“起来”作补语与动词“看”不能搭配。如果要表示“开始看”的意义，在这里不能用“把”字句。

AI 给出的结果与教师回答高度一致，能够准确理论错误语法点，完全正确。 
例 16：他把中国同学教英语。 
1) AI：他在教中国同学英语。 
2) AI：他教中国同学英语。 
3) 教师：他给中国同学教英语。 
“教”在本句中并没有处置义，“中国同学”只是“教”的关涉对象，因此不能用“把”字句。AI

修改正确，很地道。 
例 17：他上个周末把晚饭吃在饭馆里。 
1) AI：上个周末，他在饭馆里吃了晚饭。 
2) AI：他上个周末在饭馆吃了晚饭。 
3) 教师：他上个周末在饭馆里吃晚饭。 
本句只是表达“在饭馆里吃晚饭”这一意义，不用“把”字句。AI 能理解句子语意并正确掌握运用

“把”字句，修改正确。 
例 18：他的话把大家哄笑起来。 
1) AI：他的话使得大家都笑了起来。 
2) AI：他的话使得大家都笑了起来 
3) 教师：他的话把大家逗乐了。 
“把”字句的谓语是及物动词，本句中的“哄笑”为不及物动词，因此更换“哄笑”的做法是正确

的。 
例 19：他把母亲的话记住在心里。 
1) AI：他把母亲的话牢记在心。 
2) AI：他把母亲的话记在心里。 
3) 教师：他把母亲的话记在心里。 
“记住”为动补短语，已有结果的含义。介词短语“在心里”也作“记”的补语，与“记住”的意

义重复。修改本句，应删减“住”或“在心里”，AI 修改正确。 

2.8. “被”字句 

例 20：这些工艺品都是被一个有名的人制作的。 
1) AI：这些工艺品都是由一个有名的人制作的。 
2) AI：这些工艺品都是由一位著名的人制作的。 
3) 教师：这些工艺品都是一个有名的人制作的。 
“被”字句也是学习者汉语语法学习的重难点。这是一个意义上的被动句，即主语是有定的事物，

不会发出动词所表示的动作，而后面的动词谓语本身就有被动的意思，不需要特别注明施事者，应删除

介词“被”。AI 基本理解错误点，修改正确。 

3. ChatGPT 与国际中文教育中的语法教学 

根据常见病句中存在的错误语法点可知，“把”字句，“被”字句，“着/了/得”的用法，关联词的

使用搭配，时间副词的区分，双音节动词的重叠使用，兼类词使用等都是学习者易错、易混淆的语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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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国际中文教学中的难点。经过 ChatGPT 对以上错误语法点的纠错测试，对 ChatGPT 给出的回答进行

对比分析，结合国际中文教育中的语法教学问题，我们给出如下建议： 
1) ChatGPT 的回答句基本无语法问题，可以辅助语言学习。 
由于汉语在语法上具有较高的灵活性和复杂性，人工智能在汉语语法检测上存在较大的困难[6]。但

是在大数据和深度学习等技术的重要支撑下，人工智能关键技术的突破，往往能提供高效、真实、可靠

的反馈[7]。我们可以看到，ChatGPT 已基本掌握汉语语法的基本特性，经过学习和研究汉语语法规则和

经验，已获得较好的效果。通过以上对 20 条句子的纠错测试，ChatGPT 给出的回答符合汉语语法规则，

具有一定的可信度和准确性。这对于语言学习者来说是一个学习工具和可靠的语伴。 
2) ChatGPT 不能完全理解病句的错误点，目前只能辅助语言教学。 
诚然，虽 ChatGPT 能够检测出大部分的语法错误且给出的回答基本正确，但 ChatGPT 不能完全理解

句中真正的错误出现在哪。例如，对第 7 句的修改。此句是对“了”和“得”的使用考察，而 AI 未能准

确把握病句中将结构助词“得”错用为动态助词“了”的误点，两者发生混淆。但是它可以输出与句义

相似的正确句，而且会输出很多种不同的正确句。如，“有一天，我突然发现他生病了，情况非常严重。

/有一天，我突然发现他生病了，病情很严重。”AI 对第 7 句给出的两种修改结果都是正确的。AI 还不

能完全理解我们学习者真正想要学习到的语法点，因此对于语言学习来说 ChatGPT 只能作为辅助，更适

合于有一定对错判断能力的高级汉语学习者或者是教师作为教学辅助来使用。ChatGPT 更擅长于输出正

确的句子，但不擅长于发现句中错误的语法点，未能完全服务于语法教学。这进一步印证了系统只能对

语言的表层现象加以评定，对深层次的语言现象评判不足，忽视了句子书写过程中的修辞、认知、思维

发展过程等因素，因而无法做出准确判断的[8]这种观点。 
3) ChatGPT 可能受其学习语料的影响，更换病句中的字词，不适合于初级汉语学习者使用。 
通过对 AI 给出的回答进行分析，我们发现 ChatGPT 更喜欢通过更换原句的字词的方式来纠错。它

使用正确的词汇，输出与病句相似的句子。例如，对第 9 句的修改。AI 在原句的基础上用“其他”替换

“别”，用“要好/更好”替换“最好”，而不是简单删除“最”字。这对于初级汉语学习者来说并不友

好，因为有些词对他们来说已是超纲词。但是在本文的实验中，不同渠道获取的 ChatGPT 纠错结果差距

不大，一致性较好，这对于无法判断哪个纠错结果正确的初级学习者来说也是有帮助的。 
4) ChatGPT 在语言学习中可以是一个好的参考和教学资源。 
ChatGPT 知识面广而新，所提供的语句与生活更加接近，是鲜活动态的语言资源库，学生和老师都

可以在其中获得丰富的语言材料，对于教学帮助会越来越大。ChatGPT 可以基本完成错句修改的任务，

甚至有时给出的回答比教师回答更出色、更地道，还优化了原句的表达。但不可否认的是，人工智能作

为人的延伸，仍存有一定的局限性和知识盲区。所以，若目前要将 ChatGPT 应用于语言学习领域，我们

认为它更适合于有对错判断能力的教师或高级学习者作为教学的辅助来使用。比如，可以应用于二语学

习者的作文批改中，以节省大量人工批阅作文的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使得教师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

入到汉语教学中去。同时，教师也可以根据批阅的反馈结果，直观地认识到学生在汉语学习过程中存在

的语法薄弱点，为教师调整语法教学策略提供可行的参考，提高教学的效率和有效性。高级学习者可以

根据修改结果，清楚认识自身的汉语使用是否存在语法错误从而查漏补缺。由于 ChatGPT 是面向所有具

备一定语言能力的人使用的，因此对于初级汉语学习者来说，使用起来还是有挑战的，虽然可以采用学

习者的母语进行翻译的方式与ChatGPT进行交流，结果也会打折扣。毕竟ChatGPT的定位不是学习工具，

因此想要满足初级汉语学习者的要求，仍需不断完善相关功能，进一步来满足所有用户的需求。 
正如袁莉等(2021) [9]所说，寄希望于运用人工智能系统取代人工评估仍然是不现实的。但我们对

ChatGPT 的纠错应用潜力的期待，呼唤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更迭。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 ChatGPT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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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逐渐成熟，引领教育信息化发展的新方向，同时我们加以广泛地合理应用，推动技术与语言教学的

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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