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reative Education Studies 创新教育研究, 2024, 12(2), 664-670 
Published Online February 2024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ces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4.122105  

文章引用: 郭乔, 郭婧. 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高等外语教育的思考[J]. 创新教育研究, 2024, 12(2): 664-670.  
DOI: 10.12677/ces.2024.122105 

 
 

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高等外语教育的思考 

郭  乔，郭  婧* 

武汉纺织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北 武汉 
 
收稿日期：2023年11月20日；录用日期：2024年2月20日；发布日期：2024年2月27日 

 
 

 
摘  要 

高等教育中的外语教育，赋予学生语言技能与跨文化交流能力，与此同时，教育专注学生道德品质、社

会化技能等多种素养的养成。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新生的技术，赋能外语教育的同时，需关注其可能带

来的弊端。扬其利避其弊，双轨铺开，借助技术提升外语教学效能和效率，设定制度和技术使用规范，

助力其开展道德教育、价值引领、品德塑造等目标达成，完成高等教育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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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gives students language skills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bili-
ty. Higher education, however, focuses on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moral quality, social skills, and 
other qualities. As a new technology,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hould be paid attention to its 
possible disadvantages while enabling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In adoption of new technology, 
we should promote its advantages and avoid its disadvantages. On the one hand, effectiveness and 
efficiency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could be greatly improved with the help of technology,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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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ther hand, ethical values and norm should be set to regulate the use of technology. Besides 
knowledge and skills, moral education, value guidance, character shaping and other goals are to 
be achieved in the essence of higher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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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ChatGPT (chat 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诞生于 2022 年年底，中文译名为“预训练生成式模型”，

其通过海量文本数据的预训练，具备了强大的自然语言理解和生成能力，可以理解和回答各种形式的语

言输入，是目前最先进的对话系统之一[1] [2]。基于其超强的交互性和学习能力以及庞大的且实时更新的

数据库信息，毋庸置疑成为具有颠覆性的人工智能产品，对经济社会、学界及业界产生了很大的冲击。

其强大的构架系统，为教育行为和学生学习提供了无可比拟的优势；它的出现，使高等教育面临着前所

未有的挑战。一方面，人工智能可以替代人类教师完成部分的教学内容，甚至能够更高效、更精准、更

因地制宜地进行因材施教，从而使得教师在教育工作的某些方面被优化；另一方面，由于人工智能所依

赖的技术主要是机器学习，因机器只能部分地、简单地模仿人类教师的教，知识的内容也被局限在容易

记忆、理解的知识(低阶认知)范围内，较为复杂的批判性思维、知识的迁移与创新(高阶认知)则很难让机

器来“教”[3]。如何将挑战转化为机遇，使机器为我所用，实现人工智能助力高等教育持续向前推进发

展，是本篇讨论的议题。 

2. 生成式人工智能之于高等教育的优势 

之于高等教育领域，生成式人工智能利好其进程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可以根据学生的需

求为其创建定制学习计划和学习内容，有助于学生能够在自己的节奏和兴趣方向下学习，更好地理解和

吸收知识，提高学习效率；二是可以自动执行重复性任务，根据学生个性化需求提供教育资源等，节省

学生的时间和精力，让其更好地专注于学习；三是可以创建自动化学习评估系统，为学生提供即时的学

习反馈和建议，找准学生知识体系和能力的薄弱点，对学习计划进行相应调整，提高学习效果；四是可

以提高教师工作效率，在考试评分、作业批改、教学反馈和教学内容制作等方面提供辅助，节省教师的

时间和精力，有助于教师更专注于为学生提供人文关怀、情感支持和学业指导；五是可以用于创建各类

教育资源，帮助师生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更便捷地开展教学活动[1]。人机交互技术，辅助人类提高

工作效率，现有知识的内容的输出可由机器取代，大大解放人工从事烦躁无创意的工作。简言之，基于

技术，将大量重复的、单调的、繁冗的、无创意的活动时间大大缩减，让教育主体人参与到切实的人与

人的交流互动中，在有创意的学习空间内完成深度的思想碰撞，价值引领，感悟领会，从而实现教育这

一行为的价值与使命。 

3. 生成式人工智能之于高等教育的弊端 

技术的革新与进步之于每个时代都是双刃剑，它带来生产力推进、效率提升的同时必定会伴随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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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容不容忽视的弊端。例如，其问答模式伴随着知识的碎片化呈现，其便捷性预示着人脑部分的思考工

作会被机器代劳从而滋生惰性，其无人工甄别的咨询提供暗含某些伦理陷阱，有可能与育人过程中的价

值观培养背道而驰。利用技术带来的优势，将其劣势或负面影响降低到最小，是人类持之以恒努力的方

向。生成式人工智能利好产业发展，技术推进效能提升的同时，其负面影响不容小觑，下文将其主要凸

显的方面一一列举(见图 1)，并在应采取的态度以及应对策略方面提出合理建议。 
 

 
Figure 1. Disadvantages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higher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图 1. 生成式人工智能之于高等外语教育的弊端 

3.1. 学生价值观培养遭到挫伤 

交互式人工智能轻松做到个性化推送学习计划，一一应答学生在学习中遇到的问题，以其高效，不

受环境、时间约束的交互模式见长。其一，技术触手可及的便捷性无疑会使学生滋生依赖心理，不利于

其积极、健康向上的处事及处世原则的培养；其二，人工智能的便捷性容易使其滋生取捷径心理，对其

正确价值观的建立有弊无利，与教书“育人”的使命背道而驰。基于以上讨论，不仅是高等教育范畴，

全民在使用交互式人工智能，都应构建人工智能伦理框架，推进其应用的合理以及合法性。 

3.2. 教育中的人文性、道德教育、社会化交流等被忽略 

人机交互技术提供的是知识层面的信息，人类历史上已获知的信息被人工智能“吃”进肚之后在人

类的号令下呼之欲出，这本是极大提高生产效率的好事，但不容忽视的问题，教育本身不仅是知识技能

的传授，更涉及到“育人”的方面。人工智能不具备价值判断，伦理道德束缚等方面的特质，它无法从

正面去引导学习者走上价值正确的道路。这是人机交互和“人育”的本质差别之一。再者，面对技术的

便捷性，学生遇到问题，第一不会积极主动思考，第二不会寻求老师帮助，第三不去寻求同学意见，削

弱学生社交能力的训练和培养，不利于其交际能力的养成以及社会化养成。长时间浸淫在人机交互的学

习模式中，缺乏与教师、同学深入交流的动力，有可能导致学生社会化不足，不利于学生的情感发展和

健全人格的形成，离全面育人的目标差之甚远。 

3.3. 缺乏对创造力和批判性思维的养成 

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证，基于人类“投喂信息”的特质，生成式/交互式人工智能推送的内容可靠性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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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考证，其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确实存在，如果学生全盘接收，没有积极思考，没有质疑，对其产生的

依赖有可能弄巧成拙，其达成的结果反而南辕北辙。教师和学生过度依赖 ChatGPT 等新技术来寻求答案，

会忽略对学生批判性思维和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同时也会限制教师创造力的发挥和因材施教的开展。 

3.4. 对现有的考评价制度造成冲击 

交互式人工智能诞生之日起，境外就有部分大学生使用 ChatGPT 写作业和论文，论文繁冗的创作过

程面对快捷的人机交互生成效率，毋庸置疑大量学生会趋之若鹜，大大影响了高等教育中最为重视的学

术诚信。如何界定学术作弊，如何公平应对学生的考评情况，是人机交互带给教育体系的一个问题。高

等教育评估体系中的常用手段，能够轻易被人工智能施以影响，学生的受教育成果，教师公平公正的评

价模式，亦或遭遇质疑。 
在或长或短的人生历程中，每个人类个体都在持续地接收他人传递的那些不完美的知识，并由此获

得独特的生命体验和对人生、自然与社会的感悟。这就是我们通常所及的广义上的教育。教育的本质不

仅在于知识的传承，经验的传递，更在于培养学生的美德，增强学生的同情心和正直感，培养学生的感

恩、合作和尊重意识，从知识传递变为育人，才是教育的真谛所在[4]。从这一角度而言，生成式人工智

能从根本上无法取代现有的教育体制和模式，但可以与传统体制实现双轨制，即在提高教学教育效率的

同时，兼顾育人、社会化养成等课本知识技能外的素养提升，来达成高等教育的终极目的。 

4. 高等外语教育的本质 

高等教育兼具培养技能型人才与创新性人才的双重任务，从根本上而言是一种人际关系和社会活动。

人工智能搭建的关系是现有社会关系的补充而非取代[5]。在卡尔·雅思贝尔斯看来，所谓教育是通过主

体间文化交往建构精神契合的活动，也就是说，“所谓教育，不过是人对人的主体间灵肉交流活动(尤其

是老一代对年轻一代)，包括知识内容的传授、生命内涵的领悟、意志行为的规范，并通过文化传递功能，

将文化遗产教给年轻一代，使他们自由地生成，并启迪其天性”。教育是人们现实的生活世界，需要安

顿人的身体、抚慰人的心灵、充盈人的精神，是主体生命的共在和意义世界的共构，其本质往往在科学

技术难以企及之处[5]。我们在应对人工智能带来的挑战甚至威胁时，不要忽视人类数千年文明进程中确

定的教育的根基所在：即促进人在道德、伦理和精神、价值等方面迈向完善，促进每个人的幸福和人类

共同福祉的实现[4]。外语教育的目的在于借助语言作为桥梁沟通文化，实现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对话，其

本质是人类交流活动的工具与载体。在外语习得过程中，不仅要掌握语言本身的使用技巧，更要关注语

言背后所代表的文化。语言交流究其根源是跨文化交流。学生如只掌握浅层次语言技巧，对文化差异视

而不见，是无法真正且高效实现跨文化交流。交互式人工智能，在这一方面，显有不足，其深度学习生

成类人类语言模型，通过分析单词、短语间的模式，来实现人机交互，输出反馈，往往是停留在语言层

面而忽略了其背后的文化、习俗等层面。 
除开语言作为文化交流手段这一工具性特质，它首先是承载思想和观点的工具。话语本身就携带价

值判断、意识形态等人类思想要素。发展到 GPT-4 阶段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在伦理道德方面，仍无法做

到尽善尽美。今天的德育，不仅要培养传统美德，也要面向数字伦理；今天的智育，不仅要延续知识教

育传统，也要关注超越知识的存在性智慧[5]。就这一点而言，人机交互在赋能外语学习、高等教育上，

与人类教师有着本质的差距，单靠其一己之力，无法实现良好高效的外语教育。 

5. 面对生成式人工智能：何去何从 

人工智能的运用根本在于算法，其是否具有潜在伦理风险不在算法考虑范围之内，这是教育者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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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智能的关键区别之一。跟技术相比，人类大脑所积累下的丰富经验使得我们善于利用工具并制定规范，

在法律、道德伦理的约束下服务于人类的教育发展与进步。基于人与人交往的社会关系的教育，在人

文性、交流型、伦理性和同理心是区分机器与教育之根本的核心。面对排山倒海般袭来的人工智能，

教师必须要维持终身学习，积极探求技术与专业知识的融合与互动，合理高效以技术为工具来实现教

育的职责。图 2 展示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高等外语教育的具体路径。 
 

 
Figure 2.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elps higher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图 2. 生成式人工智能助力高等外语教育 

5.1. 注重师资队伍建设，实现教师角色转变 

教师应该从知识的提供人、传达人、讲解人变为价值导师、工具使用的培训者、鞭策人和规范制定

人。在享受工具便利性的同时，规范学生学习行为，设定行为道德规范底线。认为面对新技术的兴起和

应用，教师应该把自己当成学生的问题同伴、求知伙伴、技术玩伴和心灵陪伴，在与机器的交互问答过

程中，培育学生的求知欲、探索欲及问题意识，训练学生的问题表述能力、概念辨析能力、分析判断能

力、逻辑思辨能力、归纳演绎能力、价值评判能力、批判思维能力，以及语言领悟能力、词句表达能力、

篇章组织能力甚至常识鉴别能力等等[6]。彰显自己的人文特质和创新优势，提升自己的艺术审美水平和

道德伦理高度等这些人类独有的重要人文素养。总之，教师要变成思辨能力培养者、技术应用指导者、

知识学习促进者、学习过程中的伙伴和情感的呵护者[7]。传统的“答疑解惑”之师者，必须具备现代社

会所要求的种种角色的担当人，助力高等教育育人目标的达成。人工智能时代，不懂人工智能的教师不

会被人工智能替代，但是会被懂人工智能的教师替代[8]。在人机协作过程中，教师的角色被全新定位，

教育中的“教”和“育”，从前期的并驾齐驱，逐渐转化为重“教”更重“育”。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

顺趋势而为，在具有超高智能的机器助力下，客观知识的传递可以借助这个工具来高效实现，人类教师的

精力可以向“育”的方向侧重。人工智能时代，要以人类难以被人工智能超越的重要特质为基础，培养教

师的一系列关键素养，如道德素养、情感素养以及基于批判性思维的创新素养、哲学与审美素养等[9]。 

5.2. 赋能外语学习中的学生身份 

技术的发展推进始终要为人类的文明进步赋能、助力。在外语学习中，我们充分调动机器的优势，

模拟真实场景开展人机对话，摒弃传统环境下的种种束缚，实现空间、时间、资源的最大化利用。外语

作为对外交流、跨文化交际的承载工具，在现有条件有限的情况下，调动交互式人工智能的优势，开展

充分、多样、沉浸式的语言交际训练，能够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再者，人机交互可以最大限度满足个

性化定制需求，一人一策，使学习者不受个人学习能力、时间分配等因素束缚。人工智能借助其丰富的

数据库资源以及高效的数据分析能力，可有效记录、反馈学生的反应，与学生互动，诊断学生学习困难，

发现学生的薄弱环节，从而定制化推荐学习资源，为其量身打造个性化学习计划，因材施教，进行一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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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学习辅导[3]。 

5.3. 赋能外语教学中的教师身份 

交互式人工智能为教师提供教学计划、教学资源等各种支撑，省去其大量准备时间，并为老师精准

提供满足学情、进度计划、学习目标等条件的设计建议等。省下的大量时间和精力，可以用于教师创造

性使用素材，因材施教，个性化辅导，情感支持，道德影响，价值引导等教学和育人需求。人类教师同

机器“协作”开展教育工作，人工智能以其超高的智能水平和执行效率，主要负责知识的教授与传递，

而人类教师则主要负责“人”的培养与塑造，教育出满足全人类发展需要、国家社会需求的具有正常伦

理道德规范，拥有正确价值观的“为我所用”的人(才)。 

5.4. 制度内部顺势调整 

技术是把双刃剑，利弊共存。制度顺势改革，设定人工智能使用边界，密切关注可能会影响公平公

正以及诱发诚信问题等因素，做好制度规范。基于使用的调研，限定人工智能使用场景，在保证人与人

正常社交前提下，合理使用技术，保证外语教育中必要的人际交流互动。人际沟通是语言得以施展和夯

实的原动力，沉溺于虚拟技术环境下的学习不利于外语教育的长足发展。 
除此之外，当下要做的就是必须坚守高等教育的价值与使命，专注于学生道德伦理、健全人格培养

和创造力的发展，同时为合理应用人工智能提供必要的指南，以确保年轻一代在正确使用人工智能前提

下，持续地发展人类的集体智慧，从而创造人类共同幸福的未来[4]。在技术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且时时

更新迭代的当下，守好高等教育这块责任田，挑战同机遇并存，坚守初心，学会利用工具，促成高等教

育育人目标的长久达成。 

6. 结语 

以 ChatGPT 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对人类某些现存的职业提出了挑战。据普林斯顿研究团队分析

结果，职业 AI 暴露指数中语言类教师(高等教育)排在前列[10]。步入人工智能时代，高等教育迫切需要

结合其自身特色，借助人工智能为臂膀，持续推进改革，实现其不能够轻易被机器取代的育人功能。历

史经验告诉我们，新技术并不会成为高等教育教学发展的绊脚石，相反，教学的进步正是受益于新技术

和新工具的运用，要让人工智能技术成为促进教育数字化转型和实现教育信息化的新动力。人类科技发

展浪潮无可抵挡，顺势而为，正视其优势并予以合理利用，发现其弊端并采取应对措施，才是高等教育

应对科技带来翻天覆地变化情境下应对的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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