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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语言智能模型在二语写作教学中的应用日益广泛，但鲜有研究从生态学视角讨论二语写作教学生态系统

中主体因子的生态位。本文根据生态学“态–势”理论探讨了语言智能模型赋能二语写作教学生态系统

中教师、学生、语言智能模型的生态位。三者的生态位均需从宏观、中观、微观层面环境理解，同时三

者在教学过程中均具有多重角色。教师和学生在利用机器智慧时，应发挥主观能动性引领机器智慧实现

其教、帮作用，以实现人机协同下三者生态位的共同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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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inguistic intelligence models have been increasingly utilized in teaching of second language writing, 
whereas scarce research has been conducted on the niches of principal factors in this teaching eco-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y. Underpinned by the ecostate-ecorole theor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niches of teachers, students, and linguistic intelligence models in the ecosystem of 
intelligence-assisted second language writing teaching. The niches of those factors need to be 
comprehended from their respective macroscopic, mesoscopic, and microscopic environ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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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nwhile, the three factors are of multiple roles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Autonomy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are essential in harnessing mechanical intelligence, thus ushering the later for its 
teaching and assisting roles to realize the co-expansion of their ni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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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工智能尤其是生成式语言智能模型赋能二语写作教学日益广泛。语言智能模型出色的自然语言理

解和生成能力使二语写作教学生态重构势在必然，众多研究者和教师重新审视教学环境、教学手段和教

学主体。对话式学习[1]、人机共生[2]和人机协同[3]等概念在语言智能背景下产生了新的含义。与此同时，

语言智能系统对二语写作教学的负面冲击也引起了学界的忧虑。如何在智能赋能二语写作教学生态系统

中理解并扩充教师、学生和语言智能模型生态位，实现教师智慧、学生智慧和机器智慧的协同发展，是

学界和二语教师亟需探索的问题式。 

2. 二语教学生态系统中的生态位 

生态系统概念由英国生态学家坦斯利(Tansley, A.G.)于 1935 年首次提出，其核心理念是生物系统与

环境系统构成一个自然整体，并在特定的时空内通过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和信息交换而相互作用。这一

概念引入教育领域后，教育教学被视为生态系统，教师、学生作为生命体与教育环境都被视为因子。在

此基础上，Cremin 于 1976 正式提出教育生态学理论[4]。随后，教育生态学研究在国内外迅速发展，因

子间的关系得以从系统视角描述和讨论，主要聚焦生命体因子间、生命体因子与生态环境因子的相互适

应[5] [6]。 
20 世纪 90 年代，生态视角进入二语教育研究领域。研究者们根据生态位的“态–势”理论从动态

和发展的角度探讨了二语教学生态系统中的教师生态位和学生生态位。例如，雷丹和柳华妮将外语教师

的生态位定义为教师与自身、学校和社会各层级环境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地位和作用，实现教师生态位的

扩充就应考察教师应然“态”(理想生存状态)和实然“态”(现实生存状态)间的偏差，并探究教师对复合

环境中入侵因子和限制因子的适应和支配能力[7]。实践层面上，研究者们通过问卷、访谈和师生聊天记

录等方法，从教师或学生视角探讨了线下和网络外语教学生态系统中教师的生态位。例如，周颖发现接

受网络外语教学的学生认为教师处于必不可少的位置，是学生的师友，起到指导学生学习和帮助学生心

理成长的作用[8]。 
国内关于二语教学生态系统中学生生态位的研究同样从理论和实践层面讨论了“态–势”。理论层

面的探讨聚焦学生生态位内涵、研究框架、扩充策略。例如，李晨和陈坚林将大学英语教学场景下的学

生生态位定义为学生的交际能力，包括体现生态位“态”的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以及体现“势”的策

略能力和社会能力[9]。同时该项研究还阐述了影响学生生态位的因素、生态位扩充策略和扩充框架。该

生态位研究框架对思考我国当前语言智能赋能外语教学的目标、原则和策略具有借鉴意义。实践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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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晨和陈坚林发现大学英语教学生态系统中学生生态位在沟通合作、信息素养和元认知策略方面能力较

低[9]。 
国内关于二语教学生态系统中教师和学生生态位的研究虽然已经形成了较为统一的概念界定和较为

完善的分析框架。但对于新兴的语言智能模型赋能二语写作教学生态系统中的生态位讨论十分欠缺，尤

其是对语言智能模型生态位的讨论极为匮乏。因此，本研究根据“态–势”理论并结合我国外语教师应

用语言智能模型经典案例，探索二语写作教学生态系统中教师、学生、语言智能模型三大教学主体因子

的生态位和扩充策略，以促进二语写作教师和学生在语言智能赋能化教学中发展元认知，充分利用智能

模型，实现多主体生态位的扩充。 

3. 语言智能化二语写作教学生态位理论探讨 

3.1. 语言智能化二语写作教学中的教师生态位 

语言智能化二语写作教学生态系统中教师生态位的“态”需要从宏观、中观、微观生态环境去理解，

是与社会环境、学校环境、教师个人内在环境相互作用的积累性结果。宏观层面包括国家和社会现状，

以及二者对教师的要求。中观层面涉及学校对教师的资源支持、管理评估，以及整体培养学生目标。微

观层面不仅包括教师的知识储备、人际关系，还增加了语言智能模型素养。教师生态位的“势”是教师

对以上复合环境因子的适应和支配能力，尤其是适应和利用语言智能模型的能力。具体而言，就是二语

写作教师在“智能模型 + 教师”这种人机协同模式中的角色定位和所起的作用。 
根据生态位“态–势”理论中“态”与“势”的关系，二语写作教师的“态”是其发挥“势”的基

础，决定了教师是否能够适应写作教学的发展，是否能利用各种资源实现教学目标。从教师生态位的“态”

来看，国内宏观的外语教育政策鼓励教师加强智能技术素养，积极探索智能技术融入教学的办法。教育

部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中明确提出，“大力推动互联网、大数据、

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现代技术在教学和管理中的应用，探索实施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个性化的

教育”，“以现代信息技术推动高等教育质量提升的‘变轨超车’”[10]。2023 年全国性外语教学比赛

将人工智能运用列为评比条目之一。外语学界将人工智能融入外语教学作为重要的研究项目类别，鼓励

理论性和实践性探讨。例如，焦建利提出利用 ChatGPT 的即时理解和生成功能重兴对话式学习[1]。秦颖

阐述了人机共生的语言学习目标和基本要素[2]。从中观层面看，笔者调研显示，我国众多高校鼓励教师

在教学大纲制定中纳入智能技术，如教学方式、课程考核层面等，鼓励教师使用智慧教室。微观层面，

国内越来越多的二语写作教师通过积极尝试，具备了一定语言智能模型的运用能力。如中山大学的郭曼

老师在全国性人工智能赋能外语教学研讨会上汇报了将 ChatGPT 应用于二语写作教学的课前、课中、课

后环节。魏爽和李璐遥对比了二语写作中教师反馈和 ChatGPT 反馈的优势与不足[11]。 
二语写作教学复合生态环境中教师的“势”指其作为教学主体因子的角色和作用，能够促进“态”

的变化并且反映生态位的扩充能力[9]。二语写作教学中，教师在知识传授、技能指导、培养思维和育人

中依然应发挥主导作用。首先，教师确定写作教学目标、教学环节、教学材料取舍、教学进度。在此过

程中，虽然语言智能模型能够生成写作知识点和技能介绍资源，但需要教师判断生成内容的合理性和适

用性，训练模型优化生成内容，以及调整生成内容。其次，二语写作教师在培养学生思维和育人方面发

挥重要作用。语言智能模型能够给出不同层次的反馈，包括低层级的语言、语法和拼写，高层级的内容

和结构，甚至整个语篇范例。但如果没有教师智慧的引领，智能模型的便捷可能导致学生拿来即用，不

加分析，没有自主思考，或产生学术不端的行为。因此，“当智能机器进行精准投喂式教学时，要适时

暂停，给予学生自主思考和探索的时间”[3]，锻炼学生的创新性思维、提升对写作内容的人文反思和道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5804


杨晓华 
 

 

DOI: 10.12677/ae.2024.145804 1052 教育进展 
 

德判断。二语写作教师在语言智能模型赋能教学中形成的角色和作用反过来影响其对智能技术的态度、

促进自身知识储备，思考教师智慧和人工智慧的结合策略，实现教师生态位的拓展。 

3.2. 语言智能化二语写作教学中的智能模型生态位 

传统计算机辅助二语写作教学生态系统中的主体因子只有教师和学生，计算机软件或网络虽然能在

一定程度上提供教学资源、生成反馈等，但由于不具有自然语言生成功能和无法深度参与教学而被归为

环境因子。语言智能模型具备强大的自然语言理解和生成能力，介入二语写作教学生态系统后，不再被

归为教学客体中的教学工具，而是成为与教师、学生同类属的教学主体[3] [12]，成为教学的主体因子，

与二语写作教师充分联合推动写作教学。 
如前所述(见 3.1)，语言智能模型生态位的“态”从宏观和中观上得到我国教育部门和各学校的积极

支持，被愈来愈多的二语写作教师认可并运用到教学实践中。微观层面上其最为突出的是储备的海量数

据。在这样“态”的基础上，语言智能模型在二语写作教学中依托教师智慧发挥特有的“势”。一方面，

语言智能模型能够突破二语写作教师的认知和精力局限，成为教师的得力助手。机器智慧和教师智慧协

同制定教学目标，形成高效的写作教学体系。智能模型生成差异化写作教学资源，提供写作素材，传

授固性化写作知识。另一方面，语言智能模型是学生尤其是远程学习学生的理想学习伙伴。智能模型

利用大数据以对话式方式根据学生需求提供初阶、中阶、高阶的个性化反馈。实时、全方位的人机对

话方便学生能迅速且随时验证自己关于语言、内容和结构的假设，不断强化学习者关于语言和逻辑思

维的元意识。 
需要明确的是，语言智能模型虽然能够较为出色地承担以上角色，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越教师，但并

不代表着去教师化。首先，二语写作兼具思维性和跨文化性，后者尤其需要教师智慧协同机器智慧，帮

助学生解决跨文化思维和隐喻等方面的问题。其次，根据笔者教学经验，学生利用语言智能模型获取反

馈时可能因语言知识不足而无法发出有效指令，无法实现二语写作语篇的优化，这点在魏爽和李璐遥的

写作反馈实证研究[11]中得到印证。同时学生可能因学习策略或自我学习能力欠缺而不加思考地利用模型

反馈，照抄智能机器给出的答案。因此，无论哪个阶段，教师都要做好育人工作，引导学生认识到使用

语言智能模型进行二语写作的目的是提升其语言表达、发展思维和人文素养的综合性活动。 

3.3. 语言智能化二语写作教学中的学生生态 

语言智能模型赋能的二语写作教学生态系统中学生生态位的“态”从宏观社会环境、中观学校环境

和微观学生内在环境看，总体生态位水平呈积极发展的状态。宏观社会环境层面，我国教育部关于加快

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中指出，要“构建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学模式”[10]。
其中线上教学环节就包括利用各种线上平台和资源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和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与自主学

习能力。中观学校环境层面，越来越多的高校将数字素养和全球胜任力纳入培养学生目标，全球胜任力

之一便是语言沟通能力。微观层面，学生的数字素养和外语知识储备水平参差不齐。 
基于以上语言智能化二语写作教学生态系统中学生生态位的“态”，学生生态位的“势”集中在应

用模型提升二语写作水平的能力，换言之，就是学生在语言智能模型辅助二语写作学习中应有的角色。

语言智能模型高效便捷，功能强大，能够实现自动评分、生成精准化教学材料、即时与学生进行对话式。

然而，多功能的智能模型可能成为学习中的双刃剑。消极依赖模型的生成功能便会导致前文所述的无思

考的照抄行为。因此，学生在人机共生外语学习环境中要成为学习活动的管理者和评估者、学习资料的

鉴别者，实现语言知识、语言技能、策略能力、思辨能力、解决问题能力[9]等方面的发展。具体而言，

在二语写作学习中，学生的管理者角色体现在利用机器智慧获取固化知识性信息，并利用其生成例句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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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促成知识内化；比较自己的写作结果和模型生成的反馈，通过人机对话理解语言、内容、结构各层

次反馈背后的原因，思考机器反馈的合理性，反思学习效果和干扰因素。同时，由于语言智能模型依托

的庞大数据来源多元，生成的文本可能存在逻辑不通、文化意识局限性等问题，学生作为评估者要有甄

别性的对待和利用这些资源。总之，学生应认识到自身是二语写作教学生态系统中的重要因子，应发挥

自己的多重角色使语言智能模型成为学习伙伴，也要“发现和纠正机器的语言问题，反过来帮助机器提

升语言能力”[2]。 

4. 结语 

教师、学生、语言智能模型共同构成智能赋能二语写作教学生态系统的主体因子。三者的生态位决

定了人机共生、人机协同的模式和二语写作教学的效果。三者生态位的“态”均受到宏观、中观、微观

层面环境的影响，而三者生态位的“势”在“态”的基础上根据教学过程各自具有多重角色。因此，语

言智能赋能的二语写作教学模式中，教师和学生需要在利用语言智能模型的理解和生成优势时，充分发

挥主观能动性，让教师智慧、学生智慧引领机器智慧，实现机器智慧的教、帮作用，避免因消极式利用

而使机器智慧代替甚至阻碍教师智慧和学生智慧的发挥和发展。同时，通过在人机对话，使“人类的语

言智能和机器的语言智能互相适应，相互促进，从而实现语言能力的共同演进和优化”[2]。由此，实现

三者生态位水平的共同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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