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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从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 ChatGPT问世以来,在教育及学术领域中已经掀起一股 AI热

潮并产生了显著的推动作用。以 OpenAI官网的 ChatGPT作为代表此工具可以进行自然语言

的对话交互（即具有内容生成能力）并生成细节资讯（即具有详细的解答功能），在学术

研究及教学应用中已然成为一个新的领域。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 ChatGPT 可以向教师提供

各种诸如创建评估测试题，提供教师授课时的讲解材料，提出教学思路及建议，帮助教师

生成教案以及准备课件等各种有益工具。本文首先着重于探讨 ChatGPT 生成式人工智能工

具各应用对于帮助教师在中文教学及教案设计过程中提供的相应帮助，其次阐释了在使用 

ChatGPT 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时的各个注意事项及运用此工具的一些局限性。最后，提出

中文教学依托 ChatGPT 实现科学求变的五条策略，以助力其构建“人机协同”的智慧教育生

态，推动中文教育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Chat GPT; 中文教学；生成式人工智能；教育信息化 

 

1. 引言 

现代教育界，在教学工程中运用某些技术应用进行授课并非奇闻轶事。简言之，

大家对创新科技在教学中的应用已不再陌生。随着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各种人工

智能工具在教育行业中得以应用变得日益先进并发挥巨大作用。其中就包括生成式

人工智能工具ChatGPT 。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ChatGPT是由美国OpenAI 人工智能研

究实验室研发的一款全新聊天机器人模型，并于2022 年11 月推出，已然成为一种性

能独特而功能多样的人工智能工具。 

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ChatGPT是ChatbotAI 聊天机器人的更加高级智慧的翻版应

用工具, 是使用新型技术进行机器学习并自动回答的一款应用工具，可实现人类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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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学习（Reinforcement Learning from Human Feedback – RLHF）的自动问答应用

程序。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ChatGPT既是一个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聊天机器人，可

以自动生成自然语言的响应，与用户进行语音和文字的交互，又是由人工智能研究

实验室OpenAI 开发的一种高级的预训练的大型语言模型，采取了GPT-3.5 的架构，

具有强大的自然语言处理能力。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ChatGPT 可以学习人类的语言

表达方式，理解和生成较为复杂的自然语言，从而实现在较短时间内与用户进行较

高质量的对话，正因如此被视为是当今最先进的语言模型之一，能够自动学习和处

理大量数据并配备了自动聊天，回答问题，创建答案等各项出色功能。 

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ChatGPT可视为是一款如今最为先进的语言模型工具，可

以自动学习与工作，处理各种大型资料交互体验. 其装备具有各种突显性能。比如，

自动化聊天，回答问题，自动回答各问题并自动生成相应答案，以及改善模型的自

学能力。在教育行业中，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ChatGPT可以为教师生成教学材料与

测试题、提供相关信息与帮助、充当对话伙伴。此外，ChatGPT还能够参与到教研

备课中，给教师一个起步的计划，提供通识性和常态化的内容，有效地帮助教师设

计讲课文稿（即帮助教师生成教案）从而提高教学效果并节省教师教学备课时间。 

即便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ChatGPT的研发尚未完善，仍具有某些局限性，但归纳起

来，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ChatGPT在教学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乃至对教师的帮助仍不

可小觑，依然可视为是一种功能相对全面而充分的辅助性教学工具。 

2. 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ChatGPT在中文教学中可执行的任务 

 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ChatGPT可以为教师用以备课及展开各种教学活动等各个

环节提供帮助。 

2.1. 备课阶段 

2.1.1. 生成教学材料 

帮助教师生成教学材料：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ChatGPT可以帮助教师查询各种

相关资料并向教师提供讲解材料。教师们可以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ChatGPT查

询教学资料。比如，可以用ChatGPT查询书籍、文章或者最新文档。生成式人工智

能工具ChatGPT还可以帮助教师提供最适合教学内容的各种讲解资料。比如：教师

可以通过输入一些提示性语言来要求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ChatGPT提供一些关于

《HSK标准教程1》中以“服装”为主题的名词或者生成一段关于《HSK标准教程2》

中以“买衣服”为主题的关于“问价格，讨价还价，找零钱”等各个相关情景会话，或

者是列出一些《HSK标准教程3》中各个程度副词以及各副词的用法等诸如此类相关

内容。上述的要求，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ChatGPT都会准确并全面地提供给教师作

为参考材料。  

如今，OpenAI人工智能研究室公司的GPT-4问世并许诺这是一款可以基于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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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回答问题的比GPT-3.5出错少的工具。据OpenAI人工智能研究实验室公司介绍，

“GPT-4 是一种强大的到目前为止最为准确的语言模型”。借助于该系统，教师可以

直接输入带有文字的图片信息，随机就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然而，上一个版

本系统却只可以接收相应的文本材料并作出响应，GPT-4与GPT-3.5相比具有更好的

处理文本材料的效果，能同时接收并处理两万以上的词汇，“GPT-4不同于以往那样

只停留在处理语言模型，然而GPT-4还可以更加灵活地同时处理图片及相关文字的

指令信息。”(刘静，2023) 

多数情况下,GPT-4都完全可以正确解释出使用者所提供的图片背后的正确含义。

因此, 教师可以通过图片来寻找所需要的信息或内容。比如，教师先将《HSK标准教

程4》第七课里太极拳的相关文化图片进行屏幕截图，接着向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

ChatGPT-4提问所输入的图片信息的意义，届时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ChatGPT-4就会

针对所输入的图片帮助用户回答许多相关细节内容，可以详见下图1： 

 
图 1. 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ChatGPT 4.0为输入的 

图片提供各种内容及资讯的结果 

这一点对于帮助教师拓展知识并掌握新动向，进而对改善教师的授课质量也

极其有益。 

2.1.2. 辅助生成练习题及测试题 

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ChatGPT可以帮助用户生成问句,与以往的与其费时费力地

手工编写问句相比较, 教师完全可以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ChatGPT为学生生成各

种练习题及考试题。另外，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ChatGPT还可以对问题的样式多样

化有所帮助,包括多项选择题，填空题，连线题，判断正误等其他多种形式相结合的

试题。使练习题和考试题更加丰富多样化并可以对学生的语言能力进行不同层面的

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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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ChatGPT还可以生成一些难度逐渐加深的问题，这些问题

可以按照相应的比例被分成不同的Bloom阶梯式等级形式。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

ChatGPT可以清楚地指出所输入的句子分别处于哪个阶段。比如，生成式人工智能

工具ChatGPT可以具体地指出所输入的句子是处于记忆阶段的问题，理解阶段的问

题，还是运用阶段的问题等等。  

图 2. 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ChatGPT辅助生成练习题及测试题功能 

 
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ChatGPT还具有可以为每个问题提供附加答案之功能。比

如：教师在备课时通常会准备一些问题来检查学生对所学内容的理解程度。此时我

们就可以把课文内容输入到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ChatGPT里边并要求它为本课内容

生成一些问句即可。然后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ChatGPT就会自动生成相关问句并给

出答案，但此时教师必须仔细检查一下所生成问题及答案的准确度，并帮助学生选

用适当的语言。需要清楚的是并不是说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ChatGPT无论何时所生

成的问题及答案都像教师想象的那么准确，当然也会有很多不尽人意的地方时而发

生，但不管怎么说，我们依然可视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ChatGPT是教师备课和授课

的最优化生成工具之一。 

2.1.3. 辅助翻译过程 

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ChatGPT具有较好的翻译功能，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 

ChatGPT的翻译功能可以为教师带来如下诸多益处： 

创建并生成教学材料: 教师们可以使用ChatGPT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翻译各种

文本材料和简报文章以及把这些内容从一种语言翻译到另一种语言，使学生们的语

言材料变得更加丰富及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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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并生成翻译练习: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ChatGPT可以自动生成短文供教师给

学生做翻译等练习题时使用。  

语言的比较与对照:教师可以通过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ChatGPT进行几种不同语

言之间的翻译并进行对比, 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语言学特点。 

 
图 3. 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ChatGPT辅助翻译功能 

2.1.4. 辅助缩减文本材料 

帮助缩减文本材料，即支持生成文本摘要。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ChatGPT允许

使用者提供任何形式的短文，然后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ChatGPT会根据使用者的意

愿借鉴于字符数量对所提供的短文进行缩减并总结出相应的文本摘要。教师可以通

过此项功能快速缩减自己所需要的各种文本材料，小短文或者各类书籍而无需阅读

整篇文本材料就能掌握其主要意思。这项功能可以为教师节省大量时间用以集中精

力关注那些最为重要的内容。与此同时，对于那些比较复杂的材料，生成式人工智

能工具ChatGPT也同样具有为其缩减的功能，使教师较为容易地为学生呈现并介绍

新主题以及为所教课程准备一定的教学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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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ChatGPT辅助缩减文本材料功能 

2.1.5. 辅助生成 PPT文件 

教师们可以提供有关教学主题讲座的细节材料并要求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

ChatGPT生成PPT文件，与此同时还可以给予创建标题的建议，课件布局的建议, 甚

至还可以给出图像，插图或者为PPT课件提出内容相关建议，提供必要的演示讲稿

插图。通过上述各课件的提示，教师可以快速寻找自己所要授课的课程内容及插图。 

 
图 5. 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ChatGPT辅助生成PPT文件功能 

2.1.6. 辅助生成教案 

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ChatGPT可以帮助教师搜寻并安排资料顺序（即整理文

档），帮助教师自动生成教案，可以更好地帮助教师准备授课讲稿（即备课文稿）。

比如，当使用者输入“你可以帮我设计《HSK标准教程3》的课文《他比我大三岁》

的教案吗?”，ChatGPT智能聊天机器人就会自动从“教学目标”、“教学重点”、“教学

难点”、“教学准备”、“教学方法”、“教学过程”、“教学反思”等此类项目内容为使用

者编写与之相关详细的教案。与此同时，在教学方法介绍部分，Chatbot 智能聊天机

器人会提及到“问答式教学法”、“讲述式教学法”、“组织讨论式教学法”等诸如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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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然而ChatGPT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编写的教案都是按照一定的格式编辑出来,  

可是并未提及所涉及的各个词汇和课文里的具体相关结构。 

 
图 6. 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ChatGPT辅助生成教案功能 

2.2. 授课阶段 

2.2.1. 辅助教师解答问句 

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 ChatGPT可以回答使用者在基于预生 

生成材料基础之上所提出的问题（即它能够根据从系统的预训练数据中学到的

信息回答用户问题）。这样可以帮助教师和学生运用正确方法准确而快速地查找所

需材料或资讯。教师还可以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 ChatGPT 快速地帮助学生解答

问题。同时，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 ChatGPT 还可以帮助教师快速查找关于词汇，语

法及中国文化方面的相关知识，使教师准确而有效地对学生进行教学。 

2.2.2. 使用ChatGPT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可以辅助教师建立各小组式教学活动 

当让学生分为几个小组进行练习时，教师们可以对学生提出参考性建议，建议

学生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 ChatGPT。如下是以“买衣服”为主题的小组活动，可

以让学生们参与以下三项活动。 

活动 1:学生参加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 ChatGPT 聊天询问活动，问一些关于服

装的词汇,然后各个小组会把教材里没有的但他们认为比较有趣的两个词汇记录下来。

这样可以大大地拓展并丰富学生的词汇量。 

活动 2:学生学习教材里所提供的各个范例对话。然后，每个小组使用生成式人

工智能工具 ChatGPT 来观察教材里没有的各组词汇和讨价还价的方法。最后各小组

会和其他小组分享他们的其他表达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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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3:实操会话（即对话练习的实际操作环节）。有了所学词汇和句型 作为

基础，学生们可以通过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 ChatGPT 参加会话实操环节，此环节集

中体现的主题是“买衣服”。学生们会针对“尺寸、颜色、价格等”进行讨论。该活动

可以帮助学生运用已经学习的句型进行实操会话练习。 

3. 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ChatGPT的一些注意事项及其局限性以及超越

ChatGPT在中文教育的科学求变 

3.1 有效地拓展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 ChatGPT的定式 

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 ChatGPT 中编写提示的同时, 需要确保语境并且对于细

节方面描述得越详细，其回答的准确度就越高。问题问得越详尽, 生成式人工智能工

具 ChatGPT 的回答就会越准确、越详尽。若想书写较为有效的提示性语言, 最好是

应该清楚地阐明具体目标, 并使用正确的语法规则及避免使用那些较为模糊的字样。

问题如下所编写的提示也可以帮助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 ChatGPT 更易于理解使用者

所寻找的问题并做出准确解答。对于同一个输入性提示,使用者可以按“重新生成一

个答案”，至此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 ChatGPT 就会多次搜索并给出大量不同答案供

给大家作为参考。提示性信息应该用英文书写，至此就给出的答案会最为准确。如

下是较为精细的提示性结构框架，分别是： 

     角色：确定清楚一定语境下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 ChatGPT所扮演的上下文角色。 

背景（即上下文）：提供具体背景（即上下文）和细节使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

ChatGPT能够准确理解具体情况及使用者的具体要求。 

      提交分配任务：向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 ChatGPT提交需要实现的具体任务。 

      模板：呈现出你想要的各句型模板或者生成格式。 

语调及语气：确定你想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 ChatGPT中回答问题的语调及语

气。 

运用以上这些原则都会帮助您有效地开展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 ChatGPT对于帮

助教师讲解课文并生成学习内容的可能性。 

3.2 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ChatGPT的局限性 

生成式人工智能虽为外语教学带来众多启示与利益，但处理复杂语境和理解用

户意图方面仍然存在局限。有时，ChatGPT 可能无法准确地理解用户的需求，导致

生成的内容与用户期望不符。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 ChatGPT 是一种可以解答问题并

向教师提供较多内容的先进技术工具，为教育领域开拓了诸多新的生机。虽然生成

式人工智能工具 ChatGPT 在回答问题时缺乏一定的准确性，教师们运用其功能作为

授课的辅助帮手时应该留意其某些局限性也是一大重要问题。  

一为，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 ChatGPT的最大缺陷之一就是能产生错误的信息或

不准确的内容。这会影响其在实际应用中的可靠性和用户体验。于是，教师要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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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式人工智能工具 ChatGPT 依据课文内容生成问句时，因无法真正理解人类的情感

和主观性，易于产生一些误解和问题或者语法差错现象。正因如此，教师在使用生

成式人工智能工具 ChatGPT 作为辅助教学帮手时仔细检查其提供答案的准确度是必

须的。 

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 ChatGPT 只可以看作是一种辅助的教学工具, 帮助教师节

省时间来查阅各种辅助教学有关资料。教师既可以尽可能地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

具 ChatGPT 来增加来自机学模型的学习材料和学习文本，又可以使用包括从各教程，

各参考材料，各文章，各讲义，各练习中收集资料等此类方法制作各种包括文本文

件、问句、答句、试题，或者其他所需的材料。借鉴于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

ChatGPT 学习以便训练，使用适当的人工智能工具训练机学模型。机学模型得到训

练和微调之后，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以把它集合于智能机器人 Chatbot 工具中使用。 

二为，以“人工标注”为辅助的“机器学习”，通过二者的结合，提高了生成式人

工智能的智能化与精确性。但是，这也使得算法偏见的概率急剧增加。这种结合方

法比传统的机器学习方法更能体现人的主观判断和偏好，这是由于人们将自己的偏

好信息加入到机器学习的模型中，从而增加了人们的偏见，并且这种偏见很难被追

踪和防范。在对ChatGPT的运作方式进行分析后发现，算法偏见主要表现为两方面：

其一，由于接收到的数据需要人工标注，因此在理解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的误差。其

二，对数据进行加工，当ChatGPT对数据进行加工得出结论后，由于原始结果与大

众期望不一致，需要对之进行修正，但这一过程同样会产生一定程度的算法偏见。 

3.3. 超越 ChatGPT：中文教育的科学求变 

为更好地顺应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及产品带来的机遇，在应用ChatGPT类智能

产品的同时，应该思考如何利用智能技术来创新教育形态、变革人才观，并且充分

发挥数字技术的优势，打造更具柔韧性、开放性、适应性的数字教育生态，进而达

成精准化教、个性化学、科学化评、差异化管、协同化研的创变目标。展望技术变

革的未来图景，中文教育将以“人机协同”为特征，构筑“规模化教育”与“个性化培养”

并重的智慧教育新样态，具体可以采取如下五条策略。 

3.3.1. 重塑教育主体 

数字技术在国际中文教育中的应用遵循着“辅人律→拟人律→共生律”的演进

路径（钟义信，2013）。在计算机辅助教学阶段，技术主要为辅助教师演示的工具，

如多媒体驱动中文教学。在数字化中文教学阶段，语音评测、自适应学习等智能技

术的发展，使得机器可以代替教师完成部分重复性工作，教学工具和手段更具智能

性。在国际中文智慧教育背景下，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智能产品可以担任虚

拟助教或学伴，此时的国际中文教育主体从原有的“师—生”二元主体结构，转变为

“师—生—机”的三元主体结构，技术在中文教学中的地位从“辅助”迈向“协同”。未



HCMUE Journal of Science Vol. 21, No. 10 (2024): 1836-1848  

 

1845 

来，智能技术将全面融入并变革国际中文教学的全流程、各环节，建成人机协同共

生、共育、互信的数字教育新生态。 

3.3.2. 创新教学模式 

“导入语言点—讲解语言点—练习语言点”，“分析范文—学生写作—教师批改”

等固定化、程序化的语言教学模式最容易被智能机器所取代。通过对教育大数据的

挖掘，机器可以帮助教师更加了解千差万别的中文学习者，并用可视化的方式和手

段呈现学习者的国别语别、语言水平、认知偏好等信息，再借助知识图谱和自适应

学习技术推送更符合学习者发展需要的语言学习资源。值得庆幸的是，目前的智能

技术还无法取代教师创造新的教学模式。智能机器已经帮助教师从烦琐、机械的工

作中解放出来，教师更应该投身于教学设计这类创造性工作中，力避语言教学过程

异化为照本宣科、步调统一，而应该充分彰显教学法的智慧和艺术，按需组合慕课、

微课、智能导学系统、教育元宇宙等多种教学资源，以及运用协作、探究等多种教

学策略来帮助学习者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获得个性化的成长。 

3.3.3. 转变教师角色 

ChatGPT的介入也给国际中文教师的数字胜任力（Digital Competence）提出

更高要求。为了不被人工智能所“取代”，中文教师需要及时转变身份角色，不再将

自己视作中文课堂的权威和知识传授的唯一渠道，而应成为学生建构和联通知识的

引导者、促进者和陪伴者。面对强大的智能技术，如何让其更好地为教学服务，这

需要教师不断提升其数字素养（Digital Literacy）：一为，树立运用人工智能技术

来协同语言教学的意识；二为，主动了解和学习人工智能技术知识，特别是人工智

能技术和语言教学如何整合等方面的知识；三为，训练运用智能技术来提升其教学

效率的能力，并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来减轻其事务性的工作负担，帮助其继而投身科

学研究工作；四为，明确人工智能的伦理道德边界，不误用、滥用智能技术。最终，

中文教师应该能够驾驭智能技术，并与机器建立和合共生的协作关系。 

3.3.4. 引导科学使用 

教师应该正确引导学习者科学、合理地使用人工智能产品。首先，建章立制，

即在日常教学中，教师应制定相应的课堂规则，帮助学生体会哪些学习行为“可为”，

对于使用智能技术作弊的学生应该进行严肃的批评，并言明如此的后果。其次，调

整策略，即教师可以采用翻转课堂的教学策略，将语言知识建构任务翻转到课外，

将语言技能操练任务留存在课内，从而有效监督学生不使用ChatGPT来完成作业。

再次，正确示范，即教师可以发挥榜样的力量，在班级中找出合理使用ChatGPT来

辅助学习中文的学生，让他们来分享自己的语言学习经验，从而为其他学生提供正

面激励。最后，注重辨伪，即教师可以明确指出ChatGPT反馈内容中的错漏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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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可以削弱学生对智能产品的依赖心理，巩固自身主导地位，还可以帮助学生培

养元认知能力。 

3.3.5. 优化学习评价 

实际上，ChatGPT带来的抄袭作弊和学业诚信问题是最令教育界担忧的问题之

一，因此传统的评价机制面临挑战，注重答案正确与否的学习评价将无法科学评估

学习者中文水平，评价的内容和方式都亟待改革。因此，应注重发挥评价的导向功

能，评价内容应该从“是否知道”的知识性测试，转变为“能否运用”的“知识+技能+ 

思维+ 素养”的综合性评价。在中文考试中，可以适当增加说写类主观题的比重，

并减少原有试卷中词语排序、读后缩写等题型的占比，增加记叙文、议论文等更具

开放性的测试题。日常测试可以用讨论、汇报、分享等代替选择、填空；写作技能

操练时不仅关注语篇中的偏误，更应训练学生拟写提纲、复查修改的能力，从而引

导学生懂得“思考比知道更重要”。 

4. 结语 

综上所述，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 ChatGPT是一种尤为重要的技术发明，在提高

教师教学质量及学生的学习方面都起着巨大作用。虽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 ChatGPT

不是一种能够完全代替教师授课的工具，但人们完全可以将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

ChatGPT 看作是一种辅助工具加以使用,可帮助教师节约一些时间，使教师授课时的

效果最大化，为学生营造一个高质量而且行之有效的学习环境。此外，我们在使用

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 ChatGPT 的同时还应该结合教师传统的引导式讲解及教学方法，

以确保学生的学习效果。正因如此，本文从 ChatGPT 的概念内涵、在中文教学中的

可执行的任务进行深入分析了 ChatGPT 在赋能中文教、学两大场景时的应用价值：

ChatGPT 可以提升中文教学的辅助生成教学材料，生成练习题及测试题，辅助翻译

过程, 辅助缩减文本材料，辅助生成 PPT 文件，生成教案，辅助教师解答问句，建

立各小组式教学活动。以此同时，在阐述有效地拓展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 ChatGPT

的定式下，本文剖析了 ChatGPT 背后隐含的“二化”局限性：一为，能产生错误的信

息或不准确的内容，这会影响其在实际应用中的可靠性和用户体验，二为，以“人工

标注”为辅助的“机器学习”，通过二者的结合，提高了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智能化与精

确性。但是，这也使得算法偏见的概率急剧增加。最终，在中文教育数字化转型的

宏观视域下，针对 ChatGPT 合理、科学地融入中文教育生态，本文提出了重塑教育

主体、创新教学模式、转变教师角色、引导科学使用、优化学习评价的五条发展策

略，希望着为中文教学提供一定的参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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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advent of ChatGPT, there has been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education and 

academia. This platform, with its ability to generate content and provide detailed responses, has 

opened up a new field of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s in teaching and learning. ChatGPT offers 

educators useful tools such as creating assessment questions, providing teaching materials, 

suggesting teaching ideas, and drafting lectures. First of all,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exploring the 

corresponding help provided by various applications of ChatGPT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ols to teachers in the process of Chinese teaching and lesson plan design. Secondly, it puts 

forward various precautions when using ChatGPT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ols and some 

limitations of using this tool. Finally, it proposes five strategies for Chinese teaching to achieve 

scientific change based on ChatGPT, to help it build a smart education ecology of “Human-

computer collaboration” and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ducation. 

Keywords: ChatGPT;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educational informatization;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