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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tGPT热潮下的高校教育教学改革*

钟秉林

摘　要：在高等教育教学领域，ChatGPT的应用影响深远，有人

认为可能会引发高等教育教学全局性甚至颠覆性的重塑，亦有人对此

智能工具的使用持否定态度。客观地认识ChatGPT的优势与问题，分

析、研判并主动应对其在高等教育教学领域可能带来的变革，对于高

等教育人才培养和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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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 OpenAI 公司开发的人工智能工具，ChatGPT（Chat 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使用一种名为“Transformer”的人工神经网

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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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ChatGPT友好的交互性和超强的学习能力，该技术推出仅两个

月，用户便达到了1个亿，在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领域都造成了

很大的影响乃至冲击，大有盖过近年兴起的“元宇宙”风头之势，引起

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热议。在高等教育教学领域，ChatGPT的应用

影响深远，有人认为可能会引发高等教育教学全局性甚至颠覆性的重

塑，亦有人对此智能工具的使用持否定态度。客观地认识ChatGPT的优

势与问题，分析、研判并主动应对其在高等教育教学领域可能带来的变

革，对于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和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　本文原载《重庆高教研究》2023 年第 3 期，征得原刊编辑部同意在本刊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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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识变：ChatGPT的优势与问题

美国高等教育信息化协会《2022 地平线报告（教与学版）》总结了

人工智能在高等教育领域的新应用，包括基于人工智能的学习分析和

学习工具、线上线下混合学习空间和学习模式、微证书认证的流行和

线上教学的专业化等。作为功能更加强大的人工智能工具，ChatGPT

能够有效地提高教学质量，其功用和应用潜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一是可以根据学生的需求为其创建定制的学习计划和学习内容，

有助于学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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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创建测验和学习指

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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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他们更好地专注于学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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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的薄弱

点，对学习计划进行相应调整，改善学习效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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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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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新事物和新技术的影响往往是有利有弊的，ChatGPT 也可

能对高等教育教学产生负面影响：一是信息不准确的风险。ChatGPT

生成的文本内容可能存在事实性错误、知识盲区、概念误用甚至捏造

信息等，尤其涉及某些前沿领域和高深知识，ChatGPT 的错误率较高，

这些不准确的信息若不加甄别，会对学生产生严重误导。二是缺乏对

人际互动和同理心的培养。ChatGPT 的广泛运用可能会限制教师和学

生之间的人际互动，若学生习惯于使用 ChatGP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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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缺乏对创造力和批判性思维的养成。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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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学生过度依赖 ChatGPT 等新技术来寻求答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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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可能对现有的考试评价制度造成冲击。目前，美国部

分大学生使用 ChatGPT 写作业和论文，由此导致了严重的知识产权和

学术诚信问题，纽约大学部分课程的教学大纲已明确把使用AI 视为作

弊行为，香港大学也明令在教学中禁用 ChatGPT 等 AI 工具。

二、应变：高等教育教学变革的五个维度

面对 ChatGPT 所带来的挑战，高等教育教学既要发挥好 ChatGPT

等新技术带来的潜在优势，也要秉持教育初心，坚持立德树人，避免

人工智能对人的“物化”和“异化”。具体来说，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做

出变革：

（一）在价值导向方面，要始终关怀学生的发展，不要过度依赖人

工智能的发展

ChatGPT 技术虽然具有提高高等教育教学质量的潜力，但它终究

只是一个智能工具，不可能完全替代教师。高校应坚持立德树人，注

重人文关怀，重视学生情感、思维和道德品质的养成，促进学生的全

面和自由发展。同时，要引导学生树立科学的诚信观和责任感，使其

成为有自主意识、负责任的人工智能技术用户，科学适当地将人工智

能应用于学习、工作、生活和社会交往中。唯有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

才能充分发挥包括 ChatGPT 在内的人工智能新技术对学生学习和成长

的正向促进作用，而不是让新技术凌驾于学生之上，陷入“纯技术化”

的误区。

（二）在教学目标方面，要教会学生思考与创造，不能仅满足于知

识获取的便利性

正如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Karl Theodor Jaspers）所述，大学应

培养“全人”，大学教育不仅包括“知识内容的传授”，还应包括“生



未命名-1   1 2016/6/23   14:28:43

跨文化对话第 49 辑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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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启迪其自由天性”。aChatGPT

技术走向实用，为我们获取知识提供了便利，但过度依赖此技术，也

会导致学生满足于现成答案，缺乏问题意识和批判精神，助长学生求

知上的惰性。因此，高校在教学过程中应尝试创建和提供多种模式、

高阶思维的教学活动，以及其他无法通过 ChatGPT 或相关人工智能工

具完成的任务，注重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创新精神，培养学生自主

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式学习和终身学习的能力。

（三）在教师教学方面，要对学生因材施教，不要止步于智能化和

个性化的推送

ChatGPT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根据学生的问答进行知识的智能

化和个性化推送，但这并不是最理想的教学方式。教师应根据学生的

具体情况开展因材施教、教书育人，要善于了解每个学生的特点和

个性，有针对性地开展教学活动和课外实践活动，成为学生学业进

步、人格发展的“引路人”，这是机器所无法替代的。而如果过度依

赖 ChatGPT 技术，则可能出现采用同一种算法、同一个对象的“常模”

来开展教学活动的现象，这未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一刀切”，难以真

正激发学生的潜能，也不利于引导学生深入思考和探究，反而有可能

剥夺学生的思维训练和创造力发展的空间。

（四）在学生学习方面，要训练批判性思维，不要满足于算法推送

的现成答案

ChatGPT 的语料库中存储了大量信息和知识，并能根据学生的个

性化需要推送丰富的学习资源，但这并不意味着学生可以轻易获得正

确的答案。从积极的方面看，学生通过ChatGPT 可以了解到不同的

信息和观点，有更多的机会挑战和反思自己的成见，在这一过程中对

自己的知识体系查缺补漏，形成个人的独到见解。从消极的方面看，

a　〔德〕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Theodor Jaspers）：《什么是教育》，邹进译，北京：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199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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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tGPT 存储的信息良莠不齐，所生成的答案仍有较高的错误率，而

算法主导下的精准推送又让这些错误答案更具欺骗性，学生更容易被

错误答案误导。因此，批判性思维能力对于学生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

在一个信息急剧膨胀的社会中，这种能力可以帮助他们去伪存真，抓

住问题的本质，做出明智的决策。

（五）在考试评价方面，要创新评价理念和考试的内容与方法，不

要将新技术拒之门外

在 ChatGPT 等技术的影响下，人类在知识记忆和复现方面的表现

已不如人工智能。高校应摈弃现有考试评价中侧重知识记忆和复现的

传统，引入多维度的考试评价标准，注重考查学生在批判性思维和创

新性思维等方面的综合能力。在考试方法方面，面对ChatGPT 技术运

用中可能出现的学术诚信和科技伦理问题，在 ChatGPT 等类似技术正

在整合搜索引擎的当下，禁止学生使用人工智能进行论文创作的可行

性存疑。要引导学生以合乎道德规范和富有成效的方式去使用它们，

通过制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教师教学、学生学习和考试评价的各类

教学规范与标准，充分释放人工智能给教学带来的技术红利。

三、展望：高等教育教学向何处去

ChatGPT 的诞生及其初步应用，表现出自然语言的大模型已经具

备了面向通用人工智能的一些特征，在众多行业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

潜力。尽管 ChatGPT 存在着潜在风险，但与之相似的人工智能技术发

展和广泛运用已是大势所趋。新技术的运用给高等教育教学带来了新

的挑战，在课程设计、教学模式、师生关系、考试评价，乃至教学组

织形态和管理体制机制等方面都可能出现重大变革，故而有人担心随

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新技术将以“役物”的方式去“役人”，导致人的

“物化”。

然而，纵观历史，新技术并不会成为高等教育教学发展的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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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地，高等教育教学的进步正是受益于新技术和新工具的运用。从

文艺复兴时代的百科全书到互联网时代的搜索引擎，大学在保护、传

承和创新知识方面的能力大幅提升，人才培养的基本功能得以充分发

挥。面对以 ChatGPT 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新技术带来的新挑战，我们要

坚持以人为本的教育初心，保持敏锐的目光和理性的态度，密切跟踪

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融合的发展趋势，通过多样化的实践探索，不断

改善和提升高等教育教学质量和效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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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人类进一步释放想象力

和创造力的新起点，成为增进人类福祉和国家繁荣昌盛的新基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