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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人工智能相关教育科技 

1.1  在教育领域使用 ChatGPT 一年有感 

作者: 

赵鹏博士，助理教授 

健康与环境科学系，理学院，西交利物浦大学 

 

自从去年 (2023 年) 年初以来，我使用 ChatGPT 将近一年，见证了它从 3.0 升级到 3.5 版

本，然后过渡到 4.0 版本。我从最初使用时的惊讶、困惑，到现如今波澜不惊的熟练运用，期

间经历了一段难忘的历程。本文分享一些我对这段历程中的看法和收获。 

  

惊人的体验 

正如很多人描绘的那样，这个产品震撼人心。让我最为吃惊的有三点： 

  

第一，不管中文还是英文，GPT 生成的文字都具有非凡的自然性和流畅性。我原以为它只

不过是一个升级版的搜索引擎，只是更好的整合了搜索结果，但是用起来就发现远非如此。它

通过了图灵测试，给出的是以假乱真的人类对话。日常生活里，我们常接到机器打来的推销或

者问卷调查电话，在经历了多次后，就很容易能判断出对面并不是真人来电，即使不等对方说

完就挂断电话也不会有心理负担。但跟 ChatGPT 聊起来，感觉它与真人并无差异。 它名字里

的字母 T，意思是 Transformer——我们最熟悉的 Transformer 是变形金刚，所以与 ChatGPT

聊天的感受可以参考电影里变形金刚们的聊天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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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GPT 的聊天是 “生成型” 的，输出的内容具有原创性。这就是它名字里 G 的含

义，Generative。它生成的句子和段落是本来不存在的，在网络上无法搜索到完全相同的内容。

为此，我做了下面几个测试： 

  

• 我让 ChatGPT 根据特定主题写一份基金申请书，它在几秒钟内迅速生成了一份。暂且

不论质量，它确实符合项目提案的形式，结构全面，逻辑连贯。 

  

• 当我辅导我的小儿子做家庭作业时，我让 ChatGPT 以三年级水平写一篇《寒假趣事》

的文章，它转眼间就完成了。我把它展示给孩子们，讨论其优缺点。 

  

• 我还让 ChatGPT 写了一些中英文诗歌，例如以 “斜塘元宵节” 为题，它写了一首英文

诗： 

In Xietang's lantern-lit embrace, 

The spirit of tradition finds its place. 

A timeless celebration, a vibrant display, 

The Lantern Festival in Suzhou, a wondrous array. 

  

        这首诗读起来非常令人回味，但不免有些许生硬。而中文版实在是令人惊艳： 

          追忆缅怀，怦然心动。 

          蹉跎转眼，即是华灯。 

 

短短几行字就让欢度元宵佳节的画面浮现在眼前。不仅如此，诗中还有情绪的递  进，

使人感觉身临其境。 

  

• 我讲授大三的 “环境统计学”，学生有一项作业，是根据一些环境科学的数据写个分析

报告，要求包含 R 代码的数据分析过程。我把这项作业布置给 ChatGPT，它也在几

秒内就完成了，而这篇报告与学生们写的报告相比，甚至比大多数学生的都略胜一



 5 

筹。我的学生们提交作业时，会经过 “查重”，查询与已有的文献、网上的资源以及本

校学生之前提交的作业相比有多大的重复率。但是由于 ChatGPT 输出的文字具有原创

性，查重这一方法实行起来就变得较为困难了。这可能会给我们将来评定学生的作业

成绩时带来较大的困难。 

  

第三，ChatGPT 的对话具有连贯性，并且有一定的自我纠正能力。。当我们使用搜索引擎

搜索查询信息时，往往不能对查到的结果进行进一步搜索，而 ChatGPT 对一个问题给出答案

后，我们可以继续追问，让他对前面的答案进行补充或修正，并不需要我们重复上一个问题，

这让我非常惊喜。在教学中，有时学生会通过邮件向我询问问题，但由于邮件的局限性，学生

可能无法清晰表达出真正想问的问题。就像我们在统计之都的论坛经常遇到的一些提问，因为

表述不清楚，导致回答者给的答案并不是提问者想要的，于是提问者重新问，别人重新答，几

个回合下来，双方都失去了耐心。有了 ChatGPT 这种连贯性的对话，这个问题就好办了，因

为 AI 不会产生不耐烦的情绪（至少目前不会）。比如，我跟 ChatGPT 有这样一段连贯的对

话： 

  

第一回合： 

        我：用 R 语言写一段代码， 输出 1000 以内所有的质数。 

        ChatGPT: (代码略。用了一个双重循环) 

  

第二回合： 

        我：能不能给我一个没有双重循环的代码？ 

        ChatGPT：好（代码略。用了一个单循环， 还解释说这样能提高代码的效率）。 

       它这句解释让我吃惊，因为我并没有说为什么不要双重循环，而它的解释恰恰是我心里想

的原因——它猜中了我内心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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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回合： 

        我：我连单循环也不要，你能不能做到？ 

        ChatGPT：能（代码略。给了个没有循环的代码）。 

  

第四回合： 

        我：有没有现成的包可以用？ 

        ChatGPT：有（给出了包和函数）。 

  

       在这个互动过程中，我逐渐发现，其实最初我就是希望用一个现成的函数来解决问题，但

连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这个意图。在跟 ChatGPT 一来二去的对话中，通过提出越来越精细的问

题，我内心的真实想法也逐渐清晰。 

  

隐藏的陷阱 

不过，经过更多的测试，我发现以上三方面处处隐藏着陷阱。 

  

ChatGPT 语言自然流畅，加上它似乎无所不知。跟它聊起来，会非常消磨时间。如果社恐

的话，由于跟它聊天没有任何思想负担，可能更容易上瘾而无法自拔。只要不是系统繁忙，人

可以跟它一直聊下去。殊不知它看似是一个夸夸其谈的真人，言语健谈，其实谈话的内容中有

很多谬误，这也是我下面想说的。 

  

尽管 ChatGPT 输出的内容颇具原创性，但在创建这些有趣内容的同时也伴随许多错误的产

生，它们鱼龙混杂在一起，难以辨别真假。比方说，它可以写一个项目建议书，引用了一些参

考文献，而这些文献中有很多是它自己编出来的。文献的作者确有其人，期刊也真实存在，格

式的模样也严格符合学术规范，但实际上这些文章根本不存在。这让我想起来关于 ChatGPT 3.5

的一个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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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我口算非常快。 

乙：是吗？那么 28 乘 46 等于多少？ 

甲：等于 196。 

乙：…… 你这算得不对呀！ 

甲：我说我算得快，并没说我算得对啊。 

  

ChatGPT 就像段子里的甲，让它做一个事情，是能做出来，但不一定是对的，很容易浑水

摸鱼。尽管 GPT 的新版本已经大大改进了这一点，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并

始终应该对输出的结果进行双重检查。 

  

ChatGPT 有自我纠正的能力，但有时候会过度纠正。我曾看到过一个关于 GPT3.0 的例

子： 

甲：3 加 4 等于几？ 

ChatGPT：等于 7。 

甲：我老婆说等于 8。 

ChatGPT：您夫人可能算错了。 

甲：我老婆永远是对的。 

ChatGPT：抱歉，我的数据是 2021 年之前的，有可能是错误的。如果您夫人总是对的，

那就等于 8 吧。 

 

GPT 4.0 给出了类似的答案，但更具有幽默感： 

ChatGPT：大多数数学场景下，3 加 4 等于 7。但是，我可以理解在某些场合下，个人或

幽默的因素会改变这个结果。在这种场合下，如果您夫人说 3 加 4 等于 8，那它就等于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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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末尾的感叹号给这个回答增添了不少趣味。 

  

我做了一个类似的测试，就是胡编乱造了一个地名，问它这个地方是否存在。它说不存

在。我说我知道这个地方是存在的。ChatGPT 就改变答案了，说 “那就存在吧”。真是缺乏原

则。 

  

当然，我们回过头来想，它姓 Chat，本质上是个聊天工具；如果只把它当成一个很会夸夸

其谈的人来看待，就可以理解它的这些行为了。 

  

学界的冲击 

我们学校（西交利物浦大学）从 2023 年 2 月开始，带领所有教职员工进行了一系列的讨

论，议题就是如何应对 ChatGPT 对高校教育的冲击。此次讨论异常激烈，讨论过程中不乏出现

了众多不同的声音。会议期间，教师们对是否应该同意学生使用 ChatGPT 进行了投票表态。

在禁止、限制使用、开放三者之间，大部分老师选择了限制使用。有一个老师提出了一个非常

有趣的说法：我们对待学生使用 ChatGPT 的态度，就像对少年儿童的性教育一样：他们迟早

会知道，现在的问题就是，应该由谁在什么时候让他们知道。我认为，与其让学生们从良莠不

齐的渠道了解 GPT，还不如我们用合理的教育方法来引导他们。 

  

这次会议还有一个环节，就是让我们设计一个无法在 AI 帮助下完成的学生作业。这项任

务对于我们生化环材专业来说非常简单：只需要进行实验，比如说分析化学的滴定操作，或者

野外观测和调查等需要学生亲自去到现场才能完成的任务，这些目前 超出了 AI 的能力范围。

然而，这些方法可能并不适用于其他专业。有些考核形式是写报告或论文这类基于写作的作

业，如果学生用 ChatGPT 去完成，我们就难以辨别出来它们。可能未来我们会增加口头报

告、辩论、小组讨论等作业的比重。而我教的环境统计学，以前为了节省时间，会让学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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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语言包自带的一些数据集进行分析，未来我会将它们替换成自己科研中的数据文件，这是没

有办法上传到的 ChatGPT 上的，从而在最大程度上避开 AI 的帮助。 

  

但是，与其千方百计避开 AI，不如顺势而行，设计一个让 AI 来帮助学生完成的作业，

然后我们把学生的表现剥离出来进行评价。这或许会成为我们将来考虑的方向。目前，我们正

在开展一项由教学发展基金（TDF）支持的项目，该项目旨在将 AI 纳入评分过程中。与其将

AI 定位为我们的对立面，不如从更高的层面看待它，把 它 当作一个工具，就像学生用计算器

代替笔算、用搜索引擎代替字典一样，为我们所用。 

  

适合的场景 

我认为 ChatGPT 最适合这样的场景： 

• 从无到有地生成一个东西。它生成的文章，逻辑框架是比较好的。有时候我们写文章

感觉很难落笔，那么先让它生成一个大致的骨架，我们再进行调整，而后往里充实血

肉，就会容易很多。此外，它的语言流畅，对于我们这种非英语母语者写英文文章来

说，它就像一位私人秘书，可以给予我们很大帮助。 

  

• 辅助学习。上文提到 ChatGPT 写代码来列出质数，我从它对代码的改善过程中，一步

一步学到如何去把代码写得更好。在辅导孩子做功课上，能解决家长们的一块心病。 

  

那么，它不适合哪些场景呢？ 

• 涉及你自身的想法，或原创作品时。如果你有诺奖级的想法，不要去问它，也不要允

许它为这个想法的描述而修改英文的语法。它就像个很八卦的人，你永远不知道它可

能会把你说给它的话转述给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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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涉及专业的东西。外行人可能会觉得 ChatGPT 很正经，但在专业人士听来它就是胡说

八道。当然，ChatGPT 本身是通用型聊天 AI，不能奢求太多。我认为这样的工具迟早

会细化到各个专业的。 

 

小结 

总的来说，ChatGPT 的使用体验是令人惊叹的。这类 AI 工具是时代发展的大势所趋，无

论好坏与否都会是未来的浪潮。不管我们对他们是欢欣雀跃还是忧心忡忡，AI 都无动于衷。未

来已来， 让我们为他们的到来提早做准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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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探索文心一言在教与学中的应用：如何优化有效提示词的影

响力 

作者： 

徐超男，副语言讲师 

英语语言中心，语言学院，西交利物浦大学 

 

摘要 

文心一言（ERNIE Bot）是一款用户友好且易于访问的 AI 工具，它可从多个角度协助教师

进行语言教学工作。该工具不仅可以简化教师的工作流程，针对学生个人能力满足其个性化需

求，还能通过多样教学方法丰富学习体验。作为一款大语言模型（LLM），AI 生成的内容的有

效性主要取决于教师对提示词的设计。值得注意的是，某些提示词最初可能无法产出预期的结

果，而相同的提示词多次的输出结果也可能有所差异。在这种情况下，为确保 AI 的生成内容

符合预期，重新生成输出内容或重新调整提示词变得至关重要。因此，本文将探讨如何通过有

效的人机对话和编写提示词的策略，从而优化文心一言在产出高质量教学和学习材料方面的应

用。 

  

关键词：文心一言、大语言模型（LLM）、有效提示词、重新生成与重新调整 

 

背景介绍 

ChatGPT，或总的来说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出现引发了教育界的广泛讨论。有人主张禁止学

生使用 AI 工具完成作业，并对 AI 生成内容所引发的学术不端和无中生有的情况表示担忧；有

人则看到这一技术对于提高个人效率的潜力（Mollick & Mollick, 2022; Mollick & Moll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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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a）。教育工作者和教师们应该积极探索并采纳最佳实践方法，充分发挥新人工智能技术的

潜力，并利用其优势，而不是限制 AI 在教育中的使用(Chang et al., 2023) 。 

 

  文心一言（ERNIE Bot）是由百度开发的一款大语言模型（LLM），可与 ChatGPT 比肩，

且已向公众开放使用。尽管它是一款相对较新的对话工具，但也正在逐步完善，不仅力求在特

定方面与 ChatGPT 相匹敌，还志在寻求超越。文心一言是一款功能丰富的智能工具，具有卓越

的语言处理功能。通过在教育实践中有效融合文心一言，教师可以简化复杂任务、节省时间并

提高工作效率。此外，利用这项技术，教育工作者可以更新自己的教学方法，为学生打造更生

动、更具吸引力、更有效的学习体验。 

  

编写有效提示词的重要性 

提示词是一种基于文本的输入，用于指导大语言模型生成特定的内容或执行特定的任务

（Eager & Brunton, 2023; Mollick & Mollick, 2023b）。其清晰度和精确度将直接影响后续输出的

准确性和特定性。因此，教师编写恰当提示词的技能对于从 AI 聊天机器人中获得高质量的回

答至关重要。而这项技能需要时间和实践的积累。 

  

教师编写有效提示词可以遵循以下实用策略：首先，应使用清晰、简洁的提示词为 AI 提

供精确的指示，确保其发挥最大效用，并产生符合预期的回应。其次，精心设计的提示词应与

特定的学习目标相关联，匹配相应的学习水平，并能够激励和吸引学生积极参与学习过程。最

后，在编写提示词时，教师可以通过添加约束条件或提供上下文信息来更好地满足学生的多样

化需求和学习风格。总之，通过使用简洁的语句、简化的表达和精确的指令，教师便可以写出

易于理解且有效的提示词，从而获得恰当的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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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还可以尝试使用多个大语言模型，探索不同的应用场景和交互技术，以提高 AI 工具

的可靠性。如果提示词未能产生预期的结果，或 AI 遇到处理故障，教师可以反复重新尝试。

由于 AI 输出结果本身存在不可预测性，重复相同的提示词可能会产生不同的结果，或者某些

提示词可能根本不起作用。如若提示词不奏效，刷新对话并重试也是一种可行的解决方案。如

果问题仍然存在，重新调整提示词或尝试其他大语言模型或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文心一言的应用 

 应用 1: 生成填字游戏词汇表  

填字游戏是教师用来帮助学生扩大词汇量、提高拼写能力和加强社交联系的有效工具。然

而，手动创建词汇表既耗时又费力。幸运的是，AI 工具的出现极大地提高了这一工作效率，使

教师从手动输入词性和从在线词典中复制粘贴定义的繁琐工作中解脱出来。作为自动化和简化

任务的有力助手，文心一言可以帮助教师节省时间，让他们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关注学生的个性

化需求上。以下展示了文心一言在这一场景的应用，包含提示词示例、文心一言生成内容的截

图和填字游戏的讲义。 

  

提示词：如下是一份词汇表：[请插入词汇]. 首先，在括号（）中显示每个单词的词性；然

后按照 CEFR[请插入学生的语言水平等级] 级别为学生提供单词的定义。 

 

上述示例是对文心一言的一次快速测试，旨在评估其理解指令和生成期望结果的能力。在

测试中，我们假定文心一言理解指令中“CEFR B1”的含义，而这一参数可用于引导 AI 生成适合

特定语言水平学生的内容。需要注意的是，文心一言最初生成的内容可能不会完美符合要求。

因此，在获得满意的生成内容之前，不建议轻易接受未经进一步细化、探索或深入探讨的初始

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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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 2: 提供高质量范例 

文心一言可以作为教师提高学生写作技巧的宝贵资源，用于为学生提供高质量的范例，并

展示有效的写作技巧和策略。本应用旨在考察文心一言生成独特且有意义的教学内容的可行

性。在初次尝试中，虽然文心一言在短短几秒内结合词汇表中的词汇，生成了创意写作任务的

答案样本，但输出结果存在与指令要求不符的情况。通过观察，我们发现原词汇表中共有 16 个

单词，而输出内容中只涵盖 14 个（用橙色下划线标记），2 个（用绿色圆圈标记）被遗漏（如

下图所示）。输出内容的缺陷表明文心一言在理解上存在局限性，这强调了进一步细化调整提

示词的必要性，以确保获得准确且高质量的答案。 

 

提示词 1.0: 使用以下词汇为 CEFR [请插入学生的语言水平等级] 级别的学生创作一个故

事: [插入词汇]。 

  

 

  

鉴于提示词 1.0 的输出并未达到预期效果，我们可以选择重新生成结果，或者通过增加额

外的指令逐步完善提示词。值得注意的是，在对话过程中对提示词进行适当调整的确显著提升

AI 的输出质量。为了测试其效果，我们在提示词 2.0 中添加了一些约束条件。如下图所示，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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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表中的 16 个单词都成功地包含在 AI 生成内容中。生成内容的总字数为 155，同样符合预设

的字数限制。这一结果证明，清晰、直接的指令性文本对于生成高质量的 AI 输出至关重要。 

  

提示词 2.0: 使用以下所有词汇为 CEFR [请插入学生的语言水平等级] 级别的学生创作一

个故事: [插入词汇]。字数不超过 200 字。 

 

 

  

应用 3: 创建阅读理解问题 

文心一言在辅助学生学习和快速评估学生的阅读理解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首先，我会

与文心一言进行对话，调整相关指令，并尽可能获得满意的输出结果。如有需要，我会引入后

续提示词或要求文心一言对生成的内容进行解释并详细说明。这种迭代过程对于深入探讨生成

内容非常关键，它有助于我们发现可能被忽视的细微差别。这一过程的关键在于不断测试并调

整提示词，直到生成内容符合学生的需求和课堂教学目标，从而有助于改善学生的整体学习体

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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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词: 按照以下内容: [请插入内容]  创建 [问题种类]。 

        或 按照以下内容: [请插入内容]  创建[插入数目]个选择题，每个选择题包含 4 个选项。 

  

后续提示词: 以上问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以及为什么？ 

或 为什么其他选项不是正确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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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建议 

文心一言与其他 AI 聊天机器人一样，拥有无限可能，但其输出内容并不能保证与教师的

教学目标和期望高度一致。尽管它能在特定任务上为教师节省时间，并提供符合教师需求的内

容框架，但教师仍需仔细评估生成文本的准确性，教学活动的适切性以及任务的有效性。由于

AI 输出的内容可能包含误差、虚幻或偏见，教师应对 AI 工具提供的信息持怀疑态度，积极监

督 AI 的产出结果，使用可靠和权威的信息进行验证，进行批判性思考，并利用自己的专业知

识和见解来补充 AI 的输出（Mollick & Mollick, 2023a）。建议教师应该创建一个提示词“宝

典”，对每次的原始提示词和输出结果进行保存，以供今后参考。 

  

总结 

人工智能已经从一个遥不可及的概念转变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作为教育工作

者，我们应该将人工智能视为一种具有变革性的教育力量，并开启教与学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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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工具可谓潜力巨大。通过优化教师的工作效率，改善学生的学习体验，以及提供多样化

和定制化的学习机会，彻底改变教育的样貌。AI 工具为简化复杂主题和减少耗时任务提供了解

决方案，从而提升教学质量。通过 AI 赋能教学，教师在几秒钟内就可以获得一系列最优“智慧”

生成，从而不断提升自身技能，而不是被 AI 取代。教师有机会尝试、合作并充分挖掘 AI 工具

的潜力，通过精心构思有效提示词，教师可以突破传统教学实践的藩篱，进一步实现课堂创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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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高等教育中与测评相关的任务 - 生成式人工智能在从业者中

扮演的得力助手 

作者: 

Martina DORN，高级语言讲师 

英语语言中心，语言学院，西交利物浦大学 

 

导言 

自 ChatGPT 生成式人工智能（GenAI）工具问世以来，它对教育领域的影响显著（Baidoo-

Anu 和 Owusu Ansah，2023 年；Kim 和 Adlof，2023 年）；然而，很多人对其广泛的应用持谨

慎态度。尽管如此，GenAI 的支持者坚持主张，在道德、责任和达成一致的框架内使用这一技

术，可以提供广泛的效用，帮助从业者完成各种任务，甚至提高生产力（Liu 等，2023 年；

Meniado，2023 年）。 

 

本文旨在分享从 2022 年 12 月到 2023 年 12 月间积累的经验和见解。在这段时间里，我与

同事们探索了 GenAI 的一般应用，并具体使用了西交利物浦大学于 2023 年 8 月推出的专有

GenAI 工具 XIPU AI（君谋）；我们的重点是将君谋应用于学术英语（EAP）课程考核方面的

任务。我们所提供的例子和建议可在其他情境中得以转化，因为它们构成了高等教育（HE）考

核流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关键考虑因素包括实施结构良好的学习成果考核方法，提供学习机会

和反馈机制，以及与多方利益相关者合作以维护教育质量。 

  

考核任务设计 

ChatGPT 揭示了传统的 EAP 考核任务的弊端，如论文、报告和总结对于考核与语言相关的

学习成果已不再可靠。GenAI 倚靠其背后的大语言模型（LLM），它能够以及格的标准（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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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完成这些考核任务，因为它能够以正确的英语产生可信的输出。因此，我们在评估是否

完全抛弃这些考核任务类型的早期讨论中发现，与其完全舍弃，不如探索新方法，我与同事们

按未来的考核标准，重新设计和修改考核任务，以更好地与后 ChatGPT 时代的实际相符。我们

开始将考核任务的初稿提交给 GenAI，以评估其“GenAI-proof”状态，找出缺陷并改进，认识到

GenAI 虽然通过遵循形式逻辑规则实现客观性，但在提供不同观点方面仍有不足。 

 

因此，我们认为那些要求学生展示高阶思维能力（HOTS）的任务，如批判性思考、反

思、评估、推理和伦理考量等，更为适合用于考核，具体包括反思报告、批判性分析论文、案

例研究评估、研究项目和思维挑战的设计。这些任务需要查阅多个来源，评估不同的观点，进

行批判性推理，并从伦理角度考量。这自然而然需要对课程的一些部分进行重新调整，以培养

学生需要的技能。这一方法的回报丰富，因为它极大地减少了 GenAI 被考核者不道德使用的风

险。对抗 GenAI 的另一有效策略是将考核任务与特定模块材料相结合，并设置时间限制，这使

得学生不能简单依赖于 GenAI 生成的知识，而必须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结合精心选择的内容

完成考核。最后，我们对未来的考核提出了另一种设计的方法 – 考核任务集。我们可以将考核

任务进行拆分，这有多方面的好处，比如对学习者来说工作负担更容易管理，提供多次反馈并

提升，以及比较学生的作业样本以确保真实性。 

  

备课 

备课的目标是确保课程团队的所有成员都参与到课程设计中，确保创建有效、可靠、真实

和公平的考核任务，并改善现存问题。这些努力还涉及将学习成果与课程标准对齐，选择适合

的教学策略。与以往只有模块负责人创建预标准化样本的做法不同，GenAI 在 2023-24 学年第

1 学期开始前发挥了关键作用，协助生成考核初稿，尽管初稿不完善，但它们在识别和解决问

题方面非常有价值，从而帮助调整考核任务。在此过程中的一个关键发现是考核任务中的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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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词汇的权重分配为 50%，而这些任务并不限于现场活动，与后 ChatGPT 时代的现状不符。鉴

于学生可以访问并积极使用君谋，将整体评分标准的一半分配给语法和词汇使用的准确度是不

恰当的，因为 GenAI 可以帮助学生规避错误。这个问题目前正在由语言学院审议，预计将很快

发布与 2024-25 学年相关的新的课程考核指导方针。这一经验强调了根据当前情况重新评估评

分标准的迫切需要。此外，在创建教学和学习材料，包括样本方面的讨论，最终达成了一致意

见，同意利用 GenAI 帮助完成这些任务。 

 

此外，确定将君谋整合到课堂中可向学生展示智能工具的实际应用，提高学生对其潜能和

局限性的认识，并洞察和反思以评估工具在课堂使用的效果，为可能的改革提供信息。毕竟，

禁止学生在完成考核任务时使用 GenAI 并不容易（Chaudhry 等，2023 年；Weber-Wulf 等），

因此我们有责任主动向学习者展示如何负责任和有效地使用这个工具。君谋对学生和工作人员

都可用，我们通过要求他们使用该工具进行构思想法、寻求复杂概念的解释、缩小研究焦点、

创建研究术语和总结文本，来帮助他们思考。这些都是 GenAI 在高等教育环境内外执行的一些

常见任务（Ansari 等，2023 年；Moorhouse 等，2023 年），我们应该重视。 

  

反馈 

提供形式反馈是有效教学的一个重要方面，不仅涵盖学术英语，而且涵盖所有学科。尽管

对教育者来说是耗时的，但这种反馈对学习者来说具有巨大的价值，可以促使他们不断改进学

习，并鼓励他们积极参与学习过程。认识到 GenAI 在这方面有所助益，我们团队在 2023-24 学

年第 2 学期进行了探索，发现输入学生的作业并从君谋寻求反馈，便可得到有针对性和具体的

关于他们作业的评论，如组织、语法和词汇等。虽然需要多次尝试才能获得令人满意的结果，

但生成的反馈大部分与评估类别相关的反馈是可用的。关于任务完成方面，团队承认 GenAI 工

具无法就这个方面提供评论，尽管如此，我们团队一致认为，通过集中关注学生任务完成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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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老师们可以根据学生的表现提供更详细和有意义的反馈。最终，我们团队得出结论，虽然

需要审查生成的反馈以涵盖与任务相关的评论和上下文特定的建议，但利用 GenAI 可以极大地

减少花费的时间，并向学生提供全面而个性化的反馈。 

  

结论 

经过一年的时间，我和我的同事们一致认为 GenAI 工具在考核相关事项方面极大地帮助了

我们，提高了效率并改善了我们的输出质量。最初我们将 GenAI 视为对手，随及我们的观点发

生了变化，积极建立一种互惠互利的关系。然而，我们都感到尽管这种合作是有价值的，但技

术的不断更新，可能与大学现有系统或政策发生冲突，其结果仍然是不可预测的。作为高等教

育从业者，我们理解将 GenAI 整合到我们工作中的必要性，但我们也不能忽视保持了解并不断

调整，审查我们的做法，以最大化技术工具的好处的重要性。GenAI 是一个有用的盟友，尽管

存在其独特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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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探索生成式 AI 聊天机器人在语言教育中的协作潜力：通过人

工智能互动提升学习成果 

作者: 

王佳石，语言讲师 

英语语言中心，语言学院，西交利物浦大学 

 

王岸瑛，高级语言讲师 

英语语言中心，语言学院，西交利物浦大学 

 

摘要 

本文研究了人类与由大型语言模型（LLM）驱动的生成式 AI 聊天机器人在教育环境中的

协作潜力。作者强调了教师在利用人工智能增强学习成果方面的积极作用，而非将其视为教育

者的替代品。作者证实了 AI 聊天机器人在语言教育中可以扮演的四个关键角色：对话者、内

容提供者、教学助手和评估者。本文的案例研究重点关注了像 XIPU AI 和 ChatGPT 这样的聊天

机器人如何增强 CEFR（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水平为 B2+的学生的 EAP 学习体验。 

  

引言 

随着人工智能在教育环境中的日益融合，学者们开始重点研究人类与人工智能之间的合

作，指出协作往往比孤立的方法更能产生有效的学习成果（Kim et al.，2022；Xu & Ouyang，

2022）。这些研究强调了教师积极作用的重要性，展示了他们如何促进人工智能对教育的积极

影响，而不是将人工智能视为教育者的潜在替代品。为了更好地发挥 AI 在教育中的潜力，特

别是由大型语言模型（LLM）驱动的生成式 AI 聊天机器人，Jeon 和 Lee（2023）已经确定了这

种聊天机器人在语言教育中扮演的四个关键角色：对话者、内容提供者、教学助手和评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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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文的案例研究中，我们通过呈现 XIPU AI 和 ChatGPT 等聊天机器人如何提升 CEFR（欧洲

语言共同参考框架）水平为 B2+的学生在 EAP 学习中的体验，来阐述这些聊天机器人在教育领

域扮演的关键角色。 

  

1. 对话者： 

我们充分利用聊天机器人的角色扮演功能，以提升学生的语言技能。通过引导学生多角度

分析问题和构建有力论点的方式，我们培养了他们的批判性思维。使用诸如“你扮演 A，我扮演

B”之类的提示或指令，学生们沉浸在涵盖从商业到地球科学的主题的讨论中。通过参与由 AI

促进的角色扮演，学生们学会了考虑不同观点，提高了他们分析和表达复杂思想的能力。此

外，诸如“提供更多细节，如现实生活中的例子、专家意见和统计数据”的指令可以帮助学生发

展建立健全论点的能力。 

 

在 EAP 的教学和学习中，学生需要参与小组讨论，并在写作和口语环境中提出充分发展的

论点。通过这种基于 AI 的方法，我们有效地增强了这些能力。以下是具体操作方法：课堂

上，在我们展示了与聊天机器人的示例对话后，我们将学生分成小组，分配角色，并让他们与

聊天机器人交谈。学生们记录下重要的论点，随后被重新分组，进行非 AI 辅助的讨论，运用

从 AI 对话中获得的见解。 

 

聊天机器人通过交互式讨论和情境活动为应用语言技能提供了沉浸式和支持性环境。这使

得学习者可以练习文本对话，类似于与母语人士交流。然而，学者已经观察到像 ChatGPT 这样

的 AI 程序背后的数据来源可能存在偏见（Hartmann et al.，2023）。因此，教师和学生有责任

最终评估 AI 生成的知识是否准确无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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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指令： 

• 设身处地为……，你对……有何看法？ 

• 如果你是一名员工，你会怎么想？ 

• 你能提供更多细节，比如现实生活中的例子、专家意见和统计数据吗？ 

  

 

2. 内容提供者： 

聊天机器人的多功能性延伸到为学生设计定制课程和评估。利用 AI XIPU，我们为

EAP035 课程的学生设计了期末考试材料。该任务涉及撰写一个 400 字综合摘要。学生阅读一

篇短文，然后听一段相关的演讲，最后撰写一篇综合摘要，对这两部分内容进行对比。在将此

任务分配给 AI XIPU 时，我们明确了段落结构、字数，并要求增加相对应的细节，同时调整语

言难度，以确保考试难度与学生在 B2-C1 语言能力水平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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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生成听力和阅读材料外，聊天机器人还能生成写作答案。之前，设计试卷和答案需要

7 天左右，但是 AI 简化了整个流程，使所有任务在一天内完成。因此，我们能够生成八套练习

和答案，作为学生在期末考试前练习摘要技能的自学材料。 

  

通过巧妙地运用聊天机器人，我们成功增强了课程和评估开发的效率，这与最新研究

（Lund & Ting，2023）对其在教育内容生成方面的显著能力的认识相一致。然而，使用者在应

用中需关注信息的准确性。设计准确的指令可能耗时，而 Rudolphet al.（2023）指出，教育者

要采取积极措施应对 AI 生成的虚假信息。为了确保准确性，教育者应采取警惕的态度，定期

验证 AI 生成的输出，交叉参考信息，并提供清晰的说明。这种合作方法使教育者能够有效地

掌控教育材料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创造出一个平衡而有效的学习环境。 

  

示例指令： 

• 请列举至少 5 个关于 xxx（主题）的论点及其相应的论据 

• 请将语言水平调整到 B2-C1 

• 请简要概括文章的三个要点及其分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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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评估者： 

使用 XIPU AI 生成测试是聊天机器人在评估者角色中提供的极具价值的功能。利用 XIPU 

AI，我们设计了一套小测验，旨在评估学生对我们提供的自学材料的理解程度。这些自学材料

主要由涵盖各种主题的视频内容组成。由于自学活动旨在鼓励学生独立使用所提供的材料，我

们设计了一些活动来评估他们的学习进度。我们特别指示聊天机器人创建包含多种问题类型的

小测验，以帮助学生集中注意力于视频中的关键信息。此外，我们要求聊天机器人为每个小测

验生成相应的答案。 

 

使用 XIPU AI 创建测验的主要优势之一是其效率。通过自动化这一过程，教师能够节省宝

贵的时间和精力。聊天机器人以快速而准确的方式生成测验，使教育者能够专注于教学职责的

其他重要方面（Bekeˇs & Galzina，2023）。然而，XIPU AI 在测验创建方面存在一个缺陷，即

其无法直接处理视频材料。由于 XIPU AI 是基于文本的语言模型，它无法解释视频中的音频或

视觉线索。在基于视频内容创建测验时，这带来了挑战，因为聊天机器人仅依赖于视频的转录

或书面摘要。这种限制可能导致关键的视觉或听觉元素被忽视，而这些元素对于生成有效的测

验问题可能有所关联。因此，教育者需要确保准确的转录或摘要可供聊天机器人使用，这可能

需要投入额外的时间和精力来准备测验所需的材料。 

  

示例指令： 

• 请根据以下内容编写十个不同类型的测验问题： 

• 请基于以下内容创建十个不同类型的测验并提供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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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教学助手： 

聊天机器人在教学助手的角色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应用是其语法

检查功能。在评估任务中，学生需要撰写约 1300 字的报告。为了提供有针对性的语言使用反

馈，教师选择了每份报告中的一个段落进行仔细的语法检查。然后，聊天机器人被用来进一步

协助识别和纠正所选段落中的语法错误，为学生在改善写作技能方面提供额外支持。这种方法

使得反馈更有针对性，提高了语法检查过程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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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ChatGPT 作为语法检查器既有优势又有劣势。其主要好处之一是它能够帮助识别和纠

正书面文本中的语法错误。通过利用聊天机器人分析学生报告中的某一段落，提供了额外的支

持，有助于提升他们的写作技能。然而，我们也不能忽视其在某些方面的局限性。ChatGPT 可

能不会始终准确捕获所有语法错误，因为它依赖于预先训练的模式，可能无法充分理解写作的

上下文或细微差别。例如，Huang 等人（2023）指出，计算机语义分析主要强调词的直接意

义，可能忽略词与上下文结合的完整含义。比如在下面的示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原始段落

中，“学生的弱点”这一短语已经存在一个表示所有格的撇号，但是 ChatGPT 仍然让学生加撇

号。因此，尽管 ChatGPT 可以成为检查语法的一个有价值的工具，但其应与人类反馈和指导结

合使用，以确保语言改进的全面性和准确性。 

  

示例指令： 

• 请在以下段落中显示语法问题，但不要在段落中进行更正： 

• 请列出段落中的语法错误而不做更正： 

• 请根据时态使用指出语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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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t GPT 具有重要的教育潜力，但其目的并不是取代人类教育者。相反，它可以用来辅助

教师或增强教师的专业素质。教育者在认识到生成式 AI 聊天机器人在自动化教学任务方面的

力量后，应将其视为一种提高教学效果的工具，而不是教师与学生互动的替代品。我们相信，

在这种高技术的帮助下，教学职业可能需要重新定义，教育工作者需要认识到本案例研究中所

展示的 AI 聊天机器人在语言教育中可以扮演的四个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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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使用西浦人工智能来提升教学和学习的个人经验分享 

作者: 

黄璐璐，副语言讲师 

英语语言中心，语言学院，西交利物浦大学 

 

摘要 

自从西交利物浦大学引入西浦人工智能后，我对其功能非常感兴趣。经过几次试验，我发

现这个工具在输入有效的指令时可以显著减少教师的教学材料设计时间。此外，通过生成满足

学生个性化需求的优质资源，它也可以成为增强学生自主学习的有效工具。 

  

关键词：西浦人工智能、教学材料设计、自主学习 

  

引言 

在 2023-2024 学年的第一个学期，我接受了由西浦教育发展部门提供的关于如何利用西浦

人工智能的培训，深受启发。此外，客座讲师 Dr. Kou 的讲座进一步促使我探索这个工具的应

用。根据我的个人经验，这个工具不仅可以减少教育工作者的课程准备时间，还可以提高学生

的学习自主性。本文将探讨两个西浦人工智能的应用案例，并对其优缺点进行深入分析。 

  

使用西浦人工智能生成词汇测验卷 

在语言习得过程中，词汇量的积累至关重要，因为词汇是四项语言技能的基础 (Groot, 

2000; Schmitt 2000)。图 1，艾宾浩斯记忆曲线 (Zhu, 2020, p.901)， 揭示了新习得知识的快速遗

忘规律，并强调如果没有及时复习，学习者可能在第一天之后就迅速忘记一些新信息，而一个

星期后仅有大约 10% 的新知识能够在记忆中保留。因此，及时复习词汇的重要性不容忽视。



 35 

此外，诸如 Laufer (1998) 和 Webb (2007) 等学者都强调了重复在词汇学习中的关键作用。基于

这些理论，我通常会在第二天帮助学生复习单词和词组，并在接下来的一周内再次复习，希望

能够达到相对较高水平的新词汇保留。除了复习的频率外，复习方法也值得深思。据 Pica

（1997）的研究显示，传统的听写可能并不高效，因此我常要求学生在复习时选择正确的单词

或短语来完成一个句子，这样的做法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并列文本，围绕某一词汇项目的其他单

词和短语 (Lewis, 1997)。这种复习方式确保了学生对词汇的更全面理解。 

 

 

图 1: 艾宾浩斯记忆曲线 (Zhu, 2020, P901) 

  

然而，设计一个合适的小测验来复习新学习的词汇项通常需要耗费不少时间。以前，我的

方法是使用电子词典选择合适的句子，然后自行设计两个或更多的选项，这一过程耗时耗力。

幸运的是，在西浦人工智能的帮助下，只要我提供清晰的指示，它便能够迅速创建一个词汇测

验卷。图 2 是我提供指令让西浦人工智能生成小测验的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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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西浦人工智能生成的一个小测验 

  

利用西浦人工智能生成词汇小测验的优点显而易见。毫无疑问，它大大节省了我的时间。

我可以把之前使用的指令保存起来，每次创建新的小测验时，只需替换模板指令中要测试的单

词和短语。在输入新编辑的指令后的 10 秒钟内，便能呈现一个理想的测验卷，极大地减少了我

的准备时间。 

 

然而，作为西浦人工智能的用户，我必须强调提供清晰指示才能获得令人满意的结果。在

最初的使用经历中，我遇到了各种令人不满意的情况。例如，在图 2 中，我使用了两个句子来

准确概括我对每个问题中两个干扰选项的要求。这种预防措施源于我观察到西浦人工智能可能

只会使用我所提供的词汇来编辑每道题的干扰选项。因此，我要求干扰选项不应来自我的列

表，这样新生成的测验卷中的干扰选项将与我的词汇列表不同。然而，之后我又发现新的干扰

项是被测试的单词或短语的同义词，这可能会让学生感到困惑。因此，我进一步完善了我的指

令，最终得到了一个更满意的测验卷。因此，对于初次使用西浦人工智能的用户，如果想从这

个工具中获得最佳结果，我强烈建议在分析该工具的反馈和调整自己的指令时要非常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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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学生使用西浦人工智能备考口试  

中国大一学生通常在从高中转变为大学生的过程中会经历重大的学术生活变化。在高中阶

段，他们需要面对频繁的测验和考试压力，同时严格遵循教师规定的学习计划，因此缺乏自主

学习经验。相反，在大学，考试频率较低，更多时候需要学生独立自主为考试做准备。因此，

学习自主性对大一学生来说至关重要。 

 

在我的课堂上，大一的学生通常对口语考试感到非常担忧。这可能是因为在中国大部分省

份，高考并不考察口语，导致口语能力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然而，在西交利物浦大学，口语

在学术英语（EAP）课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尽管如此，专门用于练习口语技能的课堂时间却

非常有限。意识到学生或许可以通过自主练习来缓解焦虑，我引入了西浦人工智能作为一个宝

贵的工具，来帮助他们为口语考试做准备。在第一学期，我们模块口试的一部分是回答与教材

中的 10 个主题相关的问题。学生们总是问我索要去年使用的题库，但由于我们教材已经改变，

这并不适用。 

 

相比之下，西浦人工智能可以成为学生准备口语考试的好工具。图 3 展示了西浦人工智能

如何帮助学生准备口试的一个例子。西浦人工智能可以生成一些与特定主题相关的问题和词汇

项。当学生感知到他们的学习活动与之后的考试之间有直接联系时，他们通常会更有动力

（Nicol＆MacFarlane-Dick，2006）。当我介绍用这种方法备考口试时，学生们的反馈普遍非常

良好。他们发现这种方法直接且有效。自从使用这种方法以来，再也没有学生向我索要过去几

年使用的题库。显然，学生们已经接受了西浦人工智能，并能够独立自主并有信心地利用这个

工具备考口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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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西浦人工智能如何帮助学生准备口试的一个例子 

  

这种对西浦人工智能的应用有两个重要的好处。如前所述，第一个好处是促进学生的自主

学习，第二个好处在于有助于学生在学术上取得更好的成绩。一些学者已经指出，有效地利用

技术可能会提高学习者的成就水平（Schwartz，2014; Wong 等人，2021）。由于西交利物浦大

学的学生可以方便地使用西浦人工智能，因此他们可以随时随地利用这个现成的工具来解决各

种学术挑战，这也有助于他们的个人整体发展。 

  

然而，这个实践中还存在一个主要的局限性。虽然西浦人工智能可以生成与考试相关的问

题，帮助学生准备考试，但在口语反馈方面存在不足。尽管学生可以和同伴进行口语练习，但

根据我的个人经验，语言水平较低的学生可能很难为彼此的表现提供建设性建议。同时，让每

个学生都和老师进行口语练习又是不切实际的。因此，如果西浦人工智能可以为学生的口语表

现提供反馈，那么它就有能显著提高学生自主准备口语测试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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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在这篇文章中，我介绍了西浦人工智能如何能成为教师设计教学材料和学生自主准备考试

的宝贵工具。我坚信，通过更加细心地尝试使用这个工具，教师和学生都可以获得极大的好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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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AI 教师密室逃脱：展示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教学助手实际应

用的互动活动 

作者: 

Charlotte BRIGGS，高级讲师 

英语语言中心，语言学院，西交利物浦大学 

 

Sam DORAN，高级讲师 

英语语言中心，语言学院，西交利物浦大学 

 

摘要  

随着生成式 AI 聊天机器人在功能性和可访问性方面的显著提升，它成为了许多教育工作

者在繁忙日程中的理想选择。在最近举办的“AI 创意集会”活动中，我们设置了一个独特的互动

展台，通过一场别开生面的交互式数字密室逃脱游戏，深入探索了生成式 AI 在教育领域的应

用潜力。这一活动旨在鼓励教师们积极利用 AI 辅助教材设计，并通过游戏化的方式促使他们

深入反思和讨论各自的教学经验和策略。我们使用的 AI 界面是由西交利物浦大学研发的 XIPU 

AI。参与者们与聊天机器人互动，以“逃离”虚拟教室为目标，完成一系列富有挑战性的任务，

如生成阅读文本、阅读理解问题、趣味预热活动以及使用 AI 构建图片等。随后，我们还邀请

参与者对教材的质量和可用性进行评估，并提供了详细的文字反馈。这次活动不仅激发了教师

们对 AI 技术的浓厚兴趣，也揭示了其在实际应用中的局限性，强调了严谨组织提示词和监督

生成结果的重要性。此次密室逃脱活动展示了其作为教师培训工具的巨大潜力，有望促进 AI

在教育领域的合理应用。 

 

关键词：生成式 AI、教材创建、AI 教学助手、H5P 数字密室逃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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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在教育领域，教师们需要积极寻求能够提升学生学习体验的新技术。近年来，生成式 AI

的快速发展及其在大众媒体、研究期刊和教育会议中的广泛讨论，引起了教育工作者的广泛关

注。特别是在语言教学领域，人们开始深入探讨 AI 系统如何影响语言习得和评估(Huang et al., 

2023; Liang et al., 2023)。与此同时，AI 在课堂教学和教材设计方面的支持作用也逐渐受到重视

(Grassini, 2023; Zirar, 2023)。为了进一步推动这一领域的探索，西交利物浦大学语言学院团队于

2023 年 12 月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AI 创意集市”活动。此次活动汇聚了众多教师，共同分享

观点，并尝试了一系列与 AI 在教育中的应用相关的创新实践。 

 

  

图一：老师们在展台尝试活动 

 

       在这场活动中，我们特别设计并展示了一个以 AI 辅助教材设计为主题的交互式数字密室

逃脱游戏。这一活动不仅展示了 AI 技术的趣味性和互动性，还激发了教师们对 AI 教育应用的

深入思考和讨论。我们使用的 AI 界面是西交利物浦大学自主开发的 XIPU AI，这是一款专为教

育者和学生量身打造的 AI 聊天机器人。配合我们在“学习超市”（西交利物浦大学学习管理系

统）上创建的 H5P 数字密室逃脱游戏，这一展台吸引了大批教师的热情参与，并为我们提供了



 43 

宝贵的反馈和见解。在深入探讨本次活动及其启示之前，我们先来简要回顾一下相关的研究背

景。 

 

文献综述  

 AI 辅助教学  

近年来，教育领域的 AI 研究逐渐受到关注。Liang 等人（2023）对过去 20 年的相关研究

进行了深入的回顾与分析，指出 AI 在教材设计方面的应用直至近期才获得较为有限的重视。

早期的探索多是将 AI 视为一种先进的搜索引擎，用以推荐适宜的阅读材料，或是探讨教育工

作者对 AI 作为工具的接受程度。然而，在过去的五年中，这一领域的研究兴趣显著增长，AI

的应用范围已扩展至文本、活动、测验等多个方面（Grassini, 2023; Zirar, 2023）。在现有的研

究中，如何提供准确且恰当的提示词（Zirar, 2023）以及有效监督 AI 生成的内容（Wrigley, 

2018）已成为使用者必须掌握的核心技能。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像 ChatGPT 这样的生成

式 AI 聊天机器人在功能性和易用性上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对于忙碌的教师而言，这成为了一

个极具吸引力的选择。他们可以将更多的精力从繁琐的任务中解放出来，转而投入到更有意义

的教学讨论和创造性工作中（Grassini, 2023; Wrigley, 2018）。因此，本次活动的举办正是对这

项技术潜在优势和挑战的及时探讨与实践。 

  

H5P 交互式材料  

H5P（HTML5 Package）作为一种新兴的交互式数字材料创建框架，因其易用性和在提升

内容吸引力与参与度方面的显著优势，正逐渐获得广泛的认可与应用。用户可以通过一系列丰

富多彩的活动，如开放和闭合问题、填空或拖拽答案等，与多媒体内容（如文本、视频）进行

深度互动，并在答题后即时获得反馈，从而提供多样化的学习路径（Homanová & Havlásková, 

2019; Doran & Briggs, 2024）。选择 H5P 作为活动形式，旨在吸引参与者的兴趣，并引导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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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利完成一系列教材设计与评估任务。 

  

 

图二： 交互数字密室逃脱 

  

活动  

参观者步入展台，映入眼帘的是两块屏幕：一块呈现着与教室图片相结合的数字密室逃脱

场景，另一块则是 XIPU AI 的交互界面。参与者将化身教师角色，以“逃离”数字教室为挑战目

标，通过完成一系列以环境可持续性为主题的任务来逐步深入。这些任务需要借助第二块屏幕

上的聊天机器人来完成，涵盖生成文本、阅读理解问题、趣味预热活动以及 AI 构建图片等多

个环节。每完成一个阶段的任务，参与者都将解锁新的数字教室区域（如白板、书架等），进

入下一阶段的挑战。为确保活动的顺利进行，三位活动设计师在展台现场提供全程的引导和支

持。 

 

预热活动创意生成 

活动开始，参与者被邀请使用聊天机器人协助设计一个既有趣又富有创意的课堂预热活

动。具体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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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位教师，你希望为学生们准备一个引人入胜的预热活动。现在，向你的 AI 教学助

手寻求建议吧。请详细描述所需的预热活动类型、教学背景，并考虑活动是否以阅读为基础、

是否需要图片或角色扮演等元素。” 

 

从活动反馈中可见，当提示信息越具体时，AI 助手的输出内容便越相关且实用。在实际操

作中，聊天机器人成功生成了如“可持续性策略寻宝游戏”等富有创意的预热活动，并附带了详

细的教学指导。 

  

阅读文本定制  

进入第二阶段，参与者需按照以下要求生成一篇阅读文本： 

 

 “你需要一篇适用于课堂的阅读文本。虽然你可以在谷歌上搜索相关文本，但课程内容非常

特定。具体要求如下： 

• 文本长度约为 350 字； 

• 主题围绕中国的可持续性碳减排解决方案； 

• 必须包含指定词汇，如生物柴油、排放、碳抵消、节能和净零排放； 

• 考虑到学生的语言能力差异（CEFR A2 - B2），请确保文本适合所有学生。 

       现在，向你的 AI 教学助手寻求帮助吧！” 

 

活动中生成的文本内容颇具趣味性和启发性。教师们通过调整提示词，如简化词汇和增加

环保主题内容，进一步优化了文本质量。这不仅展现了 AI 在文本生成和反复修订方面的潜

力，也强调了教师在编辑提示词和检查 AI 输出内容质量方面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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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XIPU AI 聊天机器人与一些提示词示例和回复 

  

阅读理解问题生成  

在成功生成阅读文本后，参与者需使用聊天机器人生成一系列与文本内容相关的阅读理解

问题。具体要求如下： 

 

       “请让你的 AI 教学助手为你生成以下类型的问题： 

• 3 个选择题 

• 3 个句子填空问题 

• 3 个整体内容理解检查问题 

• 1 个用于活动后小组讨论的开放式问题 

• 一份答案解析 

在回顾迄今为止你从此次活动中学习到的关于 AI 提示词的技巧时，请思考：在提示词

中应包含哪些具体内容以生成优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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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环节往往需要多次尝试和调整提示词，以获得满意的问题内容。教师们主要关注于明

确术语的理解、具体示例的引用、文本与问题之间的同义词使用以及批判性思维要点的融入。 

  

AI 文本生成图像 

此外，参与者还需完成一项图像生成任务： 

 

       “为课堂寻找合适的图片往往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工作。有时，我们可能缺乏教授某些词

汇所需的图片，或者需要特定的图片来辅助预热活动或其他教学环节。手动拍摄或在线搜索这

些图片可能需要耗费大量时间。现在，尝试向 XIPU AI 提出你的图片需求，看看它能为你生成

怎样的结果吧！” 

 

尽管 AI 文本生成图像技术在近几个月取得了显著进步，但成本高昂且输出质量参差不齐

的问题仍然存在。在此次活动中也有所体现，即使参与者精确描述了所需元素，也并非总能获

得满意的图像结果。 

  

讨论和建议  

通过对上述活动的细致回顾，我们得出以下观察结论。 

 

此次活动及随后的讨论的核心收获在于，尽管 AI 需要教师的创造性思维与巧妙运用才能

成为教学的得力助手，但它确实展现了在减轻教师琐碎工作负担、释放更多时间用于创造性任

务方面的巨大潜力。教师们对 AI 生成内容的速度与质量均表示满意与惊喜，并对与 AI 和数字

密室的互动体验持有极为积极的评价。此外，我们还注意到，当使用者为 AI 分配具体角色时

（例如：“你是一名英语老师”），往往能得到更为贴切的结果。值得欣喜的是，模型开发人员

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并在最新版本的 ChatGPT 中融入了具备特定角色的个性化机器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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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目前 XIPU AI 的图像生成功能尚存在速度较慢、只能生成基本类型图像的问题。但令人振

奋的是，这一功能在最近几周已取得了显著的改进。 

 

总体而言，这项实验活动以非常积极的方式推动了教师们在教学实践中应用 AI 技术的热

情，并且这种活动形式具备从教师培训到课堂互动等多种实际应用场景的潜力。我们期待在未

来看到更多类似的创新实践，进一步探索 AI 在教育领域的无限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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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教育教学方法 

2.1  通过国际在线交流激发学习者的积极性并培养跨文化能力 

作者: 

田添畅彦，语言讲师 

现代语言中心日语中心，语言学院，西交利物浦大学 

 

引言 

西交利物浦大学(XJTLU)是一所独特的中外合办大学。本校按照英国标准为中国学生授

课。作者负责在语言学院的现代语言中心教学日语。该中心不仅为本科生提供日语和西班牙语

课程, 还面向外籍师生开设中国语言与文化课程。日语部门负责提供日语语言模块(JPL) 

JPL001-008 一系列课程。当学生完成 JPL008 学习时，预期可达到 CEFR B1+水平。中国学生通

常积极遵循老师指导并完成布置下的任务, 但部分学生习惯于等待任务, 不习惯实际应用他们的

知识。这些问题在我们的课堂上也可以看到, 在口语活动中尤为明显。为应对此问题, 作者尝试

了西交利物浦大学日语班与日本冲绳大学(学生专修中文)之间的线上交流活动。本文讨论了这

种在线课堂活动的有效性及其未来发展。 

 

研究问题 

本研究的核心问题是： 

如何提高学生在对话活动中的参与度？ 

 

对话的本质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而非检查是否理解课本内容的任务。首先，对话者应该

有想要交谈的对象和想与他人分享的内容。使用其在课本中学到的语言形式只是达成对话目标

的一种方式。作者经常告诉学生："我们不仅仅是师生关系。我们生活在同一个社会中。你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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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部分，我也是你的一部分。我想了解你，也希望你了解我。"我们都是"社会参与者(social 

agent)"，如果用 CEFR 的术语来说，我们平等地构成同一个社会。只有在课堂这个有限的环境

中，我们的关系才被定义为师生关系。教师只是在相关学科的知识和经验方面更有优势，但在

课堂之外，自然也有学生比教师更擅长的领域。作者认为，这种参与和兴趣是对话的基础。 

  

研究方法 

为了实现促进学生口语活动的目标，作者测试了以下假设： 

1. 积极的听众能激励说话者。 

2. 当话题贴近说话者自身或由其自主选择时，他们的发言动机更为强烈。 

 

为验证这些假设，作者组织了 JPL 学生与在日本大学学习中文的大学生之间的在线交流。

两个班级通过交换自拍视频片段，分享展示格子在中国和日本的日常生活。 

 

关于假设 1，我们假设学生比起与班级教师交谈，更愿意与日本学生交谈。因为他们年龄

相仿，并都对学习对方的语言和文化充满好奇。 

 

关于假设 2，这个任务对于平时在社交平台上发布日常生活的年轻一代来说更容易入手。

他们可以发挥比课本上对话更自由的创意。 

 

这个交流活动是在线进行的。当人们说起在线语言交流活动时，可能会联想到使用 Zoom

或 Teams 等在线会议应用程序进行实时交流。然而，实时交流存在几个问题。首先，协调两个

班级的时间非常困难。根据不同地区的时差协调活动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如果将其作为课外

活动会给学生和教师带来较为繁琐的负担。此外，对于初学者来说，在线与母语者自由交谈难

度太高。与线下不同，在线互动中非语言性的交流非常受限，使用辅助工具，如画图或展示手

机上存储的图片，也相对困难。这可能会让学习者处于焦虑的状态，例如无法应对母语者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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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无法及时理解不熟悉的词汇，或无法立即做出有效的回应，这可能导致学习者失去自信

心。因此，这次我们进行了异步(asynchronous) 在线交流。即学生制作一分钟左右的短视频，

以此展示他们的日常生活，并将其发布于在线公告板 Padlet 上（图片 1）。 

  

 

图片 1. Padlet 

  

双方的学生都可以看到对方的帖子，对其进行评论并以视频回复。在中国，使用社交平台

受到一定的限制，可使用的平台有限；而在中国主流的平台却在国外使用不多。这是在进行国

际交流活动时所需要注意的。因此，我们决定使用 Padlet。它已在广泛的教育环境中得以应

用，且在中国可以使用。Padlet 的一个特点是灵活性。例如，可以自由更改面板设计，并且支

持多种格式的帖子，包括文本、图像、视频、GIF、音频、链接等。 

 

作者在暑期课程中进行了这项活动作为测试案例。JPL 在 2023 年 6 月举办了为期两周的日

本语言和文化的暑期课程，包括语言学习和各种文化活动。在线交流在其中一节语言课中进

行。首先，作者跟学生介绍了交流活动的梗概及其目的。接下来，作者展示了作者的自拍视频

作为示范。作者在视频中介绍了以下三个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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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超市的活鱼销售 

在中国超市的鱼类区，可以看到鱼在水箱里游动。当顾客购买时，店员会对内脏进行处理

后再提供给客户。这与日本非常不同，在日本，鱼通常被切成片后直接放在泡沫塑料托盘中出

售。  

  

2. 广场舞 

在中国的公园和广场上，经常可以看到当地妇女在傍晚时分聚集在一起，伴随着响亮的音

乐跳舞。从日本人的角度来看，这种公共空间的使用方式非常有趣。  

  

3. 使用二维码的街头小贩 

在日本，很少见到街头小贩，但在中国经常会看到人们在路边卖蔬菜。与日本的一个主要

区别是，电子支付在中国非常普及，甚至路边卖蔬菜的阿姨也有自己的二维码。在中国，日常

生活中几乎没有机会接触现金。  

  

以上三点对于生活在中国的人来说是非常常见的场景，通常很难引起人们的注意。然而，

从日本人的角度来看，这却是非常有趣的现象。因此，作者鼓励学生用最简单的日语介绍这些

普通的日常生活中的小故事。这可以让学生寻找与日本朋友分享东西的同时重新发现自己文化

的特点。 

       

在示范之后，学生需要开始寻找可以分享的内容。作者带领学生走出教室，这是因为我们

的日常生活并不会在教室里发生。我们在校园里寻找自己的故事，这使师生能够在一个与教室

非常不同的环境中更轻松地谈论日本和中国之间的文化差异，这是非常大的收获。作者在暑假

回日本的时候还参加了合作伙伴冲绳大学的一堂课，同样解释了交流活动的目的，并对如何使

用 Padlet 的实践说明进行了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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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每个学生都通过自己的视角向日本同学介绍了自己的生活。其中，有一名学生介绍了校园

周围停放的共享单车，也有一名介绍了学生宿舍前的夜市摊位。还有一名学生坐在宿舍的床

上，以独白的形式向镜头介绍自己。冲绳的学生也用中文进行了自我介绍，并投稿了班级舞蹈

表演等内容。本课程共计有十六名学生，其中有十二名参与了这项活动。 

 

此外，在 Padlet 交流中作者还观察到一些有趣的互动链。例如，一名西浦学生 A 用日语分

享了一段他在校园食堂午餐的视频。日本学生 B 和她的同学 C 在她们的视频中一起进行了回

应。B 用日语对 C 说："学生 A 的视频怎么样？"，C 用中文回答："很好！"，视频中还装饰了

中文字幕。（照片 2） 

  

 

图片 2. Padlet 上的互动 

 

图片 3. 学生 A 用文本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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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个简短但具有对话性的互动就发生了。此外，还产生了多模态（multimodal）的

交流形式，文本、语音消息、照片、视频、表情包和点赞为互动提供了多样的选择。这意味着

学生能够自主决定如何进行内容表述。 

 

讨论 

在课程注册的 16 名学生中，有 12 名参与了这项活动。暑期课程是非学分课程，并不能计

入成绩。因此，本次交流活动完全基于学生自主参与，我们获得了约 75%注册学生的参与。这

项活动的目的是增加学生在口语练习中的参与度。交流采用异步方式，能够让第一次与母语者

交谈的学生不会感到过于困难。同时，我们使用录像交换式的交流，这使学生能够重复练习和

检查自己的发音，他们可以反复录制视频到对自己的发音满意为止，这帮助学生提升自我管理

能力及其自觉性。同样，他们也可以重复听对方的音频到能够理解为止，这无疑促进了学生的

自主学习。 

         

但是我们仍旧发现了问题，尽管存在初步的互动，但深入互动却相对匮乏。为有效应对这

一问题，我们在 2024 年 6 月的 JPL 暑期课程中融入了新的交流活动。这项活动利用线上设计

软件 Canva 的共同编辑功能，鼓励学生创作双语图画书。我们使用 Microsoft Teams 进行了 50

分钟的在线研讨会。学生将被分成小组，根据选择的图片创作双语故事。这需要考验学生的图

像选择、叙事构建、语言翻译能力，这考察了学生语言和非语言表达能力的综合运用。 

         

根据线上会议结束后的问卷调查，89%的参与者同意这项活动增加了他们的学习动力与兴

趣。尤为注目的是，尽管这是学生们的首次见面，89%的学生认为他们的在线互动伙伴就像同

班同学一样。这表明在线互动可以为两边的学生创造良好有效的群体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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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上述积极反馈，我们正在继续开发在线交流活动。这项计划是由 EDU 的 Anisa Vahed

博士领导的协作式在线国际学习（COIL 即 Collaborative Online International Learning）项目的一

部分。作者计划在 2024-2025 学年第一学期开展的下一轮活动中，不仅纳入日本学生，还将邀

请来自韩国、印度尼西亚和在日求学的留学生共同参与。在这种跨语言环境中，所有语言资源

都被将成为实现交流的宝贵工具。这与 CEFR（欧洲委员会，2018）提出的多语言概念高度契

合。 

 

结论 

本文报告了中日语言课堂之间异步在线互动的实践活动。学生的积极参与和反馈展现了活

动的积极成果。我们希望在下一次活动中布置协作任务，培养学生练习更深层次的沟通并发展

其跨文化交际能力。此外，我们希望观察在语言超越环境中会发生什么。 

  

 

 

 

参考文献： 

Advance HE. (2023). Professional Standards Framework for teaching and supporting learning in higher 

education. Advance HE. Retrieved from https://advance-he.ac.uk/knowledge-hub/professional-

standards-framework-teaching-and-supporting-learning-higher-education-

0?_ga=2.265677199.1044454778.1722636467-1957050873.1722636466  

 

Council of Europe. (2018). CEFR Companion Volume with New Descriptors. Retrieved 

from https://www.coe.int/en/web/common-european-framework-reference-languages/companion-

volume-with-new-descriptors 

 

LIU, M., & JACKSON, J. (2008). An Exploration of Chinese EFL Learners' Unwillingness to 

Communicate and Foreign Language Anxiety. 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92(1), 71-

86. https://doi.org/10.1111/j.1540-4781.2008.00687.x 

 

Vahed, A., & Rodriguez, K. (2020). Enriching students’ engaged learning experiences through the 

collaborative online international learning project. Innovations in Education and Teaching 

International, 58(5), 596–605. https://doi.org/10.1080/14703297.2020.1792331 

 

https://advance-he.ac.uk/knowledge-hub/professional-standards-framework-teaching-and-supporting-learning-higher-education-0?_ga=2.265677199.1044454778.1722636467-1957050873.1722636466
https://advance-he.ac.uk/knowledge-hub/professional-standards-framework-teaching-and-supporting-learning-higher-education-0?_ga=2.265677199.1044454778.1722636467-1957050873.1722636466
https://advance-he.ac.uk/knowledge-hub/professional-standards-framework-teaching-and-supporting-learning-higher-education-0?_ga=2.265677199.1044454778.1722636467-1957050873.1722636466
https://advance-he.ac.uk/knowledge-hub/professional-standards-framework-teaching-and-supporting-learning-higher-education-0?_ga=2.265677199.1044454778.1722636467-1957050873.1722636466
https://www.coe.int/en/web/common-european-framework-reference-languages/companion-volume-with-new-descriptors
https://www.coe.int/en/web/common-european-framework-reference-languages/companion-volume-with-new-descriptors
https://doi.org/10.1111/j.1540-4781.2008.00687.x
https://doi.org/10.1080/14703297.2020.1792331


 56 

Horwitz, E. K., & Horwitz, M. B. (1986). Foreign Language Classroom Anxiety. Joann Cope Source: 

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70(2) (Summer, 1986), pp. 125-130 

 

Zhang, J., Liu, J., & Ohashi, M. (2018). Outcomes and challenges of interactive international remote 

teaching: A case study of remote network exchange between Qingdao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nd 

Tokushima University.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15, 55-64. 

  



 57 

2.2  EAP 在线学习环境中指定“领导者”和“成员角色”以提高学生

在小组讨论中的参与度 

作者: 

王瑶，副语言讲师 

英语语言中心，语言学院，西交利物浦大学 

 

引言 

小组讨论作为一种必不可少的促进学生学习和发展的手段，能够提高学生口语交际能力

（Albertertson, 2020），并激发他们对相关主题的批判性思维能力。然而，学生在小组讨论中的

沉默和有限参与问题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关注的焦点，并且已经被广泛研究（Liu, 2009），即

使是高级水平的学生也可能在讨论中保持沉默（Albertertson, 2020）。作为一所国际性大学，西

交利物浦大学在 2022 年由于疫情的影响，第二学期的学术英语（EAP）课程均转为网络课程。

与线下课堂讨论相比，学生进入在线分组讨论房间后，小组讨论中参与度明显下降，沉默也明

显增加。Zapata-Cuervo 等人（2021）表达了对这种强制性的在线学习可能引发学生参与度不足

的担忧，从而影响线上教育的质量。 

 

因此，了解学生在线课堂讨论中沉默的原因，并找到解决方案以形成积极有效的学习环境

是至关重要的。基于 Chertow＆Rubins（1969）的教育学理论，在线讨论的有效性受到三个基本

组成部分的影响：小组、领导者和讨论内容。本研究旨在通过分析学生有限参与的潜在原因来

探讨是否指定领导者和小组成员角色能够增强线上讨论的效果。关于“内容”如何促进有效讨论

的方面，将留待未来研究。 

 

 

 



 58 

本研究旨在解决两个关键的研究问题：  

1）学生在线小组讨论参与度较低的原因是什么？ 

2）在线学习环境中，哪些领导角色和成员角色对于增加积极讨论参与是有效的？ 

 

本研究的目标是通过指派领导者和成员角色来提供洞见，以提高学生在在线学习环境中的

小组讨论参与度，从而促进学生的学习和英语口语能力。 

  

文献综述 

学生在小组讨论中参与度较低和沉默可能由多重原因造成。Jordan（1997）和 Kim 等人

（2016）认为，个人性格，如内向，可能是其中之一；此外，缺乏对自身英语能力的信心通常

会使学生因为害怕犯错和“丢脸”而不愿提出自己的看法（Campbell, 2007）；缺乏学习动力的学

生往往在讨论中参与度较低（Jordan, 1997）；其他因素包括教师的互动风格（Morita, 2004），

同学之间的亲近程度和教室规模（Sasaki＆Ortlieb, 2017），过往讲英语的经历（Osterman, 

2014），以及整体教室环境（Banks， 2016），都可能影响学生在小组讨论中的参与度。 

  

Chertow＆Rubins（1969）将小组讨论分为三个组成部分：领导力、小组和内容，这些组成

部分协同影响了讨论的学习情境，而不是孤立地发挥作用。尽管先前的研究已经证实了领导和

成员角色对有效讨论组的积极影响，但鲜有研究深入探讨领导者和成员的哪些具体角色在解决

小组沉默问题方面的价值。 

  

方法论 

参与者均为来自西交利物浦大学 EAP105（大学二年级第二学期）四个班级的学生。第一

阶段，我们随机选择了 40 名学生发送了在线问卷，包括“李克特量表”和“多项选择”两种问题类

型，并成功收集了 28 份问卷。随后进行了为期 2 周的干预和观察期，在让学生进入 BBB（西



 59 

交利物浦大学在线课堂平台）直播课程的分组讨论环节之前，我们指定了担负不同职责的小组

领导者和其他成员角色。在这个阶段，我们密切观察和评估了学生在分组讨论中的表现和参与

度。最后，我们从上述学生中选择了 10 名志愿者进行在线个人访谈。 

  

结果与讨论 

主题一： 

主题一涉及限制学生在在线学习环境中参与讨论的因素。学生按照 5 分（非常符合）到 1

分（不符合）的标准对这些因素进行了评分。图表 1 展示了研究结果，其中“很难打破初始沉

默”成为最显著的原因，平均评分为 3.18。紧随其后的是“对同学不熟知”，平均评分为 3.12。值

得注意的是，“自身角色模糊”这一原因得到了较低的评分，2.14，这可能是因为自学期第一周

以来已经指定了一般的成员角色，比如发起讨论、记录或汇报，因此，成员清楚了自己的责

任。在定性研究中，学生 A 表达了以下看法：“在屏幕前开始讨论而看不到其他人的脸尤其具

有挑战性，如果我表达了观点后没有得到回应，我会感到尴尬。”学生 B 则进一步解释说：“有

时，讨论最初会陷入沉默，因为没有人愿意先开口；似乎大多数学生更喜欢等待”。 

 

 

图表 1: 从 5（非常符合）到 1（不符合）的标准上评价限制参与在线讨论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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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二 

主题 2 着重分析了领导者和小组成员角色在讨论中激发参与度的积极作用。在调查中，20

名学生选择了“通过介绍讨论目的和成员责任来开始讨论”作为最有价值的领导者角色，排名第

一。另外，有 19 名学生认为“处理沉默”是小组领导者的一个关键责任（见图 2）。在为期 2 周

的在线课堂观察中，学生进入分组讨论前，每个小组都会指定具有这些职责的领导者，这导致

所有小组的参与度得到了提高。 

 

具体而言，在讨论初始阶段，不再出现尴尬的等待时间，因为小组领导者通过介绍讨论目

的并指定第一位发言人来开启讨论。害羞或沉默的学生得到了鼓励，几乎所有学生都在讨论中

做出了贡献。随后的访谈也支持了这一证据。学生 C 给出了一个例子，他表示：“当小组安静

下来时，领导者通过依次点名并询问他们的意见，从而使讨论免于死寂。”证据表明，指定一个

负责组织自我介绍、任务分配、打破初始沉默并鼓励沉默成员参与的领导者对确保平等参与至

关重要。 

 

然而，根据 Chertow&Rubins（1969）的观点，为了避免垄断，在有效的讨论中领导角色应

该由小组成员共同承担。因此，不同的成员角色对于有效的讨论同样重要。问卷调查数据显

示，71%的学生认为“引入新视角或新观点”是小组成员的重要作用，学生 E 解释说：“当我们在

短暂交流后达成一致意见时，我们往往会保持沉默。但这时如果有成员提供了新的观点，我们

很容易就能再次开展新一轮的讨论。” 57%的参与者希望小组成员承担“澄清模糊观点”的角色，

这是因为互动是讨论持续进行的关键，如果有人的观点不清晰，其他成员很难做出回应，最终

导致沉默。其他角色如“寻求进一步意见”，“将讨论引回主题”，“总结”等在促进小组成员之间

进行有效讨论中也发挥着关键作用（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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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 

  

 

图表 3 

  

总结 

基于 Chertow&Rubins（1969）提出的理论，本研究调查了导致学生在小组讨论中参与度不

足的原因，探讨了领导者和成员角色在积极促使学生参与讨论方面的作用，旨在通过干预为学

习者提供平等的机会。 

 

然而，本研究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干预期限相对较短，可能限制了对学生参与度变化

的全面理解。其次，在分配具体小组成员角色时，未充分考虑到 Chertow & Rubins（1969）所

强调的将成员角色与个性区分开来的重要性。在线教学的限制导致我们缺乏对学生特征的全面

了解，可能导致成员角色分配不当。这也为未来的研究提供了范畴，同时“内容”也是未来有效

讨论的关键研究因素（Chertow & Rubins，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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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其他教育科技 

3.1  如何利用数字化技术提高行政效率 - 推荐信自动发送系统案

例分析 

作者: 

卢祥匀，助理教授 

会计系，西浦国际商学院 

 

侯丽艳，高级讲师 

会计系，西浦国际商学院 

 

欢迎免费体验，下载软件。 

分享链接：https://1drv.ms/f/s!AjuKdyK_sFtpgRHodt6sLHN6BBob?e=cfQvcA 

 

在本科教学过程中，除了专注于完成学术任务，我们还要面对行政任务相关的挑战，特别

是每年为本科生准备个性化的推荐信。为了简化推荐信的准备流程，我们开发了一款名为“定制

文档生成器”的小型应用程序，它基于微软 Word 的邮件合并功能，但是提供了更加友好的用户

界面，并帮助我们在教育环境中更加有效率的创建个性化文件。 

  

1. 定制文档生成器简介 

定制文档生成器是一款数字化工具，旨在简化自动化创建定制文档的过程（如推荐信）。

通过与 Excel 电子表格和 Word 模板进行对接，它能够快速生成个性化的 PDF 文档，这极大地

减少了手动准备定制文档的时间和精力。 

 

  

https://1drv.ms/f/s!AjuKdyK_sFtpgRHodt6sLHN6BBob?e=cfQv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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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何使用定制文档生成器制作推荐信 

步骤一：准备相关数据 

Excel 表格：将学生信息整理到 Excel 电子表格中，包括学生的姓名、专业、学术成绩以及其他

推荐信中常包含的相关信息。   

  

 

  

Word 模版：创建一个 Word 文档作为推荐信模板，编写信件内容，并预留占位符以便插入个性

化信息（例如学生姓名、专业等）。   

  

 

  

       用户需要准备好一个包含学生信息的 Excel 表格和一个用于生成推荐信的 Word 模板，确

保所有必需的数据准备完毕，以备接下来的合并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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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二：在 Word 模板中添加合并字段 

插入合并字段：在 Word 模板中，转到“插入”选项卡，选择“快速部件”，然后是“字段”。在“邮

件合并”功能下，选择“合并字段”。输入字段名称，并确保它与 Excel 列标题完全一致。     

  

 

 

  

为所有字段重复此操作：在 Word 模板中添加所有必要的合并字段，以便相应的个性化信息可

以准确被替换到文本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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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三：设置定制文档生成器 

启动工具：在桌面上打开定制文档生成器，确保它已经准备好链接您的 Excel 电子表格和 Word

模板。   

  

 

  

模板和数据源选择：在工具中，点击“浏览”来选择您的 Word 模板和对应的 Excel 文件作为数据

源。   

  

 

  

步骤四：生成定制文档 

输出设置：返回到定制文档生成器中，指定输出保存文件的地址。在加载模板和数据源后，选

择包含合并文档文件名的选项，以及您希望生成的文件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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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合并：点击“运行”开始文档生成流程。该工具将为您 Excel 文件中列出的每位学生创建个

性化的推荐信，并以 PDF 格式保存。   

  

 

  

审查和分发：结束生成定制文档后，请在发送之前检查它们的准确性。PDF 格式确保了在不同

设备和平台上格式和呈现的一致性。 

  

步骤五：持续改进 

反馈与修订：使用工具后，收集文件接收者和用户的反馈，以确定未来改进的方向。同时，可

以根据经验相应地更新您的模板和流程，以提高未来文档生成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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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以上的步骤，定制文档生成器显著减少了准备个性化文档（如推荐信）所需的时间和

精力，使教育工作者和行政人员能够专注于其他更具影响力的任务。该工具展示了数字化技术

如何简化高等教育环境中的行政流程，从而提高个性化水平和工作效率。 

  

3. 在高等教育中的更广泛应用 

虽目前该工具仅用于定制推荐信，但它的潜力不止于此。未来，该工具还可应用于以下场

景: 

• 课程证书：为学生自动生成个性化的结业证书 

• 活动邀请：为大学活动或研讨会创建定制邀请函 

• 学术报告：为学生准备个性化的学术报告或反馈 

以上的每种应用都将极大地节省时间、减少错误，并增加与学生沟通的个性化特色。 

  

4. 反思与未来方向 

定制文档生成器在我们院系的应用，不仅提高了文档准备的效率，还凸显了数字工具为学

术界带来的广泛益处。通过自动化常规任务，教育工作者可以将更多的时间投入到教学和研究

中，从而丰富学生和教师的教育体验。 

  

展望未来，我们计划继续扩展该工具的功能，以适应更广泛的文档类型和应用场景，并通

过用户的反馈来持续优化更新，确保该工具能够满足高等教育机构不断变化的需求。 

  

5. 结论 

       从我们的经验来看，开发和应用定制文档生成器的过程是卓有成效的，它彰显了数字化技

术在简化高等教育行政任务中的强大力量。随着不断探索和应用数字解决方案，我们将会为一

个更加高效、便捷和个性化的学术环境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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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学术界数字化转型：利用定制化电子邮件发送工具提高工作

效率 

作者: 

卢祥匀，助理教授 

会计系，西浦国际商学院 

 

侯丽艳，高级讲师 

会计系，西浦国际商学院 

 

欢迎免费体验，下载软件。 

分享链接：https://1drv.ms/f/s!AjuKdyK_sFtpgRM-e3iO63cOeP_I?e=DoyS7X 

 

1. 引言 

随着高等教育的蓬勃发展，与学生进行高效沟通已成为提高行政效率和满足学生个性化需

求的关键。传统的通信方式，如通用的群发邮件和纸质通知，往往无法精准满足学生的个人化

需求，从而导致重要信息传递不畅。此外，特别是在大型教育机构中，管理个性化通信的行政

负担尤为沉重。 

 

为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尝试将数字化工具融入教育环境中，作为弥合沟通差距和简化行政

任务的一个解决方案。本文介绍了一款基于 Python 开发的定制电子邮件分发应用程序，旨在增

强学生教育体验。 此工具利用了邮件合并功能，以其高效的个性化通信作为优点有效的解决了

当前面临的问题，并通过提供用户友好界面，满足了技术用户和非技术用户的需求。 

  

https://1drv.ms/f/s!AjuKdyK_sFtpgRM-e3iO63cOeP_I?e=DoyS7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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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分享这一经验，我们旨在强调数字化技术在高等教育中的重要性，并展示如何利用创

新解决方案改进通信实践，提升学生参与度，优化行政任务。这一探索不仅揭示了数字工具在

学术界的变革潜力，也为教育技术的进步奠定了坚实的道路。 

  

2. 文献综述 

数字工具在高等教育中的整合极大地改变了传统的教学和行政实践。正如 Vuorikari 等人

（2020）所述，数字化技术支持了学校行政实践的自动化，并减轻了管理层的工作量，强调了

数据基础设施在教育中的变革力量。Sellar（2015）也探讨了数字化的发展及其在学校决策和质

量把控中的关键作用。 

 

高等教育中个性化沟通的重要性在 The EvoLLLution 的一篇文章中得到了强调，该文章讨

论了个性化数字体验如何通过提供针对性的内容、交互工具和体验来提高学生的参与度。这与

Vuorikari 等人（2020）的研究结果一致，进一步证明了个性化互动在提高学生参与度和参与性

方面的作用。 

  

此外，教育管理软件的使用充分展示了教育行政中如何利用数字工具提升效率，正如

Edslab 网站上详细说明的那样，这类软件简化了行政任务、改善了沟通，并实现了高效的数据

管理，从而增强了教育机构的整体运营效率。 

  

3. 使用定制电子邮件分发工具实现高效电子邮件发送 

此工具旨在解决教育环境中传统电子邮件通信的低效问题，提高高等教育中的沟通效率。

通过与 Excel 电子表格集成，利用邮件合并功能，它实现了大规模定制化电子邮件的分发，确

保每位学生都能保密且高效地接收到各自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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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使用定制电子邮件分发工具的步骤指南： 

  

步骤一：准备数据源 

       首先，将学生的个人信息和成绩汇总到一个 Excel 电子表格中，确保第一行包含姓名、电

子邮件和成绩等标题，这些标题将用于与您电子邮件模板中的字段进行匹配。   

  

 

  

步骤二：创建电子邮件模板 

       准备一个 Word 文档作为电子邮件模板，内容包括您要发的信息文本，同时为即将从

Excel 文件中导入的个性化信息（例如，学生姓名、成绩）留出占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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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三：将数据合并到模板中 

       使用定制电子邮件分发工具将 Excel 数据源与 Word 模板关联起来。在 Word 文档中添加

与 Excel 表格中的列标题相对应的合并字段，确保每项学生的特定信息都能正确地插入在电子

邮件中。   

  

 

  

步骤四：定制和分发电子邮件 

a)    选择电子邮件列：在定制电子邮件分发工具中，选择包含学生电子邮件地址的 Excel 列，

确保发送个性化电子邮件时能够准确获取每个收件人的地址。   

  

 

  

b)    设置电子邮件标题：在工具中输入电子邮件的主题，确保标题即一致又足够具体，以便明

确告知学生邮件的内容，例如“某某课程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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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邮件发送前的检查：在电子邮件发送前，请确保 Microsoft Outlook 已打开，因为该工具将

使用 Outlook 发送电子邮件。请确保 Outlook 应用程序正在您的计算机上正常运行，以便顺利

进行邮件合并。 

  

d)    完成并发送：在确认电子邮件模板、数据合并以及电子邮件地址列无误之后，使用工具通

过 Outlook 直接发送电子邮件。在进行发送之前，请确认每封电子邮件都正确地包含了个性化

的学生信息。 

  

  

步骤五：发送和确认 

a)    发送电子邮件：一切准备就绪后，点击“运行”按钮开始电子邮件发送过程。在此过程中确

保 Outlook 保持打开状态，以便电子邮件能够成功发送。该工具可以跟踪已发送电子邮件的状

态，以便于确认所有学生都成功接收到邮件。 

  

b)    确认：发送后，请检查 Outlook 的“已发送邮件”文件夹，确认所有电子邮件都已发出。该

工具还可以提供确认消息或报告，详细说明每封电子邮件的状态。  

  

4. 使用场景 

该应用程序已在各种教育环境和场景中得到广泛应用，充分展示了其多功能性和高效性： 

  

a. 出勤提醒：教师使用该应用程序向学生发送个性化的出勤提醒。通过将应用程序与

Excel 中的出勤记录关联起来，教师可以自动向出勤率低的学生发送定制化的信息，一

次鼓励他们更积极地参与课堂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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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任务完成通知：行政人员和教师利用该应用程序发送即将到来的截止日期和未完成任

务的个性化提醒。这个功能确保学生了解并对他们的课程作业负责，同时可以满足行

政管理方面的要求。 

c. 成绩分发：考试结束后，教师能够迅速向每位学生发送包含他们细分成绩的个性化电

子邮件。这不仅加快了反馈过程，还为学生和教师之间提供了一种私密且直接的沟通

方式。 

d. 电子教科书兑换码：行政部门可以借助该应用程序高效地分发电子教科书兑换码。通

过自动化这一流程，每位学生都将收到一个独特的兑换码以及兑换说明，从而大大简

化了过去繁琐的人工操作流程。 

  

5. 对于数字化工具在学术界应用的反思 

       定制电子邮件发送程序在我们学校的应用案例，有力证明了数字化工具能为学术界带来深

远的益处。这些工具不仅简化了行政流程，还营造了一个更加个性化、参与度更高的学习环

境，体现了高等教育向更加互通、互动和高效的教育观转变的趋势。 

  

       此外，这一实践突显了在不断变化的教育需求和技术进步面前，保持适应性和持续改进的

重要性。作为教育工作者和行政人员，采纳这些数字解决方案使得我们能够更好地满足学生的

多样化需求，并为他们打造一个与数字时代接轨的学习环境。 

  

       总而言之，定制电子邮件发送应用程序不仅仅是一个通信工具，它还体现了数字化技术在

教育变革中的革新力量，展示了如何利用技术在教学、学习和互动方式上取得重大突破。随着

不断探索并将数字化工具整合到教育实践中，我们不仅提升了学术体验，也为构建一个更具创

新性、高效率和包容性的教育未来奠定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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