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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生成式人工智能（以下簡稱「GenAI」或「AI」）的風潮席捲全球，如何革

新現有教育方式和未來教育走向，成為了近年來的熱門話題。本文僅以香港一

所高校的中文核心課程「職場實務中文運用」為例，展示以 ChatGPT 為代表的

GenAI 工具在實務中文寫作教學中的運用，並結合學生的反思分析，展望中文

應用文寫作課程未來的發展方向。 

 

一、 背景介紹 

1. 人工智能工具在中文教學中的應用現狀 

目前 GenAI 工具（如 ChatGPT）輔助中文教學的研究主要集中於漢語作為第二

語言的教學領域，如課堂教學輔助和教學資源建設（宋飛等，2023）。蔡薇

（2023）為 ChatGPT 在漢語為第二語言的學習與教學中的應用提供了理論視角

和實踐原則，孟凱（2024）對 ChatGPT 的國際中文詞彙教學應用提出了策略和

建議。然而，在面向以中文為母語的高等院校學生的課程中，相關的教學設計

討論較少。在人工智能時代，教學設計也應該有新的特點。在《ChatGPT 來了：

國際中文教育的新機遇和挑戰」大家談》一文中，潘海峰（2023，頁 3）指出，

「教學設計將更注重啟發學生對知識的情境化運用及再創造能力，使學生更好

體悟人類語言類型與文化樣態的多樣性與豐富性」。 

 

本文旨在通過展示於寫作教學活動中應用 ChatGPT 的實例這一新的教學設計，

輔以分析學生在課程中使用人工智能工具的反思，彌補 ChatGPT 在中文作為一

語教學的應用這一領域的研究空白，並希望在提升教學效果的同時，進一步促

進教學方法的創新。 

 

2. 「職場實務中文運用」課程簡介 

「職場實務中文運用」是香港某高校為母語是中文的本科生開設的一門中文核



結合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的職場實務中文寫作教學：實踐與反思            3 

 
 

心學分課程，對修讀學生的專業沒有要求。 該課程旨在通過有針對性的職場情

境設定，引導學生能夠運用恰當、得體的中文寫作和表達技巧，有效完成常見

的職場內部和外部溝通任務。本課程中的寫作練習，包括製作簡歷及求職信、

撰寫事務文書及商務書信、完成團隊文化建設建議書和項目資金申請書等。 

 

二、 結合人工智能工具進行的寫作教學活動 

從以上的寫作任務中，不難發現本課程要求的寫作文體多為「商務應用文」，這

類文體通常都有一定的結構及格式，語言則注重清晰、簡潔、正確和正式（李

錦昌，2012）。ChatGPT 擅長生成結構格式化、語法較規範的文本（Barrot，

2023；Su 等，2023），與應用文文體接近。因此，筆者在寫作課堂設計了結合

ChatGPT 教學活動，希望學生通過「主動學習」（active learning） 的方法 1 ，掌

握商務公文的寫作要求，進而提升寫作能力。 

 

本課程結合 ChatGPT 開展的寫作活動主要分為兩類，一為使用 ChatGPT 生成指

定內容後進行分析、評價及修改，二為利用 ChatGPT 作為寫作反饋的工具。下

文將通過「建議書」教學單元中的一堂寫作課為例，展示師生如何藉助

ChatGPT 生成指定內容後進行分析、評價及修改。因老師在鼓勵學生完成評估

任務時，僅視 ChatGPT 為輔助工具，並未將其作為寫作反饋工具融入課堂設計

及教學活動中，故使用 ChatGPT 作為反饋工具的實踐不在本文的討論範圍中。 

 

 
 
1 「主動學習」或「自主學習」包含學生主動學習的意願、主動學習的態度、主動學習的方法

以及學習能力（李坤崇， 2001）。在結合 ChatGPT 的課堂活動設計中，老師鼓勵學生自行使用

ChatGPT 提供文本思路、生成文本、修改文本等，學生採用的是「主動」的探索式學習法，而

非「被動」接收知識，故稱「主動學習」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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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書」為向特定組織或職能部門的負責人提交的建議性文書，其目的是通

過提出建議來解決問題、改善工作流程或實現特定目標（盧丹懷等，2002）。教

學中，老師首先向學生介紹「建議書」的類型和基本結構，以及各部分應包含

的內容，同時強調「建議書」的語言特點。在隨後的寫作練習中，學生需根據

教材中提供的背景材料先藉助 ChatGPT 生成相應內容，再根據各部分內容的要

求及其語言特點進行修改，最後達至寫作要求。老師在活動設計中同時提供了

一個指令（prompt）供學生參考（如圖一所示）。 

圖一：「建議書」引言部分寫作活動 

在課程教學平臺的討論區中，每位學生首先上傳由 ChatGPT 根據指令生成的文

字（圖二），然後附上經過修改的版本（圖三）。在此過程中，老師實時閱讀學

生作品並給予學生修改後的版本反饋，學生根據反饋繼續進行修改，以符合寫

作要求。在學生至少完成一輪修改後，老師請學生總結 ChatGPT 生成的內容的

不足之處，並結合修改版本概括修改方向和考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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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ChatGPT 生成的「建議書」引言部分 

 

圖三：經修改後的「建議書」引言部分 

 

ChatGPT 生成的內容通常存在以下問題。首先是寫作對象不夠清晰。如雖在指

令中已寫明「向集團高層陳述計劃」（圖一），但其生成的上款仍是「親愛的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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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和同事們」（圖二）。其次，背景信息不夠具體且欠針對性，建議書所涉及的

範圍、地域和相關人士等信息未得到充分闡述（圖二）。此外，ChatGPT 生成的

文本語言不夠精確，表達偏向口語化（如使用太多的「我們」等），句式也偏向

英文習慣，常用歐化句式，過於冗長（圖二）。這些問題影響「建議書」的專業

性和嚴謹性，需要進一步修改和完善。 

 

此外，ChatGPT 生成的內容會因學生使用的版本及輸入指令的不同而有所差異。

教學過程中，若老師發現有學生提供的 ChatGPT 生成文章的初始版本已基本滿

足要求，可請學生分享他們提供給 ChatGPT 的指令。例如，需要對 ChatGPT 進

行「預訓練」：先行提供給 ChatGPT 一篇符合要求的「建議書」引言，再繼續

執行後續指令。除此之外，老師亦可鼓勵學生通過不斷調校指令，促使

ChatGPT 對其生成的內容自行調整和修改。 

 

通過上述課堂設計，學生可在與 ChatGPT「合作」的過程中，一方面自主探索

出符合要求的寫作內容，提升自主學習的動力和積極性；另一方面也可培養學

生在 GenAI 工具使用方面的素養，幫助學生更好地適應和利用人工智能技術。 

 

那麼，作為 GenAI 工具的使用者，學生對 GenAI 又有何看法、認為 GenAI 存在

哪些利弊？下一節我們將通過分析學生對 GenAI 工具的反思，概括 GenAI 在

「職場實務中文運用」這門課程中的功效及局限，以有針對性地修改教材及設

計課堂活動。2 

 

 
 
2 因學生使用的人工智能工具不一定都為 ChatGPT，故下文中用「GenAI」或「AI」代指學生在

學習過程中使用的所有人工智能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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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學生使用人工智能工具的反思分析 

課程結束時，學生需提交一篇反思文，其中 300 字左右的内容是對 AI 使用的反

思。具體包括：使用 AI 的目的是什麽？AI 在哪些方面給予你幫助？在哪些方

面給你帶來困擾？根據在本課使用 AI 的經歷，你認為在未來的職場中，如何更

好地運用 AI 工具提高中文表達能力等問題。 

 

本文分析了 2023 年度秋季學期修讀本課程學生的 114 份反思文，先從文章中梳

理出反思項目（一篇文章可能包含兩項以上反思項目），再分析學生對這些項目

的評價（正面評價或負面評價），最後統計評價數目，包括正面評價數目和負面

評價數目。我們歸納出的反思項目主要分為以下幾類：AI 能自動生成文章格式、

用於腦力激盪獲取靈感、生成文章内容、調整寫作語言、幫助理清文章結構、

銜接語句段落、獲取百科知識等等。除了在寫作方面藉助 AI 幫助，學生還提到

可用 AI 進行多語翻譯、創作圖表等其他方面。從下列圖表（圖四）可以看出，

學生反思焦點集中在生成的文章格式是否正確、腦力激盪獲取的靈感是否有用、

文章内容是否準確充分、寫作語言是否標準流暢等四個方面。 

         

圖四：反思項目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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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這四個方面，根據學生的描述態度，再進一步分析出：正面評價（AI 為

語言學習帶來積極影響）、負面評價（AI 為語言學習帶來消極影響），匯總如下： 

反思項目 正面評價數目/佔比 負面評價數目/佔比 總評價數目 

文章格式 34/83% 7/17% 41 

腦力激盪 67/96% 3/4% 70 

文章内容 47/55% 39/45% 86 

寫作語言 46/65% 25/35% 71 

表格一：反思項目評價數目統計 

 

在文章格式方面，正面評價有 34 次，佔整體比例 83%，比如：AI 生成了優秀

模塊、專業文件的正確格式，提供了一個完整且清晰的寫作框架；負面評價有

7 次，佔整體比例 17%，比如：AI 提供的格式主要複製英文，不符合中文寫作

要求等。如在寫求職信的時候，ChatGPT 生成的開首段如下： 

 

圖五：ChatGPT 生成內容範例 1 

信件開頭先列出了申請人的個人聯絡信息，然後開始上款、開頭，這很明顯套

用了英文書信格式。 

 



結合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的職場實務中文寫作教學：實踐與反思            9 

 
 

在腦力激盪方面，正面評價有 67 次，佔整體比例 96%，如 AI 提供獨特的想法、

且有創造力、能涵蓋不同角度讓用戶從中選擇、給用戶帶來啟發等；負面評價

有 3 次，佔整體比例 4%，如提供的想法缺乏新意、建議很傳統，例如學生在撰

寫《團隊文化建設活動建議書》的過程中使用 ChatGPT 獲得的建議包括野餐、

郊游、工作坊等傳統活動； 有時想法又天馬行空缺乏可行性，同樣是這份建議

書寫作，當同學要求 ChatGPT 給出具有新意的點子時，ChatGPT 給出的答案是

進行腦電波團隊合作訓練等不切實際的活動 。 

 

在文章内容方面，正面評價有 47 次，佔整體比例 55%，如 AI 能快速生成主要

内容，可根據評分標準給出反饋意見；負面評價有 39 次，佔整體比例 45%，如

AI 生成的内容缺乏細節、信息不準確、資料過時、提供的答案過於簡單、不夠

人性化等。 

 

在寫作語言方面，正面評價有 46 次，佔整體比例 65%，如 AI 可幫助修飾語言、

擴充詞匯量；負面評價有 25 次，佔整體比例 35%，如 AI 無法處理複雜的語法

問題，生成的句子語義重複、行文生硬等。如下列段落： 

 

圖六：ChatGPT 生成內容範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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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我們對此深表歉意，我們將進一步調查此事，並對相關員工進行適當的

培訓和紀律處分，以確保我們的客戶在與我們的溝通中得到優質的服務和尊重」

這句話，頻繁使用「我們」，「以確保我們的客戶在與我們的溝通中得到優質的

服務和尊重」也非常拗口，應改成「我們對此深表歉意。我們將進一步調查此

事，並對相關員工進行培訓和處分，確保顧客得到優質的服務和尊重」 。 

 

從上述統計數據可以看出，在腦力激盪及文章格式方面，學生給出較高的正面

評價；文章内容及寫作語言方面，負面評價比例略高，但也都在 50% 以下。這

主要是因為 ChatGPT 採用的計算框架「是在大樣本語料上訓練和微調，使得每

一個詞的稠密向量中，不僅包含了它跟相關詞語的共現、語序與選擇限制等句

法語義等方面的語言學信息，而且還通過詞語組合與語篇組織，反映了有關的

世界知識、百科知識和專業知識」（袁毓林，2024，頁 14）。ChatGPT 强大的底

層數據庫可以為學生的學習提供支持，這種集百科知識於一體的特點可以用來

解釋為什麽腦力激盪方面有高達 96% 的正面評價。但是畢竟 ChatGPT-3 的訓練

數據主要以英文為主，佔比為 92.09864%，而中文佔比僅為 0.16012%（Brown, 

2020），不管在語言規模還是語料内容上，中文訓練數據都相對有限。隨著技術

的發展，ChatGPT 生成的中文文章在結構、格式、詞句的運用等方面的質量逐

步提升；然而，在對中文語境和文字的理解以及表達能力上仍遜於英文。這種

差距給母語為其他語言的中文學習者帶來理解困難或是理解錯誤（盧宇等，

2023）。加上修讀該課程的學生母語為中文，本地生參加 DSE 的中文科成績均

為 4 分或以上，3他們語文能力佳，思辨具條理，文句與語言運用適切（香港中

學文憑考試中文科整體描述四級描述内容，2014），所以在文章内容、寫作語言

 
 
3 DSE 是「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的慣稱，為香港考試及評核局舉辦的六年制中學畢業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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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給出的正面評價比例略低。 

 

四、教學反思 

將人工智能工具應用於「職場實務中文運用」這類語言傳意課程，改變了傳統

的單向教學模式，學生通過與 AI 的互動合作完成寫作，從被動的知識接受者轉

變為自主學習者。根據課堂教學活動的觀察，學生對使用 AI 工具持積極態度，

並熱衷參與討論及修正 AI 生成的內容。他們對於 AI 生成的文本進行批判性分

析，提出修改建議，並在小組討論中分享自己的見解。這種互動性和參與感有

效激發了學生的學習動力，使他們更加投入課堂活動。與此同時，學生學會了

利用 AI 來輔助學習，並根據 AI 的反饋進行自我調整和改進，逐漸培養了自主

學習的能力。 

 

學生在逐步改進和完善寫作的過程中，也同時提升了使用人工智能工具的素養。

在課堂教學以及學生的反思中，不難發現學生意識到 AI「指令」的重要性：明

確且具體的指令直接影響 AI 生成文本的質量。學習如何編輯指令、調校指令、

以及引導 AI 進行資源整合，成為學生的學習需求。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學

生可能因語文素養有限，仍將 AI 生成的不當內容（如與任務要求不符的內容、

與語境不符的措辭、或是有悖於標準中文的文法詞彙等）保留進最後的作品中。

這一點從學生的反思中也可窺探一二。雖然學生在 AI 生成的「文章內容」及

「寫作語言」方面給予了較多正面評價，但也意識到其諸多不足及局限：如內

容較為籠統、信息不準確等，在寫作語言方面的表現也不完全盡如人意。 

 

由此可見，儘管 AI 工具在教學中發揮了積極的輔助作用，教師仍需要在教學過

程中提供必要的指導，幫助學生識別和修正 AI 生成的錯誤內容，進而提升學生

的語文能力和批判性思考能力。人工智能時代，知識的獲取不再是難題，也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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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是教育的最終目的，教師的價值也應從「知識的傳播者」，轉變為將知識「作

為提升人的價值觀、擴充思維方式和提高智慧的脚手架」（邱燕楠、李政濤，

2023，頁 10），成為幫助學生建立自我學習路徑的引路人。 

 

五、結語 

當人工智能進入課堂，傳統「教師-學生」的二元關係升級成「教師-學生-人工

智能」的三元互動，教師及學生應如何與人工智能和諧共處？本文通過展示將

ChatGPT 融入寫作課教學的實踐、總結學生對 GenAI 工具的反思、以及對整個

教學過程的反思，發現將人工智能融入課堂具有積極作用，學生對工具的評價

也普遍正面。然而，我們也發現，教師的角色並不會因人工智能的介入而減弱，

反而更顯關鍵。 

 

教師作為教學活動的引導者及設計者，首先應該積極擁抱智能技術，與智能工

具協同作業，為學習者提供個性化且靈活的學習方式（宋萑、林敏，2023；蘇

祺，2024）；同時，教師也可通過合理利用 GenAI 進行備課、設計教學活動和

提供自動反饋等方式，減輕部分工作負擔（宋萑、林敏，2023）。其次，在結合

智能技術的教學過程中，教師需要更加關注學習者的個體需求，提供更多情感

支持、創造同儕交流的環境、對學習者進行具針對性的反饋，以彌補人工智能

工具在這些方面的不足（蘇祺，2024）。此外，本文提供的教學示範為先讓學生

使用人工智能工具生成文本，然後在此基礎上進行修改、潤色和評價。但為了

避免學習者過於依賴智能工具，教師也可根據教學目的及教學內容引導學生先

行獨立思考和產出內容，再利用工具逐步進行完善，並應有意識地在教學中設

計一些能夠激發學生思考的問題以及小組合作活動，鼓勵他們提出問題、進行

討論、分析、解決問題、反思等，進一步培養學生的協作能力、解決問題能力、

批判性思考能力等高階思考能力（higher-order thinking）（焦建利、陳婷，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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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今的人工智能浪潮中，教師需與時俱進，學習並掌握人機協同教學的新技

術，並應注重平衡技術應用與人文關懷，既要利用工具提升教學效率，又要關

注學生的全面發展。這對教師提出了新的挑戰。但通過合理的教學設計和有效

的教學方法，相信教師可以在科技輔助下實現更高質量的教學，培養具備高階

思考能力的學習者。筆者希望，語文教育工作者可以突破學科邊界，與學生共

同增進人工智能技術的應用能力，並將此作為教育革新的核心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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