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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生成文章對國中寫作教學可能的影響： 

以 ChatGPT 為例 
葉惠婷 

新北市佳林國民中學國文教師 

銘傳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學生 

 

一、前言 

ChatGPT 是 2022 至 2023 年使用人數攀升最快速的 AI 軟體。之所以快速的

吸引全世界高度人次使用率與關注，是在於此一軟體突破過去 AI 在對話與文字

生成過程中出現僵硬回覆、文不對題或缺乏組織架構的狀況，而能夠精準生成有

系統、有條理、有見解的文章來回覆人類的種種提問，不但可以 AI 生成中規中

矩的短篇論文報告，甚至可以製造不同風格、語氣的抒情文、歌詞和現代詩，對

於多數應試作文題目更可以依照提問內容回覆具有一定水準的寫作大綱或內容。 

在面對 AI 生成文章逐步滲入文字世界的同時，對於學生的寫作以及教師在

教學上應對與影響，下面幾個自我提問形成了後續討論的起點，如：「你想要知

道什麼？」、「你要怎麼提問？」、「這是不是一篇好文章？」、「文章如何修改可以

更好？」、「你還想知道些什麼？」這是每個人在使用 ChatGPT 的過程當中，都

可能會提出的種種自我提問。透過這些問題，進而來探討現下國中寫作教育面臨

ChatGPT 等 AI 人工文字生成軟體的普及，所帶來寫作教學上的挑戰與思考。 

二、AI 生成文章對於寫作教學上可能的影響 

使用者若善用提問技巧，讓 ChatGPT 能夠 AI 生成出一篇合格的寫作測驗內

容，但這對於國中端的國文教師在會考寫作測驗的教學上又會帶來哪些影響？以

下幾點說明。 

(一) 寫作教學的學習重點有機會再做更多的思考 

AI 生成文章的優勢在於可以依照提問指示快速整合大量資訊，從無邊無際

的知識海中依據需求做出有條理的要點羅列與分析，同時也可以根據提問條件賦

予風格或語氣。換言之，寫作過程中若僅是需要將「知識性」的內容以及根據內

容做出具有邏輯性、次序性的段落安排，AI 生成文章同樣可以做得到。同時，若

想鍛鍊學生的文字語氣表達方式，AI 生成文章也可以透過多次修正微調做出多

類型的參考範本。因此，當人人都可以輕易且快速地依照需求透過 AI 軟體生成

一篇又一篇的「作文」時，這對於國中的寫作教學實務上可能會出現以下幾點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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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I 生成文章是否會讓學生寫作練習時抄襲？ 

於此討論之前，有一個前提是：我們在觀察文學作品中「原創、化用、引用

或抄襲」的議題時，其間的分界原本就存在一些灰色地帶，更何況在歷代優秀文

學中的互文性（intertextuality）一直普遍存在，我們若要求一篇文字作品完全的

「自出機杼」其實是不太可能的。因此，若學生透過 AI 生成文章作為自身寫作

的參考大綱、素材資料庫或範文，或許是可以有部分正當性的。在過去，坊間有

許多「作文大全」、「作文名言佳句三百則」或「美文範例」等參考書，其實與現

下 AI 軟體能提供的功能與目的有諸多重疊。學生若利用 AI 生成文章作為寫作

時的「參考」或許可行，但若是一味的逐字抄襲，自然就毫無正當性，也喪失學

習的意義了。 

2. 教師是否有辦法分辨學生完全抄襲 AI 生成文章？ 

首先，ChatGPT 還是以英文作為對話主要語言，因此繁體中文的語言模式尚

未臻於完美。所以，教師仍然可以透過「語氣」或「語境」看出 AI 生成文章有

「英翻中」的斧鑿痕跡與生硬感。其次，ChatGPT 尚無法舉出「臺灣國中生」生

活經驗、事例與感觸。所以，教師可以留意到文章是否僅有說明與提出見解，缺

少生活事例。最後，若以國中寫作測驗題目來進行 AI 生成，其作品在國文老師

的評價中多落在三或四級分。由於 ChatGPT 生成文章缺少生活事例的說明與場

景的摹寫，也不會靈活運用修辭技巧，因此，具四級分以上優秀寫作能力的學生

其實無須抄襲；而相當於三級分程度且抄襲的同學，其文章將會有欠缺部分內容

需要再行補上。所以，於多數學生而言，完全抄襲 AI 生成文章，還不如自己寫

好一點，這降低了完全抄襲的動機。況且，在實際情況中，一些需要回家抄寫網

路文章的同學，其寫作程度可能本來就不到三級分，一夜之間突然寫出一篇結構

中規中矩又富涵知識性的文章，相信國文老師們看了都能「會心一笑」的。 

3. 寫出一篇合格的文章，AI 軟體做到了，但學生的寫作能力做得到嗎？ 

這問題的關鍵在於我們接受學生「知道但不一定要做得到」或「會使用但不

必知道其原理」的標準與界線在哪裡？例如我們是否接受學生只需要知道哪些地

方可以使用悠遊卡，但不必然需要知道感應晶片線圈組的製造原理。同樣的，若

學生能善用 AI 生成文章而達到與他人文字溝通、表達的目的；準確的傳遞訊息、

表現情感，甚至能透過軟體快速充實、優化自己的文字表達內容與能力，我們是

否可以接受？固然國中教育會考的寫作測驗仍需要學生在時間限制內「親自動手」

並根據題意完成一篇首尾完整的文字，一種從無到有、實際操作並運用紙筆的能

力依舊是必須的，但學生的讀寫能力或許會隨著 AI 軟體拓展到更廣、更高層次

的面向。而這些對於未來可能更重要的讀寫能力（如提問、鑑賞等），或許是我

們可以嘗試思考並設計入寫作教學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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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AI 生成文章或可成為寫作教學的素材 

AI 生成文章的部分特點或許可以在教學上提供一些寫作素材。首先，論說

文寫作中需要詳盡的「概念說明」、舉出「事例、言例」等部分，AI 生成文章可

以做得很好。其次，同樣在論說文的部分，運用「合分合」或「正反合」等需要

「分述要點」的寫作結構，軟體可以根據提問條件做到。再次，抒情文中需要展

現一定情緒的文字，如思鄉、哀傷、愛戀等心情，同樣可以根據需求快速提供多

樣示範。我們可以從蔡淇華老師「當 ChatGPT 能寫出 A 級升學作文……」一文

中的「……抒情文實測」一節可以看出：善用提問技巧與關鍵字可快速獲得抒情

文字段落的範例。最後，ChatGPT 可以根據題目指示的條件，提供師生更多版本

的寫作大綱與參考文本，對於分析寫作題目的教學可能會有幫助。因此，國文老

師可以將 ChatGPT 變成一種更精準的搜尋引擎、一種快速提供大量文字範例的

寫作資料庫，進而成為進行寫作備課與教學過程中的「案頭工具書」。 

(三) 未來寫作教學的可能關鍵要素 

在 AI 生成文章持續快速發展的前提下，對於未來的寫作教學方向，我們可

以從國中教育會考的寫作測驗評分規準中的六級分項目作為目標。其中在立意取

材部分「……適切地統整、運用材料，並能進一步闡述說明以凸顯主旨」一項中，

可看出關鍵的寫作能力應該具有呈現文章「適切」和「進一步」的特性。至於「適

切」的運用寫作材料則需要加入個人生命經驗，這也包含了細膩的情感呈現，同

時要能藉此材料做出「進一步」的美感體驗與價值判斷。因此，學生寫作的能力

展現，可以下面幾點來做思考。 

首先，是「細膩的情感表達」。由於 AI 生成文章僅僅是從大量的資料庫中搜

尋、並統整出妥適的回應，但青少年學生本來具有複雜矛盾的心緒與哀愁，私密

的心聲與隱晦的情緒，若能有好的文字呈現，情感的要素則會成為文章中相當具

有價值的部分。其次，是「個人生命經驗的分享」，每個人的生命經驗都有部分

的共性，同時也具獨有的特質，因此「生活經驗」或「生命歷程」的展現，則會

是判定一篇文章中是否特出的關鍵要素。最後，是高層次的「美感體驗」與「價

值判斷」。過去寫作測驗題目中曾出現「靜夜思考」的情境，其實也是先來自一

種對靜夜的「美感體驗」，進而引出對於種種人生問題「價值判斷」的思考。因

此，文章中是否能夠展現出個人的「美感體驗」，縱然是夜晚前往補習班路上積

水的反光、午後一場大雨降下時球場的獨特氣味，都可以展現出學生對於生活中

美感體驗的細膩記錄。同時，學生的「價值判斷」也都是具有高度主觀或透過高

度情感驅動的思考行為，若能在文章中展現出個人的思考歷程與判斷，將會具有

相當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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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若能透過寫作教學方法與活動來強化上述的學生寫作練習重點，使之能

夠練習展現「細膩的情感表達」。在文章中保留部分「個人生命經驗的分享」；並

且呈現出具有摹寫等修辭功力的「美感體驗」段落，以及具有思考歷程的「價值

判斷」，或許有機會讓學生在運用 AI 生成文章的基礎之上，展現出更好的文字成

果。 

三、結語 

未來若是一個以 AI 生成文章與人類創作交織重疊的語言文字世界，那麼文

章中的情感表達、個人生命經驗的分享、美感體悟與價值判斷等，可能會是最具

有價值的文學要素，這也同時指向了一種文學作品「人性化展現」的高度價值。

換言之，AI 生成文章越是進化、越是普及，則具有「人性」特質的要素愈是珍

貴。因此，在國中教育現場中，除了面對會考寫作測驗的實作能力之外，寫作的

學習目標、教學方法以及學生的寫作能力呈現方式，或許會更趨向個性的、藝術

的和私體驗的特質。另外，ChatGPT 的問答操作模式，會讓學生的學習目標取向

變得更為關鍵。對於國文教師而言，寫作的教學過程中如何強化學生的「寫作動

機」、「思考能力」與「鑑賞能力」也許值得再做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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