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hatGPT 类阅读平台对研究生学术阅读能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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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 ChatGPT 为技术底座的新型学术阅读平台，因即时的自然语言交流和疑难解答服务，迅速

成为研究生科研工具的新宠。这就有必要深入探讨这一新型阅读平台对研究生学术阅读能力的影响，为实

现高效、有针对性的学术阅读提供创新性解决方案。为探究 ChatGPT 类阅读平台能否有效提升研究生的学

术阅读能力，本研究采用准实验研究方法，以二年级硕士研究生为研究对象，通过研究生学术阅读能力量表、

测验试卷和学术阅读平台体验访谈表等，多维度地评估研究生的学术阅读能力及其对 ChatGPT 类阅读平台

的体验和感受。结果显示，实验组研究生的学术阅读能力提升显著高于对照组。具体而言，ChatGPT 类阅读

平台对研究生探寻和发表观点能力的提升作用显著。最后，本研究建议研究生应夯实专业知识，优化学术阅

读习惯；强化数字素养，善用 AI 工具；保持独立思考，培养批判性思维，以规范研究生科学使用 ChatGPT 类阅

读平台，指导新型学术阅读平台功能优化，促进研究生学术阅读能力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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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学术阅读是为学术研究和写作展开的文献阅

读工作（孙锦明等，2021）。学术阅读能力作为研究

生科研训练必备技能之一（李润洲，2022），是衡量

研究生科研能力的基础指标（Keskin，2014）。然而，

研究生学术阅读常面临疑难问题难以得到及时解

答的窘境。近年来，以 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

工智能技术对学术生态（骆飞等，2023）、科研范式、

教育应用（夏琪等，2023）和教学变革（朱雨萌等，

2023）产生了重大影响。例如，以 ChatGPT为技术

底座的学术阅读平台，以自然语言交互的方式为学

习者提供即时解答的阅读体验和有益可靠的回答

（王佑镁等，2023），成为研究生学术阅读的重要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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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那么，该类阅读平台对研究生学术阅读能力的

影响如何？为回答该问题，本研究从学术阅读能力

的获取信息、理解理论、探寻观点和发表观点等维

度展开准实验研究，探讨该类平台对研究生学术阅

读的影响。

 二、文献综述

 （一）研究生学术阅读之难

学术阅读能力是研究生科研能力发展的基石，

但研究生在学术阅读中常感疲惫和无助。究其原

因，主要是功利性阅读目的导致习得性无助

（陈斯琪，2021）和缺乏即时指导丧失阅读耐心所致。

具体而言，研究生学术阅读面临的困难主要表现在

以下五方面：

1）专业知识匮乏。学术文章包含大量概念性

与理论性内容（Eriksson，2023），部分研究生基础知

识掌握不够扎实，难以领会文章的核心观点（古明

珠，2019）。2）即时指导不足。研究生学术阅读常

会遇到问题，但碍于情面或其他原因而不愿请教他

人，且导师亦无法全天候地给予即时回复或指导

（李苒，2021）。3）海量信息焦虑。海量数字化学术

文献层出不穷，质量良莠不齐（王晓光等，2021），面
对爆炸性增长的学术文献，研究生极易陷入信息过

载的困境，造成信息焦虑的心理惆怅感。4）阅读技

巧缺乏。学术阅读需采取问题导向式阅读、精读

与泛读结合、交流讨论等方式提升阅读体验感（王

春玺等，2011）。刚入门的研究生常无法全面掌握

并灵活运用这些方法，导致学术阅读挫败感强烈，

未形成正向的学术激励。5）独立思考能力不足。

很多研究生陷入唯知识论、文献至上或形式主义

的误区，学术阅读独立思考能力不足，思考问题不

够深入，导致学术阅读效果不佳（林敏儿，2021）。
 （二）学术阅读能力调研

学术阅读能力指阅读者阅读学术文献需具备

的能力，包括获取信息、理解理论、探寻观点和发

表观点的能力（Jordan，1997）。1）获取信息能力指

研究者关注学术文献基本信息和关键信息的能力。

其中，基本信息包括学术文献的作者、书名、出版

社、出版时间等。关键信息包括关键词、研究对象、

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等核心内容。

2）理解理论能力指研究者剖析和辨析学术文献理

论观点的能力。3）探寻观点能力指研究者能够从

学术文献中准确定位、概括和分析观点的能力。

4）发表观点能力指研究者根据学术文献的内容表

达自己观点和看法的能力。学术阅读能力对学生

的专业发展至关重要。然而，实际情况是，学生对

该技能的掌握程度令人堪忧。例如，美国成人读写

能 力 评 估（National  Assessment  of  Adult  Literacy，
NAAL） 、学术能力测试（Scholastic  Aptitude  Test，
SAT） 、 美 国 大 学 入 学 考 试 （American  College
Testing Programs，ACT）等学术阅读能力测试的结

果表明，只有一半的学生达到合格标准（Chang et
al.，2023）。相关调查显示，研究生缺乏批判性阅读

技能（Anuar & Sidhu，2017）。杨雪姣（2021）发现，

研究生整体学术阅读能力呈低水平，且研究生之间

的能力差异显著。彭倩（2017）发现，阅读动机、阅

读资源获取便捷度、文献语言、科研工具熟悉度和

科研培训等均会对研究生的学术阅读产生影响。

朱向阳（2019）发现，学生学术阅读存在信息获取不

全、信息筛选不当、信息理解不深入等问题，且阅

读理解水平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林敏儿（2021）
从行为、认知、情感三个维度综合调研研究生的学

术阅读状况发现，研究生学术阅读存在功利性强、

时间投入不足和内容不成体系等问题。

近年来，基于 ChatGPT技术的阅读平台如雨后

春笋般涌现，如出现 SCISPACE、ChatPDF、ChatDOC
等在线阅读平台。这类阅读平台可通过即时文字

交流的方式为阅读者提供文献概括、观点定位和

知识解答等服务，能满足研究生个性化学习的需求，

解决信息焦虑的困扰，有效弥补专业知识和即时指

导等不足。然而，少有研究关注此类学术平台对研

究生阅读能力的影响。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为排除专业的干扰，本研究选取江苏省某高

校 40名硕士二年级学生为研究对象。其中，教育

技术学（学硕）研究生 28人，现代教育技术（专硕）

研究生 12人。所有研究对象均受过研究方法课程

的教育，接受过英文论文阅读训练。本研究将这些

研究生随机分成人数相同的实验组和对照组。实

验组采用 ChatGPT类阅读平台为阅读工具，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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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非 ChatGPT类阅读平台为阅读工具。为保证

公平，实验组研究生为 20人，其中教育技术学研究

生 14人，现代教育技术研究生 6人；对照组研究生

为 20人，其中教育技术学研究生 14人，现代教育

技术研究生 6人。

 （二）研究问题

本研究拟解决的核心问题为 ChatGPT类阅读

平台能否提升研究生的学术阅读能力？为回答上

述问题，本研究从阅读能力上述四个维度出发，提

出四个子问题：1）ChatGPT类阅读平台能否提升研

究生获取信息的能力；2）ChatGPT类阅读平台能否

提升研究生理解理论的能力；3）ChatGPT类阅读平

台能否提升研究生探寻观点的能力；4）ChatGPT类

阅读平台能否提升研究生发表观点的能力。

 （三）阅读材料

学术期刊论文因专业性强和高质量成为研究

生获取学术前沿知识的主要渠道，同时为保证内容

的前沿性，本研究选择近 5个月发表的学术论文作

为阅读材料。此外，为降低不同期刊论文对实验产

生的可能影响，经筛选，本研究确定《计算机与教

育》（Computers & Education）的四篇论文为实验的

阅读材料。其中，第 1篇主要探索情感教学代理和

自我解释策略融入计算机辅助学习的有效性

（Wang et al.，2023）；第 2篇主要探讨虚拟实验室对

学生内在和外在学习动机的影响（Diwakar et  al.，
2023）；第 3篇主要探究虚拟现实环境下具身感知

和视觉提示对乐器学习的影响（Yu et al.，2023）；第
4篇主要探寻动机信念对在线学习学生学业拖延

和学业表现关系的调节作用（Cheng et al.，2023）。
 （四）阅读工具

调研发现，目前市面上有三款较为成熟的

ChatGPT类 阅 读 平 台 ： SCISPACE（https://typeset.
io/）、ChatPDF（https://www.chatpdf.com/）和ChatDOC
（https://chatdoc.com/）。三款工具均以 ChatGPT大

语言模型为核心技术，皆提供即时交互功能，其功

能对比见表 1。
SCISPACE可根据用户提供的阅读材料生成

摘要，方便用户快速获取文章的核心信息。1）特定

内容解释功能。用户选中需要解释的文本、数学

公式和表格，便可在聊天区获得对应的解释，但相

较 ChatDOC特定内容可直接提问的方式，SCISPACE

使用不够便利。2）公式解析功能。用户通过截图

选择文档的公式，聊天区随即提供结合文档内容的

公式解释。3）预设问题功能。文档被上传的同时，

平台会生成与之相关的问题，辅助用户快速了解内

容。4）持续追问功能。用户可对疑惑的内容采用

持续追问的方式获得解析。5）高亮笔记功能。用

户对有价值或疑问的内容设置高亮显示并记录所

思所想。

ChatPDF除提供内容概括和解释功能、预设问

题功能外，还提供答案定位功能。该功能可在生成

答案的同时定位参考内容的段落来源。但相比于

ChatDOC，ChatPDF的定位功能较弱。

ChatDOC是一款功能较全的在线阅读平台。

1）提供跨文献交流服务。ChatDOC支持建立文件

夹作为总数据库，用户可通过对话轻松提问文件夹

内不同文献的综合性问题。2）特定内容提问功能。

用户选择特定文本内容，提出针对性问题，以获得

更准确的答案。3）答案定位功能。相比其他阅读

平台，ChatDOC标记生成内容的段落来源更准确。

用户还可要求 ChatDOC根据主题罗列文献中相关

参考信息。

综合对比发现，ChatDOC的功能更全面，生成

内容、答案或定位也较精准，有利于研究生获取准

确的信息。ChatDOC官方提供的技术测评结果显

示，ChatDOC在事实性检验、准确性、一致性和综

合性方面都功能突出。此外，在国内使用 ChatDOC
时，网络环境较稳定，即时交流服务可持续性强。

因此，本实验选择 ChatDOC作为阅读工具，对照组

采用非 ChatGPT类阅读平台，无法提供即时交流互

动功能。

 

表 1    ChatGPT类阅读平台功能对比

功能 SCISPACE ChatPDF ChatDOC

疑难解答 √ √ √

预设问题 √ √ √

高亮笔记 √ × ×

特定内容解释或提问 √ × √

持续追问 √ × √

答案定位 × √ √

支持中文 √ √ √

公式及表格解析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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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实验量表

本研究使用实验量表评估实验前后研究生学

术能力变化。实验量表包括研究生学术阅读能力

量表、测验试卷和学术阅读平台体验访谈表。

 1. 研究生学术阅读能力量表

本研究采用较成熟的学术阅读能力评估量表

（杨雪姣，2021），共 39个题项，分别从识记、理解、

应用 、分析、综合、评价六个维度测量研究生的学

术阅读能力。量表选项从 1到 5依次代表“非常

不赞同”到“非常赞同”。

为保证量表的有效性，本研究在实验开始前邀

请 105名不同学校研究生作答，问卷回收率 100%。

统计显示，量表的标准化 Cronbach α= 0.979>0.8，表
明量表信度较高，通过该量表能较真实可靠地反映

研究生学术阅读能力。

 2. 测验试卷

本研究根据论文内容制定测试试卷，每份试卷

共四题，总分都为 100分。四份试卷的出题人为同

一位教育技术学专家，以保证出题风格和题目难度

一致。第一题考察研究生获取信息的能力，共

10分，题型为单选题和多选题，测试知识点为论文

的基本信息和关键信息；第二题考察研究生理解理

论的能力，共 20分，题型为多选题，知识点为论文

的主要理论观点；第三题考察研究生探寻观点的能

力，共 30分，题型为简答题，测试知识点为文章核

心观点；第四题考察研究生发表观点的能力，共

40分，题型为论述题，包括与论文内容相关的思考

题和应用题。

 3. 学术阅读平台体验访谈表

为综合分析阅读平台对研究生阅读能力的影

响，本研究采用访谈法了解学生使用该类平台的感

受体验，包括整体感受、功能体验和阅读兴趣等

（见表 2）。
 （六）实验流程

首先，本研究采用研究生学术阅读能力量表对

被试进行前测，分析学生的学术阅读水平。其次，

研究进入准实验阶段。实验组研究生使用 ChatDOC
平台阅读学术论文，对照组研究生使用非 ChatGPT
类阅读平台，如知云文献翻译、WPS、小绿鲸和

Adobe reader等文献阅读工具。实验为期一个月，

共实施四次学术阅读实验。实验期间，研究者对研

究生阅读过程进行录屏，以便于后期分析。每次阅

读实验结束后，研究生完成对应的测验试卷，之后

出题人采用密封评审的方式评分，以保证结果的公

正。最后，研究者采用研究生学术阅读能力量表进

行后测。实验结束后，研究者邀请学生填写访谈表，

以便深入了解学生平台阅读体验（见图 1）。

 四、研究分析

 （一）阅读能力分析

 1. 学术阅读能力量表前测分析

研究生学术阅读能力量表前测结果显示，实验

组和对照组学术阅读能力各维度均值差距较小，研

究生学术阅读能力整体介于中等和良好之间（见

图 2）。独立样本 T检验结果表明，两组被试在识

记、理解、应用、分析、综合、评价六个维度的 Sig
值均大于 0.05，说明两组研究生实验前的学术阅读

能力不存在显著差异，实验分组公平公正（见表 3）。
 2. 测验试卷结果分析

实验组和对照组研究生的测验结果独立样本

T检验结果显示，两组被试第一次（Sig=0.543>
0.05） 、 第 二 次 （Sig=0.101>0.05） 和 第 三 次 （Sig=
0.164>0.05）测验得分不存在显著差异，第四次测验

分数（Sig=0.005<0.05）存在显著差异（见表 4）。两

组得分从无显著差异变为存在显著差异，实验组测

验均值增长显著。

 3. 学术阅读能力量表后测分析

研究生学术阅读能力量表后测结果显示，实验

组和对照组的学术阅读能力各维度均值介于中等

到良好之间，实验组平均分均高于对照组（见图 3）。
这说明相较于前测，两组的后测平均得分均有提升，

 

表 2    访谈提纲

访谈维度 访谈内容

整体感受

1）你认为，阅读平台/工具有什么优点?

2）你认为，阅读平台/工具有什么不足之处?

3）阅读平台/工具帮你解决了哪些困难?

功能体验

1）使用该工具能否帮你更好地了解文章的基本信息和关键

信息?

2）使用该工具能否帮你更好地理解文章涉及的理论?

3）使用该工具能否帮你更好地探寻、理解作者的观点?

4）使用该工具能否激发你产生更好的想法?

阅读兴趣 1）使用该平台能否激发你的阅读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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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 ChatGPT类平台更有助于提升研究生学术阅读

能力。

为探究不同阅读工具对学术阅读能力的提升

效果，本研究对两组研究生的前后测结果进行配对

样本 T检验。结果显示，实验组研究生学术阅读能

 

研究生学术阅读能力前测
前测阶段

对照组:
非 ChatGPT 阅读平台

实验阶段
完成
测验

实验组:
ChatDOC

阅读
论文

完成
测验

阅读
论文

后测阶段

录
屏

研究生学术阅读能力后测及访谈

图 1    实验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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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研究生学术阅读能力前测的描述性统计 

 

表 3    研究生学术阅读能力前测的独立样本 T检验

测量维度 组别 平均值 标准差 t Sig

识记
实验组 3.28 0.69

0.26 0.79
对照组 3.23 0.50

理解
实验组 3.38 0.57

−0.55 0.59
对照组 3.47 0.37

应用
实验组 3.38 0.60

−0.81 0.43
对照组 3.53 0.58

分析
实验组 3.44 0.59

0.26 0.80
对照组 3.40 0.44

综合
实验组 3.30 0.61

−0.85 0.40
对照组 3.47 0.63

评价
实验组 3.31 0.51

−0.35 0.73
对照组 3.36 0.37

 

表 4    研究生学术阅读能力试卷测验独立样本 T检验

测量维度 组别 平均值 标准差 t Sig

测验总分 1
实验组 56.35 13.66

−0.614 0.543
对照组 59.13 14.88

测验总分 2
实验组 60.30 12.07

1.683 0.101
对照组 52.80 15.86

测验总分 3
实验组 62.50 16.26

1.42 0.164
对照组 55.70 13.94

测验总分 4
实验组 68.75 11.78

2.964 0.005
对照组 57.15 1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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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研究生学术阅读能力后测的描述性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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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前后测结果（Sig=0.01<0.05）存在显著差异，且后

测成绩高于前测成绩。对照组研究生学术阅读能

力前后测结果（Sig=0.15>0.05）不存在显著差异（见

表 5）。
 
 

表 5    研究生学术阅读能力前后测的配对样本 T检验

平均值 标准差 t Sig

实验组 前测-后测 −.46  .71 −2.86  .01

对照组 前测-后测 −.19  .55 −1.50  .15
 

 （二）获取信息能力分析

为探究 ChatGPT提升研究生获取信息能力的

效果，本研究对两组被试获取信息部分的成绩进行

了描述性统计。实验组四次测验平均分依次为：

7.35、 8.20、 4.20、 7.30；对照组的平均分依次为：

8.40、8.80、4.55、8.00。对照组的分数始终高于实

验组，这说明对照组研究生获取信息能力较强。两

组学生获取信息的均值变化趋势一致，说明获取信

息难度变化趋势一致。其次，由于实验四次获取信

息得分不服从正态分布（P=0.000<0.05），本研究采

用Mann-Whitney U检验考察不同阅读工具对研究

生获取信息能力的影响。结果显示，实验组与对照

组的四次获取信息得分（Sig>0.05）均不存在显著差

异（见表 6）。
 
 

表 6    Mann-Whitney U检验结果

Z Sig

获取信息 1 −1.40  .16

获取信息 2 −1.40  .16

获取信息 3 −.61  .55

获取信息 4 −1.07  .28

理解理论 1 −.15  .88

理解理论 2 −1.43  .15

理解理论 3 −.14  .89

理解理论 4 −.42  .68

探寻观点 1 −.19  .848

发表观点 3 −2.16  .031

发表观点 4 −2.44  .015

上述结果表明，ChatGPT类阅读平台提升研究

生获取信息能力的效果不显著。学生论文阅读过

程的视频分析结果表明，实验组和对照组的研究生

都能主动关注并获取学术论文的基本信息和关键

信息。可见，研究生获取信息能力的整体分值较高，

且两组学生之间没有显著差异。第三次实验得分

较低，主要是由于多选题数量较多，因部分同学少

选或错选导致。

 （三）理解理论能力分析

为探究 ChatGPT提升研究生理解理论能力的

效果，本研究对两组学生理解理论部分的成绩进行

了描述性统计。实验组学生四次测验平均分依次

为：10.20、11.10、10.25、4.00；对照组学生平均分依

次为：10.60、9.75、9.75、2.25。实验组第一次测试

得分略低于对照组，后三次得分均都高于对照组。

两组均分都较低，表明学生理解理论能力方面还不

强。本研究还对理解理论部分得分进行正态性检

验。由于得分均不服从正态分布（P<0.05），本研究

采用 Mann-Whitney U检验分析数据。结果显示，

两组学生的四次理解理论得分（Sig>0.05）均不存在

显著差异（见表 6）。
上述结果表明，ChatGPT类阅读平台对研究生

理解理论能力未产生显著影响，研究生得分整体较

低。研究生学术阅读的视频和访谈记录显示，研究

生对理论内容往往只是粗略了解或简单浏览，缺乏

深入探究，导致该部分得分较低。第四次实验得分

显著下滑的原因在于研究生不熟悉该篇阅读材料

的理论内容。在访谈中，实验组研究生表示ChatDOC
阅读平台可通过答疑的方式辅助理解理论。例如，

实验组#11研究生表示：“ChatDOC不仅帮助我理

解学术文献涉及的理论，还对理论进行拓展解释。”

实验组#19研究生表示：“ChatDOC不仅可以对专

业术语进行解释，还能说明统计结果和结论，帮助

我跨越理解障碍。”

 （四）探寻观点能力分析

为探究 ChatGPT类阅读平台提升研究生探寻

观点能力的效果，本研究对两组学生探寻观点能力

的成绩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实验组学生四次测验

平均分依次为：15.90、15.90、15.70、20.45；对照组

学生的平均分依次为：16.88、15.10、14.65、16.90。
两组学生的平均得分显示，实验组前三次的均分波

动较小，第四次均分显著提升；对照组四次均分整

体较稳定。本研究还对探寻观点能力部分得分进

行正态性检验。第一次探寻观点得分不服从正态

分布（P=0.009<0.05），本研究使用 Mann-Whitney U
检验。第二、三、四次探寻观点得分服从正态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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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使用独立样本 T检验。结果显示，实验组

与对照组学生的第一次探寻观点得分（Sig=0.848>
0.05）不存在显著差异。第二次（Sig=0.72>0.05）和
第三次（Sig=0.68>0.05）探寻观点得分不存在显著

差异，第四次（Sig=0.044<0.05）的探寻观点得分存

在显著差异（见表 6和表 7）。
  

表 7    独立样本 T检验结果

测量维度 组别 平均值 标准差 t Sig

探寻观点 2
实验组 15.90 6.18

0.37 0.72
对照组 15.10 7.57

探寻观点 3
实验组 15.70 8.67

0.42 0.68
对照组 14.65 7.02

探寻观点 4
实验组 20.45 6.19

2.08 0.044
对照组 16.90 4.45

发表观点 1
实验组 23.55 9.02

0.11 0.912
对照组 23.25 7.96

发表观点 2
实验组 25.10 8.02

2.13 0.040
对照组 19.15 9.57

 

上述结果表明，随着阅读次数的增加，实验

组和对照组的探寻观点能力差异逐渐变得显著。

ChatDOC阅读平台的文献概括功能是辅助研究生

探寻观点的利器。ChatDOC可以在总结作者核心

观点的同时将参考内容进行定位引用，方便研究生

考证。对照组#10研究生表示“理解作者的观点

和理论有时比较困难，只能通过翻译去理解猜测”。

实验组#15研究生表示：“ChatDOC总结能力很强，

论据定位引用功能极大方便我了解作者观点，追问

功能还能通俗易懂地解释观点，确实很方便。”

 （五）发表观点能力分析

为探究 ChatGPT类阅读平台提升研究生发表

观点能力的效果，本研究对两组学生发表观点部分

的成绩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实验组学生四次实验

平均得分依次为：22.90、25.10、32.35、37.00；对照

组学生平均得分依次为：23.25、19.15、26.75、30.00。
两组学生的平均得分显示，实验组第一次均分略低

于对照组，之后均高于对照组。实验组均分一直呈

上升趋势，且增幅逐渐加大。对照组整体也呈上升

趋势，但增幅较平缓。这说明，实验组学生发表观

点能力提升较明显。正态检验结果显示，第一、二

次实验得分服从正态分布（P>0.05），可使用独立样

本 T检验。第三、四次实验得分不服从正态分布

（P<0.05），研究者采用 Mann-Whitney U检验。结果

显示，实验组与对照组学生第一次发表观点得分

（Sig=0.912>0.05）不存在显著差异，两组被试的第

二次发表观点得分（Sig=0.040<0.05）存在显著差异

（见表 7）。同时，第三次（Sig=0.031<0.05）和第四次

（Sig=0.015<0.05）发表观点得分均存在显著差异

（见表 6）。
上述结果表明，ChatGPT类阅读平台提升研究

生发表观点能力效果显著。本研究分析实验组的

录屏时发现，研究生与虚拟助手在观点、内容、结

论等方面展开了讨论。该过程对研究生发表观点

能力有促进作用。访谈中，实验组#16研究生表示：

“与 ChatDOC交流互动很有趣，它的总结对我启

发很大，不厌其烦的智能回复功能促使我敢于表达

自己的观点。”对照组#2研究生表示：“阅读工

具只起到翻译的功能，遇到困难不知该与谁商量。

同学也看不懂。导师也不能 24小时指导自己。”

 五、反思与建议

总体而言，ChatGPT类阅读平台在辅助提高研

究生的学术阅读能力方面具有积极作用，特别是对

探寻观点能力和发表观点能力促进作用明显。本

文最后从研究问题出发，反思研究结论，并针对研

究生如何使用此类平台提升学术阅读能力给出了

相关建议。

 （一）夯实专业知识，优化学术阅读习惯

专业知识水平是影响研究生学术阅读能力的

根本因素。扎实的专业知识有助于研究生理解学

术文献的专业术语、复杂理论和作者观点。而实

验发现，部分研究生对学术文献的理论或统计方法

理解困难，导致理解理论提升效果不显著。ChatGPT
类阅读平台虽然能够辅助研究生提升学术阅读能

力，但作用有限。因此，提高研究生学术阅读能力

的根本，仍然需以厚实的专业知识、良好的阅读习

惯作为基础。

基于此，本研究建议研究生夯实专业知识，优

化学术阅读习惯。这包括：1）以专业前沿研究为基

础 ， 围 绕 具 体 问 题 构 建 专 业 知 识 图 谱 ， 通过

ChatGPT类阅读平台的知识交流功能，针对性学习

相关理论和研究方法；2）涉猎不同领域文献，通过

ChatDOC的跨文献交流功能，综合不同文献的关

键信息，形成对前沿研究的整体认识；3）强化良好

学术阅读习惯，通过阅读平台中的高亮、标记、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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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等功能提取关键信息，结合聊天区讨论和笔记共

享功能，增强交流表达能力。

 （二）强化数字素养，善用 AI 工具

数字素养是研究生在人工智能时代进行高效

学术研究所必需的关键技能，较高水平的数字素养，

有助于研究生形成掌控技术、善用技术的能力（廖

湘阳等，2022）。然而实验发现，研究生对 ChatGPT
类阅读平台的使用能力欠缺，未能发挥 AI工具的

最大价值，导致获取信息和理解理论能力的提升效

果不显著。

基于此，本研究建议研究生学会使用 AI工具，

提升自主学习能力，具体可从以下方面展开：1）使
用 ChatGPT类阅读平台前，应认真阅读官方指导文

件，结合官方使用案例，提高自身工具的使用能力。

例如，尝试选中特定段落提问功能或跨文献提问查

询功能，有针对性地获取关键信息；2）提升指令表

达能力，实现 AI工具价值最大化。分析研究生使

用 ChatDOC记录发现，大部分研究生与 AI的交互

仅仅停留在简单交流的层面。例如，“请帮我解释

一下术语”。强大的指令功能可极大提升研究生

学术阅读效率。例如，“请按照关键点 1、关键点

2、关键点 3的顺序，整理论文的核心观点。3）强
化自主学习能力。ChatDOC的持续追问功能，为

深化研究生理论理解提供了机会。研究生应在持

续追问过程中，不断掌握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提

高自学能力。

 （三）保持独立思考，培养批判性思维

华罗庚强调独立思考能力是进行科学研究和

创造发明的必要素质。学术阅读过程中，独立地思

考问题、观点和论证，而不只是被动地接受信息，

有助于批判性、创新性思维的发展。研究结果显

示，ChatGPT类阅读平台能够促进研究生探寻观点

和发表观点的能力，但由于该类平台底层为

ChatGPT大语言模型，在生成内容时会产生“AI
幻觉”现象（Alkaissi & McFarlane，2023），导致平台

有时生成的内容不可靠，容易产生信息误导。

因此，本研究建议研究生在使用 ChatGPT类阅

读平台应保持独立思考，培养批判性思维，包括：

1）广泛参考可靠信息来源，即对于存疑信息，要查

阅原文，审核平台生成内容的准确性；2）学会研判

内容来源的可靠性。研究生应了解语言模型局限

性，理解生成内容的机制和可能产生的偏差，以更

好地识别和纠正潜在的误导信息；3）加强学术交流

与讨论，如与导师、同行和专家交流讨论，获取专

业领域的不同见解和观点，培养批判性思维和学术

辨析能力。

[ 参考文献 ]
 

[1]  Alkaissi，H.，& McFarlane，S. I.（2023）. Artificial hallucinations
in ChatGPT：Implications in scientific writing[J]. Cureus，15（2）：e35179. 

[2]  Anuar，N.，& Sidhu，G. K.（2017）. Critical reading skills：A sur-
vey of postgraduate students’ perspective of critical reading[J]. Pertanika
Journals Social Sciences & Humanities，25：163-172.
 

[3]   Chang，L.，Wang，Y.，Liu， J.，Feng，Y.，&  Zhang，X.（2023） .
Study  on  factors  influencing  college  students’  digital  academic  reading
behavior[J]. Frontiers in Psychology，13：1007247.
 

[4]  陈斯琪（2021）. 谈人文社科研究生学术阅读的功利尺度——
基于学生的视角 [J].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338 （1）：12-16.
 

[5]   Cheng， S.，Xie，K.，&  Collier， J.（2023） .  Motivational  beliefs
moderate  the  relation  between  academic  delay  and  academic  achieve-
ment  in  online  learning  environments[J].  Computers  &  Education， 195：
104724.
 

[6]  Diwakar，S.，Kolil，V. K.，Francis，S. P.，& Achuthan，K.（2023）.
Intrinsic and extrinsic motivation among students for laboratory courses-
Assessing  the  impact  of  virtual  laboratories[J].  Computers  & Education，
198：104758.
 

[7]  Eriksson，L.（2023） . “Gruelling to read”：Swedish university
students’ perceptions  of  and  attitudes  towards  academic  reading  in  Eng-
lish[J]. Journal of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64：101265.
 

[8]  古明珠（2019）. 人文社科类学术型硕士研究生的学术阅读体

验研究 [D]. 华东师范大学：41-42.
 

[9]  Jordan，R. R. （1997） .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A guide
and resource book for teacher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43.
 

[10]  Keskin，H. K.（2014）.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
sessment （PISA） reading competencies：A study of the factors in academ-
ic reading[J]. The Anthropologist，18（1）：171-181.
 

[11]  李苒（2021）. 学术阅读中的困难及策略 [D]. 北京外国语大

学，21-23.
 

[12]  李润洲（2022）. 研究生学术阅读的三重境界——以教育学论

文写作为考察中心 [J].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359 （10）：25-29.
 

[13]  廖湘阳，朱会芳（2022）. 人工智能时代研究生能力培养的重

构——基于莫拉维克悖论的思考 [J].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8）：13-20.
 

[14]  林敏儿（2021）. 云南大学硕士研究生学术阅读状况研究 [D].
昆明：云南大学：82-83、76-79.
 

[15]  骆飞，马雨璇（2023）.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对学术生态的影响

与应对——基于 ChatGPT的讨论与分析 [J]. 现代教育技术，33 （6）：
15-25.
 

[16]  彭倩（2017）. 研究生学术阅读行为与需求分析 [D]. 武汉：华

中师范大学，21-24.
 

[17]  孙锦明，曾佳怡（2021）. 导师视角下社科类研究生专业基础

阅读的思考——以教育管理专业为例 [J]. 研究生教育研究，61 （1）：42-
46、54.
 

[18]  王春玺，常书铭（2011）. 谈人文社科研究生学术阅读能力的

培养 [J]. 中国高等教育，461 （11）：56-57.
 

王卓，马洋珍，杨现民，李康康. ChatGPT 类阅读平台对研究生学术阅读能力的影响 OER. 2023，29（6）

· 67 ·

https://doi.org/10.3389/fpsyg.2022.1007247
https://doi.org/10.16750/j.adge.2021.01.003
https://doi.org/10.1016/j.jeap.2023.101265
https://doi.org/10.1080/09720073.2014.11891533
https://doi.org/10.16750/j.adge.2022.10.004
https://doi.org/10.16750/j.adge.2022.08.003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9-8097.2023.06.002
https://doi.org/10.19834/j.cnki.yjsjy2011.2021.01.07


[19]  王晓光，夏凌颖，段青玉（2021）. 学术阅读智慧化：学术论文

在线阅读系统优化研究 [J]. 出版广角，391 （13）：16-20.
 

[20]  Wang，Y.，Gong，S.，Cao，Y.，& Fan，W.（2023）. The power of
affective pedagogical agent and self-explanation in computer-based learn-
ing[J]. Computers & Education，195：104723.
 

[21]  王佑镁，王旦，梁炜怡，柳晨晨（2023）. ChatGPT教育应用的

伦理风险与规避进路 [J]. 开放教育研究，29 （2）：26-35.
 

[22]  夏琪，程妙婷，薛翔钟，赵建丰，赖俊彤（2023）. 从国际视野透

视如何将 ChatGPT有效纳入教育——基于对 72篇文献的系统综述

[J]. 现代教育技术，33 （6）：26-33.
 

[23]  杨雪姣（2021）. 基于论文学习系统促进研究生学术阅读能力

提高的实证研究 [D]. 上海师范大学，26-27、55-56. 

[24]  Yu，S.，Liu，Q.，Johnson-Glenberg，M. C.，Han，M.，Ma，J.，Ba，
S.，&  Wu，L.（2023） .  Promoting  musical  instrument  learning  in  virtual
reality  environment： Effects  of  embodiment  and  visual  cues[J].  Com-
puters & Education，198：104764. 

[25]  朱向阳（2019）. 大学生学术阅读能力培养的实践探索 [D].
南京师范大学：31. 

[26]  朱雨萌，李艳，杨玉辉，翟雪松（2023）. 智能技术驱动高等教

育变革——《2023地平线报告：教与学版》的要点与反思 [J]. 开放教育

研究，29 （3）：19-30.

（编辑：赵晓丽）

Impact of ChatGPT-Based Reading Platforms on the
Academic Reading Ability of Graduate Students

WANG Zhuo1， MA Yangzhen1， YANG Xianmin1,2 & LI Kangkang1,2

（1. School of Wisdom Education,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221116, China；
2. Educational Informatization Engineering Technology Research Center,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221116, China）

Abstract:  The  new  academic  reading  platform  based  on  ChatGPT  technological  has  rapidly
become a favorite research tool for graduate students due to its real-time natural language interaction
and  difficulty-solving  services.  It  also  leads  to  an  urgent  need  to  understand  the  impact  of  this  new
reading platform on the academic reading abilities of graduate students, to provide innovative solutions
for  efficient  and  targeted  academic  reading.  To  investigate  whether  the  ChatGPT-based  reading
platform can effectively enhance the academic reading abilities of graduate students, this study employs
a  quasi-experimental  research  with  second-year  master's  students  as  the  research  subjects.  Multiple
measurement  methods, including  a  graduate  student  academic  reading  ability  scale, test  papers, and
interviews  with  the  graduate  students  about  their  academic  reading platform experiences, are  used to
comprehensively  and  multidimensionally  evaluate  the  impact  on  the  graduate  students'  academic
reading abilities and their experiences with ChatGPT-based reading platforms. The results demonstrate
a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academic reading abilities for the experimental group of graduate students
compared  to  the  control  group.  Specifically, the  ChatGPT-based  reading  platform  significantly
enhances the ability of graduate students to explore literature and to express their viewpoints.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the article provides recommendations for graduate students on academic reading, aiming
to  guide  their  scientific  use  of  ChatGPT-based  reading  platforms  and  encourage  the  optimization  of
features  in  new  academic  reading  platforms  to  enhance  the  academic  reading  abilities  of  graduate
students.

Key  words:  ChatGPT； graduate  education； academic  reading  ability； large  language  model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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