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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摘摘要要要

反馈评语生成任务旨在为语言学习者的产出提供纠偏及解释性的评价，促进学习者写
作能力的发展。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单语的反馈评语生成，如为英语学习者提供英文
反馈评语，但这忽略了非母语学习者可能面临的理解障碍问题，尤其当评语中存在陌
生的语言知识时。因此，本文提出跨语言反馈评语生成任务（畃界畆畃畇），目的是为语
言学习者生成母语的反馈评语。本研究构建了首个英甭中跨语言反馈评语生成数据集，
该数据集包含英语学习者产出的语句与相应的中文反馈评语，并探索了基于流水线的
预训练语言模型引导增强生成方法，将修正编辑、线索词语和语法术语等作为输入的
附加信息，引导和提示生成模型。实验结果表明，附加引导信息的预训练语言模型流
水线方法在自动评估（畂界畅畕町 电田甮申甲）与人工评估（畐畲略畣畩畳畩畯畮町 甶甲甮甸甴）上表现良好。本
文对实验结果进行了深入分析，以期为跨语言反馈评语生成任务提供更多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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畧畵畡畧略 畭畯畤略畬 異畩異略畬畩畮略 畷畩畴畨 畡畤畤畩畴畩畯畮畡畬 畧畵畩畤畩畮畧 畩畮畦畯畲畭畡畴畩畯畮 畹畩略畬畤畳 畲畯畢畵畳畴 異略畲畦畯畲畭畡畮畣略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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畴畩畯畮 畴畡畳畫畳甮

Keywords: 畉畮畴略畬畬畩畧略畮畴 畃畯畭異畵畴略畲甭畁畳畳畩畳畴略畤 界畡畮畧畵畡畧略 界略畡畲畮畩畮畧 甬 畆略略畤畢畡畣畫 畃畯畭畭略畮畴
畇略畮略畲畡畴畩畯畮 甬 畃畲畯畳畳甭界畩畮畧畵畡畬 畔略畸畴 畇略畮略畲畡畴畩畯畮 甬 畐畲略畴畲畡畩畮略畤 界畡畮畧畵畡畧略 畍畯畤略畬畳

1 引引引言言言

智能辅助写作是计算机智能辅助语言学习（畉畃畁界界）中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其主要目的
在于帮助语言学习者纠正写作中的错误，以提高他们的语言运用能力。近年来，自动语法错误
纠正任务（畇畅畃）受到了广泛的研究关注。该任务通过识别学习者文本中存在的错误，生成修
正后的正确语句，旨在减轻语言教师的负担，使语言学习过程更加即时和便捷。然而，自动语
法错误纠正任务通常只能告诉学习者畜改哪里產和畜如何改產，而忽略了最为本质的问题畼畼畜为什
么要修改產。这种方法可能导致语言学习者在一知半解中修改了本次的错误，但是在未来的表述
中出现同样的错误。反馈评语生成任务正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而设计的。反馈评语是帮助作者
（学习者）提高写作技巧的字符串，它不仅提供关于语法错误的具体反馈，还可以包括关于话
语、结构和内容等其他方面的评价。这种反馈既可能是对当前写作的具体指导，也可能是对作
者的鼓励。总之，为语言学习者的写作提供针对性的建议或解释性评语，对于提高他们的语言
运用水平是极其有益的。
在本研究之前，由于平行训练和评估数据的可获得性，有关反馈评语生成任务的研究主要

集中于单一语言环境。然而，这些研究往往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实际问题，即生成的评语可能包
含对语言学习者来说陌生的词汇。换言之，这更适合为希望提高写作水平的英文母语者生成反
馈评语。如图由 所示，如果以汉语为母语的英语学习者想要知道错误的原因，相比仅提供结果
的英文语法错误纠正和英文反馈评语，中文反馈评语更易于被理解和接受。

因此，本文提出了一项新颖的跨语言反馈评语生成（畔界畆畃畇）的新任务，并构建了首个针
对英文学习者语句采用中文反馈评语的跨语言反馈评语数据集。在数据集的构建过程中，本研
究利用现有的反馈评语生成数据资源，在构建语法术语翻译映射表的基础上，利用大语言模型
以无监督的方式进行翻译，并通过人工标注对结果进行修正。为了实现跨语言反馈评语生成，
本研究尝试将修正编辑、线索词语及语法术语等反馈评语中的关键信息整合入流水线，作为生
成模型输入的附加信息，从而起到对输出的引导和提示作用，提高模型生成效果。研究结果表
明，引入不同的附加信息会对生成效果产生显著影响，与直接微调的基线模型相比，本文所提
方法能够生成更高质量的反馈评语。此外，我们对实验结果进行了深入分析，以期为今后的相
关研究提供参考。本文的主要贡献有：构建首个针对中文母语者学习英语外语的反馈评语语料
库；探索预训练语言模型和大语言模型跨语言反馈评语生成的能力；分析添加不同附加信息对
预训练语言模型生成反馈评语效果的影响。

2 相相相关关关工工工作作作

智能辅助写作是计算机智能辅助语言学习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由于传统的语法错
误纠正任务缺乏可解释性，无法向语言学习者提供修改的原因，因此畎畡畧畡畴畡用甲田由甹甩提出反馈
评语生成任务，旨在为语言学习者提供关于错误原因的解释性说明，从而帮助语言学习者提
升写作水平。畎畡畧畡畴畡用甲田甲田甩发布了基于亚洲英语学习者国际语料库网络（畉畃畎畁界畅）用畉畳畨畩畫畡畷畡甬
甲田由申甩标注反馈评语的细节，并公开了部分标注结果。该数据集采用英语（标注结果被弃用）
和日语标注反馈评语，涵盖了多种错误类型。其中，反馈评语中的语法术语和引文采用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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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reached to the station.

(a) 语法纠错任务

(b) 单语言反馈评语生成

(c) 跨语言反馈评语生成

We reached the station. ( to →  to )

为什么要删除“to”?

Since the <verb> <<reach>> is a <transitive verb>,
the <preposition> <<to>> is not required.

由于<动词><<reach>>是<及物动词>，
所以不需要介词<<to>>。

We reached to the station.

We reached to the station.

我明白了！

“transitive verb”是什么意思?

图 由町 跨语言反馈评语生成任务

特殊符号进行标记。语法术语使用畜<產和畜>產标记（如<不及物动词>）以便于学习者对照语法
书中相应的语法项目。而引用符号畜<<產和畜>>產用于表明其中的单词是从原始语句中引用的
（如<<畡畧畲略略>>），这使得反馈意见更加灵活和具体。在畉畎界畇 甲田甲甲针对语言学习者反馈评
语生成的共享任务（畇略畮畃畨畡畬）中，畎畡畧畡畴畡用畎畡畧畡畴畡 略畴 畡畬甮甬 甲田甲由甩进一步定义了反馈评语生成任
务，即输入是学习者语句和需要进行评语的位置索引，输出是针对该位置的具体反馈评语。同
时，畎畡畧畡畴畡公开了一个基于上述数据集翻译而来的、专注于介词使用错误类型的英文单语言数
据集用畎畡畧畡畴畡 略畴 畡畬甮甬 甲田甲申甩。

在反馈评语生成方法的研究中，研究者尝试了不同的模型架构和训练策略。畈畡畮畡畷畡用甲田甲由甩
对基于检索、生成以及检索与编辑结合的三种方法进行了初步探索。研究发现，检索与编辑结
合的方法虽然能够对检索结果进行修改，但其过度编辑的问题导致生成效果不佳；基于检索的
方法虽稳定，却因仅限于检索已有评语库中的匹配项而缺乏灵活性；相较之下，简单生成的方
法取得了最佳的性能，其使用序列到序列模型直接生成评语，能够提供更多样化的反馈，但其
生成评语准确性和可用性仍是一个挑战。

为了提高模型的泛化能力和性能，研究者还探索了多种数据增强技术。畂畡畢畡畫畯當用甲田甲甲甩 通
过使用依存句法分析对原始学习者语句进行了裁剪，并采用语言模型畇畐畔甭畎略畯对剪裁后的部分
进程扩展以生成伪数据。而畂略畨畺畡畤用甲田甲甲甩 则采取了一种不同的伪数据生成方式，该方法通过
在畉畃畎畁界畅语料库中标注未用于训练和验证的其他文章中的介词使用类型错误，从而扩大了数
据规模。

为了在生成过程中充分利用和参考已有的数据，畉畨畯畲畩用甲田甲申甩 提出了基于检索的生成方法，
该方法包括三个主要模块：检索模块、屏蔽模块和生成模块。首先，检索模块从训练数据中检
索与输入学习者句子最相似的实例。然后，屏蔽模块将屏蔽检索到的反馈评语中与输入句子不
太相符的词汇。最后，生成模块依据输入句子及已屏蔽的反馈评语来生成最终的反馈评语。检
索和掩蔽模块基于畂畅畒畔模型，而生成模块使用预先微调的畔电模型。另一方面，畊畩畭畩畣畨畩用甲田甲申甩
采用了预训练的畔电模型作为生成器，并使用畒畯畂畅畒畔畡作为分类器来获取名词、介词等语法术
语标签。这些预测出的语法术语标签被用作生成模型中的一个额外信息源。

此外，在语法纠错任务中，关于可解释性的研究也并未止步。畆略畩用甲田甲申甩 认为对于语法错误
纠正任务的可解释性而言，错误的原因（线索词语）及其对应的错误类型是解释错误的两个关
键因素。为了通过解释来增强畇畅畃模型，该研究引入了一个配有线索词语和语法错误类型标注
的大型数据集畼畼畅畘畐畅畃畔，并基于此数据集提出了结合语法分析和错误修正机制的两个基线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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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数数数据据据

本研究利用现有反馈评语生成数据资源，构建了首个英甭中跨语言反馈评语生成数据集。本
章节将介绍数据来源和数据集构建的详细过程。

3.1 数数数据据据来来来源源源

现有反馈评语生成数据集，主要有基于亚洲英语学习者国际语料库网络（畉畃畎畁界畅）标
注的数据集和畉畎界畇 甲田甲甲 针对语言学习者反馈评语生成共享任务（畆畃畇 畇略畮畃畨畡畬）的数据集
（畎畡畧畡畴畡，甲田甲田）。前者是从畉畃畎畁界畅语料库中抽取了中国大陆、中国台湾、日本、韩国、泰
国、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和地区的由甬由甹甴篇文章，使用日语对其标注了反馈评语，其中甴田田篇来
自中国的作者，约占申申甮电甥。虽然这也是一个跨语言的数据集，但该数据集并未得到实际的使
用。而后者是对前者中关于介词使用错误类型进行筛选并将评语语言翻译为英文后的结果，这
也是目前唯一被广泛用于反馈评语生成任务的数据集。语料库规模如表由所示。

数据集名称 学习者语句数量 总词语数量 反馈评语数量

畉畃畎畁界畅 数据集 由男甬甹申甸 申田田甬甲甸甹 由田甬甴甶申

共享任务数据集
训练集 甴甬甸甶甸 由由田甬甹田甶 甴甬甸甶甸
开发集 由男田 申甬由甴甲 由男田
测试集 甲由电 甴甬甴甴甶 甲由电

表 由町 反馈评语数据集规模

3.2 数数数据据据标标标注注注

3.2.1 数数数据据据清清清洗洗洗

本研究首先对原始数据中存在错误进行了人工修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错错错误误误符符符号号号 语法术语符号、原句引用符号和引号的使用需要满足匹配关系。在这一步骤

中，包括非法语法术语（例如<當略畲畢 >>→ <當略畲畢>）、非法原句引用（例如<<畣畯畵異畬略>→
<<畣畯畵異畬略>>）和非法引号（例如，甧畯畦產 → 產畯畦產）等错误已得到纠正。
符符符号号号混混混淆淆淆 语法术语符号和原句引用符号分别为畜<甮甮甮>產和畜<<甮甮甮>>產，但是在原始评语数

据集中，二者存在一部分混合使用的情况，例如语法数据畜<當略畲畢>產被标记为畜<<當略畲畢>>產。本
文通过人工逐条筛查的方式修正了这类错误。
非非非法法法索索索引引引 目标索引的开始和结束必须分别对应于错误单词的开始和结束，而不能包含单词

之间的空格。例如，对于输入畜畉畴 畩畳 畦畵畮 畴畯 畭略 甮產，由田町由甲 的索引是正确的，而甹町由甲 的索引是非法
的。本文通过将字符级别的索引自动转化为单词级别的索引解决了这一问题。
字字字符符符编编编码码码 其他一些更为少见的错误，如语法错误和非畁畓畃畉畉 字符的使用（例如全角符

号甧Ａ甧和半角符号甧畁甧）也在数据清洗中被修改。

3.2.2 评评评语语语翻翻翻译译译

对于生成学习者母语的跨语言反馈评语，一个最自然的想法是在现有单语言反馈评语生
成结果的基础上挂载一个翻译模块。因此，本研究首先尝试使用商业机器翻译模型进行英
译中的评语翻译。然而，根据本文的测试结果，由于反馈评语中包含表示语法术语和学习
者语句引用的特殊符号（即畜<產、畜>產、畜<<產和畜>>產），传统机器翻译模型通常无法对其进
行处理，传统机器翻译模型通常无法处理含有表示语法术语和学习者语句引用的特殊符号
（如畜<產、畜>產、畜<<產和畜>>產）的反馈评语，因而导致反馈评语中包含的语法术语无法被正
确地翻译的，从而进一步造成学习者的困惑。外挂机器翻译模型的方法存在对语法术语翻译不
准确（例如将<畩畮畴畲畡畮畳畩畴畩當略 當略畲畢>译为<畩畮及物动词>）、无法理解评语中特殊符号（部分翻译
或过度翻译）等问题，这也间接证明了对跨语言反馈评语生成进行研究的必要性。基于此，本
文放弃直接使用翻译模型的方法构建跨语言的反馈评语生成任务数据集，转而采用人工校对基
于语法术语对照的大语言模型辅助翻译方法。
语语语法法法术术术语语语翻翻翻译译译 在原始数据中，相同的语法点存在多种表述方式（例如畜畤略畴略畲畭畩畮略畲產

和畜畱畵畡畬畩甌略畲畳產均表示限定词），这是与反馈评语生成任务的定义相悖的，既不利于语言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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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学习和记忆，也不利于构建语法知识点对应的详细解释。因此，本文参考一线大学英语授
课教师的建议，通过人工翻译和整理，将原有的甲甬甲田甲个日文语法术语和申甴甸个英文语法术语全
部对应至由甬男甴电个中文语法术语，减少其中相同描述，并使其更加符合中国的英语教学实际需
要。

机机机器器器翻翻翻译译译辅辅辅助助助 本文基于上述构建的语法术语翻译对照，使用畇畐畔甭甴甭畔畵畲畢畯模型对英文反馈
评语进行翻译，以解决使用传统机器翻译模型时对于特殊符号之间内容处理有误的问题。为了
使其生成的翻译结果符合预期，本文在畐畲畯畭異畴中加入了对翻译要求的描述和一些输入输出示例
作为提示。除此之外，本研究基于上述构建语法术语对应集，将语法术语翻译和原句引用作为
替换操作，以畐畲畯畭異畴的形式输入畇畐畔模型，从而在翻译过程中保留对于语法术语和原句引用的
特殊符号，所用畐畲畯畭異畴如表甲所示。同时，为了使模型拥有更好的效果，本文在调用畁畐畉时使
用了畓畹畳畴略畭 畐畲畯畭異畴町 畜留畯畵 畡畲略 畃畨畡畴畇畐畔甬 畡 畬畡畲畧略 畬畡畮畧畵畡畧略 畭畯畤略畬 畴畲畡畩畮略畤 畢畹 畏異略畮畁畉甬 畢畡畳略畤 畯畮
畴畨略 畇畐畔甭甴 畡畲畣畨畩畴略畣畴畵畲略甮\畮畋畮畯畷畬略畤畧略 畣畵畴畯甋町 甲田甲申甭由甲\畮畃畵畲畲略畮畴 畤畡畴略町 甲田甲甴甭田申甭由田產。

日甭中评语翻译畐畲畯畭異畴 英甭中评语翻译畐畲畯畭異畴

请将下面的日语句子翻译成中文，不要保
留任何日语。在翻译中，请使用以下给定
的词语替换：
{畴略畲畭 畳畴畲}；{畲略畦略畲略畮畣略 畳畴畲}。直接输出翻
译后的中文句子，不要包含任何其他内
容。
日语句子：{畦略略畤畢畡畣畫}
中文句子：

将下面的英文句子翻译成中文。在翻译
中，请使用以下给定的词语替换：
{畴略畲畭 畳畴畲}；{畲略畦略畲略畮畣略 畳畴畲}。直接输出翻
译后的中文句子，不要包含任何其他内
容。
英文句子：{畦略略畤畢畡畣畫}
中文句子：

畴略畲畭 畳畴畲 甽 {非母语语法术语} 甭>{中文语法术语}
畲略畦略畲略畮畣略 畳畴畲 甽 {原句引用} 甭>{原句引用}

表 甲町 使用畇畐畔甭甴模型翻译反馈评语所用畐畲畯畭異畴

人人人工工工校校校对对对 为进一步提升中文反馈评语的质量，本研究招募了由田名以中文为母语所学专业为
日语或专业水平畎甲以上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在畇畐畔甭甴模型翻译结果的基础上，对中文反馈评语
进行校对。其主要任务是：用由甩检查翻译结果是否符合中文的表达习惯；用甲甩检查翻译结果与原始
反馈评语是否表达相似的含义；用申甩检查翻译后的反馈评语是否包含与原始反馈评语相同的语法
术语、原句引用等；用甴甩检查翻译后的反馈评语中包含的特殊符号是否满足两两匹配关系以及其
它格式是否正确。我们组织标注者参加反馈评语生成任务翻译的培训会议，并进行了对甲田条翻
译结果的校对试标注，标注者完成试标注后可以进入正式的标注任务，我们对标注结果进行最
终审查。为了评估模型在实际使用场景下的效果，我们邀请了两位英语教师来校对测试集。

4 实实实验验验

基于前一章节构建的跨语言反馈评语数据集，本研究首先对任务定义进行了明确，然后分
别采用附加引导的流水线预训练语言模型方法和少量样本提示的大语言模型方法进行了实验，
并对生成结果的评估指标进行了详细介绍。

4.1 任任任务务务定定定义义义

跨语言反馈评语生成通常指在对于给定的学习者语句自动生成学习者母语中的反馈评语。
在本研究中，输入数据是一个由英文语句及其错误位置索引组成的集合，输出则是针对指定错
误位置的反馈评语。其中错误位置索引是一个整数区间，用于指出学习者语句中需要进行解释
性说明的具体位置。所生成的反馈评语旨在帮助作者（语言学习者）提升写作技能，通常包含
对语法错误的点评，同时也可能涉及话语、结构及内容方面的建议。这些建议不仅能改善当前
的写作，也可能包含对作者的鼓励或赞美。

由于介词使用对于非母语学习者存在一定难度，其中含有介词区分、固定搭配、特殊用法
和习惯用语等难点。并且介词使用错误类型在现有数据集中拥有最大的数据量，在所有错误类
型中占有最高的比例。因此，本研究以介词使用错误类型的跨语言反馈评语生成作为研究起

CC
L 
20
24

第二十三届中国计算语言学大会论文集，第134页-第149页，太原，中国，2024年7月25日至28日。
卷1：主会论文

(c) 2024 中国中文信息学会计算语言学专业委员会 138



计算语言学

点。而畂畡畢畡畫畯當（甲田甲甲）和畂略畨畺畡畤（甲田甲甲）等已经证明，对于低资源的反馈评语类型，可以通
过数据增强的方法显著提升模型的性能。因此，对于数据量较少的错误类型，可以通过数据增
强的方式扩展数据规模，而后采用与介词错误相同的方法生成反馈评语。

4.2 方方方法法法

4.2.1 预预预训训训练练练语语语言言言模模模型型型方方方法法法

反馈评语生成任务是将语言学习者撰写的输入文本转换为解释语法规则的另一文本的一种
序列到序列生成任务，这意味着在其他生成式任务中被证明有效的方法（如复制机制）可能同
样有益于这一任务（畎畡畧畡畴畡，甲田甲申）。

通过以下示例，我们发现一条反馈评语通常包含四个特殊的部分，即错误引用、修正
编辑（畃畯畲畲略畣畴畩畯畮 畅畤畩畴，畃畅）、线索词语（畅當畩畤略畮畣略 畗畯畲畤，畅畖）和语法术语（畇畲畡畭畭畡畴畩畣畡畬
畔略畲畭畳，畇畔）。

Input: The small steps will lead to a complete ban of smoking not only at restaurants , but
also at any other indoor places . 90:92

Output: <介词> <<at>>可以与<<place>>一起使用来指示某事发生的地点，但更常见
的是使用’in’代替。

反馈评语通常引用输入文本中出现的单词和短语，错误引用畜畡畴產已经在输入中被标记，而
未被标记线索词语畜異畬畡畣略畳產也会出现在原始语句中。同时，在反馈评语中使用符号畜<產和畜>產标
记的语法术语，以及引号畜甧產之间的修正编辑，对提升反馈评语生成的效果也可能是有益的。如
果这些信息被附加在生成模型输入中，即可便于该模型引用源文本中的这些片段，从而降低生
成任务的难度。

对于生成模型而言，同时识别原句中的错误引用，并预测修正编辑、线索词语和语法术
语，然后将它们组织成一个完整的句子，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任务。因此，我们考虑将任务细
分为多个步骤，采用流水线的方式处理。首先预测修正编辑、线索词语和语法术语等信息，然
后基于这些附加信息生成最终的反馈评语。这样的步骤化分解有助于模型更好地处理复杂信
息，从而提高反馈评语的准确性。对于跨语言反馈评语生成任务，我们基于前文构建的数据
集，选择采用多语言预训练语言模型畭畂畁畒畔用畔畡畮畧 略畴 畡畬甮甬 甲田甲田甩和畭畔电用畘畵略 略畴 畡畬甮甬 甲田甲由甩作为反
馈评语生成模型进行微调。我们的任务流程如图甲所示。

学习者语句 正确语句

线索词语

修改编辑 反馈评语ERRANTGECToR

语法术语

PLM

RoBERTa

Explainable-
GEC

图 甲町 跨语言反馈评语生成任务流程

直直直接接接微微微调调调 基于前文构建的数据集，我们直接微调了畭畂畁畒畔和畭畔电预训练语言模型并作为
跨语言反馈评语生成任务的基线。由于预训练语言模型无法有效处理输入中的索引位置，因此
我们将原始输入中基于字符的错误位置索引修改为基于单词的位置索引，并在需要评语的位置
起始和结束分别添加符号畜畛產和畜畝產作为标记。

修修修正正正编编编辑辑辑 由于约申甴甥的反馈评语中包含了对于错误位置的修改建议，因此我们使
用畇畅畃畔畯畒用畏畭略畬畩畡畮畣畨畵畫 略畴 畡畬甮甬 甲田甲田甩模型对语料中的所有语句进行了自动修正，以得到语
法正确的语句。然后，为了进一步得到错误位置的修改编辑，我们使用了畅畒畒畁畎畔用畂畲畹畡畮畴 略畴
畡畬甮甬 甲田由男甩工具，提取原始语句和修正语句之间的编辑操作，对于编辑操作在待评语索引范围
内的编辑进行保存。针对上例中的修正语句为畜畔畨略 畳畭畡畬畬 畳畴略異畳 畷畩畬畬 畬略畡畤 畴畯 畡 畣畯畭異畬略畴略 畢畡畮 畯畦
畳畭畯畫畩畮畧 畮畯畴 畯畮畬畹 畡畴 畲略畳畴畡畵畲畡畮畴畳 甬 畢畵畴 畡畬畳畯 畩畮 畡畮畹 畯畴畨略畲 畩畮畤畯畯畲 異畬畡畣略畳 甮產，保留的畅畒畒畁畎畔结果
为：畜畏畲畩畧町 畛由由甬 由甲甬 甧畡畴甧畝甬 畃畯畲町 畛由由甬 由甲甬 甧畩畮甧畝甬 畔畹異略町 甧畒町畐畒畅畐甧產，即将介词畠畡畴甧替换为畠畩畮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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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线线索索索词词词语语语 线索词语通常可以提供有关语法错误发生原因的线索或指示。例如，在处理介词
错误时，介词本身及其周围的名词短语常常是关键线索。通过在生成模型训练中加入这些线索
词语的标注，可以显著提高模型的错误识别和修正准确率。我们基于已经获得的修正编辑，直
接使用了畆略畩用甲田甲申甩公开的线索词语生成模型，得到线索词语。

语语语法法法术术术语语语 我们注意到几乎所有反馈评语中均包含有语法术语（畇畔），如果在生成反馈
评语之前，将预测出可能使用的语法术语附加到输入中，可能会显著提高模型的性能。在
上一章节中，我们已经构建出了完整的语法术语表。由于每条反馈评语中可能使用了多个
语法术语，因此可将这视为一个多标签分类任务。因此，我们借鉴了畊畩畭畩畣畨畩用甲田甲申甩 提出的基
于畒畯畂畅畒畔畡用界畩畵 略畴 畡畬甮甬 甲田由甹甩附加一个线性层的语法术语预测模型，并在中文数据集上进行训
练，同样仅保留出现频率前十的语法术语作为附加信息。

我们将上述三种附加提示分别追加在以制表符畜|產作为分割的原始学习者语句之后作为输
入，并尝试将上述三者分别两两组合或全部组合作为输入，分别微调了畭畂畁畒畔和畭畔电预训练
语言模型。

4.2.2 大大大语语语言言言模模模型型型方方方法法法

鉴于大语言模型在语言理解和指令遵循方面的强大能力，以及其在通用领域和众多自然语
言处理任务中的优异表现，本文评估了大语言模型（使用畇畐畔甭申甮电和畇畐畔甭甴，采用畦略畷甭畳畨畯畴方
法）在跨语言反馈评语生成任务上的效果，并初步探索了提升其在此任务上表现的方法。

本研究重点关注于构建有效的畐畲畯畭異畴，以充分利用大语言模型的指令遵循能力。为了使
大语言模型更好地理解和适应跨语言反馈评语生成任务，我们在详细描述任务的基础上，尝试
了畺略畲畯甭畳畨畯畴、畯畮略甭畳畨畯畴和畦略畷甭畳畨畯畴等不同的畐畲畯畭異畴构造策略。通过不断优化畐畲畯畭異畴内容，我们
从数十个版本中筛选出了效果最佳的畐畲畯畭異畴。我们要求大语言模型扮演中国英语教师的角色，
使其与对英语外语教师的行为对齐。此外，我们分别添加了对于错误位置进行添加、修改、删
除等三种类型的示例，以使大语言模型更好的理解跨语言反馈评语任务描述、需求和输出模
式。详细的实验设置请见附录畁。

4.3 评评评价价价

4.3.1 自自自动动动评评评估估估指指指标标标

表表表层层层相相相似似似度度度 与前人关于反馈评语生成的研究相同，本文使用畂界畅畕 用畂畩畬畩畮畧畵畡畬 畅當畡畬畵畡畴畩畯畮
畕畮畤略畲畳畴畵畤畹甩 用畐畡異畩畮略畮畩 略畴 畡畬甮甬 甲田田甲甩作为评估结果表层相似度的指标。畂界畅畕 最初被用于评估
机器翻译的质量，其通过统计模型输出与一组参考之间的畎甭畧畲畡畭 匹配的次数来可以反映二者
之间的接近程度。本研究直接使用畒畹畯 畎畡畧畡畴畡（甲田甲由）在共享任务种提供评估代码工具来计
算畂界畅畕分数。

语语语义义义相相相似似似度度度 对于语义相似度的评估，本研究采用了畂畅畒畔畓畣畯畲略 用畚畨畡畮畧 略畴 畡畬甮甬
甲田甲田甩。畂畅畒畔畓畣畯畲略 利用预训练的语言模型畂畅畒畔 来计算生成反馈与参考反馈之间的语义相
关性。具体而言，畂畅畒畔畓畣畯畲略 通过计算反馈文本中每个词语的畂畅畒畔 嵌入向量与参考文本中最
相似词语的余弦相似度，来评估整体的语义匹配度。这种方法不仅关注词语的表层匹配，而且
更加重视语义的深层次相似性，能够更全面地评估生成文本的质量。

4.3.2 人人人工工工评评评估估估指指指标标标

在人工评估方法中，我们采用了畎畡畧畡畴畡用畎畡畧畡畴畡 略畴 畡畬甮甬 甲田甲由甩提出的评估框架。具体来说，
三位独立的评价者在盲审的情况下，使用田至甲的评分系统基于特定评估标准对每条生成的反馈
评语进行评估：完全正确（甲）、部分正确（由）或不正确（田）。其中，完完完全全全正正正确确确（（（2）））指反馈
评语不仅包含了与参考内容相似的信息，而且未包括任何与错误无关的内容。即便反馈中包含
了参考内容未提及的相关信息，只要这些信息直接关联到错误，也被认定为完全正确。部部部分分分正正正
确确确（（（1）））的评分意味着反馈评语基本准确，但需要简单编辑以提高准确度；例如，如果反馈正
确指出了句子的错误，且只需修改几个词便能让内容更准确，则归于此类。而对于那些与参考
内容完全无关，未能指出错误原因的反馈，则被评为不不不正正正确确确（（（0）））。

所有评价者均为拥有语言学背景的中文母语者，其英语都达到了六级或专业四级水平，并
且了解跨语言反馈生成任务。此外，为了确保评估的一致性和可靠性，我们还进行了畋畡異異畡 统
计分析（田甮甸由男甲），保证了评价者之间较高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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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大大大语语语言言言模模模型型型评评评估估估方方方法法法

由于传统的基于参考的表层相似度指标（畂界畅畕）与人类判断的相关性相对较低，而人类
评估的耗时较长且成本较高。因此，对于需要一定创造力和多样性的跨语言反馈评语生成任
务，本文尝试使用畇畐畔 申甮电甭畔畵畲畢畯和畇畐畔 甴甭畔畵畲畢畯等大型语言模型作为评估的指标，这不仅可
以验证我们的方法在更广泛的语境中的有效性，也可以探索如何利用界界畍的强大能力来进一步
提升跨语言反馈生成的质量。

本文分别采用了无监督评估和有监督评估两种方式：在无监督评估中，我们参考界畩畵用界畩畵 略畴
畡畬甮甬 甲田甲申甩和畗畡畮畧用畗畡畮畧 略畴 畡畬甮甬 甲田甲申甩提出的大语言模型评估框架，分别探索了在畐畲畯畭異畴中指定
评估维度和未指定评估维度下大语言模型的评估效果；对于有监督评估，我们将上小节所述的
人工评估标准作为畐畲畯畭異畴的一部分指导大语言模型进行评分。经过验证发现，使用大语言模型
评估与人类评估的一致性较低，因此我们仅在附录畃中报告和分析了这部分结果。

5 分分分析析析

本章使用如甴甮申节所述的评价指标对模型反馈评语生成效果进行了评估。由于大语言模型
方法在与人类教师评语的语言一致性、评语的简洁性、解释的准确性等方面的问题（详见附
录畂），在本节中我们仅对预训练语言模型方法进行了分析，本文所述预训练语言模型方法
的畂界畅畕分数和畂畅畒畔畓畣畯畲略（包括精确度，召回率以及畆由分数）评估结果如表申所示。

畭畂畁畒畔 畭畔电

畂界畅畕
畂畅畒畔畓畣畯畲略

畂界畅畕
畂畅畒畔畓畣畯畲略

畐 畒 畆由 畐 畒 畆由

畂畡畲略 甴男甮男申甹 甸甴甮甴甹男 甸申甮甴甶申 甸申甮甹田甶 甴田甮电甲由 甸申甮甶甶甸 甸甲甮男甸男 甸申甮由电甸

畅畤畩畴 甴申甮甴男甲 甸电甮电男由 甸甴甮由电甴 甸甴甮男甸甴 甴甲甮由甲甶 甸甴甮甹甴甶 甸甴甮甴男申 甸甴甮甶甲电
畅畖 甴电甮由甴由 甸甴甮由申电 甸申甮申甸由 甸申甮男田田 甴由甮由甸田 甸申甮电由电 甸甲甮甶甶甴 甸申甮田由由
畇畔畳 甴甸甮甹电由 甸甶甮甹男申 甸甶甮由甴甴 甸甶甮甴甹田 47.953 85.662 甸甴甮甶甹申 85.100

畇畐甫畅畤畩畴 甴甹甮电甸由 甸甶甮甹甴甲 甸电甮甹男甹 甸甶甮申甹由 甴甶甮甲由由 甸甴甮甹男甲 84.725 甸甴甮男甸由
畇畐甫畅畖 甴男甮电甴甶 甸甶甮男甹申 甸电甮由电申 甸电甮甸甹甶 甴电甮甹田由 甸电甮由由甶 甸甴甮申甲甹 甸甴甮甶甴甴
畅畤畩畴甫畅畖 50.317 86.982 86.308 86.589 甴甲甮甶甹申 甸甴甮由甹甸 甸申甮甴由申 甸申甮男申甶

畇畐甫畅畤畩畴甫畅畖 甴甸甮电田申 甸甶甮甸田申 甸电甮甹甶由 甸甶甮申由申 甴甴甮电申甸 甸电甮田甶甹 甸申甮甹甶由 甸甴甮甴甴甲

表 申町 预训练语言模型实验结果

通过对畭畂畁畒畔模型结果的分析，我们观察到当模型输入中组合附加修正编辑和线索词语
（畅畤畩畴甫畅畖）时，畂界畅畕分数达到最高（电田甮申由男），而畂畅畒畔畓畣畯畲略的精准率、召回率和畆由分数
分别为甸甶甮甹甸甲、甸甶甮申田甸和甸甶甮电甸甹，均高于其他单一策略或组合策略的分数。这一结果表明，修正
编辑和线索词语的拼接组合的加入显著提升了模型生成反馈的质量和准确性，这可能是因为附
加的语法信息为模型提供了关键的上下文支持。

对于畭畔电模型而言，采用单独附加语法术语（畇畔畳）的输入策略表现出最优的畂界畅畕
分数（甴男甮甹电申），并在畂畅畒畔畓畣畯畲略的精准率和畆由分数上获得了相对较高的评分（分别
为甸电甮甶甶甲和甸电甮由田田）。这一现象说明了语法术语信息对于畭畔电生成反馈评语有极大的辅助作
用。

当采用组合策略（畇畐甫畅畤畩畴甫畅畖）时，我们注意到尽管这一组合在畂界畅畕分数上均不
是效果最佳的情况，但在畭畂畁畒畔和畭畔电模型上的畂畅畒畔畓畣畯畲略 畆由分数有所提升，分别达
到甸甶甮申由申和甸甴甮甴甴甲。这表明了一个多元化的输入组合可能为模型平衡精确度与召回率提供了
额外的帮助，尽管这种平衡并未在畂界畅畕分数上反映出显著提升。

在两种模型的对比中，畭畂畁畒畔在大多数评价指标上均优于畭畔电，这可能表明畭畂畁畒畔在处
理英文到中文的跨语言反馈生成任务上具有更为适宜的架构和更强的处理能力。

鉴于人工评估的时间和成本，我们仅对在畭畂畁畒畔和畭畔电两个模型上取得最佳效果的情况
进行了人工评价，其准确率分别为甶甲甮甸甴和电甹甮甲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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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流流流水水水线线线中中中的的的前前前置置置模模模型型型效效效果果果

修修修正正正编编编辑辑辑和和和线线线索索索词词词语语语预预预测测测模模模型型型效效效果果果
由于预测线索词语需要依赖修正编辑，本节将二者合并进行探讨。目前，最先进语法错误

纠正模型的准确率约为甶男甮电甥。此外，由于在反馈评语数据集中有部分实例是对于语言习惯的
评语，即其原始的写法在语法上并不完全错误但是存在更符合习惯的说法，这部分实例也是目
前的畇畅畃模型无法提供更多修正信息的。总的来说，畇畅畃畔畯畒能够标记出语法错误修正的实例
不及全部数据条目的电田甥，如表甴所示。

反馈评语数 错误修改数 错误修改比例

训练集 甴甬甸甶甸 甲甬申甸申 甴甸甮甹电甲申甥
开发集 由男田 甸田 甴男甮田电甸甸甥
测试集 甲由电 甹田 甴电甮电甸由甴甥

表 甴町 畇畅畃畔畯畒修正错误数量及比例

虽然在全部数据中仅有一部分数据含有附加的修正编辑和线索词语信息，但是我们发现这
些仅有部分数据带有的信息仍然起到了重要作用。如表电所示，对于畭畂畁畒畔模型，尽管添加修
正编辑和线索词语导致了在全部测试数据上效果的下降，但是针对带有附加信息的部分实例，
效果的下降大大缓解；对于畭畔电模型，带有附加信息的实例比整个测试集展现出了更好的效
果。因此，可以推测的是随着畇畅畃模型效果的提升，这一方法势必带来更好的跨语言反馈评语
生成效果。

畭畂畁畒畔 畭畔电
全部数据 标记附加信息部分 全部数据 标记附加信息部分

畂畡畲略 甴男甮男申甹由 甴甸甮电甲甲电 甴田甮电甲由田 甴由甮田甴甶田
畅畤畩畴 甴申甮甴男甲申 用甭甴甮甲甶甶甸↓甩 甴电甮甲由申田 用甭申甮申田甹甶↓甩 甴甲甮由甲甶田 用由甮甶田电田↑甩 甴甶甮甶男男甸 用电甮甶申由甸↑甩
畅畖 甴电甮由甴田甶 用甭甲甮电甹甸电↓甩 甴甸甮由由电电 用甭田甮甴田男田↓甩 甴由甮由甸田甲 用田甮甶电甹申↑甩 甴申甮甲甶甶甲 用甲甮由甸田申↑甩

表 电町 直接微调和以修正编辑或线索词语作为附加信息的结果分析

语语语法法法术术术语语语预预预测测测模模模型型型效效效果果果 本研究基于附加额外一层线性层的畒畯畂畅畒畔畡模型，通过修改损失
函数的计算方式和索引位置的计算策略，提高了其预测出现频率畔畯異甭由田语法术语的准确性。最
终，语法术语预测的效果如表甶所示，该表显示了所提交的模型在开发数据集上的多标签性能。
如表男所示，当使用全部而非畔畯異甭由田的语法术语作为生成模型输入中的附加信息，生成模

型的畂界畅畕值相较于目前的结果有较大幅度的提升，因此，未来对于预测语法术语的多分类任
务，提高其准确性或是增加可预测语法术语的数量（如前甲田个高频率的语法术语）都将对提升
反馈评语生成模型的表现提供帮助。

畅畍畒 畐畲略畣畩畳畩畯畮 畒略畣畡畬畬 畆由 畓畣畯畲略

由甸甮甸甲 甸电甮甶甸 男甲甮甹申 男甸甮电电

表 甶町 中文语法术语预测模型结果评估

畭畂畁畒畔 畭畔电

畇畔畳甭畁界界 电电甮田甴甹甶 电由甮甹男电甸

表 男町 使用全部语法术语推理结果

5.2 mBART和和和mT5表表表现现现的的的差差差异异异分分分析析析

我们观察到，在跨语言反馈评语生成任务中，尽管畭畔电的模型参数量较大，但其表现却不
如参数量较小的畭畂畁畒畔。这可能由以下几个原因导致：首先，畭畂畁畒畔是专为机器翻译任务设
计并进行预训练的，其训练目标与数据处理方式与跨语言反馈生成任务的需求更为吻合。这种
专门化的预训练架构可能使得畭畂畁畒畔在相关任务上具有更优的表现。相比之下，虽然畭畔电是
一个用途广泛的多语言模型，其预训练任务和目标可能与跨语言反馈生成任务的具体需求不完
全匹配。此外，畭畂畁畒畔在微调和推理阶段需要指定输入和输出语言，而畭畔电仅将任务视为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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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文本到文本生成，这可能增加了任务的复杂性。再者，由于畭畂畁畒畔与畭畔电在模型结构上
的差异，畭畂畁畒畔可能因其结构或内部机制的优化，在处理特定类型的语言生成任务时，能更
有效地捕捉语言间的转换和生成规律。

另外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将完全相同甽的提示信息附加到模型输入中对畭畂畁畒畔和畭畔电两个
模型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影响。对畭畂畁畒畔模型而言，添加修正编辑和线索词语后，其畂界畅畕值仅
有很小幅度提升，甚至不及直接对初始模型进行微调的表现效果。相反，畭畔电模型在加入这些
信息后，其畂界畅畕值显著高于直接微调的原始模型。

我们推测，这种差异主要源于模型架构的不同。尽管畭畔电和畭畂畁畒畔均基于畔畲畡畮畳畦畯畲畭略畲架
构的畓略畱甲畓略畱模型，它们处理输入和输出的方式却有所区别。畭畔电设计为将所有自然语言处理
任务视为文本到文本的转换，利用前缀提示来明确任务类型，因此更适合处理结构化的输入，
这使得模型可以将这些输入视为明确的任务指令。相反，畭畂畁畒畔以自编码方式预训练，专注
于文本恢复，如重构乱序或掩盖的文本，这使其可能更适合对输入进行理解，而对输入的不同
表示形式敏感度较低。

此外，畭畔电设计初衷就是处理多样化文本输入，并产生相应的输出。附加信息丰富了输
入文本的上下文，使畭畔电能够更有效地利用这些信息，从而适应多变的输入格式。相对而
言，畭畂畁畒畔可能更依赖输入的一致性和结构，它在处理更直接和传统的文本生成任务中可能
表现更佳。然而，在生成反馈评语的任务中，不是所有输入都包含修正编辑和关键词，这种结
构上的不一致可能影响了畭畂畁畒畔对输入的理解，从而使得额外信息反而干扰了对原始文本的
处理，导致性能下降。

对于适用于文本到文本转化的畭畔电模型而言，输入中附加语法术语有很大概率在输出中被
直接使用，因此其取得了最佳的性能。而对于在理解输入方面能力更强的畭畂畁畒畔模型，输入
中附加的修正编辑和线索词语可能为其提供了更丰富的上下文逻辑信息，使其表现更好。

5.3 更更更多多多附附附加加加信信信息息息导导导致致致模模模型型型效效效果果果下下下降降降

根据我们的假设，当模型的输入包含更多附加的提示信息时，其生成效果理应有所提升，
这也是很符合直觉的。但是，我们发现在输入中添加多种附加信息可能会导致模型效果不及
添加其中单一附加信息更有效，即添加更多附加信息反而导致了模型效果的下降。例如，表申
中畭畂畅畒畔模型附加全部语法术语、修正编辑和线索词语的情况不及只附加修正编辑和线索词
语的情况，这一现象在畭畔电模型中表现得更加明显，附加多个信息的策略均不及仅单独使用语
法术语作为附加信息的效果。

本研究认为导致这一现象的是由于信息过载导致的注意力分散，即将语法术语、修正答案
和线索词语同时附加到输入可能导致信息量过大。对于基于畔畲畡畮畳畦畯畲畭略畲架构的模型来说，输
入的每个组成部分都会通过注意力机制相互影响。如果输入信息过于复杂或不直接相关，模型
可能难以从中提取有效的特征，从而影响学习效果。虽然单独使用三者对模型生成反馈评语都
是有用的信息，但它们可能在语义上存在重叠或者相互干扰，这会使模型在处理输入时产生混
淆，难以区分哪部分信息更重要。如果语法术语、修正答案和线索词语被同时附加，模型的注
意力可能会在这三类信息之间分散，使得关键信息的权重降低。

5.4 案案案例例例分分分析析析

表甸展示了基于流水线的预训练语言模型在生成反馈评语时，使用不同附加信息，导致生成
效果差异的一个典型的示例。

该表前两行分别为学习者语句和人类教师提供的反馈评语，之后五行分别为不同方式
下畭畂畁畒畔模型的附加信息及生成的反馈评语等。表中红色字体为评语中存在错误的内容，而
绿色字体为正确且其他评语未涉及的内容。

在学习者语句中，畜畷畨畩畣畨 畳畨畯畵畬畤 畢略 畦畯畲 畬略畡畲畮畩畮畧產是修饰宾语畜畴畩畭略產的定语从句，
而畜畷畯畲畫產应该作为目的状语，解释他们花时间的目的。但是，学习者错误的使用了介
词畜畴畯產与畜畬略畡畲畮畩畮畧產进行搭配。不含任何附加信息的端到端方法生成的解释完全错误；包含
语法术语或修正编辑的方法正确的解释了修改方式但错误原因分析错误；而附加线索词语的方
式首次正确识别出关联错误的词语为畜畳異略畮畤產；取得最佳表现的修正编辑甫线索词语的方式进一
步完善了修改方式，即提示出可以改为畷畯畲畫畩畮畧或畯畮 畷畯畲畫畩畮畧。这一结果与添加各个附加信息的
初衷相符，证明了方法的有效性。

CC
L 
20
24

第二十三届中国计算语言学大会论文集，第134页-第149页，太原，中国，2024年7月25日至28日。
卷1：主会论文

(c) 2024 中国中文信息学会计算语言学专业委员会 143



计算语言学

畔畨略畹 畳異略畮畤 畴畩畭略 畷畨畩畣畨 畳畨畯畵畬畤 畢略 畦畯畲 畬略畡畲畮畩畮畧 畛畴畯 畷畯畲畫畝甬 畴畨畵畳 畬略畡畤畩畮畧 畴畯 畤略畣畬畩畮略 畯畦 畧畲畡畤略畳甮

使用结构<介词甫动名词>或<动名词>代替<畴畯不定式>来表达畜在某事上浪费时间產。在字典
中查找<动词><<畳異略畮畤>>的正确用法。

Bare 甯
由于<动词><<畬略畡畲畮>>是一个<及物动词>，因此<宾语>前面
不需要有<介词>。在字典中查找<动词><<畬略畡畲畮>>的用法。

×

GT
<畴畯不定
式>、<动
名词>

使用<畴畯不定式>的<动名词>形式来表达畜为了某事努力工作產。 √

Edit
畴畯 畷畯畲畫

→
畷畯畲畫畩畮畧

使用结构<介词甫动名词>或<动名词>代替<畴畯不定式>来表
达学习的东西。在字典中查找<动词><<畷畯畲畫>>的用法。

√

EV 畳異略畮畤、畦畯畲
使用结构<动名词>代替<畴畯不定式>来表达畜在某事上浪费时
间產。在字典中查找<动词><<畳異略畮畤>>的正确用法。

√

Edit+EV

畴畯 畷畯畲畫
→

畷畯畲畫畩畮畧
畳異略畮畤、畦畯畲

使用结构<介词甫动名词>或<动名词>代替<畴畯不定式>来表
达畜在某事上浪费时间產。在字典中查找<动词><<畳異略畮畤>>的

正确用法。
√

表 甸町 案例分析

6 结结结语语语

在本研究中，我们提出了一种新颖且具有挑战性的跨语言反馈评语生成任务（畔界畆畃畇）。
首先，我们基于畇畐畔甭甴模型，利用人工标注的语法术语，对现有资源进行了翻译，并通过人工
校对提升翻译质量，从而构建了首个英甭中跨语言反馈评语数据集。为应对这一任务，我们使用
了两种多语言预训练模型，并探讨了不同附加信息对模型效果的影响。通过广泛的实验验证，
我们的方法能够有效地处理跨语言反馈评语生成任务。通过对结果的深入分析，我们期望为自
然语言处理社区贡献更多洞见。未来，我们计划探索输入中多个提示信息的拼接与排序对模型
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本文所提方法对不同错误类型生成反馈评语的效果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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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畡畧略畳 申甴田畻申甴电甬 畍畡畲畳略畩畬畬略甬 畆畲畡畮畣略甬 畍畡畹甮 畅畵畲畯異略畡畮 界畡畮畧畵畡畧略 畒略畳畯畵畲畣略畳 畁畳畳畯畣畩畡畴畩畯畮甮

畒畹畯 畎畡畧畡畴畡甬 畍畡畳畡畴畯 畈畡畧畩畷畡畲畡甬 畋畡畺畵畡畫畩 畈畡畮畡畷畡甬 畍畡畳畡畴畯 畍畩畴畡甬 畁畲畴略畭 畃畨略畲畮畯畤畵畢甬 畡畮畤 畏畬略畮畡 畎畡畨畯畲畮畡甮
甲田甲由甮 畓畨畡畲略畤 畔畡畳畫 畯畮 畆略略畤畢畡畣畫 畃畯畭畭略畮畴 畇略畮略畲畡畴畩畯畮 畦畯畲 界畡畮畧畵畡畧略 界略畡畲畮略畲畳甮 畉畮 Proceedings of the
1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Natural Language Generation甬 異畡畧略畳 申甲田畻申甲甴甬 畁畢略畲畤略略畮甬 畓畣畯畴畬畡畮畤甬
畕畋甬 畁畵畧畵畳畴甮 畁畳畳畯畣畩畡畴畩畯畮 畦畯畲 畃畯畭異畵畴畡畴畩畯畮畡畬 界畩畮畧畵畩畳畴畩畣畳甮

畒畹畯 畎畡畧畡畴畡甬 畍畡畳畡畴畯 畈畡畧畩畷畡畲畡甬 畋畡畺畵畡畫畩 畈畡畮畡畷畡甬 畡畮畤 畍畡畳畡畴畯 畍畩畴畡甮 甲田甲申甮 畁 畒略異畯畲畴 畯畮 畆畃畇 畇略畮畃畨畡畬
甲田甲甲町 畓畨畡畲略畤 畔畡畳畫 畯畮 畆略略畤畢畡畣畫 畃畯畭畭略畮畴 畇略畮略畲畡畴畩畯畮 畦畯畲 界畡畮畧畵畡畧略 界略畡畲畮略畲畳甮 畉畮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Natural Language Generation甮

畒畹畯 畎畡畧畡畴畡甮 甲田由甹甮 畔畯畷畡畲畤 畡 畔畡畳畫 畯畦 畆略略畤畢畡畣畫 畃畯畭畭略畮畴 畇略畮略畲畡畴畩畯畮 畦畯畲 畗畲畩畴畩畮畧 界略畡畲畮畩畮畧甮 畉畮 Proceedings
of the 2019 Conference on Empirical Methods in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and the 9th Inter-
national Joint Conference on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EMNLP-IJCNLP)甬 異畡畧略畳 申甲田甶畻申甲由电甬
畈畯畮畧 畋畯畮畧甬 畃畨畩畮畡甬 畎畯當略畭畢略畲甮 畁畳畳畯畣畩畡畴畩畯畮 畦畯畲 畃畯畭異畵畴畡畴畩畯畮畡畬 界畩畮畧畵畩畳畴畩畣畳甮

畋畯畳畴畩畡畮畴畹畮 畏畭略畬畩畡畮畣畨畵畫甬 畖畩畴畡畬畩畹 畁畴畲畡畳略當畹畣畨甬 畁畲畴略畭 畃畨略畲畮畯畤畵畢甬 畡畮畤 畏畬略畫畳畡畮畤畲 畓畫畵畲畺畨畡畮畳畫畹畩甮 甲田甲田甮
畇畅畃畔畯畒 畻 畇畲畡畭畭畡畴畩畣畡畬 畅畲畲畯畲 畃畯畲畲略畣畴畩畯畮町 畔畡畧甬 畎畯畴 畒略畷畲畩畴略甬 畍畡畹甮

畋畩畳畨畯畲略 畐畡異畩畮略畮畩甬 畓畡畬畩畭 畒畯畵畫畯畳甬 畔畯畤畤 畗畡畲畤甬 畡畮畤 畗略畩甭畊畩畮畧 畚畨畵甮 甲田田甲甮 畂畬略畵町 畁 畍略畴畨畯畤 畦畯畲 畁畵畴畯畭畡畴畩畣
畅當畡畬畵畡畴畩畯畮 畯畦 畍畡畣畨畩畮略 畔畲畡畮畳畬畡畴畩畯畮甮 畉畮 畐畩略畲畲略 畉畳畡畢略畬畬略甬 畅畵畧略畮略 畃畨畡畲畮畩畡畫甬 畡畮畤 畄略畫畡畮畧 界畩畮甬 略畤畩畴畯畲畳甬
Proceedings of the 40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Association for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甬 異畡畧略畳
申由由畻申由甸甬 畐畨畩畬畡畤略畬異畨畩畡甬 畐略畮畮畳畹畬當畡畮畩畡甬 畕畓畁甬 畊畵畬畹甮 畁畳畳畯畣畩畡畴畩畯畮 畦畯畲 畃畯畭異畵畴畡畴畩畯畮畡畬 界畩畮畧畵畩畳畴畩畣畳甮

留畵畱畩畮畧 畔畡畮畧甬 畃畨畡畵 畔畲畡畮甬 畘畩畡畮 界畩甬 畐略畮畧甭畊略畮 畃畨略畮甬 畎畡畭畡畮 畇畯畹畡畬甬 畖畩畳畨畲畡當 畃畨畡畵畤畨畡畲畹甬 畊畩畡畴畡畯 畇畵甬 畡畮畤
畁畮畧略畬畡 畆畡畮甮 甲田甲田甮 畍畵畬畴畩畬畩畮畧畵畡畬 畔畲畡畮畳畬畡畴畩畯畮 畷畩畴畨 畅畸畴略畮畳畩畢畬略 畍畵畬畴畩畬畩畮畧畵畡畬 畐畲略畴畲畡畩畮畩畮畧 畡畮畤 畆畩畮略畴畵畮甭
畩畮畧甬 畁畵畧畵畳畴甮

畊畩畡畡畮 畗畡畮畧甬 留畵畮畬畯畮畧 界畩畡畮畧甬 畆畡畮畤畯畮畧 畍略畮畧甬 畚略畮畧畫畵畩 畓畵畮甬 畈畡畯畸畩畡畮畧 畓畨畩甬 畚畨畩畸畵 界畩甬 畊畩畮畡畮 畘畵甬 畊畩畡畮畦略畮畧
畑畵甬 畡畮畤 畊畩略 畚畨畯畵甮 甲田甲申甮 畉畳 畃畨畡畴畇畐畔 畡 畇畯畯畤 畎界畇 畅當畡畬畵畡畴畯畲甿 畁 畐畲略畬畩畭畩畮畡畲畹 畓畴畵畤畹甮

界畩畮畴畩畮畧 畘畵略甬 畎畯畡畨 畃畯畮畳畴畡畮畴甬 畁畤畡畭 畒畯畢略畲畴畳甬 畍畩畨畩畲 畋畡畬略甬 畒畡畭畩 畁畬甭畒畦畯畵甬 畁畤畩畴畹畡 畓畩畤畤畨畡畮畴甬 畁畤畩畴畹畡 畂畡畲畵畡甬
畡畮畤 畃畯畬畩畮 畒畡甋略畬甮 甲田甲由甮 畭畔电町 畁 畭畡畳畳畩當略畬畹 畭畵畬畴畩畬畩畮畧畵畡畬 異畲略甭畴畲畡畩畮略畤 畴略畸畴甭畴畯甭畴略畸畴 畴畲畡畮畳畦畯畲畭略畲甬 畍畡畲畣畨甮

畔畩畡畮畹畩 畚畨畡畮畧甬 畖畡畲畳畨畡 畋畩畳畨畯畲略甬 畆略畬畩畸 畗畵甬 畋畩畬畩畡畮 畑甮 畗略畩畮畢略畲畧略畲甬 畡畮畤 留畯畡當 畁畲畴畺畩甮 甲田甲田甮 畂畅畒畔畓畣畯畲略町
畅當畡畬畵畡畴畩畮畧 畔略畸畴 畇略畮略畲畡畴畩畯畮 畷畩畴畨 畂畅畒畔甬 畆略畢畲畵畡畲畹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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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附附录录录A.大大大语语语言言言模模模型型型反反反馈馈馈评评评语语语生生生成成成

为了探索大语言模型在跨语言反馈评语生成任务上的表现，我们选择使用畏異略畮畁畉的闭源
商用大语言模型畇畐畔甭申甮电甭畴畵畲畢畯和畇畐畔甭甴甭畴畵畲畢畯进行实验，二者均采用作者撰写本文时的最新版
本，即畧異畴甭申甮电甭畴畵畲畢畯甭田由甲电和畧異畴甭甴甭畴畵畲畢畯甭甲田甲甴甭田甴甭田甹。

大大大语语语言言言模模模型型型反反反馈馈馈评评评语语语生生生成成成Prompt：：：

你是一位经验丰富的中国英语教师。你需要对于给定的一个学习者语句和其中指定的错误
提供具体且简洁的中文反馈评语，让学习者能够理解这个错误的本质原因。学习者语句中
使用方括号畛和畝标记错误位置。
每一个反馈评语应该包含：为什么学习者语句中指定的结构是错误或不合适的，其本质的
原因或者规则是什么？
请直接给出反馈评语。
如下是几个例子：
学习者语句：畁畮畤 畨畯畷 畴畯 異畲畯異畡畧畡畮畤畡 畡畮畤 畬略畴 異略畯異畬略 畛畡畧畲略略 畴畨畩畳畝 畲畵畬略甿
反馈评语：由于<动词><<畡畧畲略略>>是一个<不及物动词>，所以<介词>需要在<宾
语>之前。在字典中查找<动词><<畡畧畲略略>>以找到合适的<介词>。
学习者语句：畗略 畭畵畳畴 畣畯畮畳畩畤略畲 畯畴畨略畲 異略畯異畬略 略畳異略畣畩畡畬畬畹 畛畡畴畝 畴畨略 異畵畢畬畩畣 異畬畡畣略畳甮
反馈评语：<介词><<畡畴>>可以与<<異畬畡畣略>>一起使用来指示某事发生的地点，但更常
见的是使用甧畩畮甧 代替。
学习者语句：畉畴 畷畡畳 畭畩畳略畲畡畢畬略 畡畮畤 畉 畴畨畯畵畧畨畴 畴畨畡畴 畉 畤畩畤 畮甧畴 畷畡畮畴 畴畯 畦畡畣略 畛畴畯畝 畳畵畣畨 畡 畳畩畴畵畡畴畩畯畮甮
反馈评语：由于<动词><<畦畡畣略>>是一个<及物动词>，因此<宾语>不需要<介词>。
学习者语句：{{学习者语句}}
反馈评语：

在上述指令中，我们将需要模型生成反馈评语的学习者语句以示例同样的形式输入模型，
有助于其仅生成反馈评语而不包含其他内容。为了使大语言模型得到更好的效果，我们同样
在畓畹畳畴略畭 畐畲畯畭異畴中添加了畃畨畡畴畇畐畔的指令：

留畯畵 畡畲略 畃畨畡畴畇畐畔甬 畡 畬畡畲畧略 畬畡畮畧畵畡畧略 畭畯畤略畬 畴畲畡畩畮略畤 畢畹 畏異略畮畁畉甬 畢畡畳略畤 畯畮 畴畨略 畇畐畔甭甴 畡畲畣畨畩甭
畴略畣畴畵畲略甮\畮 畋畮畯畷畬略畤畧略 畣畵畴畯甋町 甲田甲申甭由甲\畮 畃畵畲畲略畮畴 畤畡畴略町 甲田甲甴甭田电甭由甲

附附附录录录B.大大大语语语言言言模模模型型型方方方法法法结结结果果果与与与分分分析析析

由于以下原因我们决定仅使用大语言模型辅助人工进行评语翻译，而最终使用预训练语言
模型进行反馈评语生成：

与与与人人人类类类教教教师师师评评评语语语的的的语语语言言言一一一致致致性性性：面向语言学习者的反馈评语生成不仅要准确，还要具备教
育意义和可理解性，以确保学习者能从中获得最大的学习效益。我们的研究显示，经过任务数
据微调的预训练语言模型能够更好地模仿人类教师使用的自然和教育性语言风格。

在实验中，我们人工比较了预训练模型生成的评语与真实教师评语的语言风格和表达方
式。结果表明，预训练模型的输出在语言与人类教师的评语更为接近，这有助于增强反馈的接
受度和效果。相反，大语言模型虽然能够生成语法结构正确的句子，但其风格和用词往往缺乏
针对性和指导性细节，有时可能显得过于机械或与教学语境不够贴合。虽然大语言模型在通用
领域的能力远高于预训练语言模型，但由于对其的微调需要大量的计算资源和训练数据。因
此，导致目前的情况下难以对其进行微调，以使其适配到跨语言反馈评语生成任务中，更加难
以对齐人类教师反馈评语的内容、语言和组织形式。

评评评语语语的的的简简简洁洁洁性性性：在实际语言教学场景中，反馈评语的长度直接影响了学习者的阅读兴趣和
理解程度。一些研究已经表明，大语言模型在表达相同的意思时倾向于生成更加长的内容。尽
管我们已经在畐畲畯畭異畴中要求大语言模型生成尽可能简洁的评语并添加了一些示例，但是其生成
的评语长度仍然达到了人工标注和预训练语言模型的近两倍，而这会大大影响学习者的学习体
验和效果。预训练语言模型生成的评语长度则于人工标注结果更为接近，结果如表甹所示。

解解解释释释的的的准准准确确确性性性：在生成具体针对学习者错误的反馈评语时，准确性至关重要。我们评估
了在畦略畷甭畳畨畯畴情况下，大语言模型畇畐畔甭申甮电、畇畐畔甭甴和使用修正编辑甫线索词语（畅畤畩畴甫畅畖）流
水线的预训练语言模型畭畂畁畒畔在本任务上的表现。在这里我们额外添加了宽松的人工评价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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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甯方法 平均评语长度（字符）

人工标注 电甹甮男甲

畭畂畡畲畴甭界畡畲畧略（畅畤畩畴甫畅畖） 电甶甮甲甶

畇畐畔甭申甮电 （畦略畷甭畳畨畯畴） 由由电甮田甹

畇畐畔甭甴 （畦略畷甭畳畨畯畴） 由由甹甮甴电

表 甹町 不同方法生成反馈评语的平均长度

标，即生成的反馈评语中只要包含有错误相关的信息，我们即认为它是正确的。我们的实验
表明，畇畐畔甭申甮电表现较差，而畇畐畔甭甴展现出显著的鲜果提升，特别是在严格的人工评估中超过
了畇畐畔甭申甮电约申甲甮电甶甥。同时，使用畅畤畩畴甫畅畖方法的畭畂畁畒畔模型也表现出色，特别是在宽松评
估中接近甸田的高分。这一结果突显了使用先进的预训练模型和专门的优化策略对于提高反馈准
确性的重要性。

模型甯方法 人工评估（严格） 人工评估（宽松）

畇畐畔甭申甮电 （畦略畷甭畳畨畯畴） 申男甮甲由 用甲电甮甴甲↓甩 电甶甮甹甸 用甲申甮田田↓甩
畭畂畡畲畴甭界畡畲畧略（畅畤畩畴甫畅畖） 甶甲甮甸甴 男甹甮甹甸

畇畐畔甭甴 （畦略畷甭畳畨畯畴） 甶甹甮男男 用男甮由甴↑甩 甸甹甮电申 用甹甮电电↑甩

表 由田町 大语言模型于预训练语言模型效果的人工评估

从上表可以看出，畇畐畔甭甴在畦略畷甭畳畨畯畴设置下对反馈生成任务的适应性和效果显著优于畇畐畔甭
申甮电，而畭畂畁畒畔甭界畡畲畧略则利用其特有的附加修正编辑和线索词语的策略，表现出稳定而高效的
反馈生成能力。在跨语言反馈评语生成任务中，仅拥有田甮甶甸畂参数的预训练语言模型畭畂畁畒畔在
经过微调后，效果较大幅度超过拥有由男电畂参数量畇畐畔甭申甮电，较小幅度低于包含约由甸田田畂参数规
模的畇畐畔甭甴，我们认为这足够令人兴奋。这意味着相较于通用的大语言模型，预训练模型在本
研究的特定任务上进行了深入优化，同样能够很好地适应语言学习反馈的需求。虽然我们的结
果尚不及最新的畇畐畔甭甴甭畔畵畲畢畯模型，但其仍然提供了有价值的见解和创新，我们希望以此为未
来的研究奠定基础。

其其其他他他原原原因因因：
由甮资源的可持续性：大型模型如畇畐畔甭申甮电和畇畐畔甭甴在运行时需要大量的计算资源，这可能

不适合所有使用场景，特别是资源有限的环境。相比之下，预训练语言模型通常具有更低的资
源需求，更适合长期可持续发展。

甲甮可定制性：预训练模型更容易根据特定的教育需求进行调整和定制。例如，可以根据学
习者的具体错误类型或学习阶段调整模型参数，更好地适应教育场景。
随着大语言模型的发展和微调技术研究，大模型在跨语言反馈评语生成任务上的表现会更

加优异。我们也将持续关注相关的研究成果，并将其作为我们未来的研究工作。

附附附录录录C.大大大语语语言言言模模模型型型评评评估估估方方方法法法

C.1 Prompt内内内容容容

大大大语语语言言言模模模型型型有有有监监监督督督评评评估估估Prompt：：：

你是一位具有语言学背景的评价者。你需要对反馈评语生成模型针对语言学习者语句给出
的反馈评语进行评价。
反馈评语生成任务是对于给定的一个学习者语句和其中指定的错误提供具体且简洁的中文
反馈评语，让学习者能够理解这个错误的本质原因。学习者语句中使用方括号畛和畝标记错误
位置。
每一个反馈评语应该包含：为什么学习者语句中指定的结构是错误或不合适的，其本质的
原因或者规则是什么？
评价使用田至甲的评分系统基于特定评估标准对每条生成的反馈评语进行评估：完全正确

CC
L 
20
24

第二十三届中国计算语言学大会论文集，第134页-第149页，太原，中国，2024年7月25日至28日。
卷1：主会论文

(c) 2024 中国中文信息学会计算语言学专业委员会 147



计算语言学

（甲）、部分正确（由）或不正确（田）。其中，完全正确（甲）指反馈评语不仅包含了与参
考内容相似的信息，而且未包括任何与错误无关的内容。即便反馈中包含了参考内容未提
及的相关信息，只要这些信息直接关联到错误，也被认定为完全正确。部分正确（由）的评
分意味着反馈评语基本准确，但需要简单编辑以提高准确度；例如，如果反馈正确指出了
句子的错误，且只需修改几个词便能让内容更准确，则归于此类。而对于那些与参考内容
完全无关，未能指出错误原因的反馈，则被评为不正确（田）。
请直接给出评分，而不包含其他内容。
学习者语句：畜{{学习者语句}}產
参考反馈评语：畜{{参考反馈评语}}產
待评反馈评语：畜{{待评反馈评语}}產
评分（田甭甲）：

大大大语语语言言言模模模型型型无无无监监监督督督评评评估估估且且且不不不提提提供供供评评评估估估维维维度度度Prompt：：：

你是一位具有语言学背景的评价者。你的任务是根据指标对反馈评语生成模型针对语言学
习者语句给出的反馈评语进行评价。
反馈评语生成任务是对于给定的一个学习者语句和其中指定的错误提供具体且简洁的中文
反馈评语，让学习者能够理解这个错误的本质原因。学习者语句中使用方括号畛和畝标记错误
位置。
请确保您仔细阅读并理解这些说明。请在审阅时保持本文档处于打开状态，并根据需要进
行参考。
评估步骤：
由甮仔细阅读学习者语句，找出错误位置错误的原因。
甲甮阅读反馈评语并将其与学习者语句中的错误进行对照。检查反馈评语是否解释了学习者
语句中的错误和原因，以及是否以清晰且合乎逻辑的方式呈现。
申甮根据评估维度，按照田到甲的范围打分，其中田为最低，甲为最高。
学习者语句：畜{{学习者语句}}產
反馈评语：畜{{待评反馈评语}}產
评估表（仅给出综合分数而不需要任何说明）：
甭 综合分数（田甭甲）：

大大大语语语言言言模模模型型型无无无监监监督督督评评评估估估且且且提提提供供供评评评估估估维维维度度度Prompt：：：

你是一位具有语言学背景的评价者。你的任务是根据指标对反馈评语生成模型针对语言学
习者语句给出的反馈评语进行评价。
反馈评语生成任务是对于给定的一个学习者语句和其中指定的错误提供具体且简洁的中文
反馈评语，让学习者能够理解这个错误的本质原因。学习者语句中使用方括号畛和畝标记错误
位置。
请确保您仔细阅读并理解这些说明。请在审阅时保持本文档处于打开状态，并根据需要进
行参考。
评估维度：
由甮精确性（田甭甲），即评价反馈评语是否正确指出了学习者语句中的错误，并且正确解释了
为什么这个结构是错误的或不合适的，前提是解释中的错误原因是真实存在的。评分标
准：甲甭完全正确，清楚地指出错误并提供了正确的规则或原因；由甭部分正确，可能识别了
错误，但解释不够详细或部分错误；田甭错误识别或解释错误，误导学习者。
甲甮明确性（田甭甲），即评价反馈评语是否表达清晰，无歧义，学习者能够轻易理解。评分标
准：甲甭非常清晰，使用简洁的语言明确表达错误原因；由甭表达较为清晰，但可能存在少量
模糊或复杂的表述；田甭表达含糊，难以理解，可能导致学习者混淆。
申甮相关性（田甭甲），即评价反馈是否专注于学习者语句中标记的错误，没有偏离主题。评分
标准：甲甭完全相关，专注于指定错误，没有无关内容；由甭大体相关，但包含一些不必要或
边缘的信息；田甭反馈中包含大量无关信息，与标记的错误无关。
甴甮教育价值（田甭甲），即评价反馈是否提供了帮助学习者改正错误和避免未来错误的具体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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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或例子。评分标准：甲甭不仅指出错误，还提供了如何改正的建议或规则的深入解释；由甭
提供了基本的改正建议，但缺乏深入解释；田甭没有提供改正建议或解释，无助于学习者的
长期学习。
评估步骤：
由甮仔细阅读学习者语句，找出错误位置错误的原因。
甲甮阅读反馈评语并将其与学习者语句中的错误进行对照。检查反馈评语是否解释了学习者
语句中的错误和原因，以及是否以清晰且合乎逻辑的方式呈现。
申甮根据评估维度，按照田到甲的范围打分，计算其平均值并取整（综合分数），其中田为最
低，甲为最高。
学习者语句：畜{{学习者语句}}產
反馈评语：畜{{待评反馈评语}}產
评估表（仅给出综合分数而不需要任何说明）：
甭 综合分数（田甭甲）：

C.2 结结结果果果与与与分分分析析析

使用大语言模型（畇畐畔 申甮电和畇畐畔 甴）分别对预训练语言模型和大语言模型生成的反馈评
语进行评估的结果如下表所示。

评估模型
畇畐畔甭申甮电 畇畐畔甭甴

无监督
有监督

无监督
有监督

无维度 含维度 无维度 含维度

生成
模型

畇畐畔甭申甮电（畦略畷甭畳畨畯畴） 甹甴甮男甶 甶田甮甴男 甶甹甮男田 男甴甮甴甲 电甹甮申田 甴甶甮由甸

畭畂畡畲畴甭界畡畲畧略（畅畤畩畴甫畅畖） 男男甮甹由 电甸甮由甴 甶电甮电甹 甴申甮田甲 甶甶甮甲甸 男田甮甲甴

畇畐畔甭甴（畦略畷甭畳畨畯畴） 甹甸甮甸申 甸甴甮甸甸 甶田甮由甲 甹男甮甶男 甸甸甮申男 甸电甮甸甸

表 由由町 大语言模型评估结果

在无监督评估过程中，当畐畲畯畭異畴没有指明评估维度时，畇畐畔甭申甮电模型和畇畐畔甭甴模型都对
大语言模型生成的反馈评语给出了较高的分数。这是由于在没有评分参考和示例时，大语言
模型并没有清晰地理解反馈评语生成任务，因此更加倾向于大语言模型自身生成的答案。但
当畐畲畯畭異畴包含评估维度时，畇畐畔甭甴模型降低了对大预言模型结果的分数，并提高了对预训练语
言模型的打分，这说明评分维度的加入使得大语言模型更加明确了这一任务及其评估方式。
在有监督的评估过程中，通过以人工标注的反馈评语作为参考，大模型可以更加了解任务

的模式，以更加客观和符合任务要求的方式进行评估。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大语言模型都更加倾
向于自己生成反馈评语，这说明大语言模型在作为模型效果的评估者时可能会带有偏见。
总体而言，应该使用能力更强的模型对能力较弱的模型进行评估，正如老师评价学生

一样，所以在此我们倾向于采信畇畐畔甭甴作为评估者的结果，尽管其会更偏向自己生成的答
案。畇畐畔甭甴与人工评估的畋畡異異畡一致性分别为甴甮电甲、由电甮甴申和申甴甮申田，表明大语言模型和人类评估
者之间的一致性是公平的。这也证明通过增加评估指标和参考示例可以提高大模型对评估任务
的理解和与人类评估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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