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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摘摘要要要

大语言模型（坌坡坲坧坥 坌坡坮坧坵坡坧坥 坍坯坤坥坬坳，坌坌坍坳）在信息抽取、机器翻译等自然语言
处理任务上的能力已被广泛评估，但是在文本纠错方面还主要局限于评价均坐坔的
英文语法纠错能力。中文文本纠错任务包括中文语法检测（坃坨坩坮坥坳坥 均坲坡坭坭坡坴坩圭
坣坡坬 坅坲坲坯坲 坄坥坴坥坣坴坩坯坮，坃均坅坄）和中文语法纠错（坃坨坩坮坥坳坥 均坲坡坭坭坡坴坩坣坡坬 坅坲坲坯坲 坃坯坲圭
坲坥坣坴坩坯坮，坃均坅坃）两个子任务。本文使用提示的方法评估了国内外的主流大模型在
中文语法检测和中文语法纠错任务上的能力。论文设计了不同的提示策略，对结
果进行了整体和细粒度的分析。在坎坌坐坃坃圲地圱圸和坃均坅坄圲地圱圸测试集上的实验结果表
明，坅坒坎坉坅圭圴和坃坨坡坴均坌坍圭圴的中文文本纠错能力优于均坐坔圭圳圮圵圭坔坵坲坢坯和坌坌坡坍坡圭圲圭圷坂圭
坃坨坡坴，少样本思维链提示策略性能最优，对词序错误和拼写错误上纠正的准确率较
高，说明大模型在低资源下具有较好的中文文本纠错能力。然而测试结果显示大模型
的召回率比基线模型高至少圱圴个百分点，说明大模型在中文文本纠错任务上存在过度
校正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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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坌坡坲坧坥 坬坡坮坧坵坡坧坥 坭坯坤坥坬坳 在坌坌坍坳圩 坨坡坶坥 坢坥坥坮 坥坸坴坥坮坳坩坶坥坬坹 坥坶坡坬坵坡坴坥坤 坦坯坲 坴坨坥坩坲 坣坡坰坡坢坩坬坩坴坩坥坳
坩坮 坮坡坴坵坲坡坬 坬坡坮坧坵坡坧坥 坰坲坯坣坥坳坳坩坮坧 坳坵坣坨 坡坳 坩坮坦坯坲坭坡坴坩坯坮 坥坸坴坲坡坣坴坩坯坮 坡坮坤 坭坡坣坨坩坮坥 坴坲坡坮坳坬坡圭
坴坩坯坮圮 坈坯坷坥坶坥坲圬 坴坨坥坩坲 坰坥坲坦坯坲坭坡坮坣坥 坩坮 坴坥坸坴 坣坯坲坲坥坣坴坩坯坮 坨坡坳 坰坲坩坭坡坲坩坬坹 坢坥坥坮 坬坩坭坩坴坥坤 坴坯 坴坨坥
坥坶坡坬坵坡坴坩坯坮 坯坦 均坐坔圧坳 坅坮坧坬坩坳坨 坧坲坡坭坭坡坲 坣坯坲坲坥坣坴坩坯坮 坣坡坰坡坢坩坬坩坴坩坥坳圮 坃坨坩坮坥坳坥 坴坥坸坴 坣坯坲坲坥坣坴坩坯坮
坴坡坳坫坳 坥坮坣坯坭坰坡坳坳 坴坷坯 坳坵坢圭坴坡坳坫坳场 坃坨坩坮坥坳坥 均坲坡坭坭坡坴坩坣坡坬 坅坲坲坯坲 坄坥坴坥坣坴坩坯坮 在坃均坅坄圩 坡坮坤
坃坨坩坮坥坳坥 均坲坡坭坭坡坴坩坣坡坬 坅坲坲坯坲 坃坯坲坲坥坣坴坩坯坮 在坃均坅坃圩圮 坔坨坩坳 坰坡坰坥坲 坡坳坳坥坳坳坥坳 坴坨坥 坣坡坰坡坢坩坬坩坴坩坥坳
坯坦 坭坡坩坮坳坴坲坥坡坭 坤坯坭坥坳坴坩坣 坡坮坤 坩坮坴坥坲坮坡坴坩坯坮坡坬 坌坌坍坳 坯坮 坴坨坥 坃均坅坄 坡坮坤 坃均坅坃 坴坡坳坫坳 坵坳坩坮坧
坰坲坯坭坰坴坩坮坧 坭坥坴坨坯坤坳圮 坔坨坥 坰坡坰坥坲 坤坥坳坩坧坮坳 坤坩國坥坲坥坮坴 坰坲坯坭坰坴坩坮坧 坳坴坲坡坴坥坧坩坥坳 坡坮坤 坣坯坮坤坵坣坴坳
坨坯坬坩坳坴坩坣 坡坮坤 坧坲坡坮坵坬坡坲 坡坮坡坬坹坳坥坳 坯坦 坴坨坥 坲坥坳坵坬坴坳圮 坅坸坰坥坲坩坭坥坮坴坡坬 坲坥坳坵坬坴坳 坯坮 坴坨坥 坎坌坐坃坃圲地圱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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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坮坤 坃均坅坄圲地圱圸 坴坥坳坴 坳坥坴 坩坮坤坩坣坡坴坥 坴坨坡坴 坅坒坎坉坅圭圴 坡坮坤 坃坨坡坴均坌坍圭圴 坯坵坴坰坥坲坦坯坲坭 均坐坔圭
圳圮圵圭坔坵坲坢坯 坡坮坤 坌坌坡坍坡圭圲圭圷坂圭坃坨坡坴 坩坮 坃坨坩坮坥坳坥 坴坥坸坴 坣坯坲坲坥坣坴坩坯坮圮 坔坨坥 坦坥坷圭坳坨坯坴 坣坨坡坩坮 坯坦
坴坨坯坵坧坨坴 坰坲坯坭坰坴坩坮坧 坳坴坲坡坴坥坧坹 坤坥坭坯坮坳坴坲坡坴坥坳 坯坰坴坩坭坡坬 坰坥坲坦坯坲坭坡坮坣坥圬 坷坩坴坨 坨坩坧坨 坡坣坣坵坲坡坣坹 坩坮
坣坯坲坲坥坣坴坩坮坧 坷坯坲坤 坯坲坤坥坲 坡坮坤 坳坰坥坬坬坩坮坧 坥坲坲坯坲坳圬 坳坵坧坧坥坳坴坩坮坧 坴坨坡坴 坌坌坍坳 坰坯坳坳坥坳坳 坧坯坯坤 坃坨坩坮坥坳坥
坴坥坸坴 坣坯坲坲坥坣坴坩坯坮 坣坡坰坡坢坩坬坩坴坩坥坳 坵坮坤坥坲 坬坯坷圭坲坥坳坯坵坲坣坥 坣坯坮坤坩坴坩坯坮坳圮 坈坯坷坥坶坥坲圬 坴坨坥 坴坥坳坴 坲坥坳坵坬坴坳
坳坨坯坷 坴坨坡坴 坌坌坍坳 坨坡坶坥 坡 坲坥坣坡坬坬 坲坡坴坥 坡坴 坬坥坡坳坴 圱圴 坰坥坲坣坥坮坴坡坧坥 坰坯坩坮坴坳 坨坩坧坨坥坲 坴坨坡坮 坴坨坥 坢坡坳坥圭
坬坩坮坥 坭坯坤坥坬坳圬 坩坮坤坩坣坡坴坩坮坧 坴坨坡坴 坌坌坍坳 坨坡坶坥 坡坮 坩坳坳坵坥 坯坦 坯坶坥坲坣坯坲坲坥坣坴坩坯坮 坩坮 坃坨坩坮坥坳坥 坴坥坸坴
坣坯坲坲坥坣坴坩坯坮 坴坡坳坫坳圮

譋譥譹護譯譲譤譳謺 坃均坅坃 圬 坌坌坍坳 圬 坐坲坯坭坰坴 圬 坃坨坡坩坮 坯坦 坔坨坯坵坧坨坴

1 引引引言言言

中文文本纠错任务主要包括中文语法检测（坃坨坩坮坥坳坥 均坲坡坭坭坡坴坩坣坡坬 坅坲坲坯坲 坄坥坴坥坣圭
坴坩坯坮，坃均坅坄）和中文语法纠错（坃坨坩坮坥坳坥 均坲坡坭坭坡坴坩坣坡坬 坅坲坲坯坲 坃坯坲坲坥坣坴坩坯坮，坃均坅坃）两个子任
务。中文语法检测任务的目标是自动检测中文文本中是否存在语法错误、判断错误类型并确定
错误的具体位置在坘坩坥 坥坴 坡坬圮圬 圲地圲地圩。中文语法纠错任务的目标是自动检测并修正文本中的包括
标点、拼写、词汇、语序等方面的语法错误，以确保生成符合原意的正确句子在坃坨坡坮坧 坥坴 坡坬圮圬
圲地圲圳圩。

现阶段，文本纠错的主流方法是序列到序列（坓坥坱坵坥坮坣坥圭坴坯圭坳坥坱坵坥坮坣坥，坳坥坱圲坳坥坱）和序列到编
辑（坓坥坱坵坥坮坣坥圭坴坯圭坥坤坩坴，坳坥坱圲坥坤坩坴）。序列到序列方法将文本纠错任务视为翻译任务，输入为可
能包含语法错误的句子，输出则为与输入对应的语法正确的句子在坚坨坡坯 坥坴 坡坬圮圬 圲地圱圹圻 坋坩坹坯坮坯 坥坴
坡坬圮圬 圲地圱圹圻 块坡坮坧 坥坴 坡坬圮圬 圲地圲圱圻 坌坩 坥坴 坡坬圮圬 圲地圲圲坡圻 坆坡坮坧 坥坴 坡坬圮圬 圲地圲圳坡圩。序列到序列方法则将文本纠
错任务视为序列标注任务，其输入与序列到序列相同，但输出是对输入文本进行修正的一组正
确编辑操作在坍坡坬坭坩 坥坴 坡坬圮圬 圲地圱圹圻 坓坴坡坨坬坢坥坲坧 坡坮坤 坋坵坭坡坲圬 圲地圲地圻 坏坭坥坬坩坡坮坣坨坵坫 坥坴 坡坬圮圬 圲地圲地圻 坙坵坡坮 坥坴
坡坬圮圬 圲地圲圱圩。尽管这两种方法在文本纠错任务上均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但它们的成功都极大地依
赖于大规模的训练数据，当训练数据有限时，模型的性能将受到影响。

大语言模型（坌坡坲坧坥 坌坡坮坧坵坡坧坥 坍坯坤坥坬坳，坌坌坍坳）是指参数量达到数千亿级别（或更多）
的坔坲坡坮坳坦坯坲坭坥坲架构模型，这些模型通过在庞大的文本数据上进行训练而得以构建在坓坨坡坮坡坨坡坮圬
圲地圲圴圩，例如坅坒坎坉坅圭圴、坃坨坡坴均坌坍圭圳、均坐坔圭圳圮圵和坌坌坡坍坡圭圲等。大模型在坎坌坐领域展现了显著
的能力，主要体现在其强大的泛化能力，能够适应多种语言和不同类型的任务在坋坷坯坮 坥坴 坡坬圮圬
圲地圲圳圻 坌坯坥坭 坥坴 坡坬圮圬 圲地圲圳圻 罗文圬 圲地圲圴圩。

大模型的主要使用方法是为特定任务设计恰当的提示策略，即通过一系列明确定义的指令
任务对模型进行训练，这有助于提升模型对指令的响应精确度，并减少对大量样本的依赖性，
即使在样本数量有限的场景下也能展现出卓越的性能。一种典型的提示策略是将任务描述和
示范以自然语言文本的形式表达的上下文学习在坉坮坳坴坲坵坣坴坩坯坮 坷坩坴坨 坃坯坮坴坥坸坴 坌坥坡坲坮坩坮坧圬 坉坃坌圩在坈坵坡坮坧
坡坮坤 坃坨坡坮坧圬 圲地圲圳圻 坑坩坡坯 坥坴 坡坬圮圬 圲地圲圳圻 坄坯坮坧 坥坴 坡坬圮圬 圲地圲圲圩。另一种策略是思维链提示在坣坨坡坩坮圭坯坦圭
坴坨坯坵坧坨坴 坰坲坯坭坰坴坩坮坧圬 坃坯坔圩在块坥坩 坥坴 坡坬圮圬 圲地圲圲圻 坋坯坪坩坭坡 坥坴 坡坬圮圬 圲地圲圲圻 坆坡坮坧 坥坴 坡坬圮圬 圲地圲圳坢圩，即在提示
中嵌入一系列中间推理步骤以提高坌坌坍的效果。基于提示的大模型已经在信息抽取、命名实体
识别和序列标注等多个坎坌坐任务中取得显著效果。

尽管基于提示的大模型已在信息抽取、命名实体识别、序列标注等多个自然语言处理任务
中已经得到广泛的评测，但在中文文本纠错任务中的评测仍不够充分。目前，大模型在中文
文本纠错任务上的评测研究主要集中在中文语法纠错和中文拼写检查两方面圬采用的大模型主
要是坃坨坡坴均坌坍圭圳、坌坌坡坍坡圭圲圭圷坂圭坃坨坡坴和均坐坔圳圮圵在坌坩 坥坴 坡坬圮圬 圲地圲圳坢圻 坆坡坮坧 坥坴 坡坬圮圬 圲地圲圳坣圻 坆坡坮 坥坴 坡坬圮圬
圲地圲圳圻 坓坯坮坧 坥坴 坡坬圮圬 圲地圲圳圩，通常从整体效果进行分析，对提示模板的设计策略讨论较少，且缺少
对中文语法检测任务的评测。

本文旨在使用不同的提示策略，从整体和细粒度错误类型两个方面评估更多国内外大模型
在中文语法检测和中文语法纠错上的性能，并研究坉坃坌和坃坯坔等不同提示策略的影响。本文选
取了国内外主流的大模型，包括坌坌坡坍坡圭圲圭圷坂圭坃坨坡坴、均坐坔圭圳圮圵圭坔坵坲坢坯、坃坨坡坴均坌坍圭圴、坅坒坎坉坅圭
圴、坂坡坩坣坨坵坡坮圲圭圷坂圭坃坨坡坴和坑坷坥坮圭圷坂圭坃坨坡坴，设计了无解释、专家提示、思维链和少样本思维链
四种不同的提示策略，以评估这些大模型在中文文本纠错任务上的性能。此外，本文还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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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坃坨坅坒坒坁坎坔工具在坚坨坡坮坧 坥坴 坡坬圮圬 圲地圲圲坡圩提取了大模型在坎坌坐坃坃坃圲地圱圸测试集和坃均坅坄圲地圱圸测
试集上纠正出的错误类型，对大模型在具体错误类型上的性能进行了评价。

本文的主要贡献包括以下几点：

• 本文针对中文语法检测和中文语法纠错两个子任务，探索了在低资源下大模型在中文文本
纠错任务中的性能表现。

• 本文提出了针对中文文本纠错评价的少样本提示和上下文提示等策略，发现了大模型在使
用少样本思维链提示模版下的性能最好。

• 本文对比了国内外不同大模型在中文文本纠错任务上的性能差异，发现坅坒坎坉坅圭
圴和坃坨坡坴均坌坍圭圴的中文文本纠错能力优于均坐坔圭圳圮圵圭坔坵坲坢坯和坌坌坡坍坡圭圲圭圷坂圭坃坨坡坴。

• 本文根据错误类型对大模型进行了细粒度纠错能力的评价，对纠错能力的评估更全面；

2 相相相关关关工工工作作作

謲謮謱 用用用于于于中中中文文文语语语法法法纠纠纠错错错的的的序序序列列列到到到序序序列列列方方方法法法

自圲地圱圶年神经机器翻译方法取得显著成果以来，语法纠错任务往往被视作文本生成任务，
使用序列到序列的生成模型，直接生成正确的句子在坆坡坮坧 坥坴 坡坬圮圬 圲地圲圳坡圻 坌坩 坥坴 坡坬圮圬 圲地圲圲坡圻 坌坩坵 坥坴
坡坬圮圬 圲地圲圱圻 块坡坮坧 坥坴 坡坬圮圬 圲地圲圱圩。在这种框架下，编码器将源输入X编码成向量，然后传递给解
码器以生成校正结果Y。早期的研究主要采用基于坃坎坎在坒坥坮 坥坴 坡坬圮圬 圲地圱圸圩或坒坎坎在坚坨坯坵 坥坴 坡坬圮圬
圲地圱圸坢圩的模型来解决语法纠错任务。随着坴坲坡坮坳坦坯坲坭坥坲在坖坡坳坷坡坮坩 坥坴 坡坬圮圬 圲地圱圷圩在机器翻译任务中
取得巨大成功，它也被应用于语法纠错任务。坈坒均在坍坡坬坭坩 坥坴 坡坬圮圬 圲地圱圹圩结合了拼写检查器、基
于坎坍坔的模型和序列编辑模型，但其拼写检查器基于语言模型，未能充分利用上下文信息。
后续的研究主要基于预训练模型，如坋坡坮坥坫坯 在圲地圱圹圩提出将坂坅坒坔融入到语法纠错的编码器圭解码
器模型，通过加载预训练模型对语法纠错模型进行微调以提升纠错性能。坚坨坡坮坧 在圲地圲圲坡圩提出
了基于序列到序列架构的中文坂坁坒坔模型，适用于中文语法纠错任务。最新研究主要集中在以
下三个方面：圱）在推理速度方面，坓坵坮 在圲地圲圱圩提出使用并行解码和浅层解码器替代传统的平
衡编码器圭解码器的坔坲坡坮坳坦坯坲坭坥坲架构，从而提高推理速度。坙坡坫坯坶坬坥坶 在圲地圲圳圩 提出使用非自回归
解码来提升推理速度；圲）通过添加额外的语法知识或利用特定语言知识来提高纠错性能在坍坩坴坡
坡坮坤 坙坡坮坡坫坡圬 圲地圲圱圻 坆坥坩 坥坴 坡坬圮圬 圲地圲圳圻 坋坡坮坥坫坯 坥坴 坡坬圮圬 圲地圲圲圻 坚坨坡坮坧 坥坴 坡坬圮圬 圲地圲圲坢圩；圳）在解码方法方
面，坓坵坮 在圲地圲圲圩提出通过权衡精确度圭召回率来提高纠错性能，坚坨坡坮坧 在圲地圲圳圩提出通过重排序来
选择正确率更高的纠错结果，从而提高纠错性能。

謲謮謲 用用用于于于中中中文文文语语语法法法纠纠纠错错错的的的序序序列列列到到到编编编辑辑辑方方方法法法

序列到序列模型在输出纠错后的句子时，并不提供任何解释，例如错误的具体位置
和类型。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研究人员提出了序列到序列模型，该模型将语法纠错任务
视为序列标注任务，通过预测句子中每个坴坯坫坥坮的编辑操作来纠正错误在坍坡坬坭坩 坥坴 坡坬圮圬 圲地圱圹圻
坁坷坡坳坴坨坩 坥坴 坡坬圮圬 圲地圱圹圻 坓坴坡坨坬坢坥坲坧 坡坮坤 坋坵坭坡坲圬 圲地圲地圩。坌坡坳坥坲坔坡坧坧坥坲在坍坡坬坭坩 坥坴 坡坬圮圬 圲地圱圹圩提出将源
输入转换为坴坯坫坥坮级的编辑操作序列，包括保留、删除、添加和交换。坐坉坅 在坁坷坡坳坴坨坩 坥坴 坡坬圮圬
圲地圱圹圩将局部序列编辑问题转化为序列标注任务，并使用坂坅坒坔对编辑后的输入坴坯坫坥坮进行非自
回归标注。均坅坃坔坯坒 在坏坭坥坬坩坡坮坣坨坵坫 坥坴 坡坬圮圬 圲地圲地圩在传统编辑操作的基础上引入了自定义的坧圭
坴坲坡坮坳坦坯坲坭坡坴坩坯坮坳，如大小写转换、合并标记、更改单词后缀等。坐坡坲坮坯坷 在圲地圲圱圩提出了一个类
似均坁坎的序列标注模型来提升模型的性能，该模型由语法错误检测器作为鉴别器和语法错误标
注器组成，均坵坭坢坥坬圭坓坯坦坴坭坡坸采样作为生成器。坌坩 在圲地圲圲坢圩则提出一个序列到编辑模型，用于中
文语法纠错任务，在每个字符前预测一个动作，动作由跳过、复制和生成三类构成，然后将这
些动作与基本序列到序列框架融合，提供最终预测。坔坡坮 在圲地圲圳圩提出了一种基于纠错类型的校
正方法，在每个训练实例中，额外构建多个涉及特定类型错误训练实例，然后使用这些额外构
造的训练实例和原始的训练实例依次训练模型。序列到编辑模型的一个局限性在于其对编辑操
作手动构建的依赖，这降低了模型的可迁移性并可能影响输出的流畅性在坌坩 坥坴 坡坬圮圬 圲地圲圳坡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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謲謮謳 大大大模模模型型型在在在语语语法法法纠纠纠错错错任任任务务务上上上的的的性性性能能能评评评估估估

近期的研究对多种大模型在语法纠错任务中的性能进行了广泛的评估，包括了闭源
和开源的模型在坌坯坥坭 坥坴 坡坬圮圬 圲地圲圳圻 坋坷坯坮 坥坴 坡坬圮圬 圲地圲圳圻 坌坩 坥坴 坡坬圮圬 圲地圲圳坢圻 坆坡坮坧 坥坴 坡坬圮圬 圲地圲圳坣圻
坋坡坮坥坫坯 坡坮坤 坏坫坡坺坡坫坩圬 圲地圲圳圩。例如，坌坯坥坭 在圲地圲圳圩研究了基于均坐坔圭圳的提示方法在零样本和
少样本语法纠错任务中的性能和可控性，证实了均坐坔圭圳在语法纠错任务上的有效性。坋坷坯坮
在圲地圲圳圩对大模型在阿拉伯语法纠错上的表现进行了评估，发现提示方法和少样本学习在上
下文中有效，均坐坔圭圴在专家提示下的坆圱值达到圶圵圮圴圹，较基线提高了约圵分。坌坩 在圲地圲圳坢圩评估
了坃坨坡坴均坌坍圭圳、坂坡坩坣坨坵坡坮和均坐坔圭圳圮圵圭坔坵坲坢坯等大模型在中文语法错误纠正和中文拼写检查任务
上的表现。坆坡坮坧 在圲地圲圳坣圩对坃坨坡坴均坐坔在英语、德语和中文三种不同语言上的语法纠错任务表现
进行了评估，强调了其在生成流畅句子方面的能力。坓坯坮坧 在圲地圲圳圩评估了均坐坔圭圴在语法错误解释
方面的能力，发现它使用一次性提示只能对圶地圮圲圥的错误进行解释。坆坡坮在圲地圲圳圩探讨了大型语言
模型在中文语法纠错任务中的表现，主要在圴个中文语法纠错数据集上使用了圳种不同的大模型
进行了实验。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评估坃坨坡坴均坌坍圭圳、坌坌坡坍坡圭圲圭圷坂圭坃坨坡坴和均坐坔圭圳圮圵圭坔坵坲坢坯等大
模型在中文语法纠错和中文拼写检查任务中的表现。然而，目前的研究尚未探讨大模型在中文
语法检测任务上的性能，也未曾进一步分析提示模板对大模型纠错性能的具体影响，以及模型
在不同错误类型上的表现差异。本文旨在通过采用多种提示策略，对国内外的大模型在中文文
本纠错任务中的性能进行评估，涵盖了中文语法检测和中文语法纠错两个子任务。

3 实实实验验验设设设置置置

謳謮謱 数数数据据据集集集

为了与现有研究保持一致，本文使用坃均坅坄圲地圱圸测试集在坒坡坯 坥坴 坡坬圮圬 圲地圱圸圩来评估大模型
在坃均坅坄任务上的性能，并使用坎坌坐坃坃圭圲地圱圸测试集在坚坨坡坯 坥坴 坡坬圮圬 圲地圱圸坢圩来衡量大模型在中文语
法纠错任务中的表现。坃均坅坄圲地圱圸数据集由北京语言大学提供，专为中文句法错误诊断技术评
估而设计，训练集包括圴地圲条数据，测试集包括圳圵圴圹条数据。坎坌坐坃坃圲地圱圸的训练集是从坬坡坮坧圸收
集处理得到的，是汉语的母语使用者对汉语学习者作文的修改，处理后包含圱地圹圲圲圸圵条数据，测
试集来源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构建的北京大学汉语学习者语料库，该语料库包含外国大学生的作
文，旨在促进国际教育和汉语作为中介语言的研究，包含圲地地地条数据。数据集详细信息见表圱。

数据集 句子数 错误占比（100%）

NLPCC2018测试集 2000 99.2
CGED2018测试集 3549 85.71

表 圱场 数据集信息

謳謮謲 评评评价价价指指指标标标

为了与现有研究保持一致，本文采用了两种评估指标，分别针对中文语法检测和中文
语法纠错两个不同的任务。在中文语法检测任务中，本文使用准确率在坐坲坥坣坩坳坩坯坮圬 坐圩、召回
率在坒坥坣坡坬坬圬 坒圩和坆圱作为评价指标；而在中文语法纠错任务中，本文采用准确率在坐坲坥坣坩坳坩坯坮圬 坐圩、
召回率在坒坥坣坡坬坬圬 坒圩和坆地圮圵作为评价指标。

坃均坅坄圲地圱圸评测任务的评价涵盖了检测、识别、位置三个子任务在坚坨坡坯 坥坴 坡坬圮圬 圲地圱圸坡圩。具
体而言，检测任务旨在判断句子是否含有错误，若存在错误则判定为不正确，可视为一个二分
类问题。识别任务旨在确定错误的类别，这可视为一个多分类问题。位置任务旨在确定错误
的精确位置。这三个子任务的难度逐渐增加，且均使用准确率在坐坲坥坣坩坳坩坯坮圬 坐圩、召回率在坒坥坣坡坬坬圬
坒圩、坆圱这三个评价指标∗。

坎坌坐坃坃圲地圱圸评测任务的目标是改正句子中的语法错误，评价依据模型对错误语句的编辑与
标准编辑集合的匹配程度。评价指标为准确率在坐坲坥坣坩坳坩坯坮圬 坐圩、召回率在坒坥坣坡坬坬圬 坒圩以及坆地圮圵，本
文使用坍坡坸坍坡坴坣坨（坍圲）†工具来计算上述指标。

http://lang-8.com/
∗https://github.com/blcuicall/CCL2022-CLTC
†https://github.com/nusnlp/m2scor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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謳謮謳 大大大模模模型型型选选选择择择

本文选用了国内外主流的大模型，对它们在中文语法检测和中文语法纠错两个任务上的性
能进行了评估。在选择模型时，我们特别考虑了国内大模型，这是因为国内大模型通常利用了
大量具有中国特色的数据集进行训练，而国外大模型则可能依赖于全球范围内的数据资源。具
体来说，我们选取了坌坌坡坍坡圭圲和均坐坔圭圳圮圵两个常用的国外大模型，以及坃坨坡坴均坌坍圭圳、坅坒坎坉坅圭
圴、坂坡坩坃坨坵坡坮圭圲和坑坷坥坮等国内大模型。

譌譌譡譍譡謭謲 ‡ 是坍坥坴坡 坁坉发布的一个大语言模型，以其较小的参数规模实现了卓越的性
能。坌坌坡坍坁遵循大型语言模型的工作原理，即通过预测下一个单词来递归生成文本。

譇譐譔謭謳謮謵 § 是一类基于坔坲坡坮坳坦坯坲坭坥坲架构的预训练语言模型，由坏坰坥坮坁坉开发，通过在海量文
本数据上进行无监督预训练，实现了对自然语言文本的理解和生成。

譃譨譡譴譇譌譍謭謳 ¶ 是一个基于千亿参数规模的中英双语模型，它集成了问答、多轮对话和代码
生成功能，通过代码预训练和有监督微调等技术提升了其功能性能。

譅譒譎證譅謭謴 ‖ 是百度提出的一种基于知识增强的持续学习语义理解框架，该框架结合大数据预
训练与多源知识，通过持续学习技术不断吸收文本数据中的词汇、结构和语义知识，实现模型
的持续进化。

譂譡譩譃譨譵譡譮謭謲 ∗∗ 是百川智能推出的一款新一代开源大语言模型，其训练语料为圲圮圶万
亿坔坯坫坥坮坳的高质量数据集，在多个权威的中文、英文和多语言通用及领域基准测试中取得
了最佳效果。

譑護譥譮 †† 是阿里云研发的圷圲地亿参数规模的模型，基于坔坲坡坮坳坦坯坲坭坥坲架构，支持最高圳圲坋的上下
文长度和圱圵万的词表，在圳万亿坔坯坫坥坮坳的超大规模预训练数据上进行训练，涵盖了多样化的预训
练数据类型。

謳謮謴 提提提示示示模模模板板板

本文主要设计四种提示模板：无解释（坎坯坮坥）、专家提示（坅坸坰坥坲坴）、思维链（坃坯坔）和
少样本思维链（坆坥坷圭坳坨坯坴 坃坯坔）在坆坡坮坧 坥坴 坡坬圮圬 圲地圲圳坢圻 坘坵 坥坴 坡坬圮圬 圲地圲圳圩。这四种提示模板以递进
方式构建，思维链在专家提示的基础上加入了中文文本纠错的思维推理过程，而少样本思维链
则在此基础上增加了纠错样本示例。以下是对这四种提示模板的详细描述。

譎譯譮譥 该提示模板仅要求模型完成语法纠错任务，不提供额外的提示或解释。具体指令
为：坜请对输入句子进行语语语法法法纠纠纠错错错。若输入句子存在语法错误，仅输出纠正后的正确句子，无
需任何额外解释；若句子语法无误，则直接输出原始输入。圢

譅譸議譬譡譩譮 坘坵 在圲地圲圳圩引入了一种新的策略，即利用大模型的类专家能力。该方法将专家角
色赋予模型，并提供具体说明，以提升结果的相关性和质量。受坘坵 在圲地圲圳圩的启发，本文
在坅坸坰坬坡坩坮提示模板中将模型描述为专业的中文语法纠错工具，并阐明语法纠错任务的含义，
即在坎坯坮坥提示模板的基础上对语法纠错任务进行了全面且详细的阐释。具体指令为：坜你是一
个专专专业业业的的的中中中文文文语语语法法法纠纠纠错错错工工工具具具，，，具具具备备备准准准确确确识识识别别别和和和纠纠纠正正正语语语法法法错错错误误误的的的能能能力力力。若输入句子存在语法错
误，仅输出纠正后的正确句子，无需任何额外解释；若句子语法无误，则直接输出原始输入。圢

譃譯譔 坋坯坪坩坭坡 在圲地圲圲圩和坆坡坮坧 在圲地圲圳坢圩 提出了坃坯坔提示策略，即在提示中明确任务的推理路径。
受坋坯坪坩坭坡 在圲地圲圲圩和坆坡坮坧 在圲地圲圳坢圩的启发，本文在坃坯坔提示模板中指出了语法纠错的实现过程，
引导大模型按照给定的推理路径完成任务。具体指令为：坜你是一个专业的中文语法纠错工具，
具备准确识别和纠正语法错误的能力。在在在处处处理理理输输输入入入文文文本本本时时时，，，你你你会会会深深深入入入理理理解解解和和和分分分析析析句句句子子子结结结构构构，，，
精精精准准准定定定位位位语语语法法法错错错误误误的的的位位位置置置和和和类类类型型型，，，然然然后后后迅迅迅速速速修修修正正正为为为符符符合合合语语语法法法的的的正正正确确确句句句子子子。若输入句子存在语

‡https://github.com/meta-llama/llama
§https://openai.com/chatgpt
¶https://github.com/THUDM/ChatGLM3
‖https://wenxin.baidu.com/

∗∗https://github.com/baichuan-inc/Baichuan2
††https://github.com/QwenLM/Qw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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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错误，仅输出纠正后的正确句子，不会提供任何多余的解释；若句子语法无误，则原样返回
原始输入。圢

譆譥護謭譳譨譯譴 譃譯譔 坆坥坷圭坳坨坯坴 坃坯坔借鉴了坉坃坌在坈坵坡坮坧 坡坮坤 坃坨坡坮坧圬 圲地圲圳圻 坑坩坡坯 坥坴 坡坬圮圬 圲地圲圳圻 坄坯坮坧 坥坴
坡坬圮圬 圲地圲圲圩提示策略，在坃坯坔模板的基础上添加了少量语法纠错示例，以帮助大模型学习蕴含在
示例中的语法纠错知识，从而更有效地完成中文文本纠错任务。示例的选择主要基于人工从验
证集中挑选的典型样例，以确保数据集的一致性。具体指令为：坜你是一款专业的中文语法纠错
工具，具备卓越的语法错误识别和纠正功能。在处理输入的文本时，你会深入剖析句子结构，
精准定位语法错误的类型和位置，然后迅速给出符合语法的修正方案。一旦发现输入句子存在
语法错误，你只会简洁地输出修正后的正确句子，不会添加任何额外的解释；而当句子语法无
误时，你则原样返回原始输入。下下下面面面是是是一一一个个个示示示例例例：：：（（（謱）））输输输入入入：：：通通通过过过六六六个个个月月月的的的学学学习习习，，，我我我的的的汉汉汉语语语
和和和同同同声声声传传传译译译水水水平平平有有有了了了很很很大大大提提提高高高。。。输输输出出出：：：通通通过过过六六六个个个月月月的的的学学学习习习，，，我我我的的的汉汉汉语语语和和和同同同声声声传传传译译译水水水平平平有有有了了了很很很
大大大的的的提提提升升升。。。示例结束，接下来将是你要纠正的句子。圢

4 实实实验验验结结结果果果

在本节中，本文将在坃均坅坄圲地圱圸和坎坌坐坃坃圲地圱圸两个测试集上分别评估大模型在中文语
法检测和中文语法纠错任务上的性能。本文在本地加载并测试了坑坷坥坮圭圷坂圭坃坨坡坴、坂坡坩坣坨坵坡坮圭
圲圭圷坂圭坃坨坡坴、坃坨坡坴均坌坍圭圳圭圶坂和坌坌坡坍坡圭圲圭圷坂圭坃坨坡坴的性能，接口调用坅坒坎坉坅圭圴、均坌坍圭圴和均坐坔圭
圳圮圵圭坔坵坲坢坯。

謴謮謱 中中中文文文语语语法法法检检检测测测实实实验验验结结结果果果

模型

语法错误识别 错误类型识别 错误类型定位l

P R F1 P R F1 P R F1

序列到编辑
Li and Qi (2018) 58.7 63.34 61.31 46.22 41.42 37.77 17.53 11.38 12.47
Zhang (2018) 72.66 74.08 73.36 58.31 49.55 53.57 38.39 29.66 33.46
Liang(2020) – – 78.0 – – 64.0 – – 39.9
Luo (2020) 85.5 78.6 81.9 68.1 62.1 65 48 41.3 44.4

序列到序列
Fu (2018b) 82.76 99.95 75.63 71.07 97.52 55.03 53.41 38.86 36.12
Zhao (2018a) 63.77 75.84 69.29 40.84 41.61 41.22 6.3 6.09 6.2
Han (2020) – – 77.55 – – 61.38 – – 44.51

国外大模型
LLaMa-2-7B-Chat 56.43 81.55 66.7 32.23 36.54 34.25 4.22 4.34 4.28
GPT-3.5-Turbo 61.10 78.62 68.76 41.76 50.01 45.52 14.54 18.90 16.44

国内大模型
Qwen-7B-Chat 52.62 65.17 58.23 33.83 44.6 38.48 9.27 14.3 11.25
BaiChuan-2-7B-Chat 57.71 67.13 62.06 37.80 44.84 41.02 11.15 15.79 13.07
ChatGLM-3-6B 53.28 77.16 63.04 41.11 44.15 42.58 12.13 13.32 12.70
ChatGLM-4 62.96 73.08 67.64 34.61 56.97 43.06 10.80 22.27 14.54
ERNIE-4 58.58 91.17 71.33 42.01 67.88 51.9 16.87 31.39 21.95

表 圲场 大模型在坃均坅坄圲地圱圸测试集上结果

如表圲所示，大模型在中文语法检测任务上的表现相较于当前的有监督模型仍然存在差距。
然而，在低资源下，大模型已经展现出了较好的性能。此外，在中文语法检测任务上，国外大
模型的表现不及国内大模型，而小参数（圶圭圷坂）的大模型的性能也低于大参数的大模型。值得
注意的是，在大参数国内大模型中，其在语法错误类型识别子任务上的表现优于其他两个子任
务。

为了研究大模型参数数量对性能的影响，本文对比了圶坂参数的坃坨坡坴均坌坍圭圳与更大参数
规模的坃坨坡坴均坌坍圭圴接口在中文语法检测任务上的表现。如表圲所示，圶坂的坃坨坡坴均坌坍圭圳与大参
数坃坨坡坴均坌坍圭圴接口在语法错误识别子任务上的坆圱值分别为圶圳.地圴和圶圷.圶圴，在错误类型识别子任
务上的坆圱值分别为圴圲.地圶和圴圳.地圶，在错误类型定位子任务上的坆圱值分别为圱圲.圷和圱圴.圵圴。这些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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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表明，随着参数数量的增加，大模型能够更全面地学习训练数据，从而在中文语法检测任务
上展现出更好的性能。

在语法错误识别子任务上，国外大模型与国内大模型的性能相近，但在其他两个子任务上
与国内大模型存在较大差距。这可能是因为中文和英文在语言表达上的差异，错误类型定义的
不同，以及国外大模型未使用大量中文数据进行训练，导致模型在错误识别方面表现良好，但
在错误类型识别和错误类型定位方面存在局限性。

如表圲所示，国内大模型（包括坃坨坡坴均坌坍圭圴、坅坒坎坉坅圭圴）在语法错误识别子任务上的坆圱值
分别为圶圷.圶圴和圷圱.圳圳，在错误类型识别子任务上的坆圱值分别为圴圳.地圶和圵圱.圹，在错误类型定位子
任务上的坆圱值分别为圱圴.圵圴和圲圱.圹圶。这些结果表明，在低资源下，国内大模型在中文语法检测
任务上的表现已经接近部分有监督模型，可以有效的完成中文语法检测任务。然而，这些模型
普遍存在准确率相对较低而召回率较高的情况，因此可以在模型输出结果基础上做进一步改
进。

模型 P R F0.5

序列到编辑
HRG (Hinson et al., 2020) 36.79 27.82 34.56
SG-GEC (Wu and Wu, 2022) 50.56 25.24 42.11

序列到序列
AliGM(Zhou et al., 2018a) 41 13.75 29.36
YouDao(Fu et al., 2018a) 35.24 18.64 29.91
BLCU(Li et al., 2019) 47.63 12.56 30.57
Qiu and Qu (2019) 36.88 18.94 31.01
MaskGEC(Zhao and Wang, 2020) 44.36 22.18 36.97
TEA(王辰成et al., 2020) 39.43 22.8 34.41
WCDA(Tang et al., 2021) 47.29 23.89 39.49
Copy(Zhao et al., 2019) 51.25 32.55 45.97
SynGEC(Zhang et al., 2022b) 49.96 33.04 45.32
TemplateGEC (Li et al., 2023a) 54.50 27.40 45.50

国外大模型
LLaMa-2-7B-Chat 11.79 11.46 11.72
GPT-3.5-Turbo 26.64 22.75 25.76

国内大模型
Qwen-7B-Chat 19.95 22.53 20.42
BaiChuan-7B-Chat 20.87 23.28 21.31
ChatGLM-3-6B 19.52 21.09 19.82
ChatGLM-4 24.27 32.34 25.72
ERNIE-4 32.78 38.15 33.72

表 圳场 大模型在坎坌坐坃坃圲地圱圸测试集上结果

謴謮謲 中中中文文文语语语法法法纠纠纠错错错实实实验验验结结结果果果

如表圳所示，大模型在中文语法纠错任务上的表现与在中文语法检测任务相似，均不如现有
的有监督模型，但在低资源下，仍展现出可观的性能。此外，在中文语法纠错任务上，国外大
模型的表现不及国内大模型，且参数规模较小的大模型（圶圭圷坂）的性能也低于大型参数模型。

圶圭圷坂参数量级的国内大模型（包括坃坨坡坴均坌坍圭圳圭圶坂、坑坷坥坮圭圷坂圭坃坨坡坴和坂坡坩坃坨坵坡坮圭圲圭圷坂圭
坃坨坡坴）在中文语法纠错任务上的坆地圮圵值分别为圱圹.圸圲，圲地.圴圲和圲圱.圳圱，表现较弱。这种性能不
足可能由两个主要因素导致：首先，中文语法纠错任务相较于中文语法检测任务更为复杂，它
不仅要求模型能够识别错误，还要求模型能够进行错误的修正，这涉及到词序、标点使用和词
汇选择等多个错误类型，增加了任务的难度。其次，这些模型可能未经过针对中文语法纠错数
据集的专门训练，且模型参数规模相对较小，导致模型在学习过程中可能未能充分捕捉到任务
所需的特征和规律。

国外大模型（如均坐坔圭圳圮圵圭坔坵坲坢坯和坌坌坡坍坡圭圲圭圷坂圭坃坨坡坴）在中文语法纠错上的坆地圮圵值分别
为圱圱.圷圲和圲圵.圷圶，表现不佳，这可能是因为它们在训练时未接触大量中文数据，无法充分适
应中文的语言特性。例如，源输入坜中国，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真是在历史上最难忘的
国家。圢，参考答案为坜中国，拥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真是在历史上让人最难忘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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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圢，均坐坔圭圳圮圵圭坔坵坲坢坯模型的输出结果为坜中国，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真是历史上最难
忘的国家。圢。这表明模型的纠错结果更倾向于英文的表达方式。

国内大模型在中文语法纠错任务上的表现较为出色，坃坨坡坴均坌坍圭圴和坅坒坎坉坅圭圴的坆地圮圵值分别
为圲圵.圷圲和圳圳.圷圲。虽然与现有的有监督模型相比存在一定差距，但在低资源下，已经展现出卓越
的性能。如表圳所示，国内大模型普遍存在召回率高而准确率低的情况。这一现象可能是由于模
型主要接受了大量正确句子的训练，而在面对错误句子时，模型倾向于根据其训练数据对其进
行修正。由于同一语意的句子可以有多种表达方式，这种修正方法可能不适合正式或非标准的
语言环境，有时甚至可能导致过度校正。此外，模型在语义理解方面也存在不足，具体例子如
表圴所示。表圴的标注旨在对比模型输入、模型输出与正确答案之间的差异，与传统的纠错标注
方法有所区别。

类型 输入 模型输出 正确答案

标点符号使用不当
因为读书准备就业的时间越
少了。

因为读书准备就业的时间更更更
少少少了。

因为读书，，，准备就业的时间
更更更少少少了。

我我我看看看来来来北京人很爽快。 在在在我我我看看看来来来，，，北京人很爽快。 在在在我我我看看看来来来北京人很爽快。

拼写错误
人生就是过山车，又又又高高高又又又
低低低，又又又光明又黑暗。

人生就是过山车，又又又高高高有有有
低低低，有有有光光光明明明又有黑暗。

人生就是过山车，有有有高高高有有有
低低低，有有有光光光明明明又有黑暗。

不带带带口罩的有些朋友们特别
后悔了了了。

有些不带带带口罩的朋友们特别
后悔。

有些不戴戴戴口罩的朋友们特别
后悔。

搭配不当
现代社会的就业难难难太太太厉厉厉害害害。 现代社会的就业太太太难难难厉厉厉害害害。 现代社会的就业太太太难难难。
但是这种想法太近近近视视视眼眼眼的的的，
而有很大的错误。

但是这种想法太近近近视视视，而且
有很大的错误。

但是这种想法太短短短浅浅浅，而且
有很大的错误。

量词使用不当
本人在贵公司实习了二二二个个个多
月，此此此时时时间间间经验了许多新鲜
的事情。

本人在贵公司实习了二二二个个个多
月，此此此间间间经历了许多新鲜的
事情。

本人在贵公司实习了两两两个个个多
月，此此此间间间经历了许多新鲜的
事情。

十二月是瑞典一年中黑夜最
长白天短的一一一天天天。

十二月是瑞典一年中黑夜最
长白天最短的一一一个个个月月月。

十二月是瑞典一年中黑夜最
长白天最短的一一一月月月。

名词使用不当
勤奋刻苦，不折不挠的精神
是从黑暗走向光明的人的必
要条件。

勤奋刻苦，不折不挠的精神
是从黑暗走向光明的必要条
件。

勤奋刻苦，不折不挠的精神
是人人人从黑暗走向光明的必要
条件。

四个人在同同同棹棹棹吃一顿饭是很
难得。

四个人在桌桌桌吃一顿饭是很难
得的。

四个人在同同同桌桌桌吃一顿饭是很
难得的。

过度校正
这样，你就会尝到泰国人死死死
爱爱爱的味道。

你将会尝到泰国人喜喜喜爱爱爱的味
道

这样，你就会尝到泰国人爱爱爱
死死死的味道。

抽烟对身体非常不好，对身
体非非非常常常危危危害害害。

抽烟对身体非常不好，对身
体危危危害害害极极极大大大。

抽烟对身体非常不好，对身
体危危危害害害非非非常常常大大大。

表 圴场 坅坒坎坉坅圭圴在坎坌坐坃坃圲地圱圸测试集中个别样例

5 大大大模模模型型型提提提示示示策策策略略略影影影响响响分分分析析析

本节将从三个方面探讨影响坅坒坎坉坅圭圴模型在中文语法纠错任务中性能的因素：提示模板中
的关键字选择、提示策略的设计以及少样本思维链提示策略中样本的数量。

謵謮謱 提提提示示示模模模板板板中中中的的的关关关键键键字字字对对对大大大模模模型型型性性性能能能的的的影影影响响响

鉴于大模型提示模板中的关键词对其性能具有显著影响，本文在 圳圮圴提出的坎坯坮坥模板基础
上，设计了多种不同的关键词提示，并通过调用坅坒坎坉坅圭圴接口进行了测试。这些关键词分为
两大类：坜直接指示圢和坜角色扮演圢。在坜直接指示圢类别中，模板明确指示模型执行语法纠错的
指令，例如：坜查找并校对输入句子中的任何语法错误。圢、坜查找并修复这个句子中的任何错
误。圢以及坜在不改变原语义和原语言的情况下，润色输入句子。圢。这些模板旨在引导模型专注
于纠正语法错误，同时保持句子的原始意义和语言风格。在坜角色扮演圢类别中，模板通过指定
模型扮演与语法纠错相关的特定角色来进行提示，例如：坜作为专业的中文语法纠错工具圢、坜担
任资深的编辑圢或坜作为中文教师圢。这些模板旨在引导模型从特定专家的角度出发，执行语法纠
错任务。具体的提示模板示例和详细信息见附录 圸。

如附录 圸所示，测试的几种提示模板均能够实现语法纠错的任务。然而，部分模板倾向于
在源句的基础上进行不必要的扩展，或是改变原有的句式结构，从而导致与正确答案相比改动

CC
L 
20
24

第二十三届中国计算语言学大会论文集，第790页-第8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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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7



计算语言学

1-shot CoT：中国，拥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真是在历史上最让人难忘的国家之一。

2-shot CoT：中国，拥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真是在历史上最让人难忘的国家。

3-shot CoT：中国，拥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真是在历史上让人最难忘的国家。

源输入：中国，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真是在历史上最难忘的国家。

参考答案：中国，拥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真是在历史上让人最难忘的国家。

添加“拥有”“和”“让人”“之一”

删除 “之一”

调整“最”的位置

添
加
“
拥
有
”
“
让
人
”

添
加
“
拥
有
”
“
让
人
”
“
和
”

图 圱场 坅坒坎坉坅圭圴使用坆坥坷 坳坯坴圭坃坯坔提示策略的输出样例

较大，出现过度校正的现象。因此，本文选取了修改正确且改动最小的关键字作为基础模板的
关键字，即坜你是一个专业的中文语法纠错工具，具备准确识别和纠正语法错误的能力。圢。

謵謮謲 提提提示示示策策策略略略对对对大大大模模模型型型性性性能能能的的的影影影响响响

ERNIE-4
NLPCC2018测试集

P R F0.5

None 30.37 39.59 31.86
Explain 30.77 40.19 32.28
CoT 32.47 37.36 32.63
Few-shot CoT 32.78 38.15 33.72

表 圵场 不同提示策略对中文语法纠错任务性能的影响

如表圵所示，不同提示模板对坅坒坎坉坅圭圴模型在中文语法纠错任务中的性能表现产生了显著
影响。性能表现从低到高依次为：无额外解释的提示模板（坎坯坮坥）、加入专家解释的提示
模板（坅坸坰坬坡坩坮）、加入思维链（坃坯坔）的提示模板以及加入纠错示例的提示模板（坆坥坷圭坳坨坯坴
坃坯坔）。

圱）当大模型仅接收到执行语法纠错任务的指令而缺乏额外解释时，模型必须依赖其先前学
习的知识来推断语法纠错的本质，这种理解可能与语法纠错的真实意图存在偏差，导致性能最
差。圲）当模型被告知语法纠错任务的具体定义时，能够依据这一明确的指示完成任务，从而减
少了理解上的偏差，模型性能因此得到提升。圳）如果在提示模板中明确指出语法纠错的步骤，
即构建思维链，这将引导大模型模型按照标准化的推理过程来执行任务，从而更有效地提高模
型性能。圴）在思维链的基础上，提供额外的纠错示例能够使模型学习到示例中蕴含的丰富信
息，从而更深入地理解语法纠错任务，并实现更卓越的性能表现。

謵謮謳 少少少样样样本本本思思思维维维链链链提提提示示示策策策略略略中中中样样样本本本数数数量量量对对对大大大模模模型型型性性性能能能的的的影影影响响响

ERNIE-4
NLPCC2018测试集

P R F0.5

1-shot CoT 31.05 37.36 32.14
2-shot CoT 32.20 38.94 33.35
3-shot CoT 32.78 38.15 33.72

表 圶场 大模型提示模板中样本数量对中文语法纠错性能的影响

为研究少量示例提示模板对大模型纠错能力的影响，本文通过调整提示模板中示例的数量
进行了实验。如表圶所示，随着提示模板中纠错示例数量的增加，大模型的纠错准确率显著提
高，尤其在处理复杂和微妙的语言错误时效果显著。如图 圱所示。这可能是因为当大模型接收
到包含示例的提示模板时，它们能够更快地识别文本中的不一致性，并从中归纳出纠错的规
则。这种学习机制不仅使大模型能够机械地纠正错误，而且能够更深入地理解文本纠错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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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即如何在保持原文意蕴不变的前提下，提高语言的准确性和流畅性。实验结果验证了在提
示模板中添加少量示例可以提升大模型纠错能力方面的有效性，通过模仿和学习大量示例，大
模型能够增强执行语法纠错任务的能力。

W S M R 无

gold 202 1961 963 698 17
None 162(25%) 2108(22%) 1117(13%) 802(21%) 206

Explain 177(26%) 2092(22%) 1079(14%) 873(21%) 206
CoT 170(25%) 2205(21%) 1119(14%) 895(20%) 210

1-shot CoT 157(28%) 2398(17%) 1141(12%) 907(18%) 277
2-shot CoT 169(24%) 2322(20%) 1165(14%) 921(19%) 200
3-shot CoT 168(24%) 2401(17%) 1140(11%) 919(19%) 263

表 圷场 基础错误类型分析（数量圯准确率）

6 针针针对对对不不不同同同错错错误误误类类类型型型的的的纠纠纠错错错结结结果果果分分分析析析

为了深入研究大模型在中文语法纠错任务中的性能表现，本文对坅坒坎坉坅圭圴在不同错误类型
上的纠错效果进行了细致分析。本文采用了坃坨坅坒坒坁坎坔工具在坚坨坡坮坧 坥坴 坡坬圮圬 圲地圲圲坡圩来提取错误类
型，这些错误类型被划分为基础错误和详细错误两大类。具体来说，本文通过对比大模型生成
结果与标准答案之间的差异，对大模型在不同错误类型上的表现进行了评估。基础错误和详细
错误的分析结果分别展示在表圷和圸中，其中，坧坯坬坤代表标准答案，而坎坯坮坥、坅坸坰坬坡坩坮、坃坯坔、圱圭
坳坨坯坴 坃坯坔、圲圭坳坨坯坴 坃坯坔和圳圭坳坨坯坴 坃坯坔则代表了大模型所采用的不同提示模板。

W PUNCT SPELL NUM PREP OTHER ADV

gold 202 323 390 34 230 639 226
None 162(25%) 491(11%) 314(54%) 39(17%) 194(24%) 631(8%) 242(16%)

Explain 177(26%) 505(11%) 319(52%) 46(21%) 206(24%) 648(8%) 257(13%)
CoT 170(25%) 515(12%) 317(55%) 47(17%) 213(24%) 722(6%) 260(14%)

1-shot CoT 157(28%) 511(10%) 296(49%) 51(19%) 221(22%) 758(5%) 293(11%)
2-shot CoT 169(24%) 520(11%) 314(52%) 47(19%) 219(25%) 755(6%) 283(13%)
3-shot CoT 168(24%) 478(10%) 287(52%) 45(24%) 206(25%) 792(6%) 297(11%)

AUX NOUN VERB CONJ PRON ADJ QUAN

gold 286 369 735 118 141 107 24
None 467(17%) 391(20%) 787(23%) 163(11%) 185(12%) 97(18%) 26(38%)

Explain 448(19%) 395(19%) 765(24%) 151(12%) 173(15%) 101(16%) 30(23%)
CoT 466(18%) 422(19%) 790(22%) 154(14%) 185(14%) 99(18%) 29(27%)

1-shot CoT 481(16%) 449(15%) 864(18%) 196(8%) 189(12%) 106(16%) 31(22%)
2-shot CoT 498(17%) 432(20%) 860(21%) 177(10%) 179(15%) 96(13%) 28(25%)
3-shot CoT 479(16%) 450(15%) 885(17%) 190(9%) 198(12%) 120(17%) 33(21%)

表 圸场 详细错误类型分析（数量圯准确率）

如表圷所示，块代表词序错误，坓代表替换错误，坍代表缺失错误，坒代表冗余错误。在基
础错误类型上，从准确率的角度来看，大模型在处理缺失错误方面的表现较弱，而在词序错误
方面则表现较为出色。从识别出的错误数量上来分析，大模型在纠错过程中不倾向于修改词序
错误，而更倾向于修正替换错误。总体来看，虽然生成的替换错误数量较多，但正确率并不
高，这表明大模型倾向于将正确的词语修改为模型先前学习到的词语，从而导致过度校正的问
题。相比之下，生成的词序错误数量较少，但正确率较高，这可能是因为大模型的训练数据偏
向于口语化表达，而测试集中的数据偏向于学术化表达，导致大模型在面对测试集中口语化句
子时，倾向于认为其是正确的。

如表圸所示，其中坓坐坅坌坌代表拼写错误，坐坒坅坐代表介词错误，坎坕坍代表数字错
误，坁坄坊代表形容词错误，坑坕坁坎代表量词错误等。在详细错误类型方面，大模型在识
别坓坐坅坌坭圵圶圷圷圸坌和坐坒坅坐错误类型上的数量低于坧坯坬坤，而在其他错误类型中，大模型识别出
的错误数量均超过了坧坯坬坤。从准确率的角度来看，大模型在处理坐坕坎坃坔、坃坏坎坊和坐坒坏坎错误
类型时表现较差，而在坓坐坅坌坌和坑坕坁坎错误类型上表现较好。这说明大模型在纠错过程中不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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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于修改拼写错误，但其正确率较高，这可能是因为大模型在大量数据训练中更多地学习了正
确的坴坯坫坥坮，而未能学习到测试集中的拼写错误坴坯坫坥坮。大模型在量词错误上的良好表现可能是
因为中文语法中量词错误相对容易修正。另一方面，大模型在介词错误上的识别数量少于标准
答案，这可能因为中文语法中介词用法的复杂性，导致大模型未能充分学习中文介词的使用规
则。这些分析揭示了大模型在中文语法纠错任务中的优势和局限性，为未来针对特定错误类型
优化大模型的性能提供了一些参考依据。

7 总总总结结结

本文采用不同提示策略，评估了国内外主流大模型在中文语法检测和中文语法纠错任务中
的性能表现，并对大模型的纠错能力进行了基于错误类型的细粒度评价。实验结果表明，国内
大模型在中文文本纠错任务上的表现优于国外大模型，尤其是采用少样本思维链提示策略时，
性能表现最为显著，对词序错误和拼写错误的纠正准确率较高。尽管大模型在低资源下能够有
效完成中文文本纠错任务，但与有监督模型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并存在过度校正的问题。

为了进一步优化大模型的性能，未来的研究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圱）对大模型的纠错
结果进行再训练，以减少过度校正的问题；圲）将大模型与有监督的小模型相结合，通过知识蒸
馏的方式，在大模型中提取有针对性的知识，以提高小模型的纠错性能；圳）通过强化或改进少
样本思维链提示策略，进一步提升大模型在中文文本纠错任务中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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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任何事情都是各有利弊，众所周知越建立工业越对经济方面有所发展。

正确答案：任何事情都是各有利弊，众所周知越发展工业，经济方面就越有所发展。

模板4：任何事物都存在其正面和负面效应，众所周知，工业的兴起和发展对经济的增长具有显著推动作用。

模板6：任何事情都有利有弊，众所周知，工业发展得越充分，对经济发展越有利。

模板5：任何事物都各有利弊，众所周知，工业越发展，对经济的推动作用越显著。

模板1：任何事物都是各有利弊，众所周知，越发展工业，对经济发展越有所助益。

模板2：任何事物都各有利弊，众所周知，工业的建立和发展对经济有着显著的推动作用。

模板3：任何事物都有其利与弊，众所周知，工业的发展对经济有着显著的推动作用。

模板

模板4：在不改变原语义和原语言的情况下，润色输入句子。

模板6：查找并修复这个句子中的所有错误。

模板5：查找并校对输入句子中的所有语法错误。

模板1：你是一个专业的中文语法纠错工具，具备准确识别和纠正语法错误的能力。

模板2：你是一位资深的编辑，请帮助校对以下内容，完成纠错和润色工作。

模板3：你是中文教师，教授外国人学习中文。

输入：对一个生名来说空气污染是很危害的问题，对身体不好。

正确答案：对一个生命来说空气污染是有很大危害的问题，对身体不好。

模板4：对于任何生物而言，空气污染都是一个极具危害的问题，对身体健康极为不利。

模板6：对于生命来说，空气污染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对身体有害。

模板5：对于生命来说，空气污染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对身体有害。

模板1：对于生命来说，空气污染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对身体不好。

模板2：对于生命而言，空气污染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它对身体健康极为不利。

模板3：对于生命来说，空气污染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对身体健康有害。

输入：不官是从口、眼、鼻子进去这样会伤害身体的建康。

正确答案：不管是从口、眼还是鼻子进去，都会伤害身体的健康。

模板4：无论是经口、眼还是鼻进入，这些都可能损害身体健康。

模板6：不管是通过口、眼、鼻进入，这都会伤害身体的健康。

模板5：不管是通过口、眼、鼻进入，这些都可能对身体造成伤害。

模板1：无论是从口、眼、鼻子进入，都会伤害身体健康。

模板2：无论是通过口腔、眼睛还是鼻子进入，这些都可能对身体健康造成伤害。

模板3：无论是通过口、眼还是鼻进入，这些都可能对身体健康造成伤害。

图 圲场 提示模板测试样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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