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CL24-Eval任任任务务务7系系系统统统报报报告告告：：：
基基基于于于大大大模模模型型型数数数据据据增增增强强强的的的作作作文文文流流流畅畅畅性性性评评评价价价方方方法法法

彭彭彭倩倩倩雯雯雯1，，，高高高延延延子子子鹏鹏鹏1，，，李李李晓晓晓青青青1，，，闵闵闵凡凡凡珂珂珂1，，，李李李明明明锐锐锐1，，，王王王志志志春春春1,2，，，刘刘刘天天天昀昀昀3

1 北京师范大学人工智能学院
2 智能技术与教育应用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

3 中国科学院信息工程研究所
{qwpeng,yanzipenggao,xiaoqingli,minfanke,mingruili}@mail.bnu.edu.cn

zcwang@bnu.edu.cn , liutianyun@iie.ac.cn

摘摘摘要要要

CCL2024-Eval任务7为中小学生作文流畅性评价（Chinese Essay Fluency Evalua-
tion，CEFE），该任务定义了三项重要且富有挑战性的问题，包括中小学作文病
句类型识别、中小学作文病句改写、以及中小学作文流畅性评级。本队伍参加了评测
任务7的三项子任务，分别获得了45.19、43.90和45.84的得分。本报告详细介绍本队伍
在三个子任务上采用的技术方法，并对评测结果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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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CL2024-Eval Task 7 focuses on Chinese Essay Fluency Evaluation (CEFE) for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This task encompasses three significant and
challenging problems: identifying sentence errors in essays, rewriting erroneous sen-
tences, and rating the fluency of the essays. Our team participated in all three sub-tasks
(tracks) of Task 7, achieving scores of 45.19, 43.90, and 45.84. This report provides a
detailed account of the technical methods employed by our team for each sub-task and
analyzes the evaluation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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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任任任务务务概概概述述述

作文流畅性指的是作文语句的通顺程度和语言使用的规范程度，是体现作文质量的重要方
面。CCL24-Eval任务7为中小学生作文流畅性评价，设立三个子任务，包括：
（1）中小学作文病句类型识别：识别作文中不同的病句类型。
（2）中小学作文病句改写：改写作文中的病句使其成为正确句子。
（3）中小学作文流畅性评级：对作文流畅性作三等级评价。
评测任务提供了基于以汉语为母语的中小学生考试作文构建的测试数据，要求参赛者从词

法、句法、语义等多角度对作文流畅性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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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子子子任任任务务务一一一：：：中中中小小小学学学作作作文文文病病病句句句类类类型型型识识识别别别

2.1 任任任务务务描描描述述述

中小学作文病句类型识别任务本质上是一个多标签分类任务，其目标是针对给定的作文病
句，预测该病句所属的一个或多个类型。病句类型包括4大类14小类，如表1所示。

Table 1: 中小学作文病句类型分类

粗粗粗粒粒粒度度度错错错误误误类类类型型型 细细细粒粒粒度度度错错错误误误类类类型型型

字符级错误 缺字漏字、错别字错误、缺少标点、错用标点
成分残缺型错误 主语不明、谓语残缺、宾语残缺、其他成分残缺
成分赘余型错误 主语多余、虚词多余、其他成分多余
成分搭配不当型错误 语序不当、动宾搭配不当、其他搭配不当

2.2 数数数据据据准准准备备备

为了训练模型实现对病句的准确分类，本队伍通过以下步骤构建训练数据集。

（（（1）））开开开放放放作作作文文文数数数据据据获获获取取取：：：本队伍从中小学作文网0等网站，获取中小学生优秀作
文234篇，包含句子共计10000句。

（（（2）））基基基于于于GPT-3.5-Turbo的的的作作作文文文生生生成成成：：：构建如表2所示的提示，调用GPT-3.5-
Turbo(OpenAI, 2023)模仿中小学生身份生成作文240篇。

Table 2: 中小学作文生成提示

类类类别别别 提提提示示示

叙事 你是一个初二年级的学生，现在请以“人生”为主题，写20篇叙事作文，要
求内容充实，语句通顺。

记人 你是一个三年级的学生，现在请以“身边的英雄”为主题，写20篇记人作
文，要求内容充实，语句通顺。

（（（3）））基基基于于于大大大语语语言言言模模模型型型的的的病病病句句句生生生成成成：：：构建如表3的提示，调用GPT-3.5-Turbo 、文心一
言3.51等语言模型从给定的正确句子出发生成指定类型的病句；该步骤共生成病句19万条，其
中由GPT-3.5-Turbo生成的病句占比60%，由文心一言生成的病句占比40%，覆盖表1中所有错
误类型，并在各个细粒度错误类型上均匀分布。

Table 3: 提示示例

细细细粒粒粒度度度错错错误误误类类类型型型 提提提示示示

错别字错误 你是一个语文老师，你的任务是将句子中的一个字改成错别字，你可以从
两个角度入手，一是把这个字改成它的形似字，二是把这个字改成它的同
音字。注意不要原句返回也不要改变句子的长度，现在你试试句子：

错用标点 你是一个语文老师，你的任务是将句子中标点符号换成错误的，试试句
子：

动宾搭配不当 现在你是一名语文不好的小学生，写出的句子经常出现中文语法错误。
特别的，你只会写出“动宾搭配不当”的句子。动宾搭配不当指的是在句子
中，动词（动作）和宾语（动作的对象）之间的搭配不合语法规则或语义
习惯，导致句子意思不清或逻辑混乱。现在将给你一个句子，请修改为动
宾搭配不当的句子。正确句子：

0http://www.zuowen.com/
1https://yiyan.baid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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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语言模型生成病句示例

细细细粒粒粒度度度错错错误误误类类类型型型 语语语言言言模模模型型型生生生成成成病病病句句句

错别字错误 她的手小小的，她的膊搏胖胖的，她的腿短短的，好像我家的布娃娃。

错用标点 今天是爸爸的生日；我决定亲手种一颗向日葵送给他，作为礼物。

动宾搭配不当 在家里和家人一起种植花的时候，我感觉特别开心和幸福。

（（（4）））格格格式式式转转转换换换：：：将“原句-病句”的数据格式转换为“病句-错误类型标签”的数据格式，标签
根据生成病句时使用的提示确定。
（（（5）））数数数据据据增增增强强强：：：本队伍还使用了一种误差不变的数据增强方法，通过替换命名实体来增

强数据的多样性。在本次测评任务中，这种数据增强方法可以提高模型的识别语病错误能力。
（（（6）））数数数据据据清清清洗洗洗：：：由于数据集中存在噪声，需要对其进行清洗。其具体步骤如表5所示。

Table 5: 数据清洗步骤

步步步骤骤骤 实实实现现现

去除特殊字符和重复标点 正则表达式
统一使用中文标点 编写替换函数
去除输入长度与输出长度差异过大的文本 设置差异阈值5
去除长度过短的文本 设置最小长度阈值10

2.3 模模模型型型构构构建建建及及及训训训练练练

针对作文病句类型识别任务，本队伍构建了基于BERT的病句分类模型，使用训练数据和
评测任务数据集对模型进行了微调训练。给定句子s，设BERTCLS(s)为模型输出层[CLS]的隐式
向量，病句分类模型可表示为：

f(s) = MLP(BERTCLS(s)) (1)

模型在微调训练过程中，采用了Adam优化器对BCEWithLogitsLoss损失函数进行优化。
为提高模型分类性能，本队伍基于评测任务提供的验证集，搜索确定了每个标签分类概率的最
优阈值；以0.001为步长，从0.5到0.6搜索并计算模型得分，选择得分最高的阈值作为模型各标
签最终的分类阈值。基于上述模型及分类方法，本队伍在测试集上取得了45.19的得分。

2.4 对对对抗抗抗训训训练练练

本队伍尝试通过FGM对抗训练技巧 (Miyato et al., 2016)以提升模型的鲁棒性。其具体过程
如算法1所示

Algorithm 1 FGM对抗训练流程

1: for 每个输入向量x do
2: 计算x 的前向损失、反向传播得到梯度g1
3: 根据嵌入矩阵的梯度计算出噪声扰动r，并加到当前嵌入上，相当于x + r
4: 计算x + r 的前向损失，反向传播得到对抗的梯度，累加到g1上得到梯度g2
5: 将嵌入恢复为第一步时的值
6: 根据梯度g2对参数进行更新
7: end for

实验结果表明，FGM对抗训练在作文病句类型识别任务中对模型表现并没有明显增益效
果。本队伍对此分析：对于作文病句类型识别任务，文本中存在大量噪声和对于分类并无帮助
的内容。因此，通过对抗训练引入增强扰动，理论上应该能够增强模型的抗干扰性。但由于本
队伍数据增强阶段已加入了有效的扰动，故使用FGM对抗训练技巧无法进一步提高模型的性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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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子子子任任任务务务二二二：：：中中中小小小学学学作作作文文文病病病句句句改改改写写写

3.1 任任任务务务描描描述述述

中小学作文病句改写任务本质上是一个文本生成任务，目标是针对输入的病句，输出改正
后的句子。任务要求在保持语义不变的前提下，为中小学生作文中的错误句子提供最小化修改
方案。

3.2 数数数据据据准准准备备备

为了训练模型实现对病句的准确修改，本队伍通过组合以下数据集构建混合训练数据。

（（（1）））评评评测测测任任任务务务训训训练练练集集集：：：评测任务训练集来源于中小学作文数据，规模约1300句。

（（（2）））大大大模模模型型型生生生成成成的的的病病病句句句数数数据据据集集集：：：在中小学作文病句类型识别任务中使用语言模型生成的
数据的基础上，通过数据处理和数据清洗等步骤，得到适用于中小学作文病句改写任务的19万
条句子。

（（（3）））正正正确确确句句句子子子数数数据据据集集集：：：评测任务测试集中包含无语病的正确句子，这要求限制模型对正
确句子的修改。为改善模型的过纠问题，本队伍构建了一个正确句子数据集，规模约10000句，
数据来源于中小学作文病句类型识别任务中获取的开放数据集。

（（（4）））开开开放放放语语语法法法纠纠纠错错错数数数据据据集集集：：：开放语法纠错数据集包括苏州大学和阿里巴巴达摩院联合发
布的MuCGEC (Zhang et al., 2022b)中文语法纠错评测数据集、YACLC汉语学习者文本多维标
注数据集 (Yingying Wang, 2021)等，规模约360万句。开放数据集和评测任务数据集相比，前
者每一错误句子中包含的错误数目远少于后者。

综上，本队伍数据集整体构成如表6所示。

Table 6: 数据集信息

数数数据据据集集集 数数数量量量 平平平均均均长长长度度度

评测任务训练数据 1,336 46.33
生成病句数据 140,000 35.07
正确句子数据 10,000 36.53
开放纠错数据 3,648,481 30.84

3.3 模模模型型型构构构建建建及及及训训训练练练

针对中小学作文病句改写任务，本队伍采用大模型文本纠错方法，使用训练数据对基础模
型进行了指令微调，构建了基于Qwen-14B(Bai et al., 2023)的病句改写模型。针对大模型普遍
存在的过纠问题，本队伍通过设计具体的提示模版来强化模型的泛化能力，如表7所示。在训练
过程中，本队伍探索了不同的参数设定，其在任务中的表现结果如表8所示。最终，本队伍在测
试集上取得了43.90的成绩。

Table 7: 病句修改提示模板

类类类型型型 示示示例例例

身份假设 你是一个中小学语文老师

任务描述 你需要将下面的句子改为正确的、你需要修改下面的句子、你需要改正病
句

具体要求 保证输出句子和原句之间较小的距离、请尽可能做较小的改动、保证修改
后句子的流畅度、请尽可能让修改后的句子流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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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8: 不同参数的实验结果

序序序列列列长长长度度度 学学学习习习率率率 迭迭迭代代代次次次数数数 BERT PPL Levenshtein BlEU-4 BERTscore

1024 5e-5 3.00 2.70 1.66 0.90 0.98
1024 5e-5 10.00 2.60 3.82 0.99 0.99
90 5e-4 10.00 2.59 3.61 0.98 0.99

1024 5e-4 10.00 2.59 3.76 0.99 0.99

3.4 大大大模模模型型型病病病句句句改改改写写写性性性能能能分分分析析析

本 队 伍 对 比 了 不 同 模 型 在 病 句 改 写 方 面 的 效 果 ， 包 括Qwen-7B、Qwen-14B-
Chat、Qwen1.5-14B-Chat 和基于BART (Lewis et al., 2019) 的序列标注模型。在纠错效果
方面，本队伍观察到基于BART 的序列标注模型在处理字符级错误方面表现突出，而Qwen 模
型则在涉及语义错误、如语序不当等复杂情况下表现更为出色，能够识别并修改BART 模型
无法处理的错误。如表9所示，在处理病句‘这根本是一座不可能翻去的山。”’时，Qwen 系列
模型能够根据句意将“翻去”修正为“翻越”，并且还能识别出句末的符号错误，而BART 则只能
将“翻去”修改为“翻过去”。

Table 9: 大模型病句改写性能

原句 这根本是一座不可能翻去的山。”

Qwen-7B 这根本是一座不可能翻去的山。
Qwen-14B-Chat 这根本是一座不可能翻越的山。
Qwen1.5-14B-Chat 这根本是一座不可能翻越的山。
BART 这根本是一座不可能翻过去的山。”

在结果评分层面，由于大模型的幻觉问题，在处理细粒度纠错任务时会出现过纠现象，不
必要的过度改写导致得分始终无法提升。但当考虑到大型模型的规模和参数量达到一定程度
时，模型涌现出更多能力，具有更多的潜能来捕捉文本的语义信息和上下文关系。这种额外的
能力使它们能够更准确地识别和纠正复杂错误，包括语义错误、逻辑错误等，而这些错误可能
会超出传统文本纠错模型如BART的处理范围。因此，大型模型在病句改写任务中展现出了更
为广阔的潜力，有望推动文本生成和修正领域的发展。

4 子子子任任任务务务三三三：：：中中中小小小学学学作作作文文文流流流畅畅畅性性性评评评级级级

4.1 任任任务务务描描描述述述

中小学作文流畅性评级任务本质上是一个多分类任务，目标是针对给定的作文，预测作文
在流畅性方面所属的等级。本次评测任务共定义了三个流畅性等级：优秀、一般、不及格。

4.2 数数数据据据准准准备备备

考虑到存在语病的作文流畅性普遍较差，本队伍在中小学作文流畅性评级任务中额外训练
了中小学作文病句识别模型。针对中小学作文病句识别模型，本队伍预先对数据进行处理，将
评测任务训练集中无语病的句子作为正例，存在语病的句子作为负例。数据集规模为2600句，
数据集格式：输入为作文句子，输出为有语病或无语病两种标签。

4.3 模模模型型型构构构建建建及及及训训训练练练

针对作文流畅性评级任务，本队伍构建了基于BERT的分类模型，使用训练数据对模型进
行了微调训练。给定作文文段s，设BERTCLS(s)为模型输出层[CLS]的隐式向量，作文流畅性评
价模型可表示为：

f(s) = MLP(BERTCLS(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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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队伍在构建作文流畅性评级模型时，选择了中文BERT-WWM(Lewis et al., 2019)预训练
模型来初始化模型的编码器部分，并利用官方数据集对模型进行了精细的训练。本队伍测试了
不同学习率设置，发现过高或过低的学习率均会对模型的性能产生负面影响，结果如表10。

Table 10: 不同学习率的实验结果

学学学习习习率率率 Precision Recall F1 Score Overall Score

5e-5 71.43 68.18 69.77 69.00
5e-4 50.00 45.45 47.62 47.44
5e-6 40.91 40.91 40.91 39.49

在解码过程中，模型有时会忽视文段中的句子语病。为了改善这一状况，本队伍针对性地
设计了一套如算法2所示的解码后处理策略。通过本策略，模型能够更有效地纠正模型在解码过
程中忽视语病的问题。

Algorithm 2 解码后处理

1: 初始标签预测ŷ =M(s)，检测语病数量ne

2: if ŷ =优秀 ∧ ne > τ then
3: if ne ≤ τ一般 then
4: 最终标签ŷ ←一般
5: else
6: 最终标签ŷ ←不及格
7: end if
8: end if

具体而言，本队伍使用病句识别模型，判断文段中是否存在语病；使用基于BERT的分类
模型，判断作文流畅性评级。若输入作文被初始评定为优秀，但其中存在语病，则根据存在语
病的句子数量，将其评级降低为一般或不及格。为保证后处理策略的有效性，本队伍在验证集
上对解码后处理模型的阈值进行搜索，确定其阈值为3。这意味着，如果一篇初始被评为优秀的
作文中被识别的语法错误数量超过3，则会被调整评级为不及格；如果存在语法错误但数量未超
过3，则会被调整评级为一般。基于上述模型及分类方法，本队伍在测试集上取得了45.84的得
分。

5 结结结语语语

在CCL2024-Eval任务7-中小学作文流畅性评价评测任务中，针对三个子任务本队伍分别提
出了中小学作文病句类型识别模型，中小学作文病句改写模型和中小学作文流畅性评级模型，
并且提出了针对中小学作文数据集稀缺问题的大模型辅助数据生成方法，还尝试使用了一些额
外的性能提升技术，例如对抗训练、多轮微调等。实验结果表明，本队伍提出的多种策略均可
以使模型性能得到有效的提升，最终三个子任务得分分别为45.19、43.90、45.84。通过这三个
子任务，本队伍实现了多维细粒度的自动作文评价，有效提高了作文评分的可解释性和反馈的
丰富程度。如今，作文的自动流畅性评价具有明确的研究意义和应用场景。本队伍的方法推进
了自动批改在课堂教学中的应用，可以有效辅助教师进行课堂教学。但是，要想真正实现让机
器像人一样去欣赏和批判写作，包括对文章的立意思辨、篇章结构等方面进行评价依然是非常
困难的。如何持续提高机器的对作文的审美能力和鉴别水平依然是开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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