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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重构：ChatGPT 介入下的温州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
—基于扎根理论的探索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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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科技职业学院，浙江 温州 325000 

 

 

摘要：ChatGPT 的出现，构生了新的交流生态，改变了意识形态领域的生境，在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方面饰演

重要角色。基于扎根理论质性研究，对温州高校共 132 名使用 ChatGPT 的且与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相关的受众进行

访谈，并获取其原始记录作为文本资料，进行编码分析，构建刺激-机体-反应效用模型，明确 ChatGPT 自身属性、

师生内在状态、师生使用 ChatGPT 解决思想政治问题意愿等在 ChatGPT 介入下的概念内涵，阐释存在的师生主体

缺失、师生交往异化、文本生成偏差、教育权责模糊等问题，探索 ChatGPT 介入下的温州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

的有效机制：其一，推进教育理念革新，明确师生主体性；其二，建立新型师生关系，实现“机师”协同育人；

其三，明晰智能算法短板，构建过程监管体系；其四，挖掘人机对话价值，打造风险防范机制。 

关键词：ChatGPT；温州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扎根理论 

 

 

1 问题的提出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把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摆在突出位置，作出一系列重

大决策部署，各地区高校已采取有效措施推进思想政

治工作建设。人工智能时代，经济、文化、科技、观

念日新月异，倒逼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不断改革。高校

学生正处于 18-22 岁这一年龄层级，对于新鲜事物具

有敏锐感知和强烈追崇，ChatGPT 的句式、算法正极大

影响他们的思维方式和逻辑方式，不断引发各地高校

审视自身思想建设现状。
[]
浙江温州严格落实推进中央

关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各项指标性任务，但在

ChatGPT 介入教育与学习领域之下，温州高校同样存在

因为 ChatGPT 所带来的诸如学生主体缺失、教育主体

失位等普遍性和特殊性问题。
[]
因此，如何在因 ChatGPT

而让教育生态变得复杂的情形下，重构教育内容、师

生信任等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生态成为重要研究点。 

2  研究方式与数据采集 

对于 ChatGPT 介入下的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来

说，目前还没有成熟的变量范畴、测量量表和理论假

设，因此，本研究采用扎根理论构建 ChatGPT 影响下

的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理论模型。同时，本研究通

过非结构化问卷（开放式问卷）对代表性社会公众（即

与温州高校学生思政工作关联的师生）进行访谈以收

集一手资料，采用质化研究探索 ChatGPT 影响下的高

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样本数的确定按照理论饱和的

准则为准，最终选择温州地域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

相关的 132 个受访对象，受访者的基本资料表如表 1

所示。 

表 1  受访者基本资料一览表（128） 

项目 属性 样本数 

性别 
男 66 
女 66 

学历 

大专 50 
本科 50 
硕士 20 
博士 12 

职业 

全日制学生 102 
辅导员 20 
行政人员 10 
专职老师 10 

访谈方式 
个人深度访谈 100 
焦点小组访谈 32 

温州高校 

温州大学 12 
温州医科大学 12 
温州肯恩大学 12 
温州理工学院 12 
温州商学院 12 
温州医科大学仁济学院 12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 12 
温州科技职业学院 12 
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12 
浙江安防职业技术学院 12 
浙江东方职业技术学院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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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范畴提炼与模式建构 

本研究主要采用扎根理论这一探索性研究技术，

通过对文本资料进行开放式编码、主轴式编码、选择

性编码 3 个步骤来构建 ChatGPT 影响下的高校学生思

想政治工作理论模型。资料分析过程中采用持续比较

的分析思路，不断提炼和修正理论，直至达到理论饱

和（即新获取的资料不再对理论建构有新作用）。 

 

3.1 开放式编码 

本研究对原始访谈资料逐字逐句进行编码、标签、

登录，以从原始资料中产生初始概念、发现概念范畴。

为减少研究者个人的偏见、定见或影响，尽量使用受

访者的原话作为标签以从中发掘初始概念。保留同一

频次标签，整合合并出 32 个初始概念、16 个初始范畴，

开放式编码如表 2 所示。 

表 2  开放式编码范畴化 

初始范畴 原始语句示例 

A1 生成专
业性 

它的的语言和解决问题的方式的比较专业，感
觉能够解决相关问题（a1 注重回答专业性）；有
些学生思想政治问题，我们有时候想不到专业
的词时，它就很好地能够提供（a2 推荐用词专
业）。 

A2 生成客
观性 

问它如何解决一些学生思想问题时，提供的内
容和方式也比较客观（a3 提供方式客观）；我遇
到些思想政治难题能够很好地给我相关答案
（a4 答案导向型）。 

A3 生成有
效性 

有时候遇到学生思想政治问题，理解不够到位，
它提高的答案比较有用和到位（a5 答案生成有
效）；它提供的答案偶尔不准确，不能给我一些
很清晰的解题思路（a6 解题的准确性）。 

A4 互动有
效性 

它能很准确回答我的问题，这点非常好（a7 互
动有效准确）；问它一些学生思想工作方法时，
给的答案和我预期的较为一致（a8 满足预期设
想）。 

A5 互动及
时性 

它能很快回应我的问题，非常及时（a9 互动及
时快速）；不会让我等很久，就能给出答案，或
许不太准确，但是很快速（a10快速但非准确）。 

A6 互动延
伸性 

它给我的解决学生教育的思路，有时候比我预
想的要多（a11 延伸内容丰富）；有时候借助它
查找相关思想政治问题时，能够延伸很多，但
有时不一定准确（a12 延伸范畴较广）。 

A7 体验兴
奋感 

太有意思了，比较新奇，给我带来一一种解决
学生思想问题的新的方式（a13新奇使用体验）；
使用起来比较方便，提供思想问题解决的方式
比较独特（a14 解决问题独特）。 

A8 好奇兴
奋感 

对它提供解决问题的方式感到好奇，有时感到
惊喜，能够给我一些不一样的思想教育体验
（a15）；对于它讲解问题的方式比较好奇，比
自己想的还要全面些（a16）。 

A9 内容价
值感 

提供的回答比较有用，能够帮助我回答一些比
较难的思想理论问题（a17）；有时候，它提供
的答案不是很契合实际情况，价值程度没那么
高（a18）。 

A10 服务
价值感 

和我对话的那种感觉很好，提供的思想教育服
务很令人满意（a19）；偶尔和我对话时，不能
很好理解我的想法（a20）。 

A11 内容
信任感 

它提供的一些帮助提高学生思想认知的方式，
确实很实用（a21）；有时候持怀疑态度，和我
们一直以来处理学生思想问题的方式有点截然
相反（a22）。 

A12 言语
信任感 

和它进行沟通时，推荐相关解决方式时，语气
很平和、专业，然后对它具有较强的信任感（a23
言语专业可信）；ChatGPT 所带来的语言的西式
特点，和我们平时接触到的语言不一致（a24
言语存在差异）。 

A13 情感
信任感 

和它对话时，它的语言不是很机械，会很朴实，
能让我感到很真诚（a25 产生情感依赖）；但有
时候，沟通时它的情绪不会有很大变化，那种
机器生成语言的痕迹会有（a26情感传递机械）。 

A14 内部
渲染 

它的语言和文字很具体，提供的数据很快，让
我很难不用它去解决思想问题（a27 内容提供吸
引）；它操作起来很方便，使用方法很简单（a28
使用方式倾向）。 

A15 外界
刺激 

我看很多人都在用这个辅助进行思想教育工
作，就也很想尝试用下（a29从众心理刺激）；
很多人都推荐这个，方便，确实使用起来很好
解决一些简单问题（a30 享受便利刺激）。 

A16 使用
意愿 

我也用过其他的人工智能软件，但是比较起来
吗，在一些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上，它提供的解
决方式，有效性更高（a31 受众使用倾向）；比
较方便，对比其他人工智能服务，能够提供的
解答更加详细，也能知道我想要的（a32 受众解
决问题导向）。 

 

3.2主轴式编码 

本研究在开放式编码的基础上继续区分出主范畴

及副范畴，并将相似的范畴按照其相互联系与逻辑顺

序划分归类。本研究在对各个范畴进行概念和逻辑关

系整理分析的基础上，得出 4个主范畴和 8个副范畴，

具体如表 3。 

表 3  主轴式编码形成的主范畴与对应副范畴 

主范畴 副范畴 初始范畴 

C1 ChatGPT 自身
属性 

B1 生成属性 
A1 生成专业性 
A2 生成客观性 
A3 生成有效性 

B2 互动属性 
A4 互动有效性 
A5 互动及时性 
A6 互动延伸性 

C2 师生内在状
态 

B3 兴奋感 
A7 体验兴奋感 
A8 好奇兴奋感 

B4 价值感 
A9 内容价值感 
A10 服务价值感 

B5 信任感 
A11 内容信任感 
A12 言语信任感 
A13 情感信任感 

C3 情境因素 
B6 物理情境 A14 内部渲染 
B7 环境情境 A15 外界刺激 

C4 师生使用
ChatGPT 解决思
想政治问题意
愿 

B8 使用意愿 A16 使用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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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属性 

互动属性 

ChatGPT自身属性

 

师生内在状态 师生使用

ChatGPT解决思

想政治问题意愿 兴奋感 

价值感 

信任感 

情境因子

素素 
物
理
情
境 

环
境
情
境 

师生使用

意愿 

 

3.3 选择性编码 

本研究对主轴式编码结果深入凝练，以所分析出

的“核心范畴”以“故事线”的表述方式来描绘行为

现象和脉络条件，并将其同主范畴和副范畴相连接，

最终形成新的实质理论框架，本研究主范畴的典型关

系解构如表 4 所示。 

表 4  主范畴的典型关系结构 

典型关系结构 关系结构的内涵 

ChatGPT 自身属性→师生
使用 ChatGPT 解决思想政
治问题意愿 

ChatGPT 的自身属性对师生使
用意愿产生影响 

ChatGPT 自身属性→师生
内在状态 

ChatGPT 的自身属性对师生内
在状态产生影响 

ChatGPT 自身属性→师生
内在状态→师生使用
ChatGPT 解决思想政治问
题意愿 

受众内在状态在受众利用
ChatGPT 的自身属性解决学生
思想政治问题过程中具有重要
调节作用 

 
ChatGPT 自身属性→师生
使用 ChatGPT 解决思想政
治问题意愿 

情境因素对师生使用 ChatGPT
解决学生思想政治问题具有重
要调节作用 

 

确定“ChatGPT 介入下对于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

的影响因素与作用机制”这一核心范畴，围绕核心范

畴的“故事线”，如图 1 所示，ChatGPT 自身属性分别

对师生内在状态和师生使用 ChatGPT 解思想政治问题

意愿具有显著影响；师生内在状态在 ChatGPT 自身属

性对师生使用 ChatGPT 解决思想问题意愿中起媒介作

用；情境因素则在师生内在状态对师生使用 ChatGPT

解决思想问题意愿中起调节作用。本研究试图构建和

发展出一个全新的 ChatGPT 对受众解决高校学生思想

政治工作影响的理论框架。 

 

图 1 刺激-机体-反应理论模型 

 

 

3.4理论饱和度检验 

本研究利用剩下的 1/3 访谈资料做理论饱和度检

验，结果显示，模型范畴已经较为完善。在 ChatGPT

介入下影响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四个主范畴

（ChatGPT 自身属性、师生内在状态、情境因素、师生

使用 ChatGPT 解决思想政治问题意愿）内部，均未发

现新的重要范畴和关系。因此，上述“刺激-机体-反

应理论模型”理论上饱和。 

4 概念解释与作用机理 

4.1概念解释 

4.1.1 ChatGPT 自身属性 

基于对 132 名关联受众的整理分析，将 ChatGPT

自身属性定义为：一种基于开放式训练的大型语言模

型，在机器与人对话、沟通时具有稳定性、可循性的

性质与特点。本研究认为 ChatGPT 自身属性具有生成

属性与互动属性。  

生成属性：生成专业性、生成客观性、生成有效

性。是指 ChatGPT 在生成内容和进行语言表达时，所

展现出来的可信赖感，内容数据客观、有效。 

互动属性：互动有效性、互动及时性、互动延伸

性。是指 ChatGPT 在与用户反馈时，信息及时有效有

用，能够延伸出用户所需要且当前无法获取的内容。 

4.1.2 师生内在状态 

根据前人研究和进行扎根理论编码分析，将师生

内在状态定义为在使用 ChatGPT 的过程中，因受

ChatGPT 自身属性而产生的情绪和态度方面的变化，将

其划分为：兴奋感、价值感、信任感。 

兴奋感：体验兴奋感、好奇兴奋感。是指用户在

使用 ChatGPT 解决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时，因 ChatGPT

带来异样体验的猎奇心理与愉悦快乐。 



 

12 

 

价值感：内容价值感、服务价值感。是指用户在

使用 ChatGPT解决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时所提供的方式、

手段、内容、数据、服务等所感知到的价值性与实用

性。 

信任感：内容信任感、言语信任感、情感信任感。

是指用户在使用 ChatGPT 解决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时，

通过其文字、言语所体会到的真诚与信赖感。 

4.1.3 情境因素 

通过深度访谈的结果可知，情境因素在 ChatGPT

介入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中起重要作用，受众在使用

ChatGPT 解决学生思想问题时，可能会因为受到情境因

素作用，而影响最终解决问题的方式。本研究从物理

情境与环境情境两个维度来测量情境因素。 

物理情境：物理情境是指 ChatGPT 在给师生提供

解决思想政治问题过程中，通过文字和语言所带来的

逼真感。 

环境情境：周围未使用 ChatGPT 解决思想政治问

题的师生，在受到已使用 ChatGPT 的师生解决思想政

治工作的影响时，容易引发从众心理。 

4.1.4 师生使用 ChatGPT 解决思想政治问题意愿 

本研究将师生使用 ChatGPT 解决思想政治问题意

愿定义为：在 ChatGPT 构建的生态下，师生因为

ChatGPT 的属性与功能而产生利用 ChatGPT 解决思想

政治问题意愿。 

4.2 作用机理 

结合访谈资料解析 ChatGPT 自身属性对师生内在

状态的直接作用、师生内在状态对其使用 ChatGPT 意

愿的直接作用、师生内在状态在 ChatGPT 自生属性对

师生使用 ChatGPT解决思想政治问题意愿的媒介作用、

情境因素在 ChatGPT 自生属性对师生使用 ChatGPT 解

决思想政治问题意愿的调节作用。 

5 研究结论与范式构建 

5.1研究结论 

本研究基于扎根理论构建了 ChatGPT 自身属性、

师生内在状态、情境因素以及温州师生使用 ChatGPT

解决思想政治问题意愿的关系概念
[]
，可最终得出以下

几点结论：（1）基于 ChatGPT 的研究情境界定了

ChatGPT 自身属性、师生内在状态、情境因素以及师生

使用 ChatGPT 解决思想政治问题意愿的概念，并对其

维度进行了划分。（2）构建 ChatGPT 自身属性影响师

生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刺激-机体-反应模型，揭示

ChatGPT 自身属性影响师生解决思想政治问题的内在

逻辑，证实作用机理的合理性。（3）证明了 ChatGPT

自身属性分别对师生内在状态和师生使用 ChatGPT 解

思想政治问题意愿具有直接影响。（4）证明了师生内

在状态在 ChatGPT 自身属性对师生使用 ChatGPT 解决

思想问题意愿中起媒介作用。（5）证明了情境因素则

在师生内在状态对师生使用 ChatGPT 解决思想问题意

愿中起调节作用。 

5.2范式构建 

采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对大量访谈资料编码分析，

构建 ChatGPT介入下温州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模型，

证实其合理性的同时，同样存在：师生主体缺失、师

生交往异化、文本生成偏差、教育权责模糊等问题存

在。
[]
基于此，在用 ChatGPT 处理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

作中，其一，推进教育理念革新，明确师生主体性；

其二，建立新型师生关系，实现“机师”协同育人；

其三，明晰算法短板，构建过程监管体系；挖掘人机

对话价值，打造风险防范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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