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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把
有学生把生成式人工智能当成“偷懒神器”，也有学生视为“学习助手”

“人工智能正在引发教育的深刻变革。”潘教峰表
示，过去，教育主要由教师、学生和教材组成，教材内容
相对固定。“但现在，随着人工智能的介入，教育的形式
和内容都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它正在改变我们看待教
育的方式，为教育带来了无限的可能性。”

在张云泉看来，未来的大语言模型如果发展到一
定程度，也有可能出现更加智能化的“AI教师”，辅助学
生在义务教育阶段学习到更多知识，甚至缩短义务教
育的时长。

不过，想要AI技术更好地赋能中小学教育，也需要
青少年夯实自身的基本功。潘教峰认为，应该注重用
科普教育激发孩子们的好奇心，让他们主动去探索、发
现，培养青少年的科学素养，帮助他们更好地学习和适
应不断变化的新技术。

在专家看来，AI技术的普及，显著提升了教师和同
学的工作和学习效率。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
院院长潘教峰指出，人工智能能够替代大量重复性的
工作，“这些工作在过去可能由教师或学生来完成，但
现在人工智能可以高效地处理，从而释放了人力去关
注更核心、更具创造性的任务”。

AI技术的利用不应该只停留在“作业本”上。储朝
晖认为，如果把AI单纯当作偷懒的工具，那么它一定会
影响学生的学习，甚至是智力发展。因此他鼓励“恰当
地利用AI，引导学生站在更高的平台去使用，从而实现
思维的深度和广度的提高”。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沈阳
也认为，利用ChatGPT、Sora等AI产品生成的图像、视
频可以叠加丰富的信息和价值，适当利用在教育领域
能够很好地锻炼学生的抽象思维和想象能力。他还表
示，以前需要花很长时间学习的谱曲、绘画、做视频等
技能，现在只要用AI就能快速产出结果，让人实现从

“单能”到“多能”的转变。
用沈阳的话来说，AI会把“过程性”的学习体验给

消灭，“所以我们需要把AI的结果当作新的起点，把结
果过程化，将认知外包的过程转化为创新内源化”。

正如专家所说，学生在这个过程中也学会了如何更加科学
地使用AI。

经过最初的好奇之后，现在周洋不会再照搬AI生成的答
案，而是从中找出值得学习和借鉴的部分作为自己的素材积
累，“老师也引导过我们，要取其精华，而不是全部照搬AI给的
东西”。

关于未来希望AI能如何更好帮助自己学习，吴晓觉得目
前AI生成的答案大多只是“堆砌出来的知识点”，无法提供详
细的解题思路，“有时候我需要的不是答案，而是思考的过程，
但这点肯定还是向真正的老师学习更直接”。

“高考还是要亲自上阵的。”吴晓经常提醒自己，“如果纯
粹复制粘贴题目答案，不仅很容易被老师发现，我自己也会心
虚。”

与社会上的焦虑不同，一些教师对学生使用AI持有更为
宽容的态度。

北京市某中学语文教师李彬坦言，自己并不会过度担忧
学生使用AI，“这种技术既然已经来了，那更重要的是如何去
引导”。

李彬告诉记者，学生的真实水平在老师眼里一清二楚：“AI
确实能帮助学生完成很多东西，但是最终负责的必须是自己，
我也会告诉孩子们要掌控自己的人生。”

在与AI多次互动后，有不少学生养成“有问题找AI”的习
惯，也意识到AI对自己学习的实际帮助不尽如人意。

来自河南省的高二学生王珊现在已经开始“去AI化”了。
王珊坦白，自己有段时间“过度依赖 AI，缺少了独立思

考”。她说：“AI写出来的作文其实也很明显，有些内容过于空
洞，有些辞藻又过于华丽，完全不是我们这个水平能写出来
的。对于写作文来说，自己构思的过程更重要，AI仍然无法完
全代替人脑的创作思考。”

不少专家表示，在科技高速发展的时代，面对新技术一味
地“堵”是不明智的。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告诉记者，AI是现在以
及未来的关键技术，无论是中学生还是小学生，都应该鼓励他
们多接触，多了解。

“但是由于这个新技术发展很快，在教育领域使用AI的相
关规则和评价正在形成的过程当中。”储朝晖说，从目前看来，
评估AI使用的原则还是要基于AI对学生的学习和成长是有利
还是有害，中小学生如何使用AI，仍需要依靠教师和家长亲自
把关。

一些同学向记者透露，文科作业的答案一部分
是对固定知识点的“默写”，一部分则是建立在大量
材料基础上的分析和思考，而AI在这方面能提供大
量文本参考。

在北京市读高一的张悦告诉记者，班上有超过
一半的同学都会用AI来帮自己写作文，“还有一些比
较‘水’的小作业也会用到，比如一些实践作业的策
划、书籍的读后感和总结等”。

有些同学甚至对AI和搜题软件进行了比较。
北京另一所中学的学生吴晓觉得，借助AI虽然

可以为写作文提供思路，但比起搜题软件，AI在具
体题目上生成的回答有时候很“冗长僵硬”，一般都
需要进一步修改，加入自己的思考和知识点。“相对
来说，我觉得AI用起来比搜题软件更‘温和’一些，
毕竟有一个和AI进行交流和亲自完善的过程。”吴
晓补充道。

来自重庆市的周洋更倾向于用搜题软件来解决
理科作业。“理科的选择题、填空题一般都有很多图
表和符号，想把它输入给AI就已经很麻烦了，而用拍
照搜题软件能直接扫描给出完整的答案和详细解
析，能节约更多时间。”

对此，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张云
泉认为，教育环节很难屏蔽AI技术的影响，“AI大模
型目前可以作为各种知识和信息的压缩和检索工
具，是一种获取知识的新渠道，我们应该尝试把它看
作学习的助手”。

的确，AI应该被定位为工具和助手，不能替代学
生写作业。

不少学生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认为使用AI写
作业“有利有弊”“还是要看如何利用这种工具”。

受访的不少高中生表示，只要会用搜索引擎，就
能找到简单好用的AI“作业帮手”。

学生们提到的AI“作业帮手”，不禁让人们想起
两三年前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的“拍照搜题”软件。

曾经，许多中小学生遇到难题就打开手机摄像
头“拍照出答案”，但一到考试就“露馅”，不光影响了
学生自身的成绩和思考能力，也给教师和家长出了
道大难题。

对此，教育部曾要求这些软件下线整改，许多软
件更新了需要实名认证的“家长模式”，以此来限制
学生过度依赖搜题功能。

然而，搜题用的“摄像头”盖住了，AI平台的“聊
天框”却也开始逐渐向学生的作业本“渗透”。AI技
术对教育的影响，是否会重蹈搜题软件的覆辙？

值得关注的是，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以前学生
会在完成理科作业时使用“拍照搜题”，AI与作业相
遇后，很多学生似乎找到了“秒出”文科作业答案的
神器。

高一时，黄毅就决定高考选科要选“物化生”，他
觉得不需要在文科上花费太多精力，“只要能通过学
业考试就行，不会影响高考成绩”。

因此，黄毅表示，与其花费大量精力完成这些科
目的基础作业，不如把题目输入AI的聊天框，然后
直接“借鉴一下”。“许多文科的问答题用AI很容易
生成有用的答案。”黄毅说。

“我天生对文科不太感兴趣，所以高一时很多文科作业都直接扔给AI了。”在广东省揭阳市读高二的黄毅，向记者分享了使用
AIGC帮助自己写作业的经历。

近年来，随着ChatGPT等模型的快速迭代，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技术逐渐成为大众广泛关注的焦点。新技术的发展给各行各
业带来新的可能和挑战，对教育领域来说更是如此。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许多代表委员也针对教育领域如何引入AI技术建言献策。

当人们的关注焦点还停留在大学生用AI写论文的利与弊时，“AI+作业”却提前一步进入了中学课堂，一些中学生做作业时已经无
缝连接到了“AI+”，引发舆论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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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学生用AI来帮自己写作文

过度依赖AI，会缺少独立思考

不照搬AI答案，从中学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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