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年1月15日 星期三
编辑 李刚A02 大事小情

大学生作业
“AI味儿”变浓，

怎么管？
随着人工智能大模型应用普及，不仅是论文，近年来大学生作业

中的“AI味儿”也变浓了：使用AI工具，仅需几分钟即可生成一份看起
来符合要求的作业内容。用AI工具写作业情况如何？怎样在效率与
创造力中找到平衡？“新华视点”记者进行了调查。

最高法：对未成年人犯罪
更加精准贯彻宽严相济、惩教结合

大学生“雇”AI写作业1

几秒钟输出一道简答题答案，5
分钟生成一篇结课论文，10 分钟做完
一个 PPT 报告……在 AI 工具的帮助
下，大学生完成作业的效率相比从前
大大提高，他们甚至将 AI 工具尊称为

“老师”。
学期末、结课前，是有的大学生求

助“AI老师”的高峰期。除公开免费的
AI 工具外，有的学生还会购买专门的
AI写作、绘画等大模型，满足不同需要。

记者在网购平台搜索看到，店铺提
供的 AI 智能写作服务“五花八门”，总
结报告、万字论文、短视频脚本、广告文
案等文体各式各样；从几元的体验价到
几百元的次卡、月卡不等，销量几百上
千的不在少数。

有大学生表示，学期末所选课程作
业堆积在一起，赶上考试复习，不得不
用AI工具加快进度。同学之间会拼单
购买 AI 服务，大家会不同程度借助 AI
完成任务。

麦可思发起的2024年中国高校师
生生成式AI应用情况研究显示，近三成

大学生使用生成式AI写论文或作业。
一线教学中的感受也很明显。“AI

生成的作业就像开水煮白菜，内容空
泛、千篇一律，‘一眼假’。”北京一所理
工类高校教师马骁（化名）说，这几年，
学生作业中的 AI 趋向更突出，很多时
候变成“老师出题，AI答题”。一些学生
作业全无独立思考，生成内容直接使
用，一旦问起来写的是什么，自己都不
理解。

对于大量使用AI工具写作业的现
象，学生也感到“槽点满满”。有大学生
在社交媒体上说，“偷懒”的小组作业成
员直接将 AI 生成的内容发过来，这些
内容空洞无物，导致自己的汇总工作异
常艰难，几乎要替他重写。

多位一线教师对此表示担忧：一方
面，对AI的使用一旦形成路径依赖，学
生可能会逐步失去独立思考能力、写作
能力；另一方面，一些AI生成内容存在
明显的常识错误和粗制滥造痕迹，助长

“应付”作业的不良风气，甚至形成学术
不端。

谁在助推用AI写作业？2

如何让AI工具真正发挥价值？3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越是标准
化、程式化的作业和论文，学生们越倾
向于用AI来快速完成，成为AI生成内
容的“重灾区”。

“如果作业最终成果仅用于完成学
分，没有更深层次转化或公开，学生缺
乏外部监督和完成动力，‘AI含量’就会
上升。”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
授赵甜芳说。

不少高校为此出台文件引导学
生合理使用 AI 工具。然而，如何规
范新兴工具服务学术实践，仍面临现
实挑战。

就技术手段而言，中国科学院自动
化研究所研究员王金桥表示，目前可以
通过统计词汇丰富度、分析语法和句子
结构等，或利用语言模型分析来初步判

断文本是否由AI生成。但在实际应用
上，仍面临一些难点和局限。

“AI 检测工具无法完全捕捉到人
类创造力的全部深度和细微差别。例
如将一些常规引用或普遍用语误判为
抄袭，而由于大语言模型无法识别未
经训练的数据，新造词汇、独特表述
可能会被当作异常处理。这会对学生
的创作积极性造成负面影响。”王金
桥说。

赵甜芳认为，AI作业的流行，更深
层次原因在于传统教育理念与AI时代
教育需求尚未匹配。AI工具本质上是
信息的汇总器与整合者，由于人工智能
普及教育环节中“问题意识”与“事实核
查”训练不足，学生对知识的加工与反
思，过于依赖AI给出的答案。

受访专家表示，合理利用 AI 可以
帮助学生更高效地获取信息、理解复杂
概念，一定程度上促进学习方式的革
新，宜“疏”不宜“堵”。

AI工具的使用，应更加注重平衡效
率和创造力。王金桥认为，高校在出台
相关规定时，要明确界定允许和禁止的
行为，避免模糊规定引发争议和误解。
还可探索建立有效的监管机制，如对AI
生成的内容进行审查、对使用 AI 工具
的学生定期考核等，确保学生在使用技
术时遵守学术规范和道德标准。

专家表示，高校教育应引导学生学
会评估问题价值、分析解决过程的逻辑

合理性，以及核验事实的准确性。
教师还应注重提升课堂教学质

量。赵甜芳建议，可引导学生自主选择
前沿议题，以此为线索串联起课堂知识
点，实现个性定制的专业学习任务，并
提升成果转化率；不仅能帮助学生更好
理解和应用 AI 技术，也为社会各行业
创新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未来可探索利用 AI 工具分析学
生的学习历史、表现和需求，生成个性
化的学习计划和推荐相应的学习资源，
进行教学过程自动化管理等，提高教学
效率，更好服务高校教育发展。”王金桥
说。 据新华社北京1月13日电

甘肃非遗贺新春
2025年“非遗过大年 文化进万家”

甘肃省非遗宣传展示主会场活动在武威举行

本报讯（奔流新闻·兰州晨报记者
张艾萍）1 月 14 日，由甘肃省文化和旅
游厅主办的“我们的春节·人类的非遗
——甘肃非遗贺新春”暨2025年“非遗
过大年·文化进万家”全省非遗宣传展
示主会场活动启动仪式在武威市汉唐
天马城景区举行。

春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是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精神标识。
2025年春节，是“申遗成功”后的首个春
节，甘肃省文旅厅在武威市主办“我们的
春节·人类的非遗——甘肃非遗贺新春”
暨2025年“非遗过大年·文化进万家”非
遗宣传展示主会场活动，拉开了全省
2025年“非遗过大年·文化进万家”“非
遗四季购物月”系列活动的序幕。

启动仪式现场热闹非凡，凉州攻鼓
子、民勤曲子戏、华锐藏族民歌、凉州贤
孝、永昌滚灯舞等武威当地特色非遗代
表性节目轮番上演。

武威历史悠久，边塞文化、五凉文
化、西夏文化、儒学文化在这里交融共
生，哺育出社火、凉州篆刻剪纸、金塔黄

河灯会等独具特色的春节民俗文化。
近年来，武威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非
遗保护工作，深入实施“调查、记录、传
播、利用”四大工程，构建非遗保护项目
体系，雷台、文庙、天梯山石窟等景区已
成为非遗研学旅游的热门打卡地。

此次全省非遗宣传展示主会场活
动特邀全省各市州具有代表性的省级
非遗工坊和武威市部分非遗传承人，进
行现场展示展销，让市民和游客零距
离、面对面接触非遗、了解非遗。

此外，活动现场还设置了多个非遗
展台互动体验区，让市民和游客能够亲
身参与非遗文化的传承和体验。在此
基础上，同步开展了“四季非遗购物月
——甘肃非遗贺新春·年货购物月”“非
遗贺新春·春联送祝福”“金蛇迎春·盛
世欢歌”精品文艺节目展演等活动。

国家医保局将出台新举措支持创新药
据新华社北京1月13日电 为进一

步加大对创新药的支持力度，国家医保
局将研究出台一系列政策举措，包括拓
宽创新药支付渠道、探索建立丙类药品
目录等。这是记者13日从国家医保局
获悉的。

据了解，国家医保局日前召开支持
创新药发展企业座谈会，与部分医药企
业交流创新药发展情况，听取对医保部
门支持创新药发展的意见建议。国家

医保局表示，将着力完善“1＋3＋N”多
层次保障体系，拓宽创新药支付渠道；
探索建立丙类药品目录，引导惠民型商
业健康保险将创新药纳入保障责任；优
化创新药首发价格管理和挂网采购流
程，提高挂网效率。同时，持续动态调
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及时纳入符合条
件的创新药品，稳定企业预期；推动定
点医疗机构和零售药店做好药品配备，
鼓励创新药临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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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13日电 最高人民
法院13日召开的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
议提出，人民法院要以“如我在诉”意识
办好民生案，把握民生利益诉求，准确
用好法律和司法政策导向。

“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要更加精
准贯彻宽严相济、惩教结合的政策。”最
高法提出，既要避免因是未成年人就片
面从宽、姑息纵容，也要避免因个案影
响一贯的教育、感化、挽救方针落实。

定 分 止 争 ，才 能 实 现“ 案 结 事
了”。最高法要求，人民法院要以求极
致的精神做实定分止争。既要实体公

正，也要程序公正，裁判既要合乎法律
规定，也要合乎天理人情。要把释法
说理贯穿纠纷调解、证据审查、事实认
定、法律适用、文书制作、判后答疑的
全过程。

最高法同时提出，要以公正裁判引
领社会法治意识的养成。要鼓励和保
障法官作出更多体现时代要求、呼应人
民期盼、引领法治进步、推动社会发展
的经典判决。要引导法官把“办理案
件”和“总结案例”融为一体，对办结的
新类型典型案件要及时总结，提炼观
点、理念、规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