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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

AI“枪手”横行学生作业
父母的担心又添了新堵

帮手还是毒手？
将作业拍照，上传AI（人工智能）软件，不到几秒钟，答案便浮现纸上。在AI渗

透各行各业时，“AI+作业”也无缝连接到了一些中小学生的学习中。老师们发现，
在学生的作业中越来越多地出现了“AI枪手”的痕迹。尤其是文科作业，“扔给AI
再借鉴一下”正成为众多中小学生的“作业偷懒操作”。

“平常写作很好，一到考试作文就写不出来。”谈起班上一些学生的情况，某城
市初中班级班主任邹丞（化名）最初颇为困惑，后来才知道这些学生“借脑”了AI。

身处技术时代，借助AI在一定程度上能帮助学生提高效率，但看到学生频繁
使用搜索引擎或AI搜题，且“AI+作业”逐渐呈现低龄化趋势时，家长和老师的担忧
也随之而来。

人工智能风暴之下，AI技术越来越多地涌入学生作业和课堂，它究竟
是帮手还是“枪手”？未来中小学教育该如何在AI时代乘风破浪？

初中生用AI写周志
一考试就“现原形”

“AI比咆哮妈”管用，成为不少家长辅导孩
子的“利器”，但当这个“助手”转而到了孩子手
中，摇身一变成了帮做作业的“枪手”，又是一幅
怎样的景致？

打开各类短视频平台，能看到不少关于“AI
写作业”的内容。当中，有人吐槽：“这位同学，用
AI写作业能不能上点心，你至少把前面和AI的
对话删了吧，怎么还一起复制过来了？”

记者采访了解到，用AI写作业的“风潮”正
在朝低龄化发展。在邹丞老师的班级中，学生被
要求每周交一篇周志、随笔。其中一名学生的

“文笔”很好，他的文章经常被当作范文在课上朗
读，“但遇到考试却写不出来。”

邹丞对此感到有些不解，便给足了这位同学
时间，让他在教室里完成，可最终交上来的作文
和平常云泥之别。后来，邹丞与学生家长一询问
才得知，原来他平常的周志是用AI写的。

网络上，也有不少家长让孩子用AI写作文，
并晒图分享AI对孩子写作水平的“提升”。“未来
已来，早点用，早点学会跟智能设备相处。”有网
友发帖表示，AI帮忙“扩充”后，孩子获得了好词
好句，被AI润色的作文也获得了老师给予的高
度评价。

“我其实并不反对学生用AI。比如，我们有
‘阅读活动课堂’，会鼓励学生用AI制作一些读
书报告或读书分享会的课件。”邹丞告诉记者，作
为资深语文老师，她认为广泛大量的阅读非常重
要。而现在大部分学生不太会查资料，也懒得输
出自己的想法，她希望学生通过与AI的交流，提
高对阅读的兴趣。

记者多方采访后了解到，在目前的义务教
育、高级中等教育阶段，独立使用AI写作业的多
为初高中生，小学生单独使用AI还是较少。

应该支持还是反对？
“AI过度”成心病

“想让孩子不掉队，要趁早接触AI。”
“用AI，岂不是让孩子学习过程中都不用思

考了？”
“不会，孩子有了计算器，口算就不算了吗？”
“我觉得孩子还是应该稳扎稳打地学。”
最近，关于中小学生是否该用AI写作业的

争论愈演愈烈。
记者注意到，已有小学生充当起了AI学习

博主，频频出镜秀AI技能。这些小博主中，有
人三年级就参加了ChatGPT夏令营，之后在作
文、英语口语、手抄报、绘画等作业中都会找AI
辅助。

更多家长都在疑惑，既然AI是如此高效的
先进工具，那该不该推荐给孩子使用呢？

采访中，多数家长向记者直言，反对低年级
孩子在作业中用AI当枪手。他们同时认为，如
果高年级的孩子能用好，那AI也是很不错的辅
助工具。

在邹丞看来，写作业可以锻炼学生的思想
和判断能力，尤其对中小学生来讲。另一方面，
邹丞认为，用了AI后，如果学生只是一味去抄，
不思考不修改，最后结果就是不会想问题、解决

问题。

“这样使用下去，难免会产生对AI的强依赖
性，最终有些作业，比如作文，自己不会写，也不
敢写了。”她说道。

小学数学老师李月（化名）介绍，AI能够提
高学生的作业完成效率，尤其是对于后进生。“但
目前，我个人的看法是，不建议学生使用，我担心
学生产生依赖性，降低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

浣花小学高级语文教师杜春梅等人则认为，
如果学生在写作业中使用AI，多数情况下会被
发现。

中学物理老师沈时（化名）则告诉记者，如果
学生交上来的作业无创新、没情感、缺乏高度，或
文字类全篇无基本的语法错误，就可能有AI参

与。沈时认为，AI的使用对学生的自觉性要求
比较高，不太适合低年级学生模式操作。

“凡事都有两面性，得看AI怎么使用。对某
些学科来说，如果是帮助学生的工具，那可以视
为利剑，但如果（学生、家长）只是想用AI当拐棍
偷懒，那就有可能是割断孩子双手的刀了。”邹丞
表示。

在四川乐山海棠实验中学副校长李云峰看
来：AI用于学习，就如使用平板学习一样，自主
学习能力强、自律性强的学生使用AI技术帮助
学习，这是有意义的；对低段学生而言，自觉、自
律、自主性发展能力参差不齐，使用AI技术学习
的效率并不高，学习意义的实现必须在老师和家
长的管理下，否则，就变成了简单地找答案，“甚
至成为偏离学习目标的游戏行为。”

李云峰认为：这与新课改新学习理念差之千
里。所以，常态的课堂与作业中，他不建议学生
使用AI学习。

AI代劳本末倒置？
传统教学模式或被改变

“将AI作为辅助工具，可能短期内会提高学
生的学习兴趣。识记性内容更适合借助AI，思
考性的内容则不建议。”杜春梅分析说。

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
的“助攻”下，智慧教育早已是大势所趋。那么，
当AI技术开始涌入学生作业和教学课堂，传统
教学又该如何适应AI时代？

“传统的教学模式会有所改变。”李月认为，
随着新技术的不断迭代和崛起，传统教学已经被
改变了很多，学生的学习方式也逐渐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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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
代表、小米集团董事长兼CEO雷军建议，将人工
智能素养教育纳入九年义务教育内容，设置人工
智能通识课程，同时将相关内容纳入中小学社会
实践活动。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提交的
提案中，也建议积极推动生成式人工智能与教育
深度融合，鼓励开展区域性创新行动，开展典型
应用试点等。

沈时深耕教育一线多年，他告诉记者，目前
AI技术在教育中只能作为辅助工具，还不能成
为主体的教育手段，任何一种教学方式归根结底
都不会脱离最终的教学内容。“未来中小学教育
要适应AI时代，关键是要针对不同学生，因材施
教，搭配不同的AI功能方案。”沈时说。

谈及AI技术在教育中的利弊，李云峰、杜春
梅、沈时等人都表示：教师需要在使用时注意筛
选内容，让AI技术为教学服务，学生可能暂时不
太好区分和把握。

不过，随着“AI枪手”对教育的深入，有中小
学一线教师认为，未来可能会加剧教育不公平的
现象。不过，也有教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这
种可能性很小，因为AI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较
便宜地解决教育资源较差区域学生的部分学习
问题，“例如课前预习、课后查漏补缺等。”

李云峰看到，AI技术本质上依然是辅助性
工具手段，对于教师而言，是极其方便的工具
——备课、查资料、准备作业与习题、做学习诊断
都非常方便。所以，他认为应该鼓励教师使用
AI技术，并尽可能地为教师使用AI技术提供支
持、搭建平台。

据每经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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