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镇定从容地提问， 条理清楚地应对， 上述优势，

让反方上海师范大学二辩王欣雨摘得“最佳辩手” 这

一荣誉称号。 成功的背后， 她也耗费了不少的心思。

赛后， 王欣雨告诉记者， 为了更好地应对此次比赛，

自己已经准备了大半个月时间， 查阅了不少的资料。

“对于我们来说， 人工智能是一个相对比较陌生

的领域， 所以我和我的队友对于人工智能做了很多的

学习， 包括研究了人工智能白皮书， 探讨了人工智能

领域近期会有的突破， 或者说人工智能近期的发展主

要趋势是什么。” 王欣雨表示， 虽然从大学才开始接

触辩论赛， 但是自己确实感觉到辩论对自己成长的影

响和作用， 是非常大的。

王欣雨认为， 思辨精神的培养， 会促使自己在日

常生活中善于用“辩论” 的眼光看待事物。 如自己在

看到某些事物， 或者说跟别人谈论起某一些事物的时

候， 不会用一种片面或者说是很直接的观点去看待问

题， 而是会用更多元的角度去思考和表达。 她认为，

这一点对于大学生来说， 显得更为重要。

“以前， 我认为人工智能离我们十分遥远。 经过

这次的观赛， 我发现并不是如此， 人工智能就在我们

身边。” 比赛结束后， 上海政法学院的一名学生不好

意思地告诉记者， “在比赛时， 自己的观点一直随着

正反双方的辩论而不断改变。 经历了这次观赛及聆听

评委的点评后， 我才发现思辨精神的培养， 对于大学

生的重要性。 这也告诉我们， 需要在日常生活中， 要

学会多角度地看待问题， 自觉培养自己的思辨精神。”

激辩之后

收获多多

华东政法大学、 同济大学、 上海师范大学……50 支

参赛高校展示板一一排列， 或是参赛宣言， 或是参赛感

悟， 一走进上海政法学院的博雅馆， 记者便发现， 自己已

踏入“辩” 江湖， 一场场激烈的赛事， 将在此正式拉开帷

幕。

10 月 26 日上午， 以“学法用法， 崇德尚法” 为主

题， 由市教卫工作党委、 市教委、 市司法局、 市法宣办、

团市委、 市青少年服务和权益保护办主办， 上海政法学院

承办的 2019 年第六届上海市高校大学生法治辩论赛在上

海政法学院开幕。 至此， 该比赛已成功举办六届， 涌现出

很多优秀的团队和出类拔萃的辩手。

本届高校大学生法治辩论赛共有 50 支参赛队。 据主

办方介绍， 与以往比赛相比， 今年辩论赛的一大亮点在于

辩题。 此次比赛精选了社会关注度高且有辩论价值的题

目， 如： “微信社交朋友圈要或者不要屏蔽父母？” “网

络的匿名特征有利于抑或不利于公众议题的讨论” 等社会

热点问题， 希望通过对热点话题的辩论， 增强学生剖析社

会现实问题的能力， 引导学生关注日常生活中的法治问

题， 坚定学生对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的信仰。

“法治辩论赛不仅是一场辩论赛， 更是一堂生动的实

践课。” 在开幕式上， 评委代表、 北京 （国枫） 上海律师

事务所律师周晶敏认为， 这样一场规模宏大的高校法治辩

论赛， 是一堂非常生动的法律实践的教育课。 此次选取的

辩题， 能够更好地引领学生从法律角度分析问题、 解决问

题。

主办方则表示， 法治辩论赛如今已经不仅仅是一场法

学竞赛， 更是一个法学生之间交流切磋的盛宴。 在全面推

进依法治国， 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背景下， 主办

方希望能通过此次辩论赛， 培养高校学生的法治理念， 展

现高校学生年轻、 拼搏、 奋斗的风采， 更好地促进法治文

化进校园以及各校间的文化交流， 促进大学生法治素养和

道德素质的不断提升。

50支参赛队

一“辩”高下

当下最热的话题， 莫过于“人工智能”。 那么， 人工

智能的规范发展主要靠伦理还是法律呢？ 这成为了本次辩

论赛的一道试题。 开幕式过后， 正方同济大学便与反方上

海师范大学相遇在揭幕战， 就“人工智能的规范发展主要

靠法律还是伦理” 问题展开激烈辩论。

“你觉得人工智能的规范发展主要靠法律， 那如何体

现‘主要’ 二字呢？” 温柔的语调， 铿锵有力地发问， 看

似无害实则埋伏着不少的“坑”。 上海师范大学辩手王欣

雨的发问， “打” 得正方同济大学辩手们一个措手不及，

引得台下观众掌声迭起。 见此情景， 同济大学辩手则立马

抛出“该如何从伦理上杜绝学生逃课、 迟到” 的问题， 上

海师范大学的学生避而不答。 贴近学校生活的例子， 则引

得台下观众哄然大笑……

据了解， 辩论赛通过抽签的方式选择正方与反方。 在

揭幕战中， 同济大学抽中的是正方， 即： 人工智能规范发

展主要靠的是法律。 他们认为， 一方面法律能有效地解决

已经发生的人工智能问题， 通过明确具体的法律条款和国

家保证实施的强制力， 减少了人工智能的负面影响； 另一

方面法律能划定人工智能发展轨道的规范边界， 通过多种

措施引导和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利于人类的方向发展， 实

现其正面作用。

上海师范大学在此次辩论赛中抽中的是反方， 即： 人

工智能的规范发展主要靠的是伦理。 他们认为， 在如今人

工智能发展的过程中， 无论是伦理还是法律都有着其不可

替代的作用。 但是， 面对当今人工智能规范发展， 伦理更

能够打破现有状态取得进步， 而伦理的完善也可以进一步

推动法律的明确实施。

32分钟的

“辩”场“厮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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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第六届上海市高校大学生法治辩论赛开幕

高校“辩”江湖风云再起
□见习记者 张叶荷

“辩” 江湖风云再起， 短短 35 分钟， 在唇枪舌战之间， 学生们的辩论水平， 高下立显。 近日， 以 “学法用法， 崇德尚法” 为主题的 2019 年第

六届上海市高校大学生法治辩论赛在上海政法学院开幕， 50 支高校参赛队伍齐聚 “辩” 江湖， 一 “辩” 高下。

充分的赛前准备、 紧扣社会热点的赛题、 选手正规的参赛着装及专业、 精准的评委点评， 记者发现， 上海市高校大学生法治辩论赛已不仅仅是

一场法学辩论竞赛， 更是一场法学生交流切磋的盛宴。 32 分钟的激烈 “热” 拼和 3 分钟的评委精准 “冷” 评， 在冷热交替之间， 为每一位到场的

观众送去了一场生动的 “法治课”， 让现场每一位观众学会用法治的视角看待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一切。

“辩论， 首先要懂得辩给谁听？” “辩论也需要

讲究风度” “赛前的细致准备， 决定着比赛的精彩程

度” ……随着倒数铃声的响起， 揭幕战随之结束。 经

过统计， 最终， 上海师范大学在此次辩论中获胜， 最

佳辩手由反方上海师范大学二辩王欣雨摘得。

台上选手唇枪舌战， 台下观众兴致勃勃， 历时

32 分钟的辩论， 看似热闹， 实则有着许多的门道。

揭幕战现场， 三位来自法律行业相关的评委， 不约而

同地给这场“法治课” 加码———3 分钟的“冷” 思

考， 给现场辩手及观众多一个思考的角度。

“探讨人工智能， 首先要了解人工智能是什么？”

上海政法学院经济法学院副教授、 知识产权教研室主

任曹阳认为， 双方在辩论中更多地谈到一些比较宽泛

性的问题， 如正方说到法律的普遍性、 强制性。 他认

为， 人工智能作为新兴领域， 在赛前， 正反双方都应

花费一定的时间去了解自己所要辩论的内容。 在了解

过后， 正方如从算法和数据的角度入手， 指出人工智

能的不足， 需要法律来规范， 则更有说服力。

“辩论， 要明白辩论是辩给谁听的？” 上海市人

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检察委员会委员刘金泽表示， 辩论

是要站在观众的角度， 让观众听清楚自己想要表达的

内容是什么， 而不是在有限的时间内把尽可能多的字

一股脑地抛出去。 他认为， 上海师范大学二辩王欣雨

的成功之处便在于， 观点明确， 字少， 让台下观众听

得懂她在说什么。

“风度是一个成功的辩者不可缺少的因素。” 北

京 （国枫） 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周晶敏则认为， 80%

甚至 90%以上的精彩辩论， 来源于非常细致的赛前准

备。 他认为， 在辩论环节， 好的仪表仪态必不可少，

辩论中最起码的礼仪是要让对方讲完， 然后再进行反

驳或者设计埋坑。

3分钟的

“冷”思考

辩论赛现场 谈乐达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