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面对 AI 工具的普及， 许多学生向

记者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中国传媒大学的陈同学认为学校的

规定相对合理， AI 确实能在一些环节

提高论文写作效率， 如搜集文献和获取

启发， 但论文的核心部分， 如文字的组

织、 逻辑的推演和观点的提出， 仍需依

靠自己。

浙江大学的哲学研究生冯同学告诉

记者： “老师鼓励我们善用 AI， 记录

和 AI 展开头脑风暴的过程和反馈， 并

在论文中注明哪些思路或结果是与 AI

对话生成的。 这类老师通常将 AI 视为

搜集信息、 整理论文思路的工具。”

中南大学马理论专业的研究生康康

则坦言， 她不会依赖 AI 的很大原因是

因为目前的技术尚未达到可以依赖的程

度。 在她所在的专业， 老师们也认为

AI 所生成的内容水平并未达到能让学

生直接“作弊” 或涉及诚信问题的程

度。 她表示， 自己通常会结合多个 AI

的框架来前期调动思维， 从而写出自己

的东西。

“法学的问题往往需要自己去思

考、 批判不同的观点， 最终得出自己的

一套结论。 所以， AI 所具有的‘和稀

泥’ 的惯性， 本身与法学教育的精神相

悖。” 黄同学向记者表示。

学生群体应当如何正确使用 AI 工

具？ 复旦大学教务处相关负责人之前在

接受媒体采访时给出了建议， “我们现

在一方面希望学生提高工作效率， 比如

说像文献检索整理， 数据的处理等， 都

允许使用 AI； 另一方面， 也鼓励学生

来学习、 使用一些 AI 的工具。 身处 AI

时代， 必须要学会使用 AI 工具， 但是

一定要厘清边界。 涉及到原创性、 创新

性的， 以及学科重点考察的重点内容，

学生应当学会独立思考。”

而在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

师王思遥看来， 技术变革和教育创新自

古以来都是相互依存、 相互促进的关

系。 她说： “在 AI 技术快速发展的当

下， 我们不可能‘逆势而为’， 而是要

思考如何在‘顺应时势’ 的过程中发挥

AI 在教育中的优势， 尽可能规避负面

影响。”

有了这样的基本认知后， 王思遥认

为， 高校相关政策文件的主旨应该也会

比较清晰： “问题不在于学生是不是使

用 AI， 而是如何科学、 合理、 有效地

使用 AI， 尤其是如何规避高科技引发

的学术不端行为。”

（综合整理自中国青年报、 潇湘晨报等）

而 《规定》 中引发争论的内容， 比

较多地集中在“禁止使用 AI 工具进行

语言润色和翻译” 这一点。

去年 9 月， 中国科学院科研道德委

员会发布了《关于在科研活动中规范使

用人工智能技术的诚信提醒》，要求院属

各单位引导科技人员和学生透明、规范、

负责任地使用人工智能技术。 该文件提

到，“在成果撰写时， 可使用人工智能技

术辅助整理已有的理论、材料与方法等，

可进行语言润色、翻译、规范化检查。”

关于语言润色和翻译的规则， 究竟

应该怎么制定？对此，上海一所 985 高校

青年文科教师柴倩倩（化名）的态度比较

宽容。 她认为，AI 并不能凭空产生内容，

学生即使用 AI 来写作业和论文，也需要

给出关键词和自己的核心观点，“AI 只

是起到了将原始想法丰富成文的工具性

作用，没有什么坏处”。

有的教师则对写作能力十分看重。

复旦大学艺术教育中心教授龚金平认

为，在文科教育和学术研究中，学生过度

依赖没有个性、 缺乏深度的 AI 工具，可

能会损害珍贵的表达能力。 但他同时认

为， 用 AI 翻译论文摘要部分是可以的：

“如果 AI 比人翻译得好，为什么不用呢？

或者我们可以在 AI 翻译之后自己再改

一改。 不允许使用 AI 翻译，这样的规定

也很难落地。 ”

AI 翻译对语言类学生带来的冲击

更大。 上海外国语大学法语专业大四学

生许婧怡告诉记者， 在完成作业和课程

论文时，同学们通常不被允许使用 AI 翻

译；况且考试是闭卷，如果平时依赖 AI

完成作业， 就学不到东西， 也通不过考

试，得不偿失。

对此， 复旦大学教务处相关负责人

解释，写作表达能力是本科毕业论文（设

计）考察的重点内容之一，因此禁止使用

AI 工具进行文字润色、 翻译是有必要

的， 否则就背离了考核学生的初衷，“我

们希望学生将 AI 作为一种工具， 助力、

赋能而不是取代人， 因此试图去明确边

界。 这个规定不可能一步到位， 会随着

时代变迁不断快速迭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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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习记者 王葳然 通讯员 丁文佳

本报讯 随着新一年的到来， 全市

部分困境青少年许下了他们的新年愿

望。 奉贤区 10 岁的周同学需要一个取

暖器； 浦东新区 13 岁的唐同学想要一

个多功能锅……

记者获悉， 自 2021 年起， 上海共

青团已连续四年开展圆梦“微心愿”

活动， 共有 12710 名困境青少年通过

这一渠道， 感受到来自社会的善意和

温暖。

在 2025 年最新发布的 3333 个“微

心愿” 里， 有多功能锅、 电饭煲、 彩色

喷墨打印机、 摄影机、 电热水瓶、 点读

笔、 蓝牙耳机、 四件套、 护眼 LED 台

灯等， 而每一件礼物的背后， 都有一个

困境青少年的成长故事。

“困境青少年的家庭种类很多， 这

些青少年在心理上更需要获得关爱。”

从“微心愿” 活动第一年开始， 黄浦区

的社工沈彦就帮助孩子们圆梦。 记者了

解到， 今年是她从事青少年工作的第

20 年。

去年， 沈彦所在的辖区里有位孤独

症孩子在“微心愿” 中选择了电子琴。

让沈彦惊喜的是， 在收到礼物当天， 孩

子不仅当场拆开礼物， 还弹琴给她听，

并且还主动找话题聊起了天。

但其实， 每一个“微心愿” 的实现

都离不开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支持。 陈

辉负责的公益组织主要提供为老服务，

成为市青联委员后， 他开始在业余时间

帮助青少年群体。

在翻阅“微心愿” 页面时， 陈辉总

是被那些需要电饭煲等生活必需品的愿

望所触动。 “如果孩子们首先想要这

些， 说明需求是非常迫切的。” 去年冬

天， 陈辉通过团青浦区委为云南德宏的

孩子们捐赠了 60 床羽绒被。

“献爱心不是一次性的， 应该是长

期的行为。” 陈辉甚至都已经记不清三

年来自己点亮了多少个“微心愿”， 有

时候看到类似活动， 他也会号召公益组

织的同事们一起捐献， “哪怕十块、 二

十块， 也是一种爱心的传递， 中华民族

向来有扶危济困、 乐善好施的传统美

德。 能帮到别人， 就能让我感到幸福。

新一年， 我也一定会继续参与！”

上海共青团连续四年
开展圆梦“微心愿”活动
12710名困境青少年受益

复旦大学的《规定》 明确规定了禁

止使用 AI 工具的范围， 包括研究方案

设计、 数据分析、 结果讨论等关键环

节， 并提到， 构成学术不端 （不当 ）

的， 按照相关校纪校规给予纪律处分、

取消学位申请资格、 撤销学位等处理。

对于涉及保密内容的毕业论文， 文件更

是严禁使用任何 AI 工具， 并禁止将数

据和图片上传至 AI 平台。

除复旦大学外， 中国传媒大学、 北

京师范大学等多所高校也提出了相关限

制。 中国传媒大学继续教育学院要求学

生明确披露是否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

如使用， 则需详细说明使用方式、 细

节， 包括模型 / 软件 / 工具名称、 版本

及使用时间等信息。 北京师范大学则与

华东师范大学联合发布了《生成式人工

智能（AIGC） 学生使用指南》， 从多个

方面对学生使用 AI 工具进行了具体指

导， 要求学生在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完

成作业时， 需标红相关内容， 且直接生

成的内容不能超过全文的 20%。

尽管高校纷纷出台规范， 但 AI 检

测工具的准确性却成为亟待解决的问

题。 ChatGPT 官方在早些时候推出了

一款名为 AI classifier 的检测工具， 但

由于其正确率过低， 仅有 26%， 最终被

迫下线。 有研究者对市面上的 14 款 AI

检测工具进行了测试， 结果显示这些工

具的平均准确率仅为 67.2% ， 最高

81%， 最低 43%。

北京大学法学研究生黄同学表示，

其本科期间毕业论文的通过与否就已经

包含 AI 检测内容， 但学校的 AI 检测工

具并不准确， 时常会将学生自行撰写的

内容误判为 AI 生成， 给学生带来了不

小的困扰。

此外， 黄同学还透露， 针对 AI 检

测的工具性难题， 北京大学的老师采取

了积极的应对措施。 老师允许学生在课

程中使用 AI 生成作业， 但会在布置作

业时利用不同 AI 平台直接生成多份样

本答案， 通过明确告知学生这些样本答

案得分较低， 从而引导学生自主思考并

完成作业。

高校发“禁令”明确AI使用边界
AI应是赋能而不是取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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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快速发展的 AI 工具成为了高校学生完成作业和论文的重要辅助手段。 然而， 这一趋势也引发了高校对于如

何规范 AI工具使用的思考。

近日， 复旦大学发布《复旦大学关于在本科毕业论文 （设计） 中使用 AI 工具的规定 （试行）》 （以下简称 《规定》），

对 AI工具的使用进行详细规范。 作为国内高校首个专门针对 AI 工具在本科毕业论文 （设计） 中使用的规范化管理文件，

相关提法引发广泛关注， 被冠以“全球最严 AI 新规”。 对此， 复旦大学教务处相关负责人回应： “这一提法有失偏颇，

相关提法不是警示而是规范， 作用对象仅限于本科毕业论文或毕业设计， 关键还是对于人的能力的培养。”

“禁令”文件相继出台

过度依赖AI会损害表达能力

学生应当如何正确使用AI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