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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姜伟超 白丽萍 王俊杰

随着 AI 工具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中
小学生开始使用AI辅助学习。然而，不
少老师发现，有些学生的作业“AI 味”越
来越重，有的孩子甚至使用AI写作业已

“颇有心得”。
近日，教育部出台《中小学生成式

人工智能使用指南（2025 年版）》，从各
学段使用规范、教学应用场景等方面都
做了详细指导。如何结合这份指南，让
AI真正成为学习的“好帮手”，记者采访
了多位专家、老师、家长，听听他们怎么
说。

AI变“思维代餐”引家长老师担忧

记者近日到多地中小学采访发现，在
很多中小学生手里，AI变得“无所不能”：从
作文日记，到数理化生，再难的作业，似乎
都能“分分钟搞定”。一些初中生对记者笑
称：“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了。”甚至
在一些初中学校，有些学生依赖上了用AI
写作业，被同学起绰号“一搜党”。

一些学习机和学习类App在单纯地
检查作业、知识拓展、错题归类等功能的
基础上引入 AI，它们一定程度上从辅助
学习的“帮手”变成应付学习的“枪手”。

成都市一位初中家长说，这半年来，
自己的孩子在家写作业开始依赖学习机
的AI功能，遇到难题“一搜”，解题步骤和
答案都会出现。“看似学习效率提高了，
实际并没有真正理解掌握知识点”。

甘肃省张掖市高台县解放街小学教
师徐迎春担心，AI 过度使用或让一些学
生“放弃思考”。她说，AI 更擅长“打直
球”，让学生越过循序渐进、抽丝剥茧的
理解思考和钻研过程。

多名中学教师向记者反映，AI 给出
的解题思路看似全面，却不乏混淆杂糅、
逻辑性差的内容，对中小学生来说“真假
难辨”。

更令人担心的是，AI 应用不当产生
的一些有害信息甚至影响中小学生身心
健康。

一位中学生告诉记者，他曾经在借
助AI写作时，输入职业女性、白领、市场

运行等关键词，结果AI生产出了一篇“霸
总文”，内容不但“触目惊心”，且有明显
违反法律法规的表述。

让AI成为辅助教学“多面手”

教育部近日出台的《中小学生成式
人工智能使用指南（2025年版）》，明确提
出中小学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以
及各学段使用规范等方面的指导意见。

记者走访发现，很多学校已经开始
探索AI助力教学的“新路径”，努力让人
工智能变成辅助教学的“多面手”。

在一些学校，AI逐渐变成“小助教”，
让课堂有趣且高效。山东省德州市第一
中学学生周楷（化名）说，他的物理老师
会使用 AI，将一些复杂的物理概念制作
成3D模型，让抽象的概念具象化。

甘肃省张掖市高台县第四中学校长
徐占吉告诉记者，学校已经开始使用“智
慧语文作文平台”辅助教师教学，其内嵌
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会自动对学生上
传的作文进行点评并加以润色，生成个
性化指导建议。

很多老师说，这种教学辅助能够针
对每位学生的写作风格，精准分析出每
一篇文章的优缺点，提出修改建议。

很多班主任用AI将“精准滴灌”的触
角延伸至每一位孩子，让AI当上“小班长”。

甘肃省张掖市高台县解放街小学教
师张菊兰告诉记者，教师可以将学生日
常表现情况输入“班级优化大师”，利用
AI自动分析，找到薄弱环节，让班级管理

“有的放矢”。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余胜泉表示，让

学生充分学习和使用AI，利用好AI的创
造性，认清 AI 的工具本质，才能把 AI 变
成学习“小助手”。

在山东省德州市第九中学，信息科
技组在《AI 赋能网页设计》课程上引导

学生利用 AI 逐步掌握编程技能，并在
AI 的协助下制作网页。该学校一位学
生说：“AI工具的运用，让我们感受到了
科学的奥秘，极大降低了理解难度，体
会到了研究的快乐。”

共筑AI使用“防护网”

受访人士建议，应当正视 AI 发展对
教育的影响，提升家长和教师对AI的认
识，推动家校社合作共建 AI 使用“防护
网”。同时，加大教育类AI专项研究，实
现AI对教育的“精准服务”。

兰州市一位初三学生家长说，应当
将AI使用嵌入教学和家庭学习环节中，
润物无声地提升学生的“AI 素养”，让学
生认识到AI应当“为我所用”，避免学生
成为AI的“嘴替”。

目前，AI发展日新月异，但一些老师
和家长对AI的了解十分有限。多名老师
和家长表示，学生使用AI“如鱼得水”，但
他们却几乎“一无所知”。

张菊兰建议，应当通过集中培训、家长会
等方式对老师、家长加强通识教育，了解AI
相关知识，避免因信息差被学生“蒙在鼓里”。

兰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副教授罗
杨洋表示，家校之间应当及时“通气”，全
方位掌握学生AI使用情况，制定个性化
方案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使用AI。

一些家长担心，AI 生成的内容过于
“随心所欲”，导致生成内容“少儿不宜”，
甚至影响学生身心健康。山东省德州市
一位初中生家长建议，探索AI分级机制
的可行性，通过技术手段对不同学龄段
学生分级开放相关内容。

西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信息与资源
中心主任武小龙建议，AI 市场开发方需
要充分调研，有针对性地开发AI学习产
品，屏蔽多余的功能，实现对教与学的

“精准服务”。 新华社兰州5月23日电

今年春季学期以来今年春季学期以来，，兰州新区第四小学积极响应兰州新区第四小学积极响应““课间一刻钟课间一刻钟””的倡导的倡导，，安装安装
了具备智能体测了具备智能体测、、运动监测运动监测、、大数据分析等功能的智慧体育管理与评价系统大数据分析等功能的智慧体育管理与评价系统————

““AIAI运动小站运动小站””，，创造条件让更多学生创造条件让更多学生““动起来动起来””。。
这是学生在操场上进行课间活动这是学生在操场上进行课间活动。。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陈斌陈斌 摄摄（（资料图资料图））

在嘉兴市实验小学科技城校区内在嘉兴市实验小学科技城校区内，，老师在指导学生完成老师在指导学生完成““AIAI赋赋
能生活能生活””项目化学习项目化学习。。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徐昱徐昱 摄摄（（资料图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