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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们的顾虑在学校老师看来，也并非
难以理解。

“AI 工具是很好用，但是很多学生的作
业是不是用AI完成的，我们看一眼就知道。”
纪芳在莲都区一乡镇中学担任语文教师，她
说，凭借多年的教学经验，AI 完成的作业和
学生自己完成的作业差不多一眼就能识别，
利用AI完成的作业有“AI”味。

“AI写出来的作文逻辑通顺，文笔优美，
可就是缺少学生自己的感悟和想法，甚至在
固定话题作文中，班里还会出现雷同句式。”
纪芳补充道。

这个寒假，“人工智能”的热度再次飙
升，学生们经常上网冲浪，对AI并不陌生，有
些学生甚至已经能熟练运用AI，发布各种指
令，获取答案。在纪芳看来，如何正确引导
学生使用AI才是关键。接下来，她计划利用

AI帮助学生制订学习计划、罗列学习重点难
点，引导学生将AI 作为学习工具，借助它获
取思路、启发认知，从而提高学习质量，而不
是直接获取答案。

“人工智能是趋势，只能引导，盲目干预只
会适得其反。”莲都区中山小学教育集团中山
校区的校长朱定远对学生使用AI工具辅助学
习持乐观态度，他认为，任何前沿技术的应用、
普及都需要成本，“负面效应”也是成本之一。

“其实反过来，我们老师也可以使用人工
智能辅助教学工作，AI 强大的能力，可以帮
助学校增加优质教育资源，推动个性化教
育。”朱定远说，在低年级的语文课堂上，他
尝试过将AI角色引入到课堂教学中。

三年级的语文课有个单元是教孩子们创
编童话故事，传统的教学也采用了偏游戏化
的方式。老师会准备几组卡牌，分别为时

间、地点、人物，孩子们从中各抽一张编一个
自己的短童话。课程教材里面设置了几组词
供孩子们选择，比如国王、早晨、花园，但朱
定远觉得还不够有想象力，他把这些需求提
供给AI后，很快就制作出了更多的卡片。

“我希望让学生在课堂上体会到，同样的
时间、同样的地点、同样的人物，会因为你要
表达的主题不同，而产生不同的情节。”朱定
远说，这节课的目的是让孩子们了解一个故
事构成的核心要素，比如主题、角色、情节、
冲突等。“从最终呈现出的教学结果来看，似
乎还不错。”

“真正的教育科技不是打造完美工具，而
是培养能驾驭工具的人。”朱定远强调，当孩
子们在探索中能理解AI的边界，在挑战中建
立数字时代的自律意识时，这种成长远比掌
握某个知识点更有价值。

人工智能是趋势 让AI成为学习助手需正确引导

当人工智能成为学生触手可
及的学习工具，教育正面临前

所未有的范式变革。禁止 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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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筑起技术隔离的高墙，不如构建AI时
代的育人新范式：家长需要从结果监督转
向过程引导，培养孩子驾驭工具的主体意
识；教师应当革新评价体系，设计跨学科
项目式学习，让作业成为思维训练的载体
而非标准答案的竞技场；学校更需将AI伦
理纳入通识教育，通过解析算法原理破除
技术迷信，建立“工具为人服务”的价值认
知。

技术开发者也应承担教育责任。当系
统识别学生身份时，应主动隐藏答案推送
功能，变身分步引导的解题教练；通过大数

据分析高频求助知识点，生成个性化学习
图谱，将技术优势转化为精准的教育诊断
能力。这既需要算法工程师与教育专家的
深度协作，更考验企业超越商业利益的教
育使命感。

AI 不会取代教育，但会重塑教育。
在这场技术革命中，唯有保持教育本质
的温度与深度，才能让人工智能真正成
为启迪智慧的阶梯，而非消解思考的捷
径。当技术理性与人文价值达成平衡，
教育方能实现从知识传授到思维进化的
真正跃迁。

AI时代的教育突围

工具理性与人文价值的平衡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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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DeepSeek等AI软件火爆全网，人们尝试用AI软件写报告改文章，用AI软件谈人生
释疑惑。而从刚刚过去的寒假开始，不少中小学生也用AI软件写起了作业、解起了难题，“AI
写作业”“AI老师”等话题频频登上热搜。

中小学生做作业用AI到底行不行？近日，记者通过调查问卷及走访的形式，采访了我市
一些中小学生、老师和家长。接受调查的209位家长中，有122位家长表示，孩子会利用AI来
辅助学习，87位家长则表示，目前孩子还不会去使用。日渐火爆全网的AI，已日渐成为孩子的

“新宠”，但它也有让家长担忧之处。

本报记者 徐子涵

“DeepSeek 很火，不仅我们家长在讨论，
孩子们也时常聊起。一聊才发现，他们早已开
始用AI工具学习了。”市区雷女士的孩子今年
上初一，如今已能熟练运用 AI 写作文、写心
得。寒假，雷女士让孩子写一篇关于春节的作
文。孩子在AI软件上输入了春节期间的一些
场景，AI依据指令和大数据迅速生成了一篇
作文，不仅速度快，完成质量也很高。

“过年的准备、春节期间的仪式环节，一
个细节都没落下。”雷女士介绍，AI 写的“算
是一篇学习范文”。

受到这次作文写作的启发，她和孩子又
尝试用 AI 解答数学题、制作春节手抄报等。
AI 不仅给出了答案，还详细分析了原因、给
出解题思路，这让雷女士大为惊叹，感受到了
AI使用场景的多元和完成工作的高效。

不过，雷女士在感叹 AI 强大的同时，也
难掩担忧：“AI既能搭框架又能列提纲，甚至
还能帮忙做手抄报，我就怕孩子用多了会产
生依赖性，自己就不主动思考了。”

类似雷女士这样的忧虑，家住龙泉的许
先生也有。他的孩子今年读小学六年级，使
用 AI 智能工具的时间已超过一年。“各种主
流的、小众的AI智能工具都用过。”许先生坦
言，自己和爱人因为工作忙，很少亲自辅导孩
子作业。孩子就会常常拿他们的手机让 AI
帮忙解答不懂的题目。

起初，许先生对孩子使用AI工具学习一
事乐见其成。“现在迭代更新的 AI 工具已经
非常成熟，基本能解决孩子在学习上遇到的
问题，不仅会给出参考答案，还有详细的题目
解析过程。”这让许先生觉得，AI在作业辅导

方面确实有“大用处”。
不过，孩子频繁讨要手机还是让许先生

产生了警觉：“孩子做一次作业，会问我要好
多次手机，稍微有点难度的题目就用 AI，有
时还故意以写作业的名义拿了手机偷偷刷小
视频。”

对此，许先生也没有特别好的办法。“只
能多教育、加强引导，再就是控制使用手机的
时长。”许先生说，“尽管我也知道人工智能是
大势所趋，但也怕孩子用多了产生严重依赖
心理，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

与许先生持相同观点的还有不少家长。
在问卷调查中，有家长表示，除了对AI工具不
是很了解外，觉得孩子年龄还小，担心AI过于
智能容易让孩子失去自主思考的习惯，也是他
们不让孩子太早接触AI的一个原因。

孩子使用AI已很常见 家长喜忧参半

家长们的顾虑，在高二学生小杨看来，
还是要辩证地去看待。

“有时候遇见难题，想半天也没有思路，
借助AI解题，效率高多了！”小杨说，使用AI
生成作文框架和数学题解答思路，已经成为
她目前的学习习惯。

“我利用AI 做作业，更多是学习它的思

路和框架，并不会直接拿来‘抄答案’，只是
把它当作一个工具。”小杨说，“这样使用AI，
既不会过度依赖，也能节省时间、提高学习
效率。”

“当然，我也见过有同学直接照搬AI 生
成的答案，连标点符号都一样。”小杨觉得，
这样的行为对学习本身而言没有任何意

义。“还是要靠自觉，不能把AI当成偷懒取巧
的‘神器’。”

在市区读初三的小何同学也非常赞同
小杨的看法，今年寒假，她也试着使用AI进
行数学、语文和英语的学习，但更多的会借
鉴AI的解题思路和框架搭建，并不会完全照
抄照搬。

不把AI当“偷懒神器” 学生表示需辩证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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