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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不少学生巧用AI
提高了学习效率

当然，并不是所有学生都是为了“偷懒”而使
用AI。有不少学生确实是利用AI拓展了自己的
知识面，提高了学习效率。

宁波市孙文英小学四年级语文老师宋怡告诉
记者，她常常布置一些拓展题，题目范围并不局限
于课本，题目类型也不囿于传统的选择、问答等题
型，需要学生综合大量课外资料才能完成。

“我们非常鼓励学生自主查阅资料，提高自
学能力，这也是提升语文素养的一个重要环节。”
宋怡表示，在当前这个信息海量化的时代，死记
硬背这种学习方式显然已经滞后了，学生们要学
会利用工具，在海量的资源里筛选出自己所需要
的内容，为自己所用，这是一种重要的能力。

前段时间，宋怡在教学生们写游记。课后，她
布置了一个作业，叫“我的行走地图”。学生们在
空闲时可以去游览一个公园或者景点，边走边记
录，最终完成一幅“地图”。地图上要显示途经每
个地方的大概方位，并用自己的话描述每一个地
方。宋怡认为，这样的语文作业，能调动学生的感
官，发现生活的美。

面对这一作业，很多学生会先用AI技术查
找公园的平面图，这样就能确保自己画出来的地
图方位是正确的，“AI能帮助我提高作业效率，但
是它不能代替我思考。它只是一个我的学习工具
而已，如果我照搬了它的答案，我就沦为了它的
附属品。”402班陈泽月说。

再比如，宋怡带领学生学习了“现代诗”单元
后，鼓励学生们试着创作现代诗。很多学生利用
AI创作了多篇现代诗作为参考，学习写作逻辑。

“会正确使用AI的学生，一定能更高效地学习。
AI并不是洪水猛兽，我们不能逃避它，而是要与
时俱进地去拥抱它。”宋怡说。

除了学生之外，很多家长也肯定了AI的作
用，坦言自己会找AI“帮忙”。“孩子问我这道题怎
么做，我怕教错了，或者没有用合适的方法解题。
这时候我就会拿出手机，学习AI提供的方法，再
教给孩子。”一位家长说，他觉得只要利用得当，
AI就是一个“神器”。

作业不会做 AI来帮忙
用好了，让孩子“学会”；用不好，让孩子“学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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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七成初中生
手机里有AI做题软件

使用AI写作业究竟是个别现象还是普遍现
象？

宁波一位初中老师曾做过一个调查。初一至
初三一共七个班级289个学生中，独立拥有手机
的人数是159人。在这些手机里装有“AI+作业”
软件的学生，有110人，也就是说，近70%拥有手
机的学生，都曾使用过AI写作业。

“作业本上偶尔会有一些超纲题、拓展题，但
平时成绩很普通的同学都能做到全对。如果当面
问他，他却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我以为他肯定是
抄同学的作业，没想到，他的答案比班上成绩最
好的同学更完美。”该老师无奈地说，后来才知
道，都是AI帮的忙。

记者尝试了几款软件，发现AI在某种程度
上确实为学生做作业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在某平
台上，记者拍了一张数学作业题，上传到对话框
里后并输入“请依次为我解答以上题目”，几秒钟
后，AI就依次“解答”了题目，不仅给出了答案，
还有详细的解答过程。

语文作文也是如此，学生甚至可以在与AI
的对话框中，输入对文章的字数、文体等要求，
AI会根据学生的需要，提供符合要求的文本。可
提供写作思路，也可提供全篇文章。这样的便利
程度，不仅是大学生写论文的“利器”，更是很多
中小学生写作的“神器”。

此外，现在软件还实现了“作业批改”的功能。
学生只需要把作业题拍下来，AI就能自动批改作
业，这样一来，学生作业的正确率想不高也难。

预防学生用AI抄作业
老师们各想妙招

采访中，很多老师认为，学生做作业时如果
过于依赖AI，就削弱了布置作业最初的意义。学
生会形成思维惰性，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因此，
和AI“斗智斗勇”，也成了很多老师的必修课。

“英语这门课，用AI做作业简直太方便了。
因为大部分都是选择题，一拍，一搜，答案就出来
了。”海曙第三外国语学校的初一英语老师刘武
斌说，每次和家长沟通的时候，他都会强调，在做
英语作业的时候，不要让孩子接触手机、iPad等
电子产品。

但是，AI如今已不仅仅存在于手机里，智能
音箱、智能手表都可以帮助学生“秒出答案”，家
长要营造一个“无AI的环境”确实有些困难。因
此，刘武斌在布置英语作业时会增加一些“额外”
的要求。“比如布置英语阅读作业的时候，我会让
学生在关键句上画横线，上课时随机提问，以此
判断学生是否阅读过这篇文章。”刘武斌说，这样
的方式可以避免学生仅仅誊抄答案。

除了英语作业，语文作文也是AI渗透的“重
灾区”。记者采访了一位语文老师，她表示，她一
般会布置当堂作文，写完后直接上交，这样就会
避免学生“抄作文”。当偶尔布置了一篇作文当家
庭作业时，如果学生参考了AI给出的文章，但没
有大篇幅地誊抄，老师一般是看不出来的。但如
果重复率达到一半以上，就会给人一种模板化的
感觉。

“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会和学生沟通，正
确使用AI确实能提升学生的写作水平，帮助学生
厘清写作思路。但AI写出来的内容，还是少了点

‘血肉’，需要学生融入自己的思考和理解。”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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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软件里，记者输入“孩子做作业的照片”，AI自动生成了这张图片。

记者尝试让AI做题，答案“秒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