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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数、理、化等理科作业题时，是
否支持学生使用AI，省特级教师、宁
波市曙光中学数学老师章剑雄从两
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从学生的学习程度上来看，如果
是学习较为自觉、成绩相对较好的学
生，他们看了AI给出的答案，或许能
够理解，甚至举一反三，因此允许他
们适当使用AI。但如果是学习能力较
弱的学生，使用AI无异于饮鸩止渴。
因为这类学生，哪怕是老师一对一讲
解，他们都不一定能理解，何况是没
有感情的AI呢？哪怕给了答案，也无
法帮助学生提升思维能力。所以，章
剑雄不建议这类学生使用AI，宁可让
学生空着这道题不做。

从题目本身来看，如果是平时的
家庭作业，章剑雄认为学生没必要使
用AI。因为课堂内容和课后作业一般
是配套的，起到巩固知识点的作用。
AI不一定能提供对应的解题思路，对
学习无益。如果是综合题、拓展题，在

短时间内实在无法问到老师的情况
下，才允许学生适当使用AI。“因为在
数学学习上，很多时候都需要‘巧劲
儿’。老师会教给学生一些解题技巧，
可以跳过很多解题步骤。但一般AI
给出的答案都很板正，甚至会把简单
的问题复杂化。所以一般情况下，我
们都是不推荐使用的。”

宁波市教育局教研室副主任叶琪
飞表示，AI技术在推进中小学生信息
素养提升，推进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
推进学生开展项目化学习、数字创作、
计算思维等核心素养提升方面有其现
实意义，支持学生使用AI进行体验
式、探究式的学习和研究，但不支持学
生用AI写作业，“当前，我们的考试都
是纸笔测试，需要学生独立思考，完成
作答。如果只是偶尔使用，且用于钻研
难题，让AI提供多种解题方式以拓宽
思路，那还是可行的。但如果长期使用
AI写作业，会让学生产生依赖心理，
最终不利于在考场上的发挥。”

A
I

自
动
生
成
的
﹃
孩
子
做
作
业
的
照
片
﹄
。

■《作业不会做 AI来帮忙》后续

是否支持孩子
用AI写作业
老师们这样说……

5月7日，本报A03版《作业不会做 AI来帮忙》报道了有

部分学生用 AI 抄写作业的现象，引发了家长和老师们的关

注。有家长说，这真是“两难”啊，一方面担心孩子总是用AI“学

废了”，另一方面又不想让孩子失去AI这个学习的好帮手。为

此，记者采访了多位一线教师、教研员，他们的结论接近一致：

AI可以是一个学习工具，但最好不要成为做作业的工具。

“AI无形之中省略了学生学习、
思考的过程。”宁波东海实验学校副
校长、语文老师童红霞对于“AI+作
业”的态度比较坚决，“就拿写作文来
说，如果写演讲稿、说明文或是书信
等，AI不仅能提供写作思路、材料，甚
至能提供全篇的参考作文。但不管是
哪种，都让学生失去了动脑构思的过
程，也就失去了学习的意义。”

海曙区储能学校丽园校区语文
老师陈烈燕也不支持学生使用AI。她
认为，使用AI拓宽写作思路是一个
过于理想化的状态，对大部分学生而
言，AI是一个“偷懒神器”。而且，AI
写出来的作文缺乏“灵气”，长此以往
会限制学生的创新力，失去灵感。

“比起学生，家长更适合使用AI，

给孩子检查、批改作业，太好使了。”
宁波市第三中学的思政老师马宇婷
说，且不论那些偷懒的学生，哪怕学
生真的踏踏实实地用AI检查错题、
查询难题，她也不建议使用，因为需
要消耗更多的时间，反而降低学习效
率。而对于高中生而言，时间比什么
都宝贵，“AI的解题步骤都是一步步
来的，它不知道学生的难点和痛点，
一道题可能要花费五分钟的时间。如
果是老师提供答疑，可能一两句话就
知道学生的盲区，不会这么死板地浪
费时间。”

但如果学生要参加辩论赛、领导
力大赛等，AI确实是一个好工具，“比
如AI可以模仿对手，罗列对手的观
点，帮助学生逐一攻破。”马宇婷说。

文科老师：
AI是个好工具，但不要用在做作业上

理科老师：
AI可以“秒出”答案，却无法帮助提升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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