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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12个严禁”真正做到有禁必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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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金评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AI已渗
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AI技术
作为一项工具，本身并无对错之
分，关键在于如何合理使用。在学
术研究中，AI在内容生成方面具有
很强优势，可以作为一个辅助工
具，帮助学生更高效地草拟大纲、
搜集文献、处理数据、初步分析、校
对排版等工作，以减少繁琐的工
作。当然了，AI只是论文辅助工具，
并不能完全取代学生的学习，毕竟
学术论文强调原创性，鼓励首创精
神，思考和创作过程是独一无二
的，需要学生全身心的投入。

如果学生过度依赖 AI，甚至
将 AI 生成的内容全盘复制粘贴，

直接作为论文的主要部分，则偏
离了论文写作的轨道，这无疑是
对学术诚信的背离。而且，现在AI
生成技术不成熟，有很多虚假的
内容，胡编乱造的数据，一旦盲目
使用，会令学术论文的真实性大
打折扣，进而带来负面影响。因
此，部分高校出台规定，对毕业论
文中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占比进行
检测，该举措非常必要，不仅可以
防止学生滥用 AI，还可促使学生
认真地对待论文创作过程，培养
锻炼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维护学
术研究的公平公正。

当然，规范 AI 在学术研究中
的使用，并不仅是高校的责任。学

生自身也应树立正确的学术规范
观念，明确 AI 在学术研究中的辅
助地位，而不是将其作为“作弊”的
工具。

此外，还需要看到，在AI技术
的冲击下，学术领域面临着一定程
度的危机，如何在使用 AI 的情况
下，继续保持学术研究的独立性和
创新性，乃是非常必要的课题。因
此，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创
新，建立更加完善的学术评价体系
和监管机制，引入 AI 分析、AI 识
别、数字水印等技术，防范有人利
用 AI 进行学术造假，以确保学术
研究的健康发展。

江德斌

近日，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
于开展基础教育“规范管理年”行
动的通知》，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
基础教育“规范管理年”行动，重点
规范整治安全底线失守、日常管理
失序和师德师风失范等三方面问
题，并专门列出要规范管理的12
项“负面清单”。

（本报今日A03版）

此次发布的《通知》中，最受关
注的是其中的 12 项“负面清单”，
每一项“负面清单”都以“严禁”开
头。从“12个严禁”的具体内容看，
每一条触及的都是基础教育领域
的顽瘴痼疾——有的是突破了政
治红线，有的是丧失了道德底线，
大部分是触碰了政策和管理的底
线。这些“严禁”并不是新政策、新
要求，而是以底线标尺的形式予以
重申，警醒地方、学校、教师要以此
为鉴，对标抓落实、见成效。

近年来，各地不断提升依法治
教、规范办学水平，但部分地方和
学校违规办学问题依然突出。拿挤
占学生“课间十分钟”来说，教育部

早已明确规定，不得对学生在课间
及其他非教学时间的正当交流、游
戏、出教室活动等言行自由设置不
必要的约束。但在一些地方和学校
看来，学生课间活动时，容易出现
追逐、打闹造成学生受伤的情况，
因为怕被追责，便采取限制学生课
间外出活动这种“省事儿又保险”
的方法。

拿教师歧视弱势群体学生来
说，《教师法》《教师资格条例》及相
关准则、规则都有关于师风师德的
明确规定，但现实中对学生实施体
罚、变相体罚、辱骂殴打、性骚扰或
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事件时有发
生，损害了教师形象，带坏了社会
风气。这些现象虽是个例，但因为
少数教师的不当行为，往往会引发
社会强烈关注，破坏了良好教育生
态，也不同程度导致了教师身份认
同的焦虑。

教育部此次通过措辞严厉的
“12个严禁”，重申基础教育规范管
理的底线，表明了从严整治顽瘴痼
疾的决心。正如专家表示，在全国范
围内开展基础教育“规范管理年”行

动，可以认为是党纪学习教育活动
在基础教育领域的具体体现，是促
进基础教育优质公平的重大举措。
整治违规办学行为，规范管理基础
教育，有利于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营造风清气正的教育生态。

“12个严禁”条条是令，应该做
到有禁必止、有令必行，成为依法
办学、规范办学的铁律。但是，要让

“12个严禁”真正从纸上走到地上，
还有不少工作要做。首先，要加强
教育引导，牢固树立依法办学、规
范办学意识，让“12个严禁”成为全
体教育工作者的思想共识与行为
底线。其次，要构建一套完善配套
的贯彻落实措施和制度保障，严格
清理整治不规范办学治校行为，凸
显“12个严禁”的严肃性和刚性。

最关键的是，必须加大对触碰
底线红线办学行为的惩处力度，依
法依规严肃追责，把刚性约束体现
在依法治教、规范办学的每一个环
节。此外，还应广泛接受各方对办
学行为的监督，倒逼有关部门和学
校真正将“12个严禁”落到实处。

付彪

怎样上好高校思政课？浙大
宁波理工学院团委做出了新的探
索。他们组建了红坤·宣讲工作
室，宣讲员们以音乐、歌曲、快板、
小品等载体，走到大学生中，推动
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5月
10日下午，“逐梦青春 理响‘鄞铃
’”红坤·宣讲工作室理论进高校
专场在浙大宁波理工学院举行，
受到了大学生的欢迎。

（5月12日甬派）

理论宣讲作为高校思政课的
有机组成部分，其重要性不言而
喻，但此前多由于宣讲形式比较
单一，内容比较枯燥，大学生不太
容易接受，导致效果不是很好。这
一问题，同样表现在思政课上。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时代
新征程上，思政课建设面临新形
势新任务，必须有新气象新作为。
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这段论
述：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守正创
新推动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
不断提高思政课的针对性和吸引
力。

一语中的，要上好思政课，除
了把道理讲深讲透，还要创新授
课形式，用大学生喜闻乐见的方
式把道理讲活，讲生动，这样才能
提高思政课的吸引力。怎样才能
把道理讲活，让学生爱听，且入脑
入心？浙大宁波理工学院团委做
出的上述探索很有启发。同样的
内容，如循着习近平总书记考察
宁波的足迹，讲述干在实处、走在
前列、勇立潮头的中国式现代化
浙江新篇章和八八战略指明路，
用通常的宣讲形式，如作报告、喊
口号、贴标语等固然能把道理讲
明白，但收效肯定不如快板、小品
等艺术形式来得好。

要把思政课上活，上生动，关
键要组建一支过硬的师资队伍。
习近平指出，要着力建设一支政
治强、情怀深、思维新、视野广、自
律严、人格正的思政课教师队伍。
从红坤·宣讲工作室的成员组成
看（既有“80 后”“90 后”又有“00
后”），建设思政课教师队伍在注
重老中青结合的同时，更要加强
青年教师队伍的建设，年轻人思
维活跃，视野宽广，接受新事物
快，因而更容易创新思政教育的
方式方法，把思政课上得潮起来、
新起来、活起来，有利于开创新时
代思政教育新局面。 李太牧

“AI写论文”须恪守学术边界

高校思政课
入脑入心才是关键

2024 年的高校
毕业季即将到来，近
期，不少国内高校先
后发文，就学生如何
在毕业论文中使用
生成式 AI、AI 代写
在论文中的比例等
问题作出规范。记者
发现，今年以来，部
分高校试行或出台
相关规定或办法，对
毕业设计（论文）中
的人工智能生成内
容占比进行检测。

（5 月 13 日《北
京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