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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论文“AI味”浓，怎么管？

近期，DeepSeek 备
受关注，人工智能的“热风”
也吹进了高校。大学生们
利用AI工具完成作业、撰
写论文的情况越发普遍，尤
其眼下正值毕业生写毕业
论文的高峰期，“AI 味论
文”现象更为突出。

针对“AI 味论文”，海
南高校有何措施加以规范
和管理？如何引导学生用
好人工智能这把双刃剑？

南国都市报记者杜倬荷

要想杜绝大学生论文“AI味”浓的

现象，除了建立健全相关规章制度，严厉

打击“由AI导致的学术造假”问题外，还

少不了高校加强对学生的引导，

各高校老师们表示，AI可以是赋能

工具，是学习的帮手，但它绝不能成为偷

懒的工具，更不能成为大学生的“枪手”。

“在日常生活与学习中，接触并使用

AI工具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学习

效率。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在任何场景

下都可以使用AI工具。”海南大学教务

处处长、创新创业学院院长王志刚说。

他提出，大学阶段是培养学生独立思

考、研究能力和问题意识的关键时期，老

师布置的每一门作业和论文，旨在锻炼学

生的创新思维和能力，须防范“AI论文”

“AI数据”造假等情况出现。“我们将加大

日常宣传力度，以具体案例向学生传递

‘学术诚信不容侵犯’的警示信号。”

在苏婷看来，学生们可以使用AI工

具对语言进行加工和润色，但决不能照

搬。“只有通过自己的实践操作才能明白

自己的短处在哪里，大家要做到的是驾

驭AI工具，而不是被AI工具驾驭。”

邢琦玮认为，老师们在课堂上应给

学生科普AI输出的本质是总结套用已

有模板而不是创新，但论文撰写本质是

创新工作，因此AI无法替代学生完成

论文。同时，应从教学过程中多发掘学

生潜力，而不是让学生进行大量查找翻

译总结等简单工作，这也不利于学生能

力的提高。

“希望学校可以多开设相关讲座，让

学生更清楚地认识AI工具，我们学校已

对老师进行讲座培训，老师对AI了解得

更多，才能更好地指导学生。”海南科技

职业大学一名教师建议，希望国家能加

快制定针对AI生成虚假信息的专项法

律法规。

“AI确实能帮助我们提升效率，但

并不能完全替代我们的思考。”（中国）中

外语言文化比较学会小说研究专业委员

会会长、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朱振武认为，

AI的创作是通过学习人类已经创造的

文字内容，进行文字层面的分析、重组、

拼贴，并没有真正的创新。

他提出，当代大学生应充分发挥主

观能动性，学会独立思考形成观点，并将

这些观点融入创作之中，在碎片化浪潮

中重塑文化体魄。

技术的浪潮无法阻挡，堵不如疏，强

化师生的AI素养也成为必然趋势。当

前，众多高校纷纷将人工智能作为通识

必修课，不断推动提升师生AI素养，帮

助其更好地理解和应用AI技术，为社会

各行业创新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目前，多所高校开始探索AI技术的

应用边界，并出台了一系列规范措施。

海南大学印发《海南大学本科毕业

论文（设计）AI工具使用暂行规定》，进

一步规范AI工具在本科毕业论文（设

计）中合理使用，防范学术不端行为。

该《规定》明确了AI工具的定义和

允许使用范围、禁止使用范围。该校将

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进行检测，

检测结果将与答辩和优秀毕业论文（设

计）评选挂钩。

同时，学生在使用AI工具前须征得

指导教师同意，并在《毕业论文（设计）中

期检查表》中明确披露所用AI工具名

称、版本及具体用途以及AI生成内容的

具体部分（如文献整理、图表辅助等），保

留AI工具使用前后的原始材料，供指导

教师及评审核查。

“除了AI查重系统，我们还建立了敏

感词库，并邀请浙江大学和复旦大学的教

授为老师们进行培训。”李老师说道。

“一旦发现有学生利用AI代写，我

会马上对其进行严厉的教育和引导，并

让其重新提交作业或论文。”苏婷说。

“学校教务处每年都会对学生毕业

论文进行AI代写风险检测，风险中高的

都会勒令学生修改，否则无法获得学

位。”邢琦玮表示，一旦发现学生利用AI

代写行为，老师会直接告知本人，如果是

毕业论文初稿、二稿，会勒令学生重新撰

写，并且不允许使用AI代写，否则不准

学生参加毕业答辩。

“如果是课程论文，会给予学生本次

作业0分的处罚。”邢琦玮说，同时及时

对学生进行教育，告诉他们这属于学术

不端行为，以及这样做的后果。

在学生们看来，AI工具是自己的

“好帮手”“作业搭子”。

“相比翻阅厚重的书籍资料或利

用互联网搜索引擎查找资料，借助AI

工具让论文撰写方便了很多。”海南

大学2022级环境科学专业本科生王

昱凯如是说。

他表示，有了AI，处理信息和搭

建思维框架的速度明显提高了。“比

如需要进行数据分析和文献搜索的

时候，我就会使用DeepSeek进行查

询，它还会附上相关文献的链接，不

仅节省了时间，还非常方便。”

此外，王昱凯与同学们还会借助

AI工具修改自己的课后作业。“比如

在编程过程中有哪些步骤出现错误

了，DeepSeek会指出错误的地方，帮

助我们进行修正。”

“我平时会利用AI帮我制定备

考计划，设计时间表。”海南大学2022

级会计专业本科生张叶子靖告诉记

者，自己最近正在备考雅思，只要将

自己的考试时间、目标、需求和总体

时间安排等指令输入到DeepSeek

上，就会得到一份详细完整的学习计

划表。

不仅如此，她还会利用AI工具

帮助自己批改雅思作文。“只要我把

写好的作文放上去，输入关于修改的

指令，它就会详细地帮我‘阅卷’打

分，并且指明我的错误，帮助我进行

修改。”

还有部分高校学生坦言，在写报

告或论文时，会直接复制粘贴AI生成

的内容。“有时候时间比较赶，AI写出

来后就直接复制上去了。”“AI可以很

快帮我生成，可以节省思考的时间。”

记者了解发现，有不少学生实际

知道过度依赖AI会对其科研产生不

利影响，造成思维惰性，抑制自己创

造力的发展，说明他们已经意识到了

这个问题。

“可以利用AI工具帮助自己查

资料、改作业，但不能完全照抄。”王

昱凯认为，使用AI的真正目的在于

帮助自己提高学习效率，而非成为让

自己偷懒的“捷径”。

“如果大家都利用AI代写作业

或论文，不仅对于自己的学业毫无帮

助，而且对平时勤勤恳恳、努力学习

的同学而言也并不公平。”张叶子靖

如是说。

记者了解到，随着人工智能的

“热风”吹进高校，AI工具成为不少大

学生完成报告、论文的“神器”。

有不少老师反映，在批改作业或课

程论文的过程中，发现有部分同学利用

AI直接生成文本应付论文和作业。

“学生利用AI工具撰写论文时，

如果直接复制粘贴，段与段中间会出

现空行，并且段间距不同；其次是通

过AI代写风险监测工具发现有学生

利用AI工具生成部分论文内容。”琼

台师范学院信息科学技术学院副院

长邢琦玮说道。

海南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副院长苏婷告诉记者，在去年批改

大一新生的入学导论时，发现50%

以上的学生都或多或少地使用了AI

工具，“越是标准化、程式化的作业

和论文，学生们越倾向于用AI来快

速完成。”

“使用AI的同学必须有一定的知

识储备和基本的辨别能力，很多同学用

AI写出来的论文内容经常是不正确

的、编造的。”海南科技职业大学一名教

师坦言，如此一来，老师们还需花时间

去分辨文献的真伪，无形之中大大增加

了教师们的工作量。

对此，也有不少高校教师担忧，

学生的作业中AI的痕迹明显，易导

致其原创性和独立思考能力下降。

“学生们动动手指，在聊天框里

输入指令就可以迅速获得一篇像模

像样的论文，但这样易导致学生对AI

工具产生依赖，使其批判性思维与独

立探索能力退化。”海南大学教务处

李老师表示。

其次，部分学生对“敏感词”并不

敏感，数据隐私泄露、算法偏见及错

误知识传播等问题，进一步加剧了高

校技术伦理与数据安全的挑战。

高校：“防范+教育”为AI工具使用“立规矩”

建议：让AI成为帮手而非“枪手”

学生：正确使用AI工具有助提高学习效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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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AI成大学生完成作业论文的“神器”1

AI写作争议。新华社发王鹏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