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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高校的“深度求索”：

精彩纷呈的无人机表演、充满科技感的智能机器人互动、
新奇有趣的3D扫描机体验、多样化的科研农产品试吃……4月
26日，海南大学第三届科技文化节在海甸校区体育馆拉开帷幕，为
师生们带来了一场沉浸式的科技盛宴。近期，国内众多高校陆续宣
布开展DeepSeek的实践应用，不少学校本地化部署了“满血版”
DeepSeek，海南各高校也纷纷掀起了一股“AI+教育”热潮。积极拥抱
AI时代，海南高校将迎来哪些改变和挑战？ 南国都市报记者杜倬荷

“用AI一天读10篇外文文献？”“文科生也能用

大模型写代码？”“拥有属于自己的AI助教？”……近

日，海南师范大学一门名为《DeepSeek大模型应用

与实践》的研究生公选课“火”了。

凭借“满血版DeepSeek硬核配置”“零基础玩转

AI”“实战式教学”三大标签，该课堂在开课首周便

“引爆”校园——原计划50人的课堂报名人数达180

人，开课时可坐216人的教室座无虚席。

这门课究竟为什么这么“火”？

中国教育科研与计算机网主干网海口核心节点

主任、海南师范大学信息网络与数据中心负责人何

书前介绍，这是一门“按需定制”的实践课。针对选

课学生中文科生占比高、技术基础差异大的特点，课

程采用了“需求驱动”模式：课前收集学生实际研究

场景中的痛点（如调研数据处理、模型可视化搭建），

课堂随机抽取案例进行针对性讲解。

同时，教学生打造属于自己的AI“分身”，是该门

课另一个吸引人的亮点。根据授课教师的规划，课

程后期将引入多模态应用模块，指导学生利用

DeepSeek技术生成个性化AI数字人。“通过采集个

人声音与形象数据，学生可创建专属数字助手，为教

学资源优化提供新思路。”何书前说。

据悉，海南师范大学本地化部署的“海师满血版

DeepSeek”具备数据安全、个性化升级、实战经验积

累三大优势。目前，该校内DeepSeek平台日均访问

量达数百次，师生已借助AI实现外文文献高效阅读、

代码辅助生成等功能，初步验证了技术赋能教学科

研的潜力。

在海南高校中，本地化部署“满血版”DeepSeek

并非孤例。当前，海南大学成功上线了基于大模型的

校园智能体“小海”，并本地化部署满血版DeepSeek

大模型，为全校师生提供高效、稳定的本地化AI服务；

海南科技职业大学成功搭建了具有行业领先水平的

DeepSeek R1-32智能计算平台，并发布校内专属

AI助手“海科小智”；海南医科大学使用DeepSeek大

模型结合WPS、学校招生网等平台实现本地化使用，

主要应用在日常管理、教学以及科研当中。

“‘小海’凭借先进的自然语言处理技术，不仅能

够精准为我们提供24小时的个性化学习生活支持，

还能辅助我们深度思考，激发学习灵感，是我们重要

的‘学习搭子’。”海南大学学生表示。作为海南医学

院与英国西英格兰大学联合培养的医学影像技术专

业学生，海南医科大学彭彬瑞表示，DeepSeek的“满

血版”部署让其同时受益于琼英两地的教育资源。

当前，全球正经历从信息化辅助向数字化重构

的颠覆性变革，AI技术既冲击传统教育模式，也为教

育创新提供新机遇。

今年春季学期伊始，海南大学全面启动AI赋能

课程与教材体系建设，充分整合校内外优势资源，开

展“AI+”教育教学试点改革，搭建功能完备的AI课

程教学中心平台，打造一批AI示范课程，开发满足不

同学科需求的专属大模型，服务不同学科领域的教

与学，全面提升师生数字素养。

该校还全新上线200门数字化课程及AI教学工

具，学在海大智慧课程平台、海南大学智慧教务数据

中心等数字管理平台“亮相”校园，以智能化手段优

化教学流程，为师生带来更加高效、智能、贴心的信

息化服务。

此外，由海南大学教务处（创新创业学院）自主

研发的“海南大学AI教务员辅助办公系统”于今年2

月正式上线内测，通过本地部署DeepSeek，创设三

名“AI教务员”进行智能化办公辅助，帮助教务人员

在繁杂的业务中提高效率。

海南医科大学教授黄斌文带领团队利用人工智

能大模型DeepSeek深度学习、参数拟合、智能推理

等能力从海量的脑电测试数据中找到了轻度认知功

能障碍患者脑电信号特点，为实现轻度认知障碍大

规模筛查和精准诊断提供一种普适性强、易操作且

高效低成本的新型工具。

该校还通过DeepSeek的实时交互能力与考生

和考生家长进行智能问答，如根据用户问题帮助其

获得专业、录取、招生计划、志愿填报等信息；帮助学

生快速查询校园设施的开放时间、位置信息等，并提

供相关注意事项等等，广受考生和家长好评。

海南科技职业大学“海科小智”通过先进的自然

语言处理技术，能够为师生提供24小时个性化的智

能支持，提供了专业课程解析、考试重点提炼、制定

复习计划等功能，还为科研项目提供智能平台，适应

行业新动态。

同时，该校率先将人工智能引入通识课程体系，

面向全体学生普及AI基础知识，推进数字化与教学

全周期的深度融合，打造了完善的AI通识教育课程

体系。目前，该校人工智能通识课程模块已经开发

完成，并于今年9月起面向全校开放选修或必修。

“我们还探索实施了“专业+人工智能应用”教学

模式，将AI技术融入各专业课程之中，计划逐步实现

全校本科专业智能化教学的全覆盖。”海南科技职业

大学信息工程学院教授、博士阚继承说。

技术为教育注入了全新的动力，但也带来了前

所未有的挑战。为高校带来高效智能的同时，

DeepSeek的广泛应用是否会让师生变得更依赖技

术、懒于思考？

部分高校教师认为，AI时代的教学变革不应仅

局限于技术的应用，“AI+教学”要回归教育的本质，

注重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使其拥有独立思考

的能力和批判性思维。

“DeepSeek在教育领域的广泛应用，确实在人

才供给侧有效提升了人才培养质量和效率，但在应

用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副作用。”海南

科技职业大学信息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白颢提出，

“例如是否会由于DeepSeek的广泛应用而导致高校

师生丧失教学和学习的主动权，甚至进而丧失主动

思考的能力等等。”

对此，该校采取了系列举措：一是开展关于大模型

技术使用的专题讲座和工作坊，帮助师生了解AI技术

的优势和局限性，强调独立思考的重要性；二是组织制

定使用大模型技术的具体指导原则，明确指出哪些工

作适合使用大模型技术辅助完成，哪些需要依靠个人

独立思考解决等等。除此之外，该校正积极推进平台

二期建设，计划通过深化产学研合作，推动“AI+学科”

交叉创新，培育出5个校级重点科研团队。

“DeepSeek只是一个智能工具，是否产生懒于

思考等行为结果还是要取决于使用工具的人。学校

总体还是鼓励师生尽可能多用DeepSeek工具不断

提升教学和学习效率，同时站在DeepSeek思考的基

础上不断精进我们的思考能力。”海南医科大学教授

黄斌文认为。

“我们不应否定DeepSeek在赋能学校推行智慧

教育发挥的重要作用，应该看到DeepSeek在教育领

域的广泛应用所取得的成绩是主要的，产生的副作

用是次要的，并且并非不可避免，关键是要能够引导

师生正确使用DeepSeek，避免过度依赖。”白颢说。

海南大学有关负责人表示，数字赋能是建设世

界一流大学的重要突破口。以DeepSeek为代表的

人工智能技术正在通过智能化教学、个性化学习和

高效科研支持，为创新型人才培养、学科创新发展和

解决复杂科学问题提供了全新路径。

如今，越来越多高校巧用AI、大数据，打造适配教

育现代化的智能教学模式，夯实数字化基建，构建优质

校园网络。未来，海南各高校还将借助技术搭建专属

教育模型、创设智能体，让人工智能深度融入教育全

程，为海南自贸港建设培育具有数字素养的创新人才。

技术热潮背后的“冷思考”
谨防对AI的过度依赖

校园有了“新助手”
AI助力高校构建教育新生态

AI赋能课堂
从“效率工具”到“学习搭子”

探寻 新模式“AI+教育”

海南师范大学学生们正在上《DeepSeek
大模型应用与实践》课。 海南师范大学供图

海南大学第三
届科技文化节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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