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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王璟瑄
记者 樊未晨

“我天生对文科不太感兴趣，所

以高一时很多文科作业都直接扔给

AI了。”在广东省揭阳市读高二的黄

毅，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分享了使用

AIGC帮助自己写作业的经历。

近年来，随着 ChatGPT 等模型

的 快 速 迭 代 ， 生 成 式 人 工 智 能

（AIGC） 技术逐渐成为大众广泛关注

的焦点。新技术的发展给各行各业带

来新的可能和挑战，对教育领域来说

更是如此。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许

多代表委员也针对教育领域如何引入

AI技术建言献策。

当人们的关注焦点还停留在大学

生用 AI写论文的利与弊时，“AI+作

业”却提前一步进入了中学课堂，一

些在“互联网+”时代出生的中学生

已经无缝连接到了“AI+”。

“AI+作业”是否成了
又一个“拍照搜题”软件？

受访的不少高中生表示，只要会

用搜索引擎，就能找到简单好用的

AI“作业帮手”。

学生们提到的 AI“作业帮手”，

不禁让人们想起两三年前引发社会广

泛关注的“拍照搜题”软件。

曾经，许多中小学生遇到难题就

打开手机摄像头“拍照出答案”，但

一到考试就“露馅”，不光影响了学

生自身的成绩和思考能力，也给教师

和家长出了道大难题。

对此，教育部曾要求这些软件下

线整改，许多软件更新了需要实名认

证的“家长模式”，以此来限制学生

过度依赖搜题功能。

然而，搜题用的“摄像头”盖住

了，AI 平台的“聊天框”却也开始

逐渐向学生的作业本“渗透”。AI技
术对教育的影响，是否会重蹈搜题软

件的覆辙？

值得关注的是，中青报·中青网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以前学生会在完成

理科作业时使用“拍照搜题”，AI与作

业相遇后，很多学生似乎找到了“秒

出”文科作业答案的神器。

高一时，黄毅就决定高考选科要选

“物化生”，他觉得不需要在文科上花费

太多精力，“只要能通过学业考试就

行，不会影响高考成绩”。

因此，黄毅表示，与其花费大量精

力完成这些科目的基础作业，不如把题

目输入 AI 的聊天框，然后直接“借鉴

一下”。“许多文科的问答题用 AI很容

易生成有用的答案。”黄毅说。

一些同学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透

露，文科作业的答案一部分是对固定知

识点的“默写”，一部分则是建立在大

量材料基础上的分析和思考，而 AI 在
这方面能提供大量文本参考。

在北京市读高一的张悦告诉中青

报·中青网记者，班上有超过一半的同

学都会用 AI来帮自己写作文，“还有一

些比较‘水’的小作业也会用到，比如

一些实践作业的策划、书籍的读后感和

总结等”。

有些同学甚至对 AI 和搜题软件进

行了比较。

北京另一所中学的学生吴晓觉得，

借助 AI 虽然可以为写作文提供思路，

但比起搜题软件，AI 在具体题目上生

成的回答有时候很“冗长僵硬”，一般

都需要进一步修改，加入自己的思考和

知识点。“相对来说，我觉得 AI用起来

比搜题软件更‘温和’一些，毕竟有一

个和 AI进行交流和亲自完善的过程。”

吴晓补充道。

来自重庆市的周洋更倾向于用搜题

软件来解决理科作业。“理科的选择

题、填空题一般都有很多图表和符号，

想把它输入给 AI 就已经很麻烦了，而

用拍照搜题软件能直接扫描给出完整的

答案和详细解析，能节约更多时间。”

对此，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

研究员张云泉认为，教育环节很难屏蔽

AI技术的影响，“AI大模型目前可以作

为各种知识和信息的压缩和检索工具，

是一种获取知识的新渠道，我们应该尝

试把它看作学习的助手”。

的确，AI 应该被定位为工具和助

手，不能替代学生写作业。

不少学生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认

为使用 AI写作业“有利有弊”“还是要

看如何利用这种工具”。

AI终究只是工具

在与 AI多次互动后，有不少学生养

成“有问题找 AI”的习惯，也意识到 AI对
自己学习的实际帮助不尽如人意。

来自河南省的高二学生王珊现在已

经开始“去 AI化”了。

王珊坦白，自己有段时间“过度依赖

AI，缺少了独立思考”。她说：“AI写出来

的作文其实也很明显，有些内容过于空

洞，有些辞藻又过于华丽，完全不是我们

这个水平能写出来的。对于写作文来说，

自己构思的过程更重要，AI仍然无法完

全代替人脑的创作思考。”

不少专家表示，在科技高速发展的

时代，面对新技术一味地“堵”是不明

智的。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

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AI是现在以

及未来的关键技术，无论是中学生还

是小学生，都应该鼓励他们多接触，多

了解。

“但是由于这个新技术发展很快，

在教育领域使用 AI 的相关规则和评价

正在形成的过程当中。”储朝晖说，从

目前看来，评估 AI 使用的原则还是要

基于 AI 对学生的学习和成长是有利还

是有害，中小学生如何使用 AI，仍需

要依靠教师和家长亲自把关。

正如专家所说，学生在这个过程中

也学会了如何更加科学地使用 AI。
经过最初的好奇之后，现在周洋不

会再照搬 AI 生成的答案，而是从中找

出值得学习和借鉴的部分作为自己的素

材积累，“老师也引导过我们，要取其

精华，而不是全部照搬 AI给的东西”。

关于未来希望 AI 能如何更好帮助

自己学习，吴晓觉得目前 AI 生成的答

案大多只是“堆砌出来的知识点”，无

法提供详细的解题思路，“有时候我需

要的不是答案，而是思考的过程，但这

点肯定还是向真正的老师学习更直接”。

“高考还是要亲自上阵的。”吴晓经

常提醒自己，“如果纯粹复制粘贴题目

答案的话，不仅很容易被老师发现，我

自己也会心虚。”

与社会上的焦虑不同，一些教师对

学生使用 AI持有更为宽容的态度。

北京市某中学语文教师李彬坦言，

自己并不会过度担忧学生使用 AI，“这

种技术既然已经来了，那更重要的是如

何去引导”。

李彬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学

生的真实水平在老师眼里一清二楚：

“AI确实能帮助学生完成很多东西，但

是最终负责的必须是自己，我也会告诉

孩子们要掌控自己的人生。”

人工智能正在引发教育
的深刻变革

在专家看来，AI 技术的普及，显

著提升了教师和同学的工作和学习效

率。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院

长潘教峰指出，人工智能能够替代大量

重复性的工作，“这些工作在过去可能

由教师或学生来完成，但现在人工智能

可以高效地处理，从而释放了人力去关

注更核心、更具创造性的任务”。

AI 技术的利用不应该只停留在

“作业本”上。储朝晖认为，如果把 AI
单纯当作偷懒的工具，那么它一定会影

响学生的学习，甚至是智力发展。因此

他鼓励“恰当地利用 AI，引导学生站

在更高的平台去使用，从而实现思维的

深度和广度的提高”。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

士生导师沈阳也认为，利用 ChatGPT、

Sora等 AI产品生成的图像、视频可以叠

加丰富的信息和价值，适当利用在教育

领域能够很好地锻炼学生的抽象思维和

想象能力。他还表示，以前需要花很长时

间学习的谱曲、绘画、做视频等技能，现

在只要用 AI就能快速产出结果，让人实

现从“单能”到“多能”的转变。

用沈阳的话来说，AI会把“过程性”

的学习体验给消灭，“所以我们需要把AI
的结果当作新的起点，把结果过程化，将

认知外包的过程转化为创新内源化”。

“人工智能正在引发教育的深刻变

革。”潘教峰表示，过去，教育主要由

教师、学生和教材组成，教材内容相对

固定。“但现在，随着人工智能的介

入，教育的形式和内容都在发生深刻的

变化。它正在改变我们看待教育的方

式，为教育带来了无限的可能性。”

在张云泉看来，未来的大语言模型

如果发展到一定程度，也有可能出现更

加智能化的“AI教师”，辅助学生在义

务教育阶段学习到更多知识，甚至缩短

义务教育的时长。

不过，想要 AI 技术更好地赋能中

小学教育，也需要青少年夯实自身的基

本功。潘教峰认为，应该注重用科普教

育激发孩子们的好奇心，让他们主动去

探索、发现，培养青少年的科学素养，

帮助他们更好地学习和适应不断变化的

新技术。

推动“AI+教育”的发展，更要重

新审视 AI 技术本身发展到哪一步。沈

阳提醒，目前仍然处于大模型在教育行

业应用的探索阶段，“大模型本身是一

个概率模型，它有 AI 幻觉，因此有时

也会出错，”他补充，“在大模型本身的

出错概率和我们教学中要求的严谨性这

两者之间还存在矛盾。”

另一方面，AI 技术的使用，反而

可能会加剧教育的不公平。储朝晖认

为，在已经普及 AI 技术的框架下，如

果借助 AI 来广泛传播信息和资源，确

实能够促进教育公平，“但是我们也要

意识到，AI 技术仍然有门槛，善于使

用 AI的人跟不善于使用 AI的人之间本

身存在数字鸿沟，这就会使教育的差距

进一步拉大”。

“我们尚不能完全看清 AI技术的利

与弊，只能看到方向性的趋势，真正的

变革性拐点尚未出现。”潘教峰建议，

政策制定应当遵循包容和审慎监管的原

则，“我们需要持续关注技术的发展，

同时保持政策的灵活性和前瞻性，以

便在变革到来时能够迅速适应和作出

调整”。

（应受访者要求，黄毅、张悦、吴晓、
周洋、王珊、李彬为化名）

“AI+作业”下沉到中学课堂
教育如何适应AI时代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李瑞璇
记者 樊未晨

这位“大一萌新”，刚上大学

就摘得金奖。

在前不久结束的首届全国大学

生职业规划大赛北京市总决赛的成

长赛道中，作为年龄最小、年级最

低的选手， 19 岁的中国人民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 2023 级本科新生吴

芸曦一路冲进总决赛，最终捧起金

奖奖杯。

在背后支撑她的，是对理想的

不懈追求——在澳门长大的吴芸

曦，职业规划是成为一名澳门与粤

港澳大湾区的政策研究员。

这个职业规划萌发于她初中时

的一次阅读经历。“ 《中国历代政

治得失》是一本既讲历史、又讲政

治制度的书，可以说是一面‘双重

镜’。”吴芸曦说，通过阅读这本

书，自己了解到中国传统政治制度

的变迁历史。

吴芸曦的家庭对她也有很深的

影响。从小到大，吴芸曦经常与家

人边吃饭边收听时事新闻，一同对

时事进行讨论和分析。在这样的家

庭氛围影响下，吴芸曦对国家外

交、政治政策产生了兴趣，慢慢有

了成为政策研究人员的初步想法。

高中时，吴芸曦加入澳门规模

最大的学生社团“澳门中华学生联

合 总 会 ”（以 下 简 称 “ 澳 门 学
联”）。社团活动帮助她增进了对

澳门社会和发展的了解，明确了自

己的职业规划。

加入澳门学联不久，吴芸曦得到

一个到马来西亚实地交流的机会。

在这次活动中，吴芸曦对横亘

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之间的柔佛海

峡印象最为深刻，“海峡极为狭窄，

仅需几分钟便可实现两岸通行”。

吴芸曦说，站在海峡边眺望彼

岸，听着导游讲解两国的历史和政

治背景，“距离如此近的两国竟有

这么大的政治、宗教、文化差异，

这也激发了我研究国与国之间政治

外交的想法”。

澳门的中学有许多政治、外交

类的活动和比赛，参与这些竞赛活

动，让吴芸曦对政治研究的兴趣愈发浓厚。

追求梦想的路上，吴芸曦也曾遇到“难关”。

2021年，她参加了由外交部驻澳门公署和澳门特区

政府联合举办的第 12 届澳门青少年外交知识竞赛。

面对长达 1 年的备赛、新冠疫情反复、知识壁垒、

临时换队友……吴芸曦也曾萌生退意。但是，一想

到自己对理想职业的追求，她还是咬牙坚持，最终获

得大赛冠军。

从高中二年级起，吴芸曦担任了澳门学联的副理

事长。她活跃于这个拥有 1.7万多名成员的组织中，积

极团结澳门青年学子，策划、组织了多项探访活动。

2023年 1月，吴芸曦确定被保送中国人民大学国

际关系学院。这之后，她全身心投入到澳门学联的社

团活动中。当年，在庆祝五四青年节的契机下，她与

同伴组织了新冠疫情转段后第一场澳门青年深入大湾

区的实地考察活动，带领 20余名澳门青年学子到横

琴和广州参访。

这次参访让吴芸曦了解到大湾区升学、就业、创

业等信息，也让她更明确自己未来道路的选择。

进入大学后，吴芸曦将更多时间投入到与职业理

想相关的活动中去：在论文比赛中，她将“一国两

制”与双循环、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人才引入及澳门

经济适度多元等话题作为自己的选题；在职业规划大

赛备赛的过程中，她立志成为澳门与粤港澳大湾区政

策研究员的职业目标越来越清晰；在实践锻炼方面，

她计划暑假回到澳门参与实习，持续积累经验。

在吴芸曦看来，要想在自己选择的职业方向上有

更好的发展，要对社会有更丰富的认识。“我觉得跳

出舒适圈，勇于尝试新鲜事物这一点非常重要。”吴

芸曦说。

实际上，在成长过程中，她一直热衷于不断打破

舒适圈、挑战新事物。身为同学眼中的“活跃分

子”，社团中、各项比赛中总能看到她的身影：武术、

书法、田径、舞蹈、羽毛球、五子棋……

进入大学后，吴芸曦继续保持着“斜杠”特质。

计划在大一修满 64个学分的她，还参加了中国人民

大学青年启航发展中心、职业培训部与创新创业部、

校学生会组织联络部 3个社团。对于吴芸曦来说，这

3个社团都是全新的领域。

不过，这么多活动并没有动摇吴芸曦的选择：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我认为我最大

的优势就是设立目标之后不惧挑战，持之以恒地前

进。”说这句话时，吴芸曦抬起手做了个向前的手势。

吴芸曦的微信朋友圈挂着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中的一段话：“一个人的生命是应该这样度过的，当他

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

碌碌无为而羞愧；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才能够说：‘我

的生命和全部的经历都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

这是吴芸曦很认同的一段话，也是她的座右铭。

“发出如初升晨曦般温暖光亮的孩子”，这是吴芸

曦父亲对她的期待，也是她对自己的期待，“希望自己

能够成为芸芸众生中给大家带来晨曦与希望的人。”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杨 洁

近日，在《中国诗词大会》的现场，

4对身着秦汉、盛唐、宋、明婚服的“新

人”缓缓走来，或头上戴花钗、角梳，或

以三白妆和珍珠妆饰面，或身着凤冠

霞帔，或玄衣纁袡、执手盟誓。在这四

朝婚服的背后，是北京服装学院服装

艺术与工程学院服装文化与设计创新

研究中心教授梁燕带领团队两个多月

的持续奋战。

如今仍然盛行的大红吉服、凤冠

霞帔婚服原是与明代婚服有着颇深

的渊源。梁燕团队翻阅了《大明会典》

《续通典》《明史·志·卷四十三》《明

史·舆服志》等古籍资料，查看了江西

高安胡镇墓出土文物、北京定陵出土

文物、山东孔子博物馆藏品等，才让

明代多个官阶的婚服形式更清晰。

“古代婚服复原首先要考虑各朝

代的官阶区分和社会背景差异。”梁燕

介绍，但相较于前面的朝代，明代婚服

的“摄盛”之风更甚，即婚礼时可穿着

超越婚服等级一级的婚服，以示贵盛。

如五品、四品官员可以身着三品

官阶婚服。庶民也可以在那一日身着

低官阶的婚服，三品官员的新娘盖头

和新郎披红中内含喜字并蒂莲纹样，而

并蒂莲织金妆花缎原是明代孝靖皇后

大婚时所穿礼服中纹样。梁燕认为，这

也进一步说明，“明代婚礼允许出现

‘逾制’现象”。

与电视剧婚服呈现不同，团队更

侧重对古代婚服最大程度的精准还

原和文化脉络研究。如电视剧《知否

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中，明兰出嫁之

时，故事背景设定为北宋时期，延续了

“红男青女”的唐代婚服形式。女子身着

青绿色嫁衣，男子则穿绛红色婚服。

而北京服装学院团队完成的宋

代婚服均为红色。梁燕解释，是因为

“自隋唐以后，官服颜色也有了更为明

确的衣冠制度和礼制要求”。团队复原

的宋代婚服为南宋时期五品官员所穿

的，该品阶官员可以身着绯色服饰，七

品以上官员则是服绿色。南宋时，考虑

女子婚服从夫官服，故而五品新郎新

娘婚服均为绯色（红色）。

一个不同的现象是古代婚服并

不都尊崇大红大绿。如秦汉时代尊

“天地玄黄”，当时人们认为黑色代表

幽远无穷的“天”，所以婚服颜色为玄

色（即微微透红的黑色），更显庄重。

秦汉婚服头饰相对而言也更显得

端正。梁燕团队在古籍里查找了不少

文字。研究团队根据史料记载，以及宋

绘的帝王冕冠资料等综合考量，复原出

秦汉婚服中的平正端方、近长方形的男

子头冠；女子则复原了当时的“垂云

髻”发型。

不仅各个朝代的头饰各不相同，

就连衣服的吉祥纹理也大有讲究。北

京服装学院艺术专业服装设计与管理

方向 2022 级研究生陈倩倩参与绘制

秦汉纹样，“秦汉以出土文物‘双人对

舞鸟兽纹’为基础进行复原，寓意成双成

对、吉祥美满。而唐代婚服纹样以宝相花纹

为基础，蕴含吉祥如意寓意；宋代纹样则

多选用连枝花卉类纹样，有新人同心之意；

明代以杂宝花纹为袍服主体纹样，除吉祥

寓意以外，满地暗花纹更显沉稳端庄。”

梁燕进一步解释，作为婚服中重要

的展示元素——纹样的复原不仅需要考

究历史文化背景，也需要思考纹样在服

装上的放置位置、形式、尺寸，还要考虑

当时的纺织工艺和技术背景。

但要复原古代婚服，难点便在于古

籍、古画之间信息的残缺与差异。在制作

唐代大袖连裳的婚服时，团队从盛唐敦

煌壁画《婚嫁图》中获知，新娘的婚服为

襦裙制。与之有差异的是，古籍中写道：

“凡婚嫁花钗礼衣，六品以下妻及女嫁则

服之。礼衣则大袖连裳，青质，素纱中单、

蔽膝、大带；以青衣带、革履、韈。”

梁燕解释，对于这种图文存在信息

不吻合的现状，在复原中需要通过多重

证据法，通过文字和图片的交叉验证才

能越来越接近历史真相。通过验证，最终

团队将唐代新娘的服饰形制确定为青色

的襦裙样式。

游走古今之间，埋头古籍、文献与古

画之中，历时两个月，梁燕带领团队参考

全国 40 余所博物馆馆藏的 110 余件文

物、200 余册古籍及文献资料、300 余张

书画及壁画图片，围绕服装与礼制的关

系，服装形制、用色、纹样复原、面料选

用、模特妆容打造等，完成秦汉 10 件服

装，唐代 12件服装，宋代 11件服装，明代

13件服装，共计 8套婚服、46件服装的婚

礼服饰研究与复原。

“古代婚服的研究不仅用现代技术

手段再现了古人的审美和社会礼仪，更是

对传统文化发展史的脉络梳理。”梁燕说。

《中国诗词大会》节目播出后，手执

婚书、团扇掩面、共系同心结、执杆掀盖，

不同朝代的“新人”跨越时空，从文字之

中走出来，惊艳大众。不少网友留言，惊

叹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精美绝伦。

在参与复原工作之中，北京服装学

院设计学专业服装设计与管理方向

2023级研究生于露雅发现，部分朝代的

妆容和服饰也成为当下时尚搭配中的热

门元素，“如宋代女子常见的珍珠妆成为

了复古妆容之中的元素。而明代婚服中的

马面裙也变成新中式时尚潮流，成为部分

年轻人休闲甚至是工作之中的穿搭”。

“‘文化自信’并非是一个口号。”在

梁燕看来，当复原后的古代婚服走入大

众视野，越来越多的百姓不仅看到了中

国传统文化审美基因，也理解了中国传

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如今，除了关注传统婚服复原工作

之外，梁燕团队也正在推进中国传统文

化创新设计的项目，思考如何把中国风

和现代通勤服饰结合起来，从实用性、功

能性层面作适当改良。

在梁燕看来：“激活传统的服饰文化

符号，让中国传统服饰之美走进寻常百姓

家，才是未来传统文化活化创新的归处。”

北服团队：让四朝婚服从古籍里走出来
创新传统文化的归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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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婚服。 北京服装学院供图

宋代婚服。 北京服装学院供图

盛唐庶民婚服配伍。 北京服装学院供图 秦汉婚服配伍。 北京服装学院供图 18明代纹样复原（部分）。 北京服装学院供图

团队合影。 北京服装学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