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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式人工智能嵌入高校学风建设中的现状探究

杜　磊

江南大学人工智能与计算机学院　江苏无锡　214122

摘　要：本研究通过对 617 名学生的随机调查，通过描述统计、数据检验、相关性分析等方法，分析了学生在学习中使用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现状。研究表表明，78.11% 的学生使用过生成式人工智能完成学习任务；学生在完成课程任务、查阅知

识点、科学研究等学习情境中对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产生依赖；学生普遍认为生成式人工对学风建设带来便利的同时，也

存在弊端：在提高学习效率、丰富学习资源、改善学习方式、改变思维认知等四个方面对学风建设产生正响应，在学术精

神异化、师生关系质化、创新能力弱化、知识生产方式协同化等四个方面对学风建设产生反响应；研究进一步从发挥学生

主体作用、发挥教师主导作用、发挥学术道德教育作用等方面提出生成式人工智能融合学风建设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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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国内许多高校也出台相关的政策，禁止学生在课程设

计、专利论文等方面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但笔者认为，堵

不如疏，关键是要彰显科技赋能学风建设“为我所用”的转

向向度，核心要义是理清学生在学习中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

的使用现状，进而研究学风建设中的危与机，为进一步研究

如何构建人工智能视域下良好的学风生态提供基础支撑。

1. 研究设计

研究选取 5 所本科院校的学生为研究对象，涵盖工学、

理学、人文社科、设计等学科门类。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

问卷包含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学生基本信息，包括性别、

年龄、专业大类等，共 3 题；第二部分是关于学生使用生成

式人工智能频次现状的调查，共共 8 题；第三部分是关于学

生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场景的调查，共 16 题；第四部分是

关于学生在学习中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症结，共 5 题。

问卷采用 Likert 五级量表进行测量，题项包括“非常不

同意、不同意、不确定、同意、非常同意”，问卷的每个变

量参考多个量表以保证量表的有效性。

2. 实证分析

2.1 描述性分析 

研究共收回有效问卷 617 份，根据问卷第一部分可知，

参与调查的男性占 47.62%，女性占 52.38%，男女比例相对

均衡，不存在性别上的显著差别。

就学科门类而言，问卷中填写人数最多的是工学部，

占比为 39.64%，人文社科占比为 35.01%，理学部占比为

11.18%，设计学部为 8.53%。从年级分布看，617 份有效问

卷中，一年级学生占比 30.23%，二年级占比 23.32%，三年

级占比 18.13%，四年级占比 10.13%，研究生占比 18.19%。

概看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现状，有 96.38% 的学生听

说过生成式人工智能。有 78.11% 的学生使用过生成式人工

智能完成课程作业，其中有 56.23% 的同学认为它的使用提

高了学习效率，但有 43.77% 的同学也表达了对其在学习中

过渡使用的担忧。由此可见，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深度嵌入

到学风建设中，需要进一步研究学生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

场景及带来的现实体验。

2.2 信度和效度分析

为确保研究成果的有效性，首先对问卷进行信度和效

度检验。对收回的有效 617 份有效问卷进行 SPSS26.0 分析，

检测结果见表 1 所示：

表 1  问卷信度分析表

样本量 项目数 Cronbach a 系数
617 27 0.912

由表 1 可知，问卷整体的克隆巴赫系数为 0.912，大于

0.9，说明研究数据的信度质量较高。

问卷的整体效度分析见表 2：

表 2  问卷效度分析表

KMO 值 0.937
Bartlett 球形度检验 10396.261

df 300.000
p 值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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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可知，KMO 系数为 0.937，说明问卷的各变量之间

相关性较强；Bartlett 球形检验 p 值为 0.000，小于 0.01，说

明问卷达到显著性水平。

综上分析，问卷具有较好的信效度，可以进行后续因

子分析。

2.3 应用现状探析

为深入探析学生在学习中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的使

用现状，研究以“学生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是否产生了依赖”

为因变量，以问卷第三部分 16 个情景题为自变量，进行

Person 相关性分析，结果见表 3。

表 3  因变量与自变量之间的 Personfen 分析

Pearson 相关 - 标准格式 

29. 你认为你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是否产生了依
赖？

12.（情景题）在课程学习中，课堂上老师提问到您不会的知识点，您会求助于人工智能。 0.696**

13.（情景题）在课程学习中，您会借助人工智能来完成课后作业。 0.718**

14.（情景题）在课程学习中，您会借助人工智能来查阅不理解的知识点。 0.662**

15.（情景题）在课程学习中，您会借助人工智能来检查自己完成的作业并给与反馈。 0.665**

16.（情景题）在科研学习或毕业设计中，您会借助人工智能来辅助选题。 0.710**

17.（情景题）在科研学习或毕业设计中，您会借助人工智能来辅助写作。 0.683**

18.（情景题）在科研学习或毕业设计中，您会借助人工智能来降低论文的查重率。 0.660**

19.（情景题）在科研学习或毕业设计中，您会借助人工智能来列举参考文献。 0.495**

20.（情景题）在科研学习或毕业设计中，您会借助人工智能来翻译、阅读英文文献。 0.541**

21.（情景题）在日常生活中，您会借助人工智能来处理例如饮食、理财、社交等方面的困难。 0.478**

22.（情景题）在日常生活中，您会询问人工智能一些例如生活常识、社会、历史、文化等问题来扩充自己的知识面。 0.471**

23.（情景题）在日常生活中，您会由于无聊而找人工智能聊天来打发时间。 0.325**

24.（情景题）在日常生活中，您会让人工智能生成一些有意思的图片或者段子来取悦自己。 0.416**

25.（情景题）在升学或者求职中，您会让人工智能帮助制作或者修改简历。 0.527**

26.（情景题）在学校活动过程中，您会让人工智能帮助制作或者修改活动的策划方案。 0.561**

27.（情景题）在学校活动过程中，您会让人工智能帮助编写文案或者新闻推送。 0.455**

* p<0.05 ** p<0.01

通过相关性分析可知，“在课程学习中，您会借助人

工智能来完成课后作业”（r=0.718，p<0.01）、“在科研学

习或毕业设计中，您会借助人工智能来辅助选题”（r=0.710，

p<0.01）、“遇到老师提问不会的知识点会求助于人工智能”

（r=0.696,p<0.01）、“在科研学习或毕业设计中，您会借

助人工智能来辅助写作”（r=0.683，p<0.01）等情景题与因

变量“学生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是否产生了依赖？”呈显著正

相关，说明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深刻影响并改变学生的

学习生活。

在除学习领域之外的场景，如“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

询问一些与生活、百科相关的扩充知识”等问题均与因变量

的显著性关系不大，对比说明生成式人工智工具以“合作者”

的身份进入高等教育，并深度融合于学生的学习生活。

3. 研究总结与思考

任何新技术的产生，都具有两面性，生成式人工智能对

教育的影响不能一言以蔽之，应在不同的场景下具体分析。

学生在进行知识获取和科学研究时，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可

以降低知识获取的难度、便于研究内容的梳理、促进研究内

容的完善，由此可以丰富学习资源、改善学习方式、改变思

维认知、提高学习的效率。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在短时间为

学生带来海量知识、提供学习框架、搭建思维导图时，能否

产生有意义的学习，取决于学生是否善于对获取的知识进行

审慎检验和内化吸收。如果学生只是“拿来主义”，那便会

对传统教育的模式造成了冲击，引发诸多教育伦理风险，如

学术精神异化、师生关系质化、创新能力弱化、知识生产方

式协同化等应用程风险。

生成式人工智能是对高校学风建设产生正向促进还是

反向制约，取决于学生是如何利用工具的，利用的好会赋能

学习，否则会有学生完整性的被割裂的倾向。

3.1 充分发挥学生主体作用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是

人区别于动物和其他一切生命的根本特征 [4]。教育是传播和

学习人类文明成果，以促进个体社会化和个体个性化的社会

实践活动 [5]，是一项通过不断实践形成的体系化的人才培养

活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是根据人的预先设定程序去完成

特定的任务，只能按照设定的路径去执行，没有自己独立的

想法，没有实践的能力。而学习的实践，是在认识和把握规

律的基础上，融合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去涉猎知识、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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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知识、内化知识、应用知识，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每一个环节都有其存在的价值意义。由此，要想生成式人工

智能工具赋能教育发展，就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极

大调动起学生在实践中的思考、辨识、吸收和转化的能动性。

3.2 充分发挥教师主导作用

前述分析中可以看出，学生经常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

工具查阅知识点和教师提出的问题。一方面生成式人工智能

工具是根据预设程序进行解答，提供的信息是否前沿、全面

有待商榷；另一方面过渡使用会淡化教师在教育教学的主导

地位。首先利用好思政课程进行价值引导，让学生明确生成

式人工智能的“工具性”和“辅助性”。学习的过程要究其然，

更要究其所以然，要教育引导学生在利用“工具”得到想要

答案的同时，要去主动思考和内化。其次通过专业课程强化

知识供给，引导学生正确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教学中适当

设置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的案例，探究其技术背后的原

理，让学生充分认识到其利弊。同时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在

知识面的宽度等方面优于部分教师，但要明确其只能是辅助

地位，教师要利用其优势提升自己的教育教学能力，使学生

在利用“工具”得到答案时，有能力指引学生更进一步思考。

3.3 充分发挥学术道德的教育作用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人才

作为创新发展的有力支撑，在人工智能浪潮快速发展的时代

洪流中，如何保有正确的立场和观点是高等教育的首要责

任。高校要充分发挥学术道德的教育作用，提高学生的综合

素质，培育出具有家国情怀、具备创新能力、堪当民族复兴

重任的时代新人。首先以马克思主义道德观为基础，对学生

进行科学精神和方法论的教育 [6]，引导学生坚持求真务实的

做学问。其次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德法结合”的力

量，既从道德的角度对学生进行“自律”约束，又制定相应

的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的规范，对学生进行“他律”引

导。最后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角度出发，对学生进行反复

性、常态化的教育，使他们的行为举止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核心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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