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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我国部分地区相继发生地
震。与此同时，部分网民为博取关注、
吸引流量，编造传播一些不实信息，误
导公众认知，干扰救灾工作，造成不良
社会影响。

套路一：假冒权威
造谣者常常打着“某某知名专家”

“某某地震部门”或者“外国政府部门”
的幌子，以此为谣言披上看似可靠的外
衣。

长期以来，一则谣言在坊间流传甚
广：“我国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预测了
四个地震，三个都已精准应验，只剩最

后一个神秘之地悬而未决。”事实上，李
四光是基于历史资料和地质构造等指
出我国几个值得注意的地震带，并对这
些地区的地震大趋势作出了较为准确
的判断，但这些并不是通常理解的地震
预测预报。

套路二：无中生有
造谣者将一些日常的自然现象强

行与地震挂钩，比如“地震云”“天现红
光”“动物迁徙”等，其本有各自合理的
气象学、生物学或地质学成因，却被歪
曲为地震的前兆，误导民众产生错误联
想。

其中，广为流传的“地震云”，其实

只是生活中比较常见的高积云、层积云
或卷积云，在空中呈现为波纹状、鱼鳞
状或者放射状的形态。对此，中国气象
局、地震局等机构曾多次对此进行辟
谣，指出所谓的“地震云”与地震没有任
何关联。

套路三：危言耸听
2025年1月2日，宁夏银川市永宁

县4.8级地震发生后，有网民编造“凌晨
三点有大地震”“前进街一个老旧小区
楼震塌了”等谣言，让刚刚经历地震、惊
魂未定的民众再次陷入恐慌，也干扰了
抗震救灾工作的正常开展。

套路四：滥用AI

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发生地震后，
一张“被压在废墟下的小男孩”图片被
大量转发。经查证，上述图片是由AI
工具创作的，原始作者在2024年11月
18日即发布了相同画面的短视频，并
声明是AI生成。

谣言屡屡出现 成因错综复杂
因恐惧地震破坏力，人们一听闻相

关信息，精神高度紧绷，为求“安全感”，
极易轻信、传播谣言。同时，多数民众
不了解现有技术无法精准断言地震时
间、地点与震级，且对我国正规地震预
报发布途径、流程较为陌生，因此轻易
被误导。 据央视新闻报道

大学生作业“AI味儿”变浓，怎么管？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宋晨 杨湛菲 吴振东

大学生“雇”AI写作业

几秒钟输出一道简答题答案，5分
钟生成一篇结课论文，10分钟做完一个
PPT报告……在AI工具的帮助下，大
学生完成作业的效率相比从前大大提
高，他们甚至将AI工具尊称为“老师”。

学期末、结课前，是有的大学生求
助“AI老师”的高峰期。除公开免费的
AI工具外，有的学生还会购买专门的
AI写作、绘画等大模型，满足不同需要。

记者在网购平台搜索看到，店铺提
供的AI智能写作服务“五花八门”，总
结报告、万字论文、短视频脚本、广告文
案等文体各式各样；从几元的体验价到
几百元的次卡、月卡不等，销量几百上
千的不在少数。

有大学生表示，学期末所选课程作
业堆积在一起，赶上考试复习，不得不
用AI工具加快进度。同学之间会拼单
购买AI服务，大家会不同程度借助AI
完成任务。

麦可思发起的2024年中国高校师
生生成式AI应用情况研究显示，近三成
大学生使用生成式AI写论文或作业。

一线教学中的感受也很明显。“AI
生成的作业就像开水煮白菜，内容空
泛、千篇一律，‘一眼假’。”北京一所理
工类高校教师马骁（化名）说，这几年，
学生作业中的AI趋向更突出，很多时

候变成“老师出题，AI答题”。一些学
生作业全无独立思考，生成内容直接使
用，一旦问起来写的是什么，自己都不
理解。

对于大量使用AI工具写作业的现
象，学生也感到“槽点满满”。有大学生
在社交媒体上说，“偷懒”的小组作业成
员直接将AI生成的内容发过来，这些
内容空洞无物，导致自己的汇总工作异
常艰难，几乎要替他重写。

多位一线教师对此表示担忧：一方
面，对AI的使用一旦形成路径依赖，学
生可能会逐步失去独立思考能力、写作
能力；另一方面，一些AI生成内容存在
明显的常识错误和粗制滥造痕迹，助长

“应付”作业的不良风气，甚至形成学术
不端。

谁在助推用AI写作业？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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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AI生成内
容的“重灾区”。

“如果作业最终成果仅用于完成学
分，没有更深层次转化或公开，学生缺
乏外部监督和完成动力，‘AI含量’就
会上升。”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
教授赵甜芳说。

不少高校为此出台文件引导学生

合理使用AI工具。然而，如何规范新
兴工具服务学术实践，仍面临现实挑战。

马骁透露，针对学生过度使用AI
工具问题，学校出台了相关政策，但尚
无强有力的执行措施，一般都是靠老师
判断；如AI痕迹明显，则提醒学生修
改，否则将取消成绩。

曾有2年AI产品和游戏策划从业
经历，现就读于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
高等研究院的硕士研究生魏萱说，作业
内容是否经过AI润色，大多只能靠老
师经验识别；且部分高校规定的边界不
够明确，例如机器翻译等无碍论文原创
性的行为，似乎不应该被禁止。

就技术手段而言，中国科学院自动
化研究所研究员王金桥表示，目前可以
通过统计词汇丰富度、分析语法和句子
结构等，或利用语言模型分析来初步判
断文本是否由AI生成。但在实际应用
上，仍面临一些难点和局限。

“AI检测工具无法完全捕捉到人
类创造力的全部深度和细微差别。例
如将一些常规引用或普遍用语误判为
抄袭，而由于大语言模型无法识别未经
训练的数据，新造词汇、独特表述可能
会被当作异常处理。这会对学生的创
作积极性造成负面影响。”王金桥说。

赵甜芳认为，AI作业的流行，更深
层次原因在于传统教育理念与AI时代
教育需求尚未匹配。AI工具本质上是

信息的汇总器与整合者，由于人工智能
普及教育环节中“问题意识”与“事实核
查”训练不足，学生对知识的加工与反
思，过于依赖AI给出的答案。

如何让AI工具真正发挥价值？

记者从复旦大学教务处了解到，
AI工具使用规定发布一个多月，目前
仍处在试行阶段，将根据实际情况完善
相关细则。在执行过程中，将从学生、
导师、评审专家、答辩专家等多维度审
查毕业论文中AI工具的使用情况，严
格评估学生能否自如表达自己的研究
思路。

受访专家表示，合理利用AI可以
帮助学生更高效地获取信息、理解复杂
概念，一定程度上促进学习方式的革
新，宜“疏”不宜“堵”。

AI工具的使用，应更加注重平衡
效率和创造力。王金桥认为，高校在出
台相关规定时，要明确界定允许和禁止
的行为，避免模糊规定引发争议和误
解。还可探索建立有效的监管机制，如
对AI生成的内容进行审查、对使用AI
工具的学生定期考核等，确保学生在使
用技术时遵守学术规范和道德标准。

专家表示，高校教育应引导学生学
会评估问题价值、分析解决过程的逻辑
合理性，以及核验事实的准确性。

复旦大学教务处相关负责人表示，
目前教师使用AI工具辅助教育教学以
及学生通过AI工具提高学习效率已较
为常见。需要明确的是，AI工具的使
用须经教师同意，教师要帮助学生理解
AI工具的功能和局限性，强调这些工
具的辅助性质，告知学生AI工具使用
的边界等。

教师还应注重提升课堂教学质
量。赵甜芳建议，可引导学生自主选择
前沿议题，以此为线索串联起课堂知识
点，实现个性定制的专业学习任务，并
提升成果转化率；不仅能帮助学生更好
理解和应用AI技术，也为社会各行业
创新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未来可探索利用AI工具分析学生
的学习历史、表现和需求，生成个性化的
学习计划和推荐相应的学习资源，进行
教学过程自动化管理等，提高教学效率，
更好服务高校教育发展。”王金桥说。

■变味的作业。
新华社发 王鹏 作复旦大学近期发布《复旦大学关于在本

科毕业论文（设计）中使用AI工具的规定
（试行）》，明确列出了禁止使用AI工具的范
围，包括禁止直接使用AI工具生成本科毕
业论文（设计）的正文文本、致谢或其他组成
部分等，引发关注。此前，湖北大学、福州大
学、天津科技大学等多所高校也相继发布此
类规范AI工具使用的通知，部分高校还约
定使用范围与比例。

随着人工智能大模型应用普及，不仅是
论文，近年来大学生作业中的“AI味儿”也
变浓了：使用AI工具，仅需几分钟即可生成
一份看起来符合要求的作业内容。用AI工
具写作业情况如何？怎样在效率与创造力
中找到平衡？记者进行了调查。

识破这些地震谣言“伪装”斩断“灾难恐慌”源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