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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在实践中建立规范
论文的原创性是重要的边界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副院

长周葆华认为，总体看，AI 目前其

实主要适合做一些辅助工作，比方

说语言的翻译、文字资料的初步梳

理等，本身的能力尚无法承担创造

性较大、高质量的学术研究工作。

而学位论文是人的学术创造性活

动，需要理论创新、一手资料的实

地收集等，AI 目前都是很难做到

的，因此，还是把它定位在一个辅

助性的角色，同时需在实践中逐步

建立、完善这方面的规范。

“学位论文包括其他学术论文，

都强调作者的原创性，所以，从学术

规范、原创性的角度来讲，其实也不

能依赖生成式AI的使用，主体不可

能也不应该由AI生成，因为生成式

AI的背后是根据以往人类知识和数

据的积累，所产生的概率性结果。”

周葆华认为，从核心原则上来讲，应

保持论文的原创性，同时对他人和

以往成果、版权等应给予尊重，这是

重要的边界；另外从规范性角度来

说，如果在研究过程中应用到AI作

为辅助，也应当有清晰的标注和说

明。

与其制定限制性规则
不如改进现有教育教学办法

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副院长严宇鸣认为，AI 技术的运用

在未来只会越来越普及，学校对于

学生提交作业、论文的质量评定尤

其是辨识其原创性的难度将会更

大，作为教书育人的老师，要在“育”

字上做文章，让同学们使用有“度”。

“其实，早些年的同学作业中就

有这类问题，AI 直接生成文本其实

只是一种技术更新，同学们更往前

就是采用‘复制粘贴’办法，在作业

中拼贴材料，现在无非是将这个步

骤更加人工智能化了，可以直接生

成文本了。”严宇鸣认为，与其“堵”

不如“科学引导”。“我个人鼓励学生

拥抱新技术，通过AI方式更加便捷

获取外部信息，更加高效处理基础

信息，但也坚决反对学生直接使用

AI生成文本，或者简单编辑，添加几

处标题，就变成了自己的文字表

述。”

在严宇鸣看来，作为教师，在

这一问题上也应有自觉反思。“当

我们的学科培养更多地关注学生

论文内容，予以更加有针对性的评

价与反馈，学生也会自然意识到相

应文本的原创性价值，倍加珍视其

过程性探索意义，会自觉地反感、

抵制 AI 技术对于自身意愿表达的

简单替代。”严宇鸣说道。

严宇鸣特别强调，作为校方管

理部门尤其是教师，与其制定各项

限制性规则，不如更好改进现有教育

教学办法，研究探讨如何更进一步激

发学生表达意愿，如何更为有效带动

学生自主思考问题积极性的教学办

法，对于AI技术的运用是一种配套手

段，对其予以鼓励或限制都应更多立

足于“育人”这一根本目的。

国内多所高校就“用AI写论文”发布最新“补丁”

比“一纸禁令”更重要的是什么？

2024年高校毕业季即将到来，随着近年
来AI工具的兴起，学生们的热议话题又多了
一项：你使用AI写毕业论文了吗？不少国内
高校先后发文，就学生如何在毕业论文中使
用生成式AI说“不”，并进行论文AI代写检
测，也就是用“AI检测AI”。

青年报记者进一步调查获悉，在上海高
校中尚无明确这样针对AI使用的“补丁”通
知，大多数以日常导师的口头提醒为主。AI
主要扮演辅助角色并需在实践中建立规范，
以及背后价值观的正确建树，成为高校专家
集中的声音。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实习生 林千惠

多所高校就AI发布
最新“补丁”通知

4月 28日，福州大学教务处发布通
知，决定对2024届本科生毕业设计（论
文）进行AI代写的检测，检测结果将作为
成绩评定和优秀毕业论文评选的参考依
据。通知中介绍，此举是为了“进一步加
强学术道德和学术诚信教育，营造良好
的学术生态，规范学生科学合理使用生
成式AI技术，杜绝人工智能代写、剽窃、
伪造等学术不端行为，加强对毕业设计
（论文）质量监控与管理”。

湖北大学本科生院也在上月发布通
知，宣布在本科毕业学生毕业论文审核过
程中试行加入对文章使用生成式AI风险情
况的检测，如发现该论文检测结果为“AI代
写高风险”，教师应指导学生进行修改。

记者了解到，上海高校方面，虽然目
前没有明文通知，但从学生进入论文开题
开始，学术规范便会反复被提及。同时，
已有院校正在制定AIGC的规范使用指南。

目前，华东师范大学的传播学院和通
信与电子工程学院已经在试点，要求学生
规范使用AIGC。比如，传播学院要求学生
在使用时要遵守AIGC开发者使用法规；符
合学术道德规范；使用AIGC时应进行标注；
对AIGC生成的内容进行必要自查；遵循学
科相关AIGC使用规定；遵守教师课程要求。

此外，该校研究生院正在牵头制定
学生规范使用AIGC的指南，此举也是提
醒学生对生成内容自查，同时帮助学生
提高批判性思维与能力。与此同时，目
前市场已推出了针对毕业论文使用AI工
具的查重工具，如知网便附带有AIGC查
重工具，可快速识别疑似AI生成内容。

早在2023年12月就有媒体面向全国
高校学生发起关于AI工具使用的问卷调
查，其中84.8%受访者曾使用过AI工具。
调查显示，AI工具已被受访者应用于资料
查 询（61.30%）、翻 译（58.31%）、写 作
（45.75%）、计算（28.21%）、制表（17.49%）、
绘图修图（26.36%）、音视频生成（24.28%）、
PPT制作（24.83%）等多种学习、生活场景。

采访中，不少毕业生向记者坦言还
是用到了一部分基础功能。在创意写作
专业的研究生小王看来，AI工具是个好
辅助，对她毕业论文的格式规范起到了
很大帮助：“毕业论文的参考文献动辄大
几十个，如果你一个去一个改它的格式
非常麻烦。”写毕业论文时，她经导师推
荐，使用了一款针对论文修改的AI工具，
用其检查毕业论文格式，由此极大地提
升了自己的检查效率，避免了许多无用
功。同时，在完成毕业论文过程中，她的
思维难免有枯竭之处，语句也偶尔会随
着灵感的钝涩而变得干枯，这时候AI就

成了她的救命稻草。她会将自己写的词
句输入给AI，向它下达指令，让它帮忙润
色，看是否能从中得到启发。

小严是沪上一高校广告设计专业的
应届毕业生，在AI工具使用上，也有与小
王类似的操作和想法，只是使用方法不
同：“我想要画一个什么东西，但是我找
不到资料，或者说找不到合适的构图，我
就给AI说我想做一个什么样的东西，详
细描述，它就会给我很多图。”他会从中
挑选出合适的图进行参考，观察它的配
色和元素，从中获取灵感。

“我的导师很赞同我们使用AI作为辅
助工具。”小严回忆说，因为目前广告设计
面临“设计危机”，如今市场上许多公司已
使用AI作为辅助调整图画设计，如果拒绝
使用AI，等同于拒绝市场，“科技不断发展，
既然已往前走，便要顺应时代。”但小严的
导师也强调，绝不赞成学生在毕业论文使
用AI，这对毕业设计而言是偷懒，同时也不
利于毕业生信誉。

尽管AI工具作为辅助手段，似乎极
大地提升了学生们的工作效率，更好地
帮助自己完成了工作，宋同学却认为，AI
工具无法给自己的毕业论文提供多少帮
助，她是个理科生，专业为软件工程，平
时主要是跑实验室写代码，她形容AI写
的代码为“牛头不对马嘴”，即写一段可
以，但要程序跑起来几乎不可能。

“我们班上有个男生在用，写出来看
上去特别不成样。”她也因此坚决认为，
AI工具根本无法使用到毕业论文中去。
她回忆，大学本科毕业论文在预答辩前
老师检查，有位同学使用了AI工具完成
文章，写得太过粗糙，当场被老师认出，
狠批一顿叫他重写。

社交媒体“小红书”上也有热帖指
出，用 AI 工具写出的论文很容易看出
来。AI会编造根本没有出处的参考文
献，搜索引擎根本搜索不到。还有本科
生博主晒出了用Chatgpt完成论文初稿

后AIGC查重率达96%的“血的教训”。
关于这点，小王深有感触：“让它推荐

文献的话不是很好用，它算力有限，能搜
到的资料库不是很多。”此外，AI书写的论
文通常僵硬、刻板，网友总结规律称，譬如
AI喜欢使用“首先，另外，此外”，写文案没
有主语，且内容空洞，全文充满空话，没有
任何例子。接触多了，并不难认出。

不仅是文本，当作为艺术设计工具
时，AI同样不是万能的。小严仔细回忆
一次课程作业，导师希望他们使用AI工
具，创作一组反映人的心理问题的图
画。他们采用的设计元素是具有毛绒质
感的拳击柱，想要传达温暖的氛围。而
AI生成的图像虽然具有一定的毛绒质
感，图像背景却过于复杂，柱子的形状和
颜色要么花里胡哨，要么黑暗诡异，和最
初设想南辕北辙，需要花费很多时间调
整。更不用说应用于体量更大，内容更
复杂的毕业设计或毕业论文。

极佳的辅助润色工具

AI论文“牛头不对马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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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GC查重工具。 本版均为网络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