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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平文委员：高校对待人工智能“堵不如疏”

近段时间，ChatGPT 掀起了人工智能的新一轮热潮，也引发了高教界的某种恐慌。

据报道，美国纽约和西雅图等地的公立学校、法国巴黎政治学院以及我国的香港大

学等高校都禁止学生使用 ChatGPT。

“我并不赞成一些高校禁止使用 ChatGPT 的做法，年轻人有使用高科技获取知识的

愿望，这是一纸禁令所无法阻挡的。”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武汉大学

校长张平文表示，“对待 ChatGPT 的使用态度应像治理洪水一样，堵不如疏。”

在他看来，相对于上一辈人，如今的年轻人作为“数字原住民”，当生活模式发生

变化时，更要用积极的态度理解和拥抱社会的进步。

从本质上说，ChatGPT 属于工具应用。“高校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引导学生，使其不

用 ChatGPT 替代本该自己进行的学术训练，不触碰学术规范红线，尽管这些学术规

范在未来可能会在技术的倒逼下不断改革。”张平文说。

张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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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挑战，如何培养学生是教育者需要深思的问题。

张平文指出，当下“00 后”学生生活在一个物理世界、人类社会、虚拟世界交融的

时代，他们有能力把三者融合得更好。很多学生在数字化方面的技能甚至超过了教师。

这是“师不如弟子”之处，教师要接受这一事实，不能居高临下，要虚心向学生学习。

在现实生活中，人与科技对垒的现象越来越多。他举例说，一名教师在课堂上授课，

学生如果觉得特别乏味，很可能马上放弃听课，转而在网上寻找同一课名的慕课。

谁讲得好就听谁的，这给教师教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尽管如此，张平文仍认为，

要采取开放态度，理解学生的行为，甚至向他们学习，在这个过程中更新教学方式，

实现师生之间融洽的互动。

他告诉《中国科学报》，在这个过程中，高校更要重视 ChatGPT 等人工智能所不能

代替的教育功能，要训练批判性思维，不要满足于算法推送的现成答案；要加强大

学人文教育，提高学生的人格养成和精神境界。

虚拟世界中有一个概念叫“信息茧房”，指一个人在虚拟世界中很容易因自身偏好

被某方面的信息包围，不像真实世界那样可以听到不同声音。“在虚拟世界里，算

法会自动帮人屏蔽掉一些信息，让人只看到想看的信息，而在物理世界中，想屏蔽

掉各种信息却不易做到。在明辨真相上，教育应发挥重要作用。”张平文说。

把现实与虚拟混淆是当下不少年轻人的通病。过度沉溺虚拟世界本就不利于一个人

的身心健康，不少心理问题的发生都与之相关。“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加强现实中的

人际互动，以及更加重视人文教育。”张平文指出。

他解释说，让学生了解虚拟世界本质的同时，高校更应让学生意识到什么是真正的“以

人为本”。网上听课与面对面授课有很大差别。从信息的双向交流看，课堂优于网络。

在课堂上，学生体会到的是以人为本的教育，从教师的一言一行中学习做人、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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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会他们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有教无类的职业素养，这体现了立德树人的本义。

此外，随着数字化、智能化的发展，对于学生人文素养的教育更需要加强。高校的

人文教育在未来会变得越来越重要。“特别是文史哲等学科，以及通识教育中的文

史哲课程，对学生的人格养成、精神境界的提升本就发挥着重要作用。未来，它们

的作用将会更加突出。人际互动和人文素质培养的必要性充分说明，数字技术无法

真正代替高校的环境育人作用。”张平文说。

来源：中国科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