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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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的关注焦点还停留在大
学生用 AI（人工智能）写论文的利与弊
时，“AI+作业”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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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学生用上AI“作业帮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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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工智能平台的“聊天框”却开始逐渐向学
生的作业本“渗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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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的人工智能“作业帮手”。

值得关注的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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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与作业相遇后，很多学生
似乎找到了“秒出”文科作业答案的神器。

一些同学向记者透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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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人工智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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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班上有超过一半的同学都会用人工智
能来帮自己写作文。

有些同学甚至对人工智能和搜题软
件进行了比较。北京另一所中学的学生吴
晓觉得，借助人工智能虽然可以为写作文
提供思路，但比起搜题软件，人工智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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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人工智
能用起来比搜题软件更‘温和’一些，毕竟
有一个和人工智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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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把它输入给人工智能就很麻
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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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约更多时间。”

AI终究只是工具

不过在与人工智能多次互动后，不少
学生也意识到人工智能对自己学习的实
际帮助不尽如人意。

来自河南省的高二学生王珊坦白，自
己有段时间“过度依赖AI，缺少了独立思
考”。她说：“人工智能写出来的作文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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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仍然无法完全代替人脑
的创作思考。”

经过最初的好奇之后，现在王珊不会
再照搬人工智能生成的答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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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社会上的焦虑不同，一些教师对学
生使用人工智能持更为宽容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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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

“这种技术既然已经来了，那更重要的是
如何去引导”。李彬告诉记者，学生的真实
水平在老师眼里一清二楚：“人工智能确
实能帮助学生完成很多东西，但是最终靠
的必须是自己，我也会告诉孩子们要掌控
自己的人生。”

AI正在引发教育的深刻变革

在专家看来，人工智能技术的普及，
显著提升了教师和学生的工作和学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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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释放了人力去关注更核
心、更具创造性的任务”。

“人工智能正在引发教育的深刻变
革。”潘教峰表示，“随着人工智能的介入，
教育的形式和内容都在发生深刻变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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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研究
员张云泉看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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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教师”，甚至缩短义务教育的
时长。

不过，想要人工智能技术更好地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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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的使用，也
可能加剧教育的不公平。中国教育科学研
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认为，在已经普及人工
智能技术的框架下，如果借助人工智能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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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技
术仍然有门槛，善于使用人工智能的人跟
不善于使用人工智能的人之间本身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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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技术
的利与弊，只能看到方向性的趋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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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中国青年报》

不少中学生竟用AI做文科作业

“AI+作业”进入中学课堂
成又一个拍照搜题软件？

随着家电“以旧换新”各级
各类政策持续出台，商家优惠活
动频频，周围有人已先体验……

这段时间，要是不知道家电
以旧换新，就跟不上潮流。换新
后，废旧家电会去哪里？如何循
环再生？

第一站：回收

杭州余杭的一家废弃物回
收服务站里，放着冰箱、电视、电
脑主机等旧家电。

手机提示有居民下单，罗大
海师傅揣上工具包，骑着电动三
轮车就出发了。这个站点接收周
围小区的可回收物品，废纸、废
塑料很多，也有废旧家电。

离开居民的家，是家电踏上
回收旅程的起点。

罗大海在虎哥回收服务站
1号站点工作了好几年。这段时
间上门回收时，有居民开始问
他：“那个以旧换新是什么？”

快的时候，搬走一台家电，
是分分钟的事情。

但罗师傅也遇到过难题：某
次上门回收，到了居民家发现是
双开门冰箱，房门很小，冰箱抬
不出来，费了好几个小时，居民
还找了专业人员来拆门，才将冰
箱搬了出来。

由于还负责回收纸板、塑料
等，这个服务站平均每天可能要
接 50单，其中废旧家电在每月
10台左右。

“家电每个月都有的。”罗师
傅对着手机里的回收记录数着：
3月收了12台。这个月目前已经
收了 2台洗衣机、2台冰箱、1个
电视……

这可不是费力搬搬就可以，
还需要“脑力”。家电价值与内部
压缩机、硬盘、元器件等零件有
一定关联。

第二站：分拣

服务站门口，罗大海和同事
们将回收来的废弃物陆续搬进
车厢。浙江虎哥废物管理有限公
司总部，陆续有货车载着废弃物
驶入分拣总仓。称重、卸货后，师
傅将废旧家电信息登记入库，又
移至各个货框内。

厂房内一排货框分门别类
放着各式废旧家电，洗衣机有波
轮、滚轮的区别，空调按挂机、柜
机放置，电视则有老式电视机、
液晶显示屏……

公司的大数据信息屏上，更
为详细的数据记录着“居民”的
生活更新：4月17日当天接收电
器 29件；今年截至 4月 17日 15

时，该公司回收电视机 1195件、
微型计算机 732件、空调 92件、
电冰箱701件、洗衣机895件。

而回收到的一些古早型号，
也给工作人员带来“寻宝”的乐
趣。公司总部有个老旧物品展览
区，放着许多“古董”：旋转号盘电
话机、黑白电视机、打字机、古董
摄像机……作为再生资源，它们
价值有限，但情怀却延续久远。

第三站：拆解

分拣后，废纺类、废塑料类
流向服装公司、塑料制品公司
等。大型家电则会被送往专门的
拆解公司。入库、称重、赋追溯
码……“虎哥”收来的大型家电
出现在浙江盛唐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的拆解厂区。

盛唐环保将整个拆解厂区
分为电视机、冰箱、洗衣机等若
干条拆解线。“拆解就是要‘榨

尽’每个家电零部件的剩余价
值，所以要把‘精细化’贯彻到
底。”盛唐环保副总经理董磊表
示，“在我们的厂区，200多名员
工被分配在 19 个不同岗位作
业，小到一个塑料外壳都有专人
负责。”

细化的分工带来了极高的
运转效率。据董磊介绍，一台 25
寸液晶显示器的拆解时间在
220 秒左右，拆解最快的是冰
箱，“我们从德国引进了全套设
备，50秒不到，就能把一台完整
的冰箱分解为铜、铁、塑料等可
再利用材料”。

在前端回收量充裕的情况
下，盛唐环保每天能将约 10000
套废旧家电拆解完毕，拆下的零
部件被分类成 200 多个品类的
可再利用材料，流向下一级深加
工企业。

拆得快、拆得准就够吗？远远
不是。废旧家电拆解既有经济价
值，也有社会价值，后者可以体现
在对危险废物的回收拆解上。

董磊说，老旧的电子元件上
也有可重新使用的元素，比如电
路板上的贵金属。但电路板往往
伴有铅酸、树脂粉等对环境有害
的物质，不具备相关资质的厂家
在还原提炼的时候，可能让有害
物质进入环境中。

“在我们眼里，每一件老旧
家电都有可用之处。”董磊说，

“我们的任务就是把危险废物拦
截在拆解环节，把它们交给可靠
的深加工企业。”

第四站：再生

分类准确，关系到下游深加

工企业对该拆解材料的再利用
率，确保回收物以正确的方式去
对的地方。

董磊提到家电中常见的电
机，“有铝制的也有铜制的，两种
金属弄混了就会影响经济效益，
还会降低下游企业的生产效率，
这就要求拆解线上的员工有较
高的专业素养”。

安徽铜陵福茂再生资源利
用有限公司是盛唐环保多年的
合作伙伴。每个月，铜陵福茂会
购入约 5000吨—6000吨废旧的
冰箱、空调压缩机。公司管理人
员汪先生笑着说：“到我们这个
环节，都不按个来计算，要按吨
的。”

与家电换季节奏趋同，每年
6月至 8月，也是这个公司进货
量高峰期。压缩机在入厂前，其
零部件都已按规定进行破坏，以
避免流入二手市场。他们看到的
不是压缩机，而是切割后的铜、
铁、铝等金属。

金属的价值不言而喻，精细
拆解后，要么流向贸易端，要么
流向铜厂、铝厂、铁厂等。

每一台家电都会走向废弃，
有些把寿命都消耗在一户人家，
有些则几处流转见证过不同的生
活。看似没有生命的家电，也因此
承载了故事与情感：它或许来自
你的第一笔薪水，或许见证了一
场新婚，或许是孩子童年的朋友，
或许是长辈晚年的陪伴……

但不必担心，因为资源再生
系统的存在，新家电的一部分或
许就来自那位离开的“老朋友”。
离开家之后，废旧家电也能在回
收的奇妙旅程里，走向新生。

据央视

新一轮家电“以旧换新”开启

家里不要的“大块头”，到底去哪了？

回收中收到的回收中收到的““古董古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