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学生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现状与思考
——基于浙江大学的调查

李　艳　 许　洁　 贾程媛　 翟雪松

（浙江大学 教育学院，浙江杭州 310058）

[摘要]　本研究随机调查了 1190 位浙江大学本科生，通过描述统计、差异检验及事后多重比较等方法，

分析大学生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使用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表明，约七成受访者表示熟悉生成式人工智能；三

分之二的大学生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时间在 2022 年 12 月−2023 年 6 月间，四分之一的大学生开始使用生

成式人工智能的时间是 2023 年 7−11 月；五分之一大学生表示会经常使用，七成大学生表示会偶尔使用；大学

生使用最多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是 ChatGPT；使用最多的技术是文本生成技术；最常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

功能包括文本生成和信息搜索；约六成大学生学过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知识或技能；大学生使用生成式人工智

能的四大典型场景（课程学习、科研活动、日常生活以及升学求职）中，科研活动是最常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场

景；性别、年级、专业大类等变量会不同程度影响大学生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希望学校开设生成式人工智能

相关课程/讲座是大学生提出最多的建议。基于调研结果，本研究从高教管理部门、公司机构、高校和教师等

角度，提出未来高校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建议，以期为生成式人工智能融入高等教育教学实践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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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研究背景

自 2022年底 ChatGPT问世以来，生成式人工

智能在世界范围内受到了关注（朱永新等，2023）。
区别于之前的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

根据使用者的个性化需求自动创建内容（如图像、

文本和视频）（Ma & Huo, 2023）。以 ChatGPT为代

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不仅对人工智能领域产生了

极大冲击，也给各级各类教育系统带来诸多挑战。

2023年初，出于对大学生使用生成式人工智

能可能会产生不良后果的担心，全球多所高校出台

政策禁止学生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例如，法国巴

黎政治学院严格限制 ChatGPT的使用；印度将

ChatGPT列入考试禁止使用项目名单等（唐科莉等，

2023）。单纯的禁止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如果高

等教育机构一味采用禁止态度，未来专业人士的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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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技能终将不完整（吴青等，2023）。经过数月的探

索和讨论，全球越来越多高校意识到生成式人工智

能的使用势不可挡，开始积极探索通过安全、可靠

的方式将生成式人工智能融合到教育教学中。多

所高校发布了生成式人工智能使用指南。例如，中

国香港大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等为师生提供

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访问权限（Yu， 2023；NTU，

2023）。截至 2023年底，中国很多高校尚未明确发

布师生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相关指南或规范。

基于以上认识，本研究开展大学生生成式人工

智能使用现状调研，探讨不同性别、年级、专业大

类的学生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行为有无差异，并

收集使用建议，以期为生成式人工智能融入高等教

育以及制定高校教育改革政策提供建议。具体而

言，本研究旨在回应：1）大学生使用生成式人工智

能的基本状况如何？2）大学生在四大典型场景使

用生成式人工智能 的现状如何？3）不同性别、年

龄、专业大类的学生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有无差

异？4）大学生对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有哪些建议？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选取浙江大学部分本科生作为研究对

象。浙江大学学科门类齐全，设有哲学、经济学、

法学、教育学等 13个学科门类和 39个专业学院

（系），这些学科门类和专业分别归属在七个学部

（人文学部、社会科学学部、理学部、工学部、信息

学部、农业生命环境学部和医学部）。2023学年，

在校本科生 2.9万余人。

 （二）问卷工具

基于已有文献，本研究编制了“大学生生成式

人工智能使用现状调查问卷”（见表 1）。问卷分

四部分。第一部分为学生基本信息，包括性别、年

级、专业大类等，共 5题。第二部分旨在了解大学

生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状况，共 7题。第三部分

用于了解大学生在四大典型场景使用生成式人工

智能的状况，共 17题。典型场景和具体内容的确

定源自文献梳理及针对十余名本科生的半结构化

访谈结果，涉及课程学习、科研活动、日常生活和

升学求职四大典型场景。第四部分为开放性问题，

目的是了解大学生希望高校有哪些作为，助力他们

更好地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

 （三）数据收集

本研究通过公共在线问卷平台——问卷星发

放，调查问卷回收时间为 2023年 11月 15—25日，

共回收在线问卷 1380份。删除相同答案占比较高

的问卷（Rafique et al., 2020），本研究最终收回 1190
份有效问卷，有效率达 86%。结果显示，参与调研

的 1190位本科生中，男生占 50.25%，女生占 49.75%。

年级分布为大一学生占 25.04%，大二学生占 25.29%，

大三学生占 22.02%，大四学生占 27.65%。专业分

布依次是医药学部学生占 27.82%、社科学部占

16.81%、工学部占 14.20%、理学部占 12.86%、农业

生命环境学部占 10.67%、人文学部占 9.92%和信

息学部占 7.73%。本研究采用 SPSS25.0软件，通过

描述统计呈现大学生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现状，
 

表 1    调查问卷基本构成

问卷部分 内容

学生基本信息 性别、年级、班级、学习终端使用情况、主要在线学习方式等（共 5题）

学生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

基本情况

学生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熟悉程度、开始使用时间、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工具（多选）、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术

（多选）、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频率、最常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功能（排序题）、学习生成式人工智能知识或技能的频率

（共 7题）

四大典型场景使用生成式人

工智能的现状

场景 题数 题项样例 等级

课程学习 4 我会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回答课堂上老师的提问。

1=完全不符合；3=基本符合；5=完全

符合

科研活动 5 我会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辅助我选择研究问题。

日常生活 5
生活中遇到困难（如饮食、理财、社交），我会求助生成式

人工智能。

升学求职 3 我会让生成式人工智能帮助制作或改写简历。

开放题 为了更好地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您有哪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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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方法呈现使用生成式人工智

能在不同调节因素上的差异。

 三、研究结果

 （一）大学生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基本情况

调研发现，超过七成的大学生（72.77%）表示熟

悉生成式人工智能。三分之二的大学生开始使用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时间在 2022年 12月—2023年

6月间（67.05%），四分之一的大学生开始使用生成

式人工智能的时间是 2023年 7—11月（26.47%），

小部分大学生表示没有使用过（6.47%）。大学生使

用最多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是 ChatGTP（83.45%），

其次是文心一言（36.72%）、New Bing（30.50%）和讯

飞星火（9.75%）；最常使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

是文本生成（90.50%），其次是图像生成（35.21%）、

语音生成（9.08%）和视频生成（5.71%）。在使用频

率方面，超七成大学生（71.76%）偶尔使用，经常使

用的占 21.51%，从未使用过的占 6.72%。大学生

最常用的功能是文本生成（43.19%）和信息搜索

（36.89%），少数大学生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进行

语言翻译（4.87%）、对话互动（4.29%）、语法检查

（2.18%）、调试代码（2.52%）等。6.89%的大学生经

常学习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知识或技能，超过一半

的大学生（53.87%）偶尔学习生成式人工智能的

知识或技能，近四成大学生（39.24%）从未学过（见

表 2）。
 （二）大学生在四大典型场景使用生成式人工

智能的状况

本研究调研了大学生在课程学习、科研活动、

日常生活、升学求职四大典型场使用生成式人工

智能的状况（见表 3）。平均而言，科研活动场景得

分最高（M=3.03，SD=1.08），之后依次为课程学习

（M=2.85，SD=1.06）、日常生活（M=2.20，SD=1.01）
和升学求职（M=1.39，SD=0.69）。本研究通过统计

分析选择“基本符合、符合以及完全符合”（以下

简称“符合”）和“完全不符合和不太符合”（以

下简称“不符合”）的大学生人数和比例，发现大

学生在四大典型场景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内容

及频率差异明显。

科研活动场景中， 72.5%的大学生使用生成式

人工智能辅助选择研究问题， 67.4%的大学生使用

生成式人工智能辅助题目、段落或全文写作；
 

表 2    大学生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状况

维度 题项 n 百分比（%） 维度 题项 n 百分比（%）

熟悉程度

不熟悉 87 7.31

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

技术（多选）

文本生成 1077 90.50

不太熟悉 237 19.92 图像生成 419 35.21

一般熟悉 485 40.76 语音生成 108 9.08

比较熟悉 324 27.23 视频生成 68 5.71

非常熟悉 57 4.79 其他 23 1.93

开始使用时间

2022年 12月以前 182 15.29 均未使用过 75 6.30

2022年 12月—2023年 3月 380 31.93

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频率

从未使用 80 6.72

2023年 4—6月 236 19.83 偶尔使用 854 71.76

2023年 7—8月 95 7.98 经常使用 256 21.51

2023年 9—至今 220 18.49

最常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功能

（排序）

文本生成 514 43.19

从未使用过 77 6.47 信息搜索 439 36.89

使用生成式

人工智能的工具

（多选）

ChatGPT 993 83.45 语言翻译 58 4.87

New Bing 363 30.50 对话互动 51 4.29

文心一言 437 36.72 语法检查 26 2.18

讯飞星火 116 9.75 调试代码 30 2.52

ChatGLM 42 3.53 均未使用过 68 5.71

Gamma 37 3.11 其他 4 0.34

Notion 人工智能 88 7.39
学习生成式人工智能知识或

技能的频率

从未学习过 467 39.24

其他 84 7.06 偶尔学习过 641 53.87

未填写 92 7.73 经常学习 82 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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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的大学生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翻译外文学

术文章或资料；62.8%的大学生使用生成式人工智

能提取文献的关键信息；55.3%的大学生会使用生

成式人工智能修改论文或报告文本。五个题项中

选择“符合”的人数都超过一半，说明生成式人工

智能已成为大学生科研活动的重要帮手。

课程学习场景中，74.6%的大学生使用生成式

人工智能查阅课程内容， 68.1%的大学生使用生成

式人工智能辅助完成课程作业，49.1%大学生使用

生成式人工智能回答老师的提问， 42.8%大学生会

让生成式人工智能评价作业和给予反馈。利用生

成式人工智能查阅信息和辅助完成作业的比例最

高，其次是辅助回答教师的问题以及评价作业和给

予反馈，说明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大学生课程学习中

发挥着重要作用。

日常生活场景中， 54.1%的大学生会问生成式

人工智能有关生活常识、社会、历史、地理、文化

等问题； 38.1%的大学生无聊时会和生成式人工智

能互动聊天；35%的大学生遇到困难（如饮食、理

财、社交）会求助生成式人工智能；29.2%的大学生

会让生成式人工智能设计多样化的娱乐内容（如猜

谜、游戏等）放松自己；24.9%的大学生会让生成式

人工智能提供心理辅导。由此可知，生成式人工智

能在大学生日常生活中扮演着一定的角色。

升学求职场景中，50.7%的大学生会让生成式

人工智能策划活动；43.3%的大学生会让生成式人

工智能制作或改写简历；29%的大学生会和生成式

人工智能互动模拟面试。这说明大学生在升学求

职中会寻求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帮助。

 （三）大学生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差异

本研究采用差异检验和事后多重比较等方法，

探究性别、年级、专业大类等因素对大学生使用生

成式人工智能的影响。

 1. 性别

独立样本 t检验结果显示，性别对大学生使用

生成式人工智能有显著影响：1）男生熟悉生成式人

工智能的程度（p=0.000<0.05）显著高于女生；2）男
生开始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时间（p=0.004<0.05）

 

表 3    大学生在四大典型场景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状况 （n=1190）

题项
完全不符合 不太符合 基本符合 符合 完全符合

均值 标准差
n （%） n （%） n （%） n （%） n （%）

课程学习 2.85 1.06

1. 我会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回答课堂上老师的提问 389（32.7） 217（18.2） 235（19.8） 256（21.5） 93（7.8） 2.54 1.34

2. 我会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辅助完成课程作业 194（16.3） 185（15.6） 269（22.6） 355（29.8） 187（15.7） 3.13 1.31

3. 我会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查阅与课程内容相关的信息 150（12.6） 152（12.8） 244（20.5） 425（35.7） 219（18.4） 3.35 1.27

4. 我会让生成式人工智能评价作业和给予反馈 440（37.0） 240（20.2） 219（18.4） 193（16.2） 98（8.2） 2.39 1.34

科研活动 3.03 1.08

1. 我会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辅助我选择研究问题 197（16.6） 131（11.0） 271（22.8） 420（35.3） 171（14.4） 3.20 1.29

2. 我会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辅助写作 186（15.6） 202（17.0） 251（21.1） 373（31.3） 178（15.0） 3.13 1.30

3. 我会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修改论文或报告 316（26.6） 216（18.2） 228（19.2） 286（24.0） 144（12.1） 2.77 1.38

4. 我会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帮助提取阅读文献的关键信息 262（22.0） 180（15.1） 234（19.6） 332（27.9） 182（15.3） 2.99 1.39

5. 我会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翻译外文学术文章或资料 242（20.3） 184（15.5） 222（18.7） 324（27.2） 218（18.3） 3.08 1.40

日常生活 2.20 1.01

1. 生活中遇到困难（如饮食、理财、社交），我会求助生成式人工智能 513（43.1） 262（22.0） 172（14.5） 171（14.4） 72（6.1） 2.18 1.29

2. 我会问生成式人工智能有关生活常识、社会、历史、地理、文化等问题 330（27.7） 216（18.2） 234（19.7） 281（23.6） 129（10.8） 2.72 1.37

3. 无聊时，我会和生成式人工智能互动聊天 491（41.3） 246（20.7） 188（15.8） 164（13.8） 101（8.5） 2.28 1.35

4. 我会让生成式人工智能设计多样化的娱乐内容（如猜谜、游戏等）放松自

己
625（52.5） 219（18.4） 147（12.4） 147（12.4） 52（4.4） 1.98 1.24

5.我会让生成式人工智能提供心理辅导 681（57.2） 212（17.8） 137（11.5） 110（9.2） 50（4.2） 1.85 1.19

升学求职 1.39 0.69

1. 我会让生成式人工智能帮助策划活动 401（33.7） 186（15.6） 213（17.9） 283（23.8） 107（9.0） 2.59 1.39

2. 我会让生成式人工智能帮助制作或改写简历 458（38.5） 216（18.2） 219（18.4） 205（17.2） 92（7.7） 2.38 1.35

3. 我会和生成式人工智能互动模拟面试 589（49.5） 256（21.5） 153（12.9） 135（11.3） 57（4.8） 2.00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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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早于女生；3）男生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频率

（p=0.004<0.05），高于女生；4）男生学习生成式人工

智能知识或技能的频率（p=0.004<0.05），高于女生。

性别对大学生在三大典型场景使用生成式人

工智能也存在重要影响：1）课程学习（p=0.004<0.05），
2）科研活动（p=0.001<0.05），3）日常生活（p=0.079<
0.05）。其中，男生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明显多于

女生。男女生在升学求职场景中使用生成式人工

智能的行为没有显著差异（见表 4）。
 
 

表 4    不同性别大学生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差异

性别
课程学习 科研活动 日常生活 升学求职

M ± SD M ± SD M ± SD M ± SD

男（N=598） 2.94±1.09 3.13±1.07 2.27±1.03 1.43±0.69

女（N=592） 2.76±1.02 2.93±1.07 2.13±0.99 1.36±0.69

t 2.912 3.204 2.274 1.756

p 0.004** 0.001*** 0.023* 0.079

　注：*p < 0.05，**p<0.01，***p≤0.001。
 

 2. 年级

方差齐性检验结果表明，不同年级大学生使用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现状满足方差齐性条件（sig>
0.05），故本研究采用单因素方差进行差异分析：

1）不同年级大学生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熟悉程度

存在显著差异（p=0.035<0.05）。大三学生最熟悉，

大二和大一学生次之，最后是大四学生。2）不同年

级大学生开始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时间存在显

著差异（p=0.000<0.05）。大二学生最早使用，大三

和大四学生次之，大一学生使用最晚。3）不同年级

大学生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频率没有显著差异。

4）不同年级大学生学习生成式人工智能知识或技

能的频率没有显著差异。

年级对大学生在三大典型场景使用生成式人

工智能也存在重要影响：1）课程学习（p=0.000<
0.05） ，大三 >大四 >大二 >大一； 2）科研活动（p=
0.000<0.05），大四>大三>大二>大一；3）升学求职

（p=0.016<0.05），大三>大四>大二>大一。不过，不

同年级大学生日常生活场景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

的行为没有显著差异（见表 5）。
 3. 专业

方差齐性检验分析结果表明，不同专业大类的

学生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现状不满足方差齐性

条件（sig<0.05），故本研究采用 Welch’s ANONA方

法进行差异分析：1）不同专业大类大学生熟悉生成

式人工智能的程度存在显著差异（p=0.000<0.05）。
熟悉程度依次为：信息学部>工学部>社科学部>农
业生命环境学部>理学部>医药学部>人文学部。

2）不同专业大类大学生开始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

的时间存在显著差异（p=0.000<0.05）。使用时间先

后依次为：信息学部>工学部>社科学部>人文学部>
医药学部>农业生命环境学部>理学部。3）不同专

业大类大学生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频率存在显

著差异（p=0.000<0.05）。使用频率从高到低依次为：

信息学部>工学部>社科学部>农业生命环境学部>
理学部>人文学部>医药学部。4）不同专业大类大

学生学习生成式人工智能知识或技能的频率存在

显著差异（p=0.000<0.05）。学习频率从高到低依次

为：信息学部>工学部>人文学部>理学部>社科学

部>农业生命环境学部>医药学部。

专业大类大学生在四大典型场景使用生成式

人工智能也存在差异：1）课程学习（p=0.000<0.05）
 

表 5    不同年级大学生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差异

年级
课程学习 科研活动 日常生活 升学求职

M ± SD M ± SD M ± SD M ± SD

大一（N=298） 2.59±1.11 2.75±1.11 2.18±1.04 1.29±0.70

大二（N=301） 2.71±1.05 2.99±1.07 2.11±1.00 1.38±0.71

大三（N=262） 3.13±1.00 3.14±1.04 2.24±0.99 1.46±0.69

大四（N=329） 2.99±1.00 3.25±1.03 2.27±1.01 1.45±0.66

F 16.628*** 12.672*** 1.499 3.469*

事后多重比较 大三>大四>大二> 大一 大四>大三>大二>大一 —— 大三>大四>大二> 大一

　注：*p < 0.05，**p<0.01，***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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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使用程度依次为：信息学部>工学部>社科学部>
人文学部>医药学部>农业生命环境学部>理学部；

2）科研活动（p=0.000<0.05）的使用程度依次为：信

息学部>工学部>社科学部>医药学部>理学部>人
文学部>农业生命环境学部；3）日常生活（p=0.010<
0.05）的使用程度依次为：工学部>人文学部>理学

部>社科学部>农业生命环境学部>医药学部>信息

学部；4）升学求职（p=0.000<0.05）的使用程度依次

为：工学部>社科学部>信息学部>人文学部>理学

部>医药学部>农业生命环境学部（见表 6）。
 （四）大学生对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建议

310名大学生给出了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

建议（见表 7）。两名研究人员对建议进行编码发

现，频次最高的建议是开设生成式人工智能相关课

程或讲座，其次是防止滥用、规范使用生成式人工

智能、提供生成式人工智能使用渠道，以及加强生
 

表 6    不同专业大类大学生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差异

专业大类
课程学习 科研活动 日常生活 升学求职

M ± SD M ± SD M ± SD M ± SD

人文学部（N=118） 2.73±1.05 2.83±1.09 2.31±1.02 1.45±0.71

社科学部（N=200） 3.02±0.92 3.11±1.01 2.22±0.97 1.49±0.67

理学部（N=153） 2.66±1.12 2.96±1.16 2.29±1.19 1.43±0.75

工学部（N=169） 3.10±0.98 3.29±0.98 2.40±0.97 1.52±0.66

信息学部（N=92） 3.16±1.19 3.36±1.09 2.03±0.96 1.48±0.73

农业生命环境学

部（N=127）
2.70±1.15 2.77±1.13 2.10±1.00 1.20±0.67

医药学部（N=331） 2.72±1.03 2.98±1.05 2.09±0.97 1.28±0.66

F 6.054*** 5.562*** 2.844* 5.248***

事后多重比较

信息学部>工学部>社科

学部>人文学部>医药学

部>农业生命环境学部>

理学部

信息学部>工学部>社科学部>医药

学部>理学部>人文学部>农业生命

环境学部

工学部>人文学部>理学部>社科学

部>农业生命环境学部>医药学部>

信息学部

工学部>社科学部>信息学部>人文

学部>理学部>医药学部>农业生命

环境学部

　注：*p < 0.05，**p<0.01，***p≤0.001。
 

表 7    大学生对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建议（n=310）

编码维度 频次 范例

开设生成式人工智能相关课程/讲座 120
学生 A：建议增加开设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能课程

学生 B：开设如何高效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讲座

防止滥用、规范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 57
学生 C：建议辩证地采用生成式人工智能，不要滥用

学生 D：允许使用生成人工智能，但学生需要标注出来，让老师明白哪些内容来自生成式人工智能

提供生成式人工智能使用渠道 50
学生 E：提供免费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

学生 F：希望从官方渠道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

推广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使用 43 学生 G：学校应推广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使用

提高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功能 25 学生 H：使生成式人工智能回答问题更加人性化

关注抄袭、学术不端，避免侵权问题 17 学生 I：优化查重机制，严禁大段抄袭

开发个性化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 17 学生 J：建议学院训练自己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并对校内研究需求开放

减少低质量、重复性作业 16 学生 K：减少机械的、形式化的作业

布置创新性作业 7 学生 L：布置更具创新性课题，让生成式人工智能辅助基础工作

培养思维能力 7 学生M：必须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等能力

出台生成式人工智能指导规范 6 学生 N：制定生成式人工智能使用指导规范

增加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软件 2 学生 O：开发更多的可以免费使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软件

保护数据隐私 2 学生 P：适当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但要保护好学生隐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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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式人工智能使用。其他建议有提供生成式人工

智能功能；关注抄袭、学术不端、避免侵权等问题；

开发个性化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减少低质量、重

复性作业，布置创新性作业，培养思维能力；出台生

成式人工智能指导规范，增加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

软件和保护数据隐私等。

 四、结论与讨论

 （一）大学生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熟悉度、接受

度及学习需求均较高

参与调研的大部分学生熟悉生成式人工智能，

经常或偶尔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常使用的生成式

人工智能工具包括 ChatGPT、New Bing、文心一言

和讯飞星火等，最常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功能是文

本生成，其他还有图像生成、语音生成和视频生成

等多媒体内容生成功能。这说明大学生对该技术

的接受度较高，生成式人工智能已渗透进大学生的

日常学习和生活。可以预见，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

多媒体内容生成能力的提升，更多大学生会使用该

功能。此外，六成大学生偶尔或经常学习生成式人

工智能相关的知识与技能，可见大学生有较强烈的

学习生成式人工智能相关知识和技能的需求。

 （二）大学生在四大典型场景使用生成式人工

智能的频次有差异

在四大典型场景中，科研活动中使用生成式人

工智能最活跃。在科研活动的五个题项中，选择

“符合”的人数均超过一半，说明生成式人工智能

已成为大学生开展科研活动的重要助手。其中，超

七成大学生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辅助选择研究问

题，这说明作为较为理想的对话式学习工具（戴岭

等，2023），生成式人工智能能够生成具有创意性、

启发性的文本，启发学生思考，辅助学生探索研究

问题。约三分之二大学生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辅

助写作，翻译外文学术文献或资料。这与生成式人

工智能的文本生成功能、语言翻译功能契合，说明

大学生能较好地利用这两类功能。研究证实生成

式人工智能具有帮助研究者拓宽信息获取渠道，完

成各类耗时、重复性工作的潜力（刘宝存等，2023），
高校学生管理和科研管理部门有必要深入了解大

学生科研活动新动态，并制定相关规范。

课程学习是大学生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第

二大重要场景。四分之三大学生会向生成式人工

智能咨询专业名词，或与课程内容相关的资源等。

生成式人工智能成为辅助大学生完成作业的重要

工具，其文本生成功能可以帮助大学生完成重复性

的学业任务。由此可见，生成式人工智能正成为学

生完成作业的代理人，在帮助学生减轻课业负担的

同时，也对学生高阶思维发展带来挑战。因此，教

师有必要重新思考学生的作业设计问题（李海峰等，

2023）。较少大学生会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回答课

堂上老师的提问，可能是学生在课堂上会认真听课，

能够利用已有知识回答问题。少数大学生会使用

生成式人工智能进行作业评价和反馈，可能是由于

大学生缺乏这方面的意识，不认为生成式人工智能

可以作为评价工具，没有充分了解生成式人工智能

的潜在功能。

在日常生活场景中，生成式人工智能也发挥着

作用。超过一半的大学生会咨询生成式人工智能

有关生活常识、社会、历史、地理、文化等问题。

近三、四成大学生无聊时会与生成式人工智能聊

天互动，遇到困难或向其求助，还会让其设计多样

化的娱乐内容，四分之一大学生会让生成式人工智

能提供心理辅导。可见，调研证实了学者的判断，

即生成式人工智能正成为学生的个性化陪伴助手，

帮助学生解决生活中遇到的难题（陈玉琨，2023）。
同时，生成式人工智能已成为少数人群的娱乐工具

和心理辅导工具（宋韵雅，2023）。可以预见，生成

式人工智能在满足大学生个性化需求方面还会持

续发挥重要作用。

此外，生成式人工智能正在助力大学生的升学

求职活动。一半大学生会让生成式人工智能帮助

策划创意性活动，超四成大学生会让其制作或改写

简历，与其互动进行模拟面试。相对来讲，大学生

较少将生成式人工智能用于升学求职场景，这可能

是高年级大学生（如大四）才会有相关需求。本次

调研中，低年级学生对该场景的使用需求还不足。

 （三）不同性别、年级和专业大类的大学生生成

式人工智能使用存在差异

调研发现，不同性别大学生在大多数维度（生

成式人工智能的熟悉度，开始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

的时间，使用频率，生成式人工智能相关知识和技

能学习，在课程学习、科研活动和日常活动三大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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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场景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上存在显著差异。整

体而言，男生使用行为更积极。该结果与已有研究

一致（Volman & van Eck，2001），即男生在技术使用

方面明显优于女生。不过，男女生在升学求职场景

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使用没有显著差异，可能原因是

相对于其他场景，大学生在升学求职场景使用生成

式人工智能的整体水平偏低，性别差异尚未凸显。

不同年级大学生在多个维度（生成式人工智能

的熟悉度，开始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时间，在课

程学习、科研活动和升学求职三大典型场景使用

生成式人工智能）存在显著差异。整体而言，大三

学生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最熟悉，大一学生开始使用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时间明显晚于大二、大三和大

四学生，这主要因为大一新生 2023年上半年处在

高三备考期。在课程学习、科研活动、日常生活和

升学求职场景中，大三和大四学生使用生成式人工

智能的比例明显高于大一和大二学生，原因可能是

大三和大四学生熟悉高校的学习和生活环境，获取

信息和资源的渠道多于低年级学生，大一、大二学

生课业负担重，尤其是大一新生，入学后还需要适

应大学学习和生活。不过，研究发现，不同年级大

学生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频率、学习生成式人

工智能知识或技能的频率和日常生活场景中的使

用行为不存在显著差异。

不同专业大类的学生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

维度存在显著差异。在所有维度上，信息学部和工

学部的学生优势明显，其他专业大类的学生在不同

维度表现有异。这一结果与专业相关，信息学部学

生最易接触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学部学生涉及编

程知识、机器学习等课程，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有

优势。社科学部学生容易从专业研究动态中了解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影响力，会引发使用行为。相对

而言，理学部、医学部、人文学部和农业生命环境

学部等专业学生关注生成式人工智能相对滞后，使

用频率相对较低，

 （四）开设生成式人工智能相关课程和讲座是

大学生提到最多的建议

调研显示，为了更好地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

大学生提出最多的建议是开设生成式人工智能课

程或讲座，其次是防止滥用、规范使用生成式人工

智能。生成式人工智能是一把双刃剑，利用得好，

会给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带来便利和帮助；利用得

不好，会引发抄袭、作弊、传播虚假信息、削弱思

考力等问题。因此，大学生希望学校开设相关课程

或讲座。虽然大部分学生支持将生成式人工智能

用于教育教学，但强调要规范使用，不能削弱学生

的思考力。此外，很多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需要付

费，大学生希望能从官方渠道获得免费使用的生成

式人工智能工具。因此，大学生建议学校加强生成

式人工智能使用，关注抄袭、学术不端等问题以及

教师创新作业布置等，这些都为高校教学部门制定

生成式人工智能政策使用提供了思路。

 五、思考与建议

基于调研结果，本研究从高教管理部门、公司、

高校、教师等角度提出启示与建议。

 （一）高教管理部门应加强产学研合作，建设我

国的教育大模型

参与调研的大学生希望高校能有自己的生成

式人工智能平台，能为大学生提供免费的生成式

人工智能服务。现在大学生使用最多的是 ChatGPT。
然而，出于意识形态的风险，教育领域应避免直接

采用国外开发的 ChatGPT类通用大模型作为教育

辅助工具（贺樑等，2023），而应结合本土文化、意

识形态、教育理念和教学需求开发属于自己的、真

正开源和透明的教育大模型。此外，高校应出台生

成式人工智能指导规范，明确使用原则、技术支持

体系建设要求等，通过出台规范和部门层面的统筹

协调，促进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安全有效应用。

 （二）相关研发机构应完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

术，提高服务透明度

启发性内容生成、序列任务执行是生成式人

工智能技术最核心的能力（卢宇等，2023），但研究

显示，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感知拟人性没有对大学生

的使用意愿产生影响（翟雪松等，2023）。本次调研

发现，大学生建议“增强生成文本的拟人性，减少

机械化”，这表明生成式人工智能拟人性还不够强。

在完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方面，学生建议相关研

发机构开发可以免费使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网页，

增加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软件，使其融入大学生的

生活和学习。学生也希望研发机构或开发团队完

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时应以“人”为中心，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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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的透明度，保护数据隐私。这包括通过讲座或

发布指南的方式帮助高校、教育者和学习者理解

生成式人工智能如何给出特定结果或建议；如何追

踪和记录系统决策的过程；相关模型如何被训练、

调整和评估等。透明度的提高，能够加强人—机间

的信任，让用户能够参与并帮助检测和纠正潜在的

偏见、不公平或错误（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2023）。

 （三）高校应出台指导规范，开设生成式人工智

能相关课程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2023）发布了《生成

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高校可据此制定

符合本校需求的政策和指导规范，明确生成式人工

智能教育应用的范围、原则和准则。这些指导规

范将为教育管理者、教师和学生提供清晰的使用

指导，确保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应用符合教育教学的

目标和价值观。调研发现，大学生提出的生成式人

工智能使用建议中，频率最高的是希望学校开设相

关课程或讲座。因此，高校应响应学生需求，为其

开设相关课程或讲座。内容可以包括普及生成式

人工智能使用方法，介绍提示工程方法，为大学生

准确获得信息提供帮助。相关课程内容需包括使

用生成式人工智能伦理道德，让学生学会科学、合

理地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高校可以邀请技术人

员展示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于学习、生活等案例，

教师也可以提供应用式、场景式讲授。最重要的

是，学校应重新定义抄袭、学术不端等问题，优化

查重机制，做好监管工作，防止学生滥用生成式人

工智能。

 （四）教师应提升自身能力，设计创新性任务

教师作为知识传授者和科研工作者，要不断提

高能力素养，确保自身的主体性地位以及创新能力

不被技术所消解至关重要（刘宝存等，2023）。首先，

教师应自主参与生成式人工智能相关培训，学会使

用生成式人工智能连续有效地发问，熟悉生成式人

工智能的教学应用场景，了解生成式人工智能相关

伦理等。其次，调研结果显示，信息学部、工学部、

社科学部大学生以及大三和大四学生使用生成式

人工智能的频率较高，因此，对跨专业或跨年级课

程，教师可考虑让这些专业大类或年级的学生分享

他们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使用经验，以便让更多专业

和年级的学生理性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最后，生

成式人工智能的输出结果倾向于强化主流观点，由

此产生的知识同质化限制了创造性思维的发展

（兰国帅等，2023）。教师要重新思考书面作业的设

计，布置生成式人工智能不能完成但人类能完成的

任务（UNESCO，2023），如布置创新性作业，让生成

式人工智能辅助基础工作；鼓励学生开展创新性活

动或实践，激发学生的思考力、协作能力、批判性

思维和创造性思维等高阶思维。教师要注重对学

习者高阶思维的评价，建立高阶低阶融合贯通的教

学新模式（周玲等，2023）。根据布鲁姆目标分类理

论，教育者应减少对学生记忆、理解、应用等维度

的知识考核，增加对分析、综合、评价、创造等维

度达成度的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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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AI) Usage Status and its Implication: Taking

Zhejiang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LI Yan， XU Jie， JIA Chengyuan & ZHAI Xuesong

（ College of Education,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Abstract:  In  this  study,1190 undergraduate  students  from  Zhejiang  University  were  randomly
invited to an online survey on college students’ GAI uses and analyzed the possible influential  factors
through  descriptive  statistics, difference  tests, and  post-hoc  multiple  comparisons.  The  data  analysis
found that about 70% of the responders were familiar with GAI. Two thirds of them began to use GAI
between December,2022 to June,2023, and another one fourth began to use generative AI during July to
November,2023. According to the surveyed students, ChatGPT was the most used GAI tool, and the most
used technology was text generation technology. About 20% of students used GAI frequently and about
70%  of  students  indicated  that  they  used  GAI  occasionally.  The  most  commonly  used  functions  of
generative AI were text generation and information search. About 60% college students indicated that
they  had  learned  GAI-related  knowledge  or  skills.  Among  the  four  typical  scenarios  in  which  college
students  use  GAI (e.g., course  learning, research  activities, daily  life, and  further  education  and  job
hunting), Scientific  research  activities  were  the  most  frequently  used  scenarios.  Gender, grade, and
major  category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college  students'  GAI  uses.  The  most  common suggestion
made  by  college  students  was  to  provide  GAI-related  courses/lectures.  Based  on  the  findings, the
researchers  suggest  for  better  use  of  GAI  in  universities  in  the  future  from  five  perspectives, namely,
higher education administration departments, companies, universities, and educators).

Key words: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college students；higher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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