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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美观、怕麻烦
课桌椅“低配”现象很普遍

陈女士的儿子在上初二，已经长到 1 米 78。此
前，陈女士到学校开家长会时发现，学校的课桌椅跟
孩子的身高不符，坐着非常不舒服。

陈女士：课桌面积非常小，我坐着都会很不舒
服，何况孩子身高比我高得多。而且，孩子每天学习
时间很长，坐不合适的课桌椅会不会更不舒服？

陈女士所反映的情况并不少见。记者咨询了多
地的老师、家长和学生后发现，中小学课桌椅与学生
身高不匹配的现象十分普遍：

北京一位高中学生家长表示，学校三个年级使
用的课桌椅型号一样。

江苏一位高中老师透露，学校的课桌可调节高
度，但需要工具来进行拆装，学生自己很难调节，目
前看来全班的桌椅都是一个高度。

河南省长葛市教体局电教装备办主任石少华表
示，部分学校在管理过程过分追求美观和考虑维修
成本，而忽视了学生的健康需求。“桌子高低不一样

会影响整体的美观。固定式的桌子损
坏概率会小一些，因为结实，不容易晃
动。可升降的桌椅因为部件比较多，
损坏率相对大，维修成本会高一些。”

不良坐姿会影响学生健康
学校应提供更科学、更好用的课桌椅

2015年开始实施的推荐性国家标准《学校课桌
椅功能尺寸及技术要求》规定了课桌椅的11个型号
和与之匹配的适宜就座者身高范围。此外，各地也
出台了相应的课桌椅管理办法。记者了解到，有不
少学校根据学生的身高、体重等情况来分配不同高
度的课桌椅：

江苏南京市第九初级中学每个学年都会重新统
计一遍学生身高，通过电子表格来按身高匹配桌椅，
由班主任进行分配，学校也会根据学生的个性化需
求调整部分桌椅的高度。

福建泉州从去年开始启动中小学校教室课桌椅
配置改善工作，让课桌椅高度与学生的身高、坐高相

匹配，并鼓励提供可折叠健康午休桌椅。
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刘建业

表示，青少年正处于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课桌椅过
高或过矮、桌子下方空间不足等问题都可能导致学
生坐姿不良。

江苏无锡市疾控中心学校与食品卫生科副主任
钱红丹表示，学生的身高和体重随着年龄和生长发
育而变化，这些变化需要匹配相应的课桌椅高度，学
校应该为学生提供更科学、更好用的课桌椅：

课桌的高度应根据学生坐姿制定。课桌的高度
应保证当学生坐姿正确时，手臂自然下垂，其手肘在
桌面以下3~4厘米，这样可以保证学生在学习时不必
过度弯腰或抬头，减少颈部和脊柱的负担，同时保护
学生视力。

椅子的高度应根据学生的坐姿调整。椅子的高
度应保证当学生坐姿正确时，脚可以平放在地上，膝
盖弯曲略大于90度角，这样可以保证学生的下肢得
到适当的支撑。 来源：网易

课桌椅是陪伴学生时间较长的教学设施之一，尤其是初高中学生，他们大部分的
学习时间都是在学校度过的，高度合适的课桌椅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

近年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孩子们的平均身高越来越高，部分学生在初中阶
段身高就超过一米八甚至一米九，但不少学校的课桌椅却没有跟着“长”。多位家长、
学生反映称，长时间“卡”在课桌椅上很难受，“小课桌”成了孩子“成长的烦恼”。如何
解决课桌椅“低配”的问题？

杜绝代写、检测结果超40%发警示……
2024年高校毕业季即将到来，相比往年，今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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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代写在论文
中的比例等问题作出规范。

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
用，ChatGPT等生成式AI产品，深度参与到
高校学生的学位论文写作中。以至于有人
直呼，AI成了毕业论文的“第二作者”。不
可否认，AI为论文写作带来了诸多便利，它
可以提供从选题到文稿润色、从统计分析
到图表制作等助力，几乎覆盖了学术论文

写作过程的方方面面。
如果说找资料、整理文献、翻译等功

能，帮助大学生提高了论文写作效率，让
大学生可以把时间和精力更多用在学术
创新上，那么用 AI 生成论文然后复制粘
贴，或者用AI生成实验数据等，则触碰了
学术伦理的底线。如何引导、规范大学生
正确、合理使用AI工具，非常迫切。

可以预见的是，随着技术发
展，各类 AI 工具的应用将变得越
来越普遍。掌握 AI 工具的使用，
将成为一项必备的基础技能。这
种趋势是无法阻挡的。因此，“一
刀切”地禁止大学生使用 AI 工具
无异于刻舟求剑。就以论文写作
而言，回避不是应对之道，“善用”
才是正确姿势。

人工智能并没有一些人想象
的那样强大，它也有其局限，存在
风险和不足，不能盲目相信和过度
依赖AI。比如，有大学生反映，他
们在利用AI协助检索研究文献时
发现，AI检索到的结果有时并不靠
谱，有可能会捏造一些实际上不存
在的参考文献，其内容准确度难以

保证。
因此，看到人工智能的局限性，学会甄

别不良信息、虚假信息、违法信息等，是善
用的第一步，这也是高校在日常教育过程
中应该向学生传递的。说到底，这也是最
基本的人工智能素养。

而且，AI 可以利用过去已有的知识来
回答问题，但却难以创造全新的内容。过
度依赖AI，让AI代替自己去思考显然不利
于创新思维的培养。

去年底，科技部发布的《负责任研究行
为规范指引（2023）》明确提出，AIGC 不应
该用来产生研究假设、直接撰写整篇论文
文本、解释数据、得出研究结论。

近期多所高校试行或出台相关规定或
办法，对毕业设计（论文）中的人工智能生
成内容占比进行检测，正是意识到了学生
滥用AI存在的问题。

这些规定，填补了监管空白，值得肯
定。但也要看到，对利用AI写作论文的规
范，既然还停留在高校“自主制定”规章制
度的阶段，就说明还缺乏统一性，也远没有
形成行业性的共识及其保障机制。因此，
有必要加快制定更加详细具体的、面向全
国的人工智能使用伦理规范。

还要认识到，AI 越来越深度参与到高
校学生论文写作，只是人工智能对高等教
育带来全方位挑战的一个侧面。相比规范
人工智能应用而言，高校如何深入推进专
业设置、课程设置、教学模式等方面的变
革，在技术冲击下如何培养学生掌握人工
智能所不具备的能力，这些都是高等教育
必须面对的宏大课题。

此外，改革毕业论文考核机制，加强对
学位论文、毕业设计的技术监管，而不是再
简单关注查重率，也值得持续探索。

来源：中国青年网

AI成毕业论文“第二作者”
高校该如何应对

临近毕业季，高校陆续进入毕业论文答辩阶段。日前，几所国内
高校先后发文通知，将进行论文 AI 代写检测，以提高学术诚信和质
量。关于AI代写论文的争议随之而来。

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AIGC），其强大的功
能看似几乎可以胜任学术论文写作的方方面面，但它却让学术风气遭
受严峻挑战。那么，人工智能技术在大学生论文写作中的应用范围有
多大？技术应用的边界如何把握？高等教育又该怎样应对数字化时
代的新变革？

大个子“窝”小桌子

中小学生课桌椅“低配”现象如何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