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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生成的作业答案学生可否使用
教师可否使用AI回答学生的问题

关于AI的教与学
教育部有权威答案

记者从教育部获悉，近日，教育部基础教育教学指
导委员会正式发布《中小学生成式人工智能使用指南
（2025年版）》（简称《使用指南》），《使用指南》明确提出

在中小学应用场景中，应以保障个人隐私和数据安全为前提，通
过规范化使用充分发挥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潜能，小学阶段禁止学
生独自使用开放式内容生成功能，教师不得将生成式人工智能作
为替代性教学主体。

AI应用场景
在中小学教育中被限定

《使用指南》明确了生成式人工智
能在中小学教育中的三大类核心应用
场景。

第一类应用场景是促进学生成
长。围绕不同教育阶段、不同类型
的学生学习成长的多样化需求，面
向特定场景应用生成式人工智能，
提供个性化的支持和指导，促进学
生的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支持学
生的个性化学习，提供学生互动式
探究，强化学生的深度阅读体验，提
升学生心理健康水平，另外特殊需
求学生可以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应
用技术突破生理或文化障碍，获得
平等学习机会。

第二类应用场景是辅助教师教
学。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为教师提供教
学准备、课堂实施、课后辅导及教学研
究的全面支持。依托其精准分析与内
容生成能力，教师可优化资源配置，提
升教学效能，助力构建人机协同的高
效教学体系。

第三类应用场景是支撑教育管
理。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和教师可利
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管理文本生成和智
能分析数据，优化日常办公、教育监管
与评价决策，提升管理的精准性与科
学性。

AI生成内容
禁止直接作为学生作业答案

《使用指南》强调，在中小学应用场
景中，应以保障个人隐私和数据安全为
前提，通过规范化使用充分发挥生成式
人工智能的潜能。小学阶段禁止学生
独自使用开放式内容生成功能，教师可
在课内适当使用辅助教学；初中阶段可
适度探索生成内容的逻辑性分析；高中
阶段允许结合技术原理开展探究性学
习。学生、教师和教育管理者等不同使
用主体可根据实际需求，综合考虑技术
成熟度、任务复杂度以及本地资源特
点，选择最适合的实施模式，有序推进
相关应用场景的落地实施。

“这一设计旨在平衡技术应用潜力
与学生年龄适配性，避免低龄学生因认
知不足导致技术滥用或过度依赖。”教育
部基础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负责人说。

为防范学生因过度依赖生成式人
工智能而弱化独立思考能力，《使用指
南》从制度规范、教学引导与角色定位
等维度建立系统性防范机制。

对于教育行政部门，《使用指南》
提出教育行政部门在统筹推进生成式
人工智能教育应用过程中，应当秉持

“因地制宜、分类施策、规范管理”的基
本原则。充分考量区域发展不平衡
性、城乡资源差异性及地方特色多样
性等客观要素，科学制定本辖区应用

推进路径 。
制定相关生成式
人工智能应用政
策法规，制定数据安全
保护管理办法，明确伦理审查
机制，建立动态调整的“白名单”制
度，明确可入校使用的生成式人工
智能工具清单。

对于中小学校，《使用指南》提出
学校应针对不同学龄阶段学生，基于
差异化的教育场景目标，制定差异化、
递进式的人工智能应用策略。避免采
取“一刀切”的简单化管理模式，警惕
对AI工具的过分依赖，加强数据安全
与隐私保护治理。兼顾提升师生实操
技能与满足情感需求的双重目标，确
保技术赋能与人文关怀相融合。对于
教师，《使用指南》提出教师须根据学
生发展情况和教学环境特征，科学决
策技术使用方式与程度，并确保教学
内容的适宜性和准确性，实现技术与
教育教学目标的有机融合。

AI生成答案
禁止教师作为学生问题的回答

《使用指南》同时强调，教师不得将
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替代性教学主体，
禁止直接使用AI回答学生问题或提供
咨询，要避免直接使用AI生成内容评价
学生，严禁将个人信息、考试试题等敏感
数据输入AI工具，防止数据泄露与隐私

侵害。对于学生，《使用指南》提出学生
应避免在作业中简单复制生成式人工智
能工具生成的内容；避免使用生成式人
工智能参加考试与测验，不得利用生成
式人工智能作弊；避免在展现创造性或
个性化表达的学习任务中轻易滥用生成
式人工智能，丧失个人思考与观点；避免
在未查阅高质量教材或权威资料前贸然
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获取信息；避免将
个人信息输入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泄
露数据和隐私；避免在未经授权的情况
下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复制或传播作
品，侵犯著作权。《使用指南》还提出家长
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中扮演着重
要的监督与支持角色。家长应积极提升
自身对新兴技术的认知，合理利用生成
式人工智能支持家庭教育，尤其重视引
导低龄子女安全、健康地使用。同时，家
长应避免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中输入
任何可能泄露个人或家庭敏感信息的内
容，家长不能忽略孩子的情感需求和心
理健康，防范因技术过度依赖导致心灵
培育缺失。

据中国青年报客户端

重庆发布药品不良反应监测报告：

抗感染药居首静脉滴注为主
近日，重庆市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

心正式发布了《2024年重庆市药品不良
反应监测年度报告》。报告显示，2024
年度全市共收到《药品不良反应/事件报
告表》45660份，与2023年度的报告数
相比，增加了21.97%。

化学药品占比超8成，抗感
染药须重点关注

《报告》按照怀疑药品类别统计共涉及
2103个品种，其中化学药占86.12%，涉及
1164个品种；中成药占11.38%，涉及824个
品种；生物制品占2.50%，涉及115个品种。

具体来看，其中化学药例次数排名前
五的依次是抗感染药、肿瘤用药、心血管系
统用药、镇痛药、呼吸系统用药，前五类药
品共占化学药品总例次数的66.85%。
2024年严重药品不良反应/事件涉及化学
药品中，抗感染药居首，构成比为35.06%，
比2023年上升了6.80个百分点；

监管部门表示，药品不良反应是其
固有属性，所有药品都可能存在。新和
严重的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增多，不代表
药品安全水平降低，反而说明监管部门
信息更全、风险把控更精准，评价与决策
更有依据。在医疗中，及时了解不良反
应并规避，是保障患者用药安全的关键。

此外，抗感染药虽为临床常用药，但使用
不当易引发不良反应。医务人员在使用时应
严格掌握适应证，避免滥用；患者也应遵医嘱
用药，不可自行增减剂量或更改用药方式。

给药途径选择须谨慎，静脉
滴注占比仍高

按照给药途径统计，2024年药品不良

反应/事件报告中，以静脉滴注给药为主，占
55.40%；之后分别是口服给药29.95%，静
脉注射给药4.21%，外用给药2.11%，肌内
注射给药1.77%，其他给药途径为6.56%。

2024年报告的药品不良反应/事件
中，皮肤及皮下组织类疾病（占28.31%）、
胃肠系统疾病（占24.67%）占比仍远高于
其他系统疾病，全身性疾病及给药部位
各种反应（占9.78%）占比上升到第三位。

监管部门提醒，不同给药途径具有
不同的临床意义，如口服给药途径，最常
用，相对安全、方便、经济的给药途径；注
射给药途径，优点是吸收快，药量准确可
控，缺点是未经过人体的天然屏障，直接
进入体内，可引起组织损伤、疼痛、感染，
甚至严重不良反应。临床上应根据用药
实际，遵循“能口服给药的，不选用注射
给药；能肌内注射给药的，不选用静脉注射

或滴注给药”的原则，合理选择给药途径。

须高度关注肿瘤用药安全
《报告》显示，从药品类别上看，肿瘤

用药居抗感染药报告数量和严重报告的
第二位，但由于肿瘤用药适用患者群体基
础疾病严重、体质弱、需要持续反复用药，
所以仍需关注肿瘤用药的安全风险，特别
是一些属于创新药的小分子靶向药。

以靶向PD-1或其配体的单克隆抗
体为代表的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已成为
多种恶性肿瘤的常用治疗手段，是肿瘤
治疗的一大突破。不过，它和传统抗肿
瘤药安全性不同，用这类药可能会有免
疫相关不良事件，像心肌炎、肺炎、内分
泌疾病等。监管部门提醒，治疗前患者
要知晓风险，出现可疑症状及时告知医
生。医生也得留心症状体征，积累经验，

早发现早处理，降低风险。

活血化瘀等5类居中药不良
反应报告前列

2024年药品不良反应/事件报告涉
及的中药中，例次数排名前5位的依次
是理血剂中活血化瘀药、清热剂中清热
解毒药、补益剂中平补肝肾药、补益剂中
益气养阴药、理血剂中补血调经药。
2024年中药严重不良反应/事件报告的
例次数排名前5位的依次是补益剂中平
补肝肾药、补益剂中益气养阴药、清热剂
中清热解毒药、理血剂中活血化瘀药、清
热剂中清热化痰药。

监管部门提醒，“是药三分毒”，中药
和其他药品一样，在发挥治疗作用的同
时，也可能会产生一定不良反应。辨证论
治是中医认识疾病和治疗疾病的基本原
则，严格按照说明书规定的功能主治使用
中药，有助于减少和避免不良反应/事件的
发生。如果不遵循中医辨证论治的原则
或者辨证不当、超说明书功能主治用药，
可能增加中药不良反应/事件发生风险。

儿童用药安全需特别关注
《报告》显示，2024年药品不良反

应/事件报告中，14岁及以下儿童患者
的报告占7.89%。

监管部门提醒，保障儿童用药安全，
关键要确保剂量准确。儿童代谢、耐受与
成人不同，不能简单减量用成人药。常用
按体重、年龄或体表面积算剂量。优先选
儿童专用剂型，若用成人药需遵医嘱调
整。用药严格按医嘱，用精确计量工具，
出现异常反应立即停药并咨询医生。

新重庆-上游新闻记者 陈瑜

药品不良
反应/事件累
及系统分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