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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视域下大学生“惰性”思维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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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此文聚焦人工智能时代背景下大学生思维状况，剖析大学生惰性思维成因与影响，提出矫正方略并探索如何借力 AI实

现多元思维锤炼与现代发展赋能，旨在为高校教育改革与大学生自我成长提供具深度与可操作性的视角及实践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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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thinking status of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context of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alyzes the 
causes and impacts of college students' lazy thinking, proposes corrective strategies, and explores how to leverage AI to achieve 
diversified thinking and modern development empowerment. The aim is to provide a deep and practical perspective and guidance for 
the reform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self growth of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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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当今时代，科技迅猛发展，人工智能也如汹涌浪潮

般滚滚而来，并深度渗透在大学生关于日常学习与生活

的方方面面。从智能搜索秒解难题，到创作帮手一键生

成文本，其中不用进行头脑风暴似的思考，等待的过程

也不算漫长，便利性触手可及，快捷性不言而喻。然反

观之，硬币有两面，在畅享便捷时，大学生的“惰性”

思维悄然滋生，并不断壮大，终会堆积成型，这一问题

引发笔者深度思考。 

剖析此现象成因，厘清其中的影响并就此探寻破解之

道，对于重塑大学生创新、认知思维格局，提升其职业

竞争力意义深远。与此同时，也间接优化高校育人体系，

有利于探寻人工智能深入程度与国家人才培养“两头抓”，

本研究据此深入探讨，解析这一复杂且亟待解决的思维

症结。 

1 人工智能视域下大学生“惰性”思维的意蕴 

1.1 理论剖析：“惰性思维成因” 

1.1.1 人工智能利弊共存 

人工智能携带着海量信息以及高效处理能力悄然闯

入大学生的学习生活中，追溯回过往学习大多依靠个体钻

研，头脑风暴，术业专攻者的引导学习中，如今面对复杂

问题，部分学生倾向求助人工智能工具，不假思索使用答

案，遇到问题反正能轻易获取“成品”，思维愈发懈怠，

逐渐产生一种过度依赖的情况，养成习惯。殊不知习惯是

惰性的别名，习惯“拿来”，慢慢的缺乏深度思考，滋生

依赖，创新乏力，大脑空白映射到现今生活中最终产生难

以预测的影响，惰性“生根发芽”。 

1.1.2 大学生自律防线脆弱 

大学学习中很大程度上要求学生自主，而部分学生自

律欠佳。一进入大学之中仿佛置身于自由无拘束的氛围，

对于自律意识薄弱的学生而言，恰似脱缰之马，面对 AI

诱惑，极易迷失自己的方向，从而使得计划总与预想产生

极大的反差。以日常学习举例，计划周末钻研专业书籍，

汲取知识的养料，构建知识的体系，可是打开电子设备，

纷繁缭乱的信息映入眼帘，各式样的智能推送纷至沓来，

不乏说娱乐短视频平台，热门网文资讯在大数据的算法加

持下精准投送，瞬间吸引了大学生的注意力，原本计划在

知识学海中徜徉的实践，在慢慢消逝，学习专注力以及意

志力被逐步蚕食，预想化也越来越远。 

而在面对学业任务，惰性的弊端尽显。当导师下发了

期末任务或是各式调研报告，本应调动自身知识储备，遵

循逻辑推导，逐步分析求解的思维体系去攻克难关，可智

能学习工具的“便捷诱惑”让他们瞬间动摇。心里想着“反

正软件能快速给出答案”，便不假思索地放弃自主思考，

将解题步骤、论文框架一股脑交由人工智能完成。长此以

往，每次遇到困难，皆是逃避、依赖工具，主动探索深度

钻研的动力愈发匮乏，思维如同永远在浅滩徘徊，未曾深

入知识的“深海”挖掘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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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甚者，在准备考试复习阶段，明知需要系统梳

理知识脉络、强化理解记忆，却因难以抵抗刷手机、玩

智能游戏的冲动，不断拖延复习进程。即便使用 AI 辅助

复习，也只是机械照搬总结内容，懒于结合自身学习短

板“惰性”去整合内化，使得学习流于表面，思维禁锢，

在其学习生活的方方面面肆意缠绕、疯长，严重桎梏自

身成长与发展。 

1.1.3 教师引导的不全面性 

教师在育人全程扮演关键引航角色，一旦引导失当，

惰性思维乘虚而入。教学方法上部分教师“满堂灌”重知

识灌输、轻启发互动，学生被动听讲，思维活跃度受限，

像文科背诵课，机械复述笔记，未激发对文本内涵挖掘热

情。评价体系若单一聚焦考试分数，忽视学习过程创新、

努力程度，学生为求高分死记硬背，不愿拓展思维边界、

尝试多元解法，创新与主动思考火花被浇灭。课后指导不

足，对学生疑惑未及时解惑、引导深入探究，学生“卡壳”

处无人助力，困惑堆积下消极应对学习，思维成长陷入停

滞泥沼。 

1.2 “惰性”思维影响探析：多维度审视与深度洞察 

1.2.1 学业能力徘徊止步 

对于惰性百度百科是这样说的：所谓惰性是指因主观

上的原因而无法按照既定目标行动的一种心理状态，它是

人的本性之一。在学业进程中，惰性思维是隐匿的“拦路

虎”。课堂学习时，惯于被动接收知识，依赖教师讲解、

教材现成结论，疏于主动提问、探索知识关联，如数学学

习，面对公式推导，懒于复盘逻辑，仅死记硬背，遇题型

变化便束手无策，知识迁移能力匮乏。作业完成层面，贪

图快捷，抄袭或照搬示例，错过独立思考解题过程，长期

以往，知识体系零碎、根基不稳，考试应变能力弱，成绩

下滑，从小学基础学科积累到高等教育专业研习，持续阻

碍知识深化与拓展，削弱学业综合竞争力。 

1.2.2 未来职业竞争劣势 

职场如战场，惰性思维致从业者起跑即落后。求职伊

始，不愿主动调研行业趋势、深挖岗位需求，简历投递盲

目，面试准备敷衍，错失心仪工作。入职后，面对日常任

务，按部就班、拒绝创新流程，如传统文案策划工作，依

赖旧模板，忽视新兴传播热点与受众喜好变化，产出内容

陈旧、传播效果差。晋升赛道上，懒于提升技能、拓展人

脉，拒绝跨部门协作汲取经验，成长缓慢，在裁员潮、竞

聘中易成“牺牲品”，职业发展受限、晋升空间被挤压。 

1.2.3 创新能力的“枷锁” 

创新需破旧立新，惰性思维却将思维禁锢。科研领

域，因循守旧、依赖既有理论框架，畏惧挑战权威观点，

如医学研究对罕见病治疗，囿于常规疗法思路，不敢尝

试跨界融合生物技术，新药研发迟滞。企业创新层面，

员工贪图安稳、规避风险，对新市场需求、技术革新反

应迟钝，像传统制造业面对工业 4.0 智能化浪潮，不愿

投入资金改造生产线、研发智能产品，被创新型对手抢

占份额，行业地位岌岌可危，整体创新生态因个体惰性

“元气大伤”。 

1.2.4 蚕食大脑“深思考”机能 

谢恩·弗雷德里克是麻省理工学院心理学家。几年前,

他让普林斯顿大学和密歇根大学的学生来回答这样一个

问题:“一个球拍加一个球，共 1.10 美元，球拍比球贵 1

美元，球是多少钱?”结果 50%普林斯顿的学生和 56%密歇

根的学生都答为：球拍 1 美元，球 0.1 美元。 

正确答案是：球拍 1.05 美元，球 0.05 美元。 

按照心理学家的解释，这是惰性心理作用的结果。人

类大脑这套装置中有两个系统：一个系统是理性的，它能

够有意识地根据逻辑处理信息，工作起来很慢；还有一个

是“本能”的系统，动作起来快速、自动，很难掌控。前

者是积极的、理性的；后者是消极的、惰性的。上面事例

中人们头脑里首先作出球拍 1 美元、球 0.1 美元的答案，

是因为 1.10 美元正好可以分成 1 美元和 0.1 美元，二者

相差又正好 1 美元，契合了这种惰性思维的萌生。 

大脑如精密机器，惰性思维使其“生锈”。日常信息

摄取时，沉迷碎片化娱乐、快餐资讯，浅尝辄止，短视频

“刷不停”、爽文小说“一目十行”，大脑习惯浮光掠影，

难聚焦复杂书籍、深度报道剖析。思考模式固化，遇事凭

直觉、经验仓促判断，对社会热点、哲理议题，不愿剖析

背后逻辑、历史脉络，如探讨城市治理交通拥堵，仅抱怨

现状，不深挖规划、人口流动根源，深度思考“肌肉”萎

缩，专注力、逻辑分析力随惰性蔓延渐次衰退，陷入思维

舒适的恶性循环。 

2 审视与突围：AI浪潮中矫治大学生惰性思维

方略 

2.1 破解人工智能视域下大学生惰性思维的多元策略 

2.1.1 教师引导：巧用 AI 赋能批判性思维养成 

在大学哲学课程“伦理学专题”教学里，教师利用

AI 智能课件展示不同哲学家对同一道德困境，如“电车

难题”的多元阐释。既有功利主义基于“最大多数人的最

大幸福”主张牺牲一人救多人的算法逻辑，也有康德义务

论从道德绝对命令出发反对将人当作手段的观点呈现。课

堂上，教师引导学生借助 AI 深挖背后论证细节，组织小

组辩论，追问“功利主义量化幸福的标准是否合理”“义

务论在复杂现实情境能否坚守绝对”等问题。学生们起初

依赖 AI 找论据，却在辩论准备中被教师要求批判性审视

每条来自 AI 的资料，像对某些网络论坛援引的片面案例，

经溯源、交叉验证发现其断章取义。这促使学生主动摒弃

惰性，深入研读经典原著、剖析逻辑瑕疵，思维活跃度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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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大幅提升，作业中创新见解频出，不再是简单拼凑 AI 

内容。 

2.1.2 学校布局：打造无 AI 校园与多元激励 

某工科高校机械设计专业，在“机械创新设计实践”

课程设置无 AI 实操环节。学生接到设计新型环保小型垃

圾分拣机器人任务，从机械结构构思、零件选型绘图到动

力传输设计，全程禁用智能辅助软件。起初，不少学生面

对复杂的力学计算、空间结构布局茫然无措，但在不断试

错、手动查阅机械手册、请教老师同学过程中，逐渐掌握

设计精髓。其中一组学生，历经多次失败后成功优化抓取

机构，利用杠杆与齿轮巧妙配合，提升分拣精准度与效率，

该作品在学校“独立创新奖”评选中脱颖而出，团队成员

收获荣誉同时，后续深造、求职都因这段自主设计经历备

受青睐，激励更多同学主动投身无 AI 挑战，摆脱思维惰

性，强化自主创新能力。 

2.1.3 学生自督：强化内省与自律“双引擎”的内外

驱动 

一些学生常为英语写作犯愁，总依赖 AI 翻译、润色

软件，文章看似流畅却缺乏深度思考、语法错误频出。意

识到惰性后，他制定“思维日记”，记录每次想开启 AI 辅

助瞬间，发现多因词汇拼写、复杂句式构思懒于动手。于

是开启自我规省模式，规定 30 分钟内围绕时事热点写短

文，关闭电子设备，起初艰难，常词不达意，但坚持几周

后，语法错误减少，还能灵活运用课内外词汇表达观点，

更在学校英语写作竞赛中获奖，成功打破写作思维惰性，

提升自主思考输出能力。将 AI 便捷性内化于心，将内省

自律外化于行，打破思维惯性 

2.1.4 家校共育：编织无缝抗惰的“监督网” 

在计算机编程学习中，学校与家庭紧密配合助其克服

惰性。学校编程课程布置“智能系统模拟编程”作业，要

求独立完成基础功能搭建且禁用 AI 代码辅助。家长配合

学校，在家监督“无 AI 编程时段”，笔者遇代码报错、功

能逻辑混乱时，父母引导他回顾课堂笔记、上网查基础知

识，自己逐步排查。经一学期努力，从依赖 AI 找代码片

段拼凑，到能独立设计复杂模块，思维严谨性、创新力也

得到了显著提升。 

2.2 重塑教育生态，激活主动思辨“引擎” 

在人工智能如汹涌浪潮席卷校园的当下，重塑教育生

态成为矫治大学生慵懒依赖思维、唤醒主动思辨能力的关

键突破口，而这一重塑进程，核心在于课堂教学范式的深

度变革与课外引导机制的精准发力。 

课堂之上，教师要从知识的“搬运工”转型为思维的

“雕塑师”，借助 AI 工具雕琢出主动思辨的课堂情境。拿

文学专业的“世界文学经典研读”课程举例，往昔常规教

学多是教师串讲情节、分析人物，学生被动聆听、笔记

记录，思维仿若一潭静水。如今，教师可凭借 AI 的强大

信息整合能力，课前推送不同版本《哈姆雷特》影视片

段、学术解读论文、跨文化改编案例等资料包，课中引

导学生利用 AI 剖析“一千个读者眼中一千个哈姆雷特”

现象，聚焦“哈姆雷特延宕复仇”情节，借助 AI 深挖伊

丽莎白时代戏剧创作传统、社会思潮，比对现代心理学

对人物优柔寡断成因阐释，鼓励学生质疑、辩论经典定

论。当有学生借助 AI 提出“从神经戏剧学看，哈姆雷特

或因大脑应激机制失衡致决策拖延”新奇观点时，教师

顺势引导审视证据链条、逻辑关联，课堂成为思维的训

练场，学生摒弃依赖既有阐释的惰性，在多元碰撞中主

动挖掘文本“富矿”。 

作业与考评环节，是驱动思辨“引擎”持续运转的“燃

料”添加处。设计“AI 协助下的深度探究作业”，像历史

学“古代文明交流”专题作业，允许学生用 AI 收集丝绸

之路沿线贸易数据、文物出土报告，但要求梳理资料时，

辨明 AI 所呈信息真伪，如对网传“罗马金币在汉代大量

流通”说法，通过考古数据库、学术专著交叉验证，摒

弃不实传闻，重构基于可靠史料的文明交流图景；考评

层面，摒弃死记硬背考点模式，构建“AI 辅助资料分析

+现场答辩”体系，考查学生临场思辨、捍卫观点能力，

促使学生将课堂思辨习惯延伸课外，日常主动积累、深

度思考。 

课外引导上，教师应化身“牧羊人”，引领学生在 AI

“草原”合理“觅食”。举办“AI 时代学术探索”系列讲

座，分享巧用 AI 做学术前沿扫描、知识图谱绘制技巧，

同时警示“信息茧房”“抄袭陷阱”；开设“思维拓展工作

坊”，指导学生借助 AI 拓展兴趣圈，如计算机专业学生从

游戏编程跨界到利用 AI 探索生物信息算法优化，教师助

力打破学科壁垒，规避专业学习“舒适圈”惰性，在跨领

域探索中，让主动思辨在广袤知识天地展翅翱翔，完成从

慵懒依赖到自主探索、深度思考的华丽转身，为大学生在

AI 浪潮中锚定创新、进取航向。 

2.3 破信息迷障，铸认知利刃：从慵懒到主动思辨 

在 AI 浪潮的澎湃席卷下，信息如洪流奔涌，大学生

置身其中，于信息筛选和认知思维层面深受影响，矫治惰

性思维、实现向主动思辨的跨越，已然成为应对时代浪潮

的迫切需求与关键课题。 

于信息筛选维度而言，AI 带来海量资讯的信息，却

也暗藏“迷魂阵”。社交媒体、学术平台借助 AI 算法精准

推送，依学生浏览偏好堆砌信息，在便捷获取“舒适区”，

易滋生依赖惰性，懒于拓宽视野、甄别内容。以学术研究

为例，学生搜索课题资料时，AI 搜索引擎瞬间呈上百篇

论文，不乏低质量、重复性成果，若不加甄别拼凑，论文

便成“大杂烩”，毫无深度价值。要破此困局，需练就“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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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金睛”。一方面，掌握信息溯源技能，对来源不明、引

用模糊的 AI 推荐网文、报告追根溯源，核查发布机构权

威性、作者资质；另一方面，善用工具交叉验证，如核查

经济数据，将 AI 抓取的行业报告数据与国家统计局官网、

专业金融数据库比对，滤去不实杂质，筛选出可靠“基石”

信息，为深入思考筑牢根基，摒弃盲目依赖、随意拼凑的

惰性。 

着眼认知思维层面，AI 辅助下既有思维“捷径”诱

惑，更有创新驱动挑战。智能翻译让外语学习跳过语法剖

析、语境揣摩；解题软件使数学等学科解题绕过逻辑推导、

思路探索，长此以往，认知停于浅层、思维渐趋僵化。重

塑认知，首在课堂“破冰”，教师讲授理工科复杂定理时，

借 AI 动态演示原理过程，随即引导学生手动推导、类比

拓展，像物理“电磁感应”，从 AI 直观现象切入，深挖本

质，反思理论局限，激发创新思考；人文社科课堂，借

AI 剖析社会热点舆情，深挖背后价值观、文化脉络，组

织学生批判讨论，打破思维定式。 

课外实践中，参与科研项目、社团活动，是锤炼思维

“熔炉”。在社团项目里，学生运用 AI 分析数据异常，不

满足于既定结论，深入实地调研、访谈专家，从设备原理

到剖析根源，整合跨学科知识，于实践全程反思 AI 辅助

成效、纠偏认知误区，逐步摆脱依赖，磨砺主动质疑、深

度洞察的思辨能力，以敏锐认知、活跃思维在 AI 浪潮中

扬帆远航。 

3 驾驭 AI浪潮，锤炼多元思维：赋能大学生现

代发展新路径 

3.1 课堂革新：AI嵌入与思维启智协同 

在大学课堂这片知识“孵化地”，巧妙融合 AI 技术与

教学流程，是把控二者平衡、助力学生思维成长的前沿阵

地。以大学的“高等数学”授课为例，传统板书推导、例

题讲解虽扎实，但面对复杂抽象概念，学生理解吃力、思

维易固化。借助 AI 可视化工具，如三维函数绘图软件，

瞬间将晦涩的多元函数具象为动态立体图形，函数变化趋

势、极值点一目了然，极大降低理解门槛。教师趁热打铁，

抛出系列“追问”：图形对称性背后数学逻辑、参数变动

引发空间结构改变本质，组织小组研讨。学生在观察 AI

呈现后，主动深挖理论根源，打破被动接受知识惰性，思

维从直观感知向逻辑推导、抽象归纳进阶。 

人文社科范畴，“世界历史”课程可充分施展 AI 魅

力。教师课前用 AI 构建历史时空“数字沙盘”，涵盖古

文明版图变迁、贸易路线兴衰，课上学生穿梭其中，直

观感受历史演进。但这绝非“观光之旅”，在剖析“工业

革命为何发端英国”课题时，教师指导学生运用 AI 搜集

一手史料、不同史学流派观点，比对分析时聚焦“史料

可信度甄别、观点形成立场考量”，课堂变身思维“辩论

场”。学生在海量信息筛选、激烈思想碰撞下，批判性思

维茁壮成长，认知不再局限教材，学会独立洞察历史脉

络，借 AI“东风”扬起主动思考“帆”，平衡技术辅助

与思维深化。 

3.2 课外拓展：AI实践促能力融合与自主蜕变 

校园社团与项目实践是大学生课外磨砺的“练武场”，

把控 AI 运用与思维锻炼平衡，能解锁无限潜能。在“智

能机器人创新社”，成员围绕“助老服务机器人”研发项

目展开“攻坚”。初期借助 AI 模拟机器人运动轨迹、力学

承载，快速优化机械结构设计，可这只是“起步”。从传

感器环境感知精准度调试，到人机交互指令识别逻辑完善，

成员深入养老院实地调研，挖掘老人需求细节，遭遇“方

言识别误判”“复杂室内环境导航受阻”难题，AI 无法直

接给“药方”。他们回溯原理、查阅专业书籍、头脑风暴，

融合机械、电子、软件多学科思维，手工改写代码、改造

硬件，历经反复测试，成功突破瓶颈。此过程学生驾驭

AI 提升效率，更在挫折锤炼中铸就自主解决问题、跨学

科整合思维能力，规避“技术依赖症”，实现从理论到实

操、从依赖到自主的跨越。 

科研竞赛舞台同样是试炼“熔炉”。“互联网+”创新

创业赛事里，聚焦“智慧农业”赛道团队不在少数。参赛

学生运用 AI 分析土壤墒情、作物病虫害图像，起初照搬

既有算法，成果平平。在导师引导下，他们深入农田，与

农户交流，挖掘本土种植痛点，反思 AI 适用性。重新编

程优化模型，融入农业专家经验规则，创新“AI 预警+农

户地头经验微调”模式，作物产量预估准确率大幅跃升。

这趟竞赛之旅，学生于 AI 前沿探索与田间实践穿梭，平

衡虚拟智能与现实洞察，让创新、应变思维在汗水与代码

间拔节生长，契合现代发展复合型人才需求，精准锚定未

来航向。 

4 结语 

人工智能，无疑是当今时代极具颠覆性与变革性的力

量，宛如汹涌浪潮，既为大学生的求知之旅铺就了信息高

速路，带来前所未有的便捷与机遇，却也在不经意间滋生

出惰性思维的暗礁，悄然阻碍着他们成长的航船。正视这

一复杂的现实图景，是我们开启大学生思维重塑与能力进

阶征程的关键起点。 

审视大学生惰性思维问题，其根源交织于技术诱惑、

自律缺失与教育适配困境之中。矫治此弊端，绝非一蹴而

就，需高校筑牢顶层设计“堤坝”，优化课程架构，把控

AI 融入尺度，精心营造“疏堵结合”的学习生态；教师

则化身智慧“摆渡人”，课堂之上，凭借 AI“巧劲”激活

思维火花，课后以严格督促与悉心引导，助力学生跨越依

赖惰性“鸿沟”；而大学生自身作为主角，更要磨砺自律

意志，于主动探索中寻回思维的能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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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有效矫治惰性思维后，驾驭 AI 浪潮、锤炼多元

思维便成为赋能大学生现代发展的“重头戏”。在课堂

的知识“演武场”，AI 与教学深度融合，助力他们突破

思维局限，培育批判性与创新性思维；课外的实践“熔

炉”里，社团项目、科研竞赛成为试炼场，借 AI 之力

攀高，凭自主思考突围，锻造适应未来多元岗位的复合

才能。唯有高校、教师、学生三方同频共振、协同发力，

方能让大学生在智能时代的澎湃浪潮中，稳驭思维之舟，

驶向卓越未来，为社会发展的壮阔蓝图添上浓墨重彩的

青春笔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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