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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应对AI辅助课程作业给高校教学秩序和学生培养带来的潜在风险，提出一种自动鉴别AI辅助作业的方

法。在广泛收集AI生成、AI润色和人类撰写作业的基础上，采用对比学习技术深入挖掘有效区分AI辅助

与人类撰写作业的文本特征，并基于这些特征构建一个高效准确的智能鉴别模型。在测试集上的准确率

达到92.23%，实现了对不同类别作业的准确鉴别。研究成果不仅为有效的课程作业评估提供准确依据，

更为维护公平、良好的教学秩序提供了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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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method for automatically identifying AI-generated course homework is proposed to address the 
potential risks that AI-generated homework brings to teaching order and student training. Based 
on the extensive collection of AI-generated, AI-polished, and human-written homework, contrastive 
learning technology is used to deeply explore the text features that can effectively distinguish betw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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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assisted and human-written homework, and an efficient and accurate intelligent identification 
model is constructed based on these features. The accuracy on the test set reached 92.23%, achiev-
ing accurate identification of different types of homework. The research results not only provide an 
accurate basis for effective course assignment evaluation but also provide strong support for main-
taining fair and good teaching 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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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语言大模型的快速发展推动了生成式人工智能(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的突破性进展。诸

如 ChatGPT、GPT-4、文心一言、通义千问等大语言模型凭借其卓越的文本生成能力，受到广泛关注，并

被应用于多个领域[1]-[3]。在教育领域，生成式 AI 的应用也取得了显著成效。从学生智能辅导到教师教

学辅助[4] [5]，生成式 AI 技术正逐步改变着传统的教学模式。这些应用不仅提升了教学效率和质量，还

为学生提供了更加便捷、高效和个性化的学习体验。教师可以更精准地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制定更加

科学合理的教学计划；学生则可以根据自身的学习需求和能力水平，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资源和路径，

实现个性化发展。 
然而，随着生成式 AI 的日益普及，其潜藏的滥用风险亦不容忽视，可能对教学秩序和学生培养产生

不良影响。一些学生可能利用先进的语言大模型轻松完成课程作业，违背学术诚信和公平竞争原则，扰

乱正常的教学秩序。同时，这种情况也使得教师难以准确评估学生对课程知识的真实掌握程度。由于 AI
生成的文本具有高度的逼真性和连贯性，非常接近人类真实撰写的内容，教师很难仅凭人工判断学生作

业是否由 AI 辅助生成。更为严重的是，如果这一现象持续蔓延，将会对学生的学习态度和价值观产生负

面影响，导致他们忽视勤奋学习和独立思考的重要性，转而过度依赖 AI 工具来完成学习任务。因此，研

究高效精准的自动鉴别 AI 辅助生成作业的方法，对于课程作业评估、维护教学秩序、塑造学生学习观念

和价值观至关重要。 
本研究提出了一种基于对比学习的自动鉴别 AI 辅助课程作业的方法。该方法通过对比学习技术学习

AI辅助作业与人类撰写作业之间的微小特征差异，并构建智能鉴别模型，实现对学生作业真实性的高效、

准确鉴别。这一方法不仅可以为教师评估课程作业成绩提供可靠依据，有助于维护学术诚信、保障教学

质量，还能够为 AI 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健康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2. 研究方法与思路 

本研究旨在设计一种自动鉴别 AI 辅助课程作业的方法，为课程作业评估提供可靠依据，维护教学秩

序。为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首先收集 AI 辅助和人类撰写作业数据，建立数据集；随后，通过对比学习技

术深入挖掘不同类别作业数据的特征表示，使不同类别作业数据的特征尽可能不同；最后，利用收集的

数据集构建并测试自动鉴别模型，以识别学生作业是否为 AI 辅助生成。 

2.1. 数据收集 

为了构建有效的自动鉴别模型，首先需要建立一个全面且具有代表性的数据集。本研究主要收集三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122244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李娜 等 
 

 

DOI: 10.12677/ae.2024.14122244 136 教育进展 
 

种类别的作业数据：人类撰写作业、AI 生成作业和 AI 润色作业。 
 人类撰写作业：作业完全由学生真实撰写，体现了人类的写作习惯。为获取这类数据，我们收集了

上海理工大学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自动化、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等专业 2019
至 2021 级所有本科生完成的 10 门不同课程的作业。不同专业课程不同，作业形式不同；不同学生

对作业题目的理解和撰写风格也存在个体差异。因此，这些数据能确保样本的广泛性和多样性。 
 AI 生成作业：作业完全由 AI 生成，无任何人工干预。为了获取此类数据，基于作业题目和要求，

通过调整作业题目的语序和表述，生成多种提示输入，并使用文心一言、通义千问、ChatGPT 等大

语言模型生成大量作业文本。这些作业涵盖了不同专业的作业题目，而且由多种不同的语言模型生

成，同样具备广泛性和多样性。 
 AI 润色作业：在原有人类撰写作业的基础上，通过大语言模型进行润色。具体方法是将“请帮我润

色以下内容：”与人类撰写的作业内容拼接作为输入，利用文心一言、通义千问、ChatGPT 等大语

言模型对作业进行润色。这类作业既保留了人类撰写的特点，又融入了 AI 生成的痕迹，给模型鉴别

带来挑战。 

2.2. 文本特征学习 

为了实现自动鉴别模型的学习，需要对课程作业文本进行特征编码，将其转换为特征向量。图 1 所

示为本研究提出的基于对比学习的文本特征学习框架。如图所示，本研究首先利用先进的语言模型提取

作业文本的初始特征，然后构建一个基于对比学习的文本特征学习网络来进一步学习不同类别作业之间

的特征差异，获取更具有区分度的作业文本特征，为后续鉴别提供基础。 
 

 
Figure 1. Framework of textual feature learning based on contrastive learning 
图 1. 基于对比学习的文本特征学习框架 

 
由于课程作业通常由大量字词组成，一般的神经网络模型(如循环神经网络、卷积神经网络)只支持短

文本输入，难以满足长文本作业数据的处理需求。本研究采用 LongLoRA 模型[6]作为特征编码器，提取

作业文本的初始特征。LongLoRA 模型是一个专为处理长文本而设计的开源语言模型，它继承了

Transformer 结构的强大性能，并进行了针对性的优化以适应长文本数据的处理需求。该模型能够捕捉作

业文本中的长距离依赖关系，并生成高维、丰富的特征表示，这些特征表示包含了作业文本的词汇、语

法、结构、语义及情感等多维度信息，可以挖掘作业文本的深层语义信息。本研究取 LongLoRA 模型最

后一个隐藏层的输出作为文本的初始特征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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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取作业文本初步特征的基础上，本研究构建一个由多个非线性神经网络层构成的文本特征学习

网络，通过对比学习技术进一步学习具有高区分度的作业特征，为作业鉴别提供有力依据。特征学习网

络的具体结构包括线性层、激活层和归一化层等，其中线性层可以对作业初始特征进行线性转换，激活

层对线性层输出进行非线性转换，归一化层具有正则化效果，有助于防止过拟合。 
对比学习是一种通过比较样本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异性来学习有用特征表示的技术。本研究利用对比

学习这一特性进一步学习作业文本的特征，使得同类作业的特征更相似，而不同类作业的特征更具有差

异性和区分度。具体来说，给定某一作业样本，将其同类作业视为正样本，与之组成正样本对；其他类

别作业视为负样本，组成负样本对。以对比损失(如 InfoNCE)为目标函数，将这些正负样本对输入到文本

特征学习网络中进行训练，使网络学习到能够有效区分不同类别作业的特征表示。 

2.3. 智能鉴别模型构建 

AI 辅助课程作业的鉴别本质上可视为一种分类任务，即将输入作业划分为人类撰写作业、AI 生成作

业和 AI 润色作业三种类别。为此，本研究在文本特征学习网络的基础上，添加一个多层感知机神经网络

作为自动鉴别模型。该模型将文本特征学习网络学习到的作业特征转换为预测结果，实现作业分类。具

体而言，多层感知机结构包括输入层、隐藏层和输出层，其中输入层接收文本特征学习网络输出的特征

向量，输出层生成每个作业类别的预测概率。 
对于自动鉴别模型的训练，本研究采用交叉熵损失作为优化目标。交叉熵损失是一种广泛应用于分

类问题的损失函数，它能够衡量模型预测结果与实际类别之间的差异程度。通过最小化交叉熵损失函数

值，模型能够不断调整其参数以更好地拟合训练数据，并提升在新数据上的泛化能力。 

3. 实践评估 

为了验证提出的基于对比学习的 AI 辅助课程作业智能鉴别方法的有效性，本研究进行了实践评估。

首先，将收集到的三类作业数据随机打乱组合成一个完整的数据集，并标记所有作业的类别。随后，按

照 6:2:2 的比例将数据集划分为训练集、验证集和测试集，分别用于模型的训练、验证和评估。 
在实验中，文本特征学习网络的非线性网络层数为 3，激励层使用 ReLU 激活函数。自动鉴别模型隐

藏层数量为 1，输出层采用 Softmax 作为激活函数，以适应多分类任务。本研究采用 Adam 来优化模型参

数，以确保模型能够充分收敛。学习率设置为 0.01。在训练过程中，使用早停来防止过拟合。同时，利

用验证集对模型进行了多次调参和性能评估工作，以选取最优的模型参数。 
为全面评估方法的性能表现，本研究选择准确率、精确率、召回率和 F1 分数作为评价指标进行衡量。

这些指标分别从不同角度衡量模型的整体鉴别能力，能够全面地反映模型的性能。因涉及人类撰写作业、

AI 生成作业和 AI 润色三种课程作业类别，本研究计算宏精确率、宏召回率和宏 F1 分数，即精确率、召

回率和 F1 分数在三种作业类别的宏观平均，以综合三个类别的指标。经过充分的实验验证和性能评估，

本研究的方法在测试集上的宏精确率为0.9195，宏召回率为0.9233，宏F1分数为0.9204，准确率为92.23%，

满足教师日常教学对学生作业真实性鉴别的需求，充分证明了对比学习在 AI 辅助课程作业鉴别中的有效

性和可靠性。 

4. AI 辅助文本鉴别方法对比分析 

据作者所知，目前国内外针对 AI 辅助课程作业鉴别的研究较少，但对于 AI 辅助文本鉴别的研究却

已有一定的积累[7]-[12]。现有的 AI 辅助文本鉴别方法大致可分为基于写作风格的方法、基于规则的方

法、基于机器学习的方法、基于深度学习的方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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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写作风格的方法通过分析文本的写作风格，包括词汇选择、句法结构、语法习惯等，与已知作

者的写作风格进行比较，以判断文本是否由 AI 生成或润色。基于写作风格的方法能够个性化识别不同作

者的写作风格，鉴别结果具有可解释性；但该方法需要已知作者的文本作为参考，不适用于对未知作者

的文本鉴别。 
基于规则的方法依靠专家预定义的规则集，包括语法结构、句子长度分布等特征，以区分人类撰写

与 AI 辅助文本。基于规则的方法在简单的特定场景下具有一定的有效性，但其规则的设定往往需要高度

的专业性，自然语言本身的多样性、复杂性和多变性使得规则难以被一一列举。此外，规则集可能过于

僵硬，难以灵活地处理不同的文本风格和内容，导致较低的鉴别准确率。 
基于机器学习的方法通过支持向量机、决策树、随机森林等算法，从大量已标记文本中学习鉴别模

型，判断文本是否由 AI 生成。基于机器学习的方法与基于规则的方法相比，具有更强的灵活性和适应性，

能够处理更加复杂和变化的文本。然而，基于机器学习的方法需要高质量的训练数据，且文本特征大多

依赖人工定义的统计信息，如词频、句子长度、信息熵、词变异指数、词密度等，只能捕捉文本的浅层语

义，降低鉴别准确率。 
随着深度学习的发展，基于深度学习的方法不断涌现。利用深度神经网络强大的计算和学习能力，

模型能够自动提取文本特征，捕捉文本中的依赖关系和复杂模式，自动鉴别 AI 辅助文本。基于深度学习

的方法无需人工设计规则或特征，大大降低了前期的人工工作量。相比上述方法，基于深度学习的方法

鉴别准确率最高。 
本研究属于基于深度学习的方法。现有基于深度学习的方法通常使用卷积神经网络、循环神经网络

等作为整体架构，依赖神经网络自身去学习 AI 辅助文本与人类撰写文本的特征，未考虑两者的高度相似

性对鉴别造成的挑战和困难。本研究特别针对这一问题，利用对比学习捕捉 AI 辅助文本与人类撰写文本

之间的细微差异，学习具有高度区分性的文本特征，从而提高鉴别准确率。此外，现有 AI 辅助文本鉴别

方法通常只针对单一的文本形式，如文章、摘要等，本研究收集的课程作业则涉及不同的文本形式和内

容，包括课程报告、程序代码、问答等，具有更高的文本多样性。 

5. AI 辅助课程作业鉴别在高校教学中的影响 

(一) 提升教学质量和效果 
AI 辅助课程作业智能鉴别在教学中的应用，有助于提升教学质量和效果。通过及时鉴别和处理 AI 辅

助课程作业，教师可以更加准确地了解学生的真实学习情况，从而调整教学内容和方法，使教学更加符

合学生的实际需求。同时，还能够为教师提供更加全面的学生学习数据，有助于教师进行教学反思和改

进。 
(二) 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AI 辅助课程作业智能鉴别在教学中的应用，有助于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通过准确鉴别 AI 辅

助课程作业，教师可以及时发现和纠正学生的错误行为，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学习观念，认识到勤奋学

习和独立思考的重要性。同时，强化学生对于诚信、公正和责任感的价值观认同，为其未来的人生道路

奠定坚实基础。 
(三) 促进教学公平和诚信 
AI 辅助课程作业智能鉴别在教学中的应用，有助于维护教学公平和诚信。通过准确鉴别 AI 辅助课

程作业，教师可以对学生的失信行为进行及时处理，避免部分学生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高分，从而保障

教学公平，维护良好的教学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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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束语 

本研究提出了一种基于对比学习的 AI 辅助课程作业智能鉴别方法，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通过

收集多元化、高质量的数据集，设计合理的基于对比学习的文本特征学习网络，本研究成功学习到能够

有效区分不同类别作业之间微小差异的特征，并构建自动鉴别模型实现 AI 辅助作业的准确鉴别。该方法

的提出不仅有助于教师识别学生作业是否由 AI 辅助生成，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学习观念和学习态度，为

公平有效的课程作业评估提供可靠依据，更为维护公平、良好的教学秩序提供了有力支持。 
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优化特征学习网络的结构，探索更多的特征表示技术，并在实际教学中进行

实践与验证，以不断提升自动鉴别模型的准确性和适用性。同时，考虑到 AI 技术的快速发展，持续关注

生成式 AI 的最新进展，并根据新的挑战不断调整鉴别策略，也是未来工作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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