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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中国发展的重要阶段，面临着许多任务和挑战。在这个时代背景下，中国必

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动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有机结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断深

化对主要矛盾变化的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经之路。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全球治理的重要方向。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越

来越紧密。因此，我们需要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下主要矛盾的变化

是把握时代脉搏的关键。在实践中探索、创新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关键。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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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ew era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marks a critical phase in China’s development, 
presenting numerous tasks and challenges. Against this backdrop, China must steadfastly adhere to 
the path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promote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with modern society, build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nd deepen 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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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standing of the evolving principal contradictions. The integra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ith traditional culture is an essential pathway to achieving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represents a key di-
rection in global governance. As economic globalization continues to advance, the interconnected-
ness among nations grows ever stronger, necessitating collective efforts to address global chal-
lenges. A profound comprehension of the changes in principal contradictions during the new era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crucial for grasping the pulse of our times. Exploration and 
innovation in practice are vital to advancing the caus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is cause is a long-term and arduous mission, requiring continuous exploration and innovation in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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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及目的 

(一) 研究背景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出现为传统的教育方式带来了新的变革。作为一个多功能的 AI 工具，它通过自然

语言理解和生成的能力，能够与用户进行高度自然的对话。在教育领域，AI 工具不仅能够提供标准化测

试的训练，还能够根据学生的具体需求提供定制化的学习资料，包括编程、数学问题解答、语言学习等。

此外，AI 工具的引入还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动机，特别是对于那些自学能力较强，但缺乏足够学习资

源的学生[1]。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ChatGPT、文心一言等 AI 工具已经成为许多人日常生活和学习的一

部分，AI 应用已然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特别是在大学生群体中，这类工具因其强大的信息处理能

力、即时回应查询以及提供多样化服务的能力而受到广泛关注。大学生在学术研究、日常生活管理以及

职业规划等方面面临着独特的挑战，ChatGPT、文心一言等 AI 工具的出现被认为是解决这些挑战的潜在

途径[2]。 
在学术领域，大学生需要处理大量的信息，完成复杂的研究任务。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帮助他们高

效地获取资料、整理笔记、文案润色，甚至提供论文写作的指导，不仅如此，AI 工具还能够帮助大学生

进行资源整合，例如搭建系统性学习框架、对某类文章中的观点进行对比分析等。在日常生活方面，从

简单的日常查询(如天气预报、餐馆推荐)到心理健康支持，ChatGPT、文心一言等 AI 工具能够提供即时

的帮助，改善学生的生活质量，不仅如此，大学生还能够通过 AI 工具进行交流、诉说压力、排忧解难、

制定出行旅游计划等[3]。 
(二) 研究目的 
本次调查的主要目的是全面了解大学生在使用 AI 工具过程中的实际体验，包括使用频率、使用场

景、遇到的挑战以及通过使用 AI 工具获得的具体益处。此外，调查还旨在评估 AI 工具在不同领域中的

应用效果，以及这一技术对学生行为模式、学习效率和职业发展规划的影响[4]。 
在构建关于大学生使用 AI 工具的调查问卷背景与目的时，我们旨在深入探索这一现代 AI 技术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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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当代大学生在学术、生活和职业规划等方面的行为模式。通过精心设计的问卷调查，我们希望揭示

大学生利用 AI 工具来应对日常挑战的具体方式，评估这种技术的有效性，以及理解其潜在的积极或负面

影响[5]。 

2. 方案设计 

(一) 调查目的 
本次研究以调查大学生使用AI工具现状为目的，对大学生对AI应用的认知和态度进行调查和分析，

通过了解大学生使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的种类、了解程度等内容，探索大学生关于 AI 工具的看法及

了解程度，从而了解大学生关于 AI 应用现状，并对未来 AI 工具使用发展趋势进行探索[6]。 
(二) 调查内容 
本次调查针对大学生群体，包含专科生、本科生、硕士生及博士生，探求该类大学生群体关于 AI 工

具的看法、使用频率、功能的了解程度以及最常使用哪类 AI 大模型工具等内容，具体调查指标如表 1 所

示。 
 

Table 1. Research objectives and metrics 
表 1. 调查目的与指标 

目的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种类、

媒介及功能 

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类别 

文心一言 

ChatGPT 

讯飞星火 

抖音豆包 

腾讯混元 

360 智脑 

通义千问 

了解 AI 的媒介 

自媒体 

社交媒体 

报纸书刊 

周围人推荐 

问卷 

AI 模型功能 

语义纠错准确 

分词准确 

情感分析 

对文本、主题进行分类 

处理复杂问题 

翻译内容 

简单对话 

图片识别 

 
(三) 调查范围及对象 
针对不同地域、不同年级、专业的大学生进行了广泛的调查，调查对象如表 2 与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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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Study population and coverage 
表 2. 调查对象及范围 

年级 

专科生 

本科生 

硕士生 

博士生 

专业类型 

哲学 

经济学 

法学 

教育学 

文学 

历史学 

理学 

工学 

农学 

医学 

管理学 

艺术学 

 

 
Figure 1.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survey respondents 
图 1. 调查对象分布地域 

3. 数据分析方法 

(一) 信度分析 
信度分析用于评估测量工具的一致性和稳定性，即测量结果的可重复性。信度高意味着如果多次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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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同一测量工具在相同条件下测量，得到的结果将会非常相似。 
信度分析的原理主要基于内部一致性检验、重测信度和分半信度等方法。内部一致性检验(如

Cronbach’s alpha)评估单个测试中所有项之间的平均相关性。重测信度涉及在两个不同时间点使用同一测

试并评估结果的一致性。分半信度则是将测试分成两部分并比较这两部分的结果一致性。 
(二) 效度分析 
效度分析用于评估测量工具测量的内容是否确实是研究者意图测量的概念，即测量结果的真实性。

效度高意味着测量工具能准确反映被测量的特性或概念。 
效度分析的原理包括内容效度、标准效度和构念效度。内容效度指的是测量工具是否全面覆盖了要

测量的概念的内容。标准效度涉及将测量工具的结果与某一标准或基准进行比较。构念效度则是评估测

量工具是否能测量预定的理论构念，包括收敛效度和区别效度。 
(三) 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用于评估两个或多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强度和方向。相关系数的范围从−1 到 1，接近 1 或−1

表示变量之间有强相关，而接近 0 表示没有或很弱的相关。 
相关分析的原理基于统计方法计算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常用的相关系数包括皮尔逊相关系数(用于

连续变量和呈正态分布)、斯皮尔曼等级相关系数(用于等级数据或不满足正态分布的数据)和肯德尔等级

相关系数。相关分析可以揭示变量之间是否存在某种统计关联，但不能确定因果关系。 

4. 数据分析 

本次调查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共回收 108 份有效问卷，下面对这些有效问卷进行数据分析。 
(一) 信度分析 

 
Table 3. Reliability analysis results 
表 3. 信度分析结果 

样本量 项目数 Cronbach’s α系数 

108 38 0.886 

 
据表 3 所示，报告首先呈现了信度分析，显示 Cronbach’s α系数为 0.886。这是一个衡量问卷内部一

致性的统计量，其中 α系数的值范围从 0 到 1。系数越接近 1，表明问卷项目间的相关性越高，内部一致

性越好。在社会科学研究中，0.7 以上的 α 系数通常被认为是可接受的。因此，0.886 的系数表明本问卷

具有很高的信度，其结果相对可靠。 
(二) 效度分析 

 
Table 4. Validity analysis results 
表 4. 效度分析结果 

项目 因子 1 因子 2 共同度 

您当前所在的教育阶段是： −0.13 −0.72 0.538 

您所学的专业类型是： −0.10 0.81 0.664 

您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如 ChatGPT、文心一言等)的了解程度如何： 0.78 −0.17 0.633 

您使用 AI 的频率是： 0.79 −0.00 0.628 

您如何评价 AI 在提供学术资源方面的准确性 0.69 0.12 0.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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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您向朋友或同学推荐您所使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如 ChatGPT、文心一言等)的可能性有

多大： 0.56 0.38 0.455 

特征根值(旋转前) 2.08 1.32 - 

方差解释率% (旋转前) 34.75% 22.07% - 

累积方差解释率% (旋转前) 34.75% 56.82% - 

特征根值(旋转后) 2.05 1.36 - 

方差解释率% (旋转后) 34.09% 22.73% - 

累积方差解释率% (旋转后) 34.09% 56.82% - 

KMO 值 0.649 - 

巴特球形值 84.569 - 

df 15.000 - 

p 值 0.000 - 

 
据表 4 所示效度分析部分，报告通过因子分析来检验问卷的结构效度。结果显示两个因子的特征根

值分别为 2.08 和 1.32 (旋转前)，方差解释率分别为 34.75%和 22.07%，累积解释 56.82%的方差。旋转后

的特征根值和方差解释率略有变化，但累积方差解释率仍然是 56.82%。KMO 值为 0.649，这是一个衡量

样本是否适合进行因子分析的指标，一般来说，KMO 值大于 0.6 就表明样本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巴特球

形度检验的 p 值为 0.000，远小于 0.05 的常规显著性水平，表明数据集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三) 相关分析 

 
Table 5. Correlation analysis results 
表 5. 相关分析结果 

项目 平均值 标准差 
您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如
ChatGPT、文心一言等)

的了解程度如何： 

您使用 AI 的
频率是： 

您如何评价 AI 在
提供学术资源方面

的准确性 

您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如ChatGPT、
文心一言等)的了解程度如何： 2.69 1.05 1   

您使用 AI 的频率是： 3.16 1.22 0.49** 1  

您如何评价 AI 在提供学术资源方

面的准确性 3.01 1.19 0.31** 0.41** 1 

*p < 0.05 **p < 0.01. 
 

据表 5 所示，相关分析揭示了几个变量间的关联程度。例如，对 AI 工具了解程度和使用频率之间的

相关系数为 0.49，呈现中度正相关，意味着了解程度越高的受访者越倾向于频繁使用 AI 工具。同样地，

AI 的使用频率与对其在提供学术资源准确性的评价之间的相关系数为 0.41，表明经常使用 AI 的受访者

更倾向于对其提供的学术资源的准确性给予积极评价。 
(四) 问卷分析 
问卷涉及多个问题，包括受访者的教育阶段、专业类型、对 AI 的了解程度、AI 的使用频率、通过什

么渠道了解到 AI、使用 AI 的情境以及对 AI 准确性的评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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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Educational background of respondents 
图 2. 受访者教育阶段 

 

 
Figure 3. Disciplines of respondents 
图 3. 受访者专业类型 

 

 
Figure 4. Respondents’ familiarity with AI 
图 4. 受访者对 AI 的了解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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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2、图 3 和图 4 所示，教育阶段的分布显示本科生(48.15%)为主要受访者，反映了该群体对 AI
技术的高度关注。在专业类型方面，理学和工学专业的学生对 AI 使用最为频繁，这可能与这些领域的技

术亲和性有关。对 AI 的了解程度总体倾向于“一般了解”，这可能指示对 AI 的普及教育还有提升空间。 
 

 
Figure 5. Frequency of AI usage among respondents 
图 5. 受访者使用 AI 频率 

 

 
Figure 6. Contexts of AI use among respondents 
图 6. 受访者使用 AI 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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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7. Respondents’ AI knowledge level 
图 7. 受访者对 AI 了解程度 

 
据图 5、图 6、图 7 所示，AI 的使用频率不等，多数受访者每周至少使用一次 AI，反映出 AI 在日常

学术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受访者在 AI 使用情境上以学业辅助和语言处理为主，显示出 AI 在教育领域的

实际应用价值。对 AI 准确性的评价中，多数倾向于认为“较为准确”，但仍有一定比例的受访者表示“不

确定/未使用过此功能”，表明对 AI 功能的了解和信任还有进步空间。 
 

 
Figure 8. Respondents’ willingness to recommend AI 
图 8. 受访者推荐 AI 意愿 

 
如图 8 所示，推荐 AI 给他人的意愿相对较高，大多数人表示愿意推荐，这可能反映出 AI 在用户中

的正面形象和实用价值。 
综上所述，问卷揭示了大学生对 AI 的接受度和使用习惯，同时也暗示了在高等教育中推广和教育 AI

的潜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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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不同学历层次的人对于各种 AI 软件的使用占比 
图 9 展示了在不同学历层次的人中，他们对于各种 AI 软件的使用比率。 

 

 
Figure 9. Percentage of respondents using AI software 
图 9. 受访者使用 AI 软件占比 

 
这张柱状图展示了不同学历层次的人对于各种 AI 软件的使用比率。AI 软件包括广为人知的 ChatGPT

和其他几种不同的 AI 工具。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各个学历层次对这些工具的使用偏好和频率存在显著

差异。 
首先，ChatGPT 在所有学历层次中使用率最高，特别是在硕士生群体中，使用比率高达 85.71%。这

可能表明 ChatGPT 的功能和接口对于更高学历的用户更具吸引力，或许是因为 ChatGPT 提供了较为高级

的交互式体验和深层次的信息处理能力，这对于进行研究和高级学习的硕士生来说尤其有用。 
相比之下，其他 AI 工具如智能写作和语音识别软件在不同学历层次中的使用率则有所不同。例如，

语音识别软件在专科生中的使用率较高，而在硕士生中则较低。这可能反映了不同学习阶段对 AI 工具的

需求差异，专科生可能更多地使用这些工具来辅助基础学习和日常事务。 
此外，数据显示本科生在几乎所有类型的 AI 工具中的使用比率都较为平均，这可能说明本科生在使

用 AI 方面较为多元化，他们可能在探索和尝试各种不同的工具以找到最适合自己的。 
值得注意的是，博士生在使用所有类型的 AI 软件上比例都不是最高的，这或许意味着博士生在 AI

工具的选择上可能更加谨慎或有更专业的需求。 
综上所述，柱状图清晰地描绘了不同教育背景的人群在 AI 软件应用上的差异性，这些差异不仅体现

在偏好上，也可能与他们的专业需求和技术熟练度有关。这些信息对于 AI 软件的开发者和教育工作者来

说都极具价值，因为它们可以帮助了解目标用户群的需求，从而改进产品功能和进行更有针对性的市场

推广。 
(六) 不同学历层次的人了解 AI 工具的渠道 
图 10 展示了在不同学历层次的人中，他们了解各种 AI 软件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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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0. Respondents’ channels for learning about AI 
图 10. 受访者了解 AI 渠道 

 
这张柱状图表展示了不同学历的人群通过不同方式获知 AI 软件的比例。在图中，我们可以看到五种

不同的获知渠道：自媒体、社交媒体、报纸书刊、周围人推荐以及学术论坛。 
首先，自媒体作为获知渠道，在所有学历层次中都有较高的占比，尤其是在专科生中，其占比达到

66.67%，这可能是因为自媒体的信息更新速度快，内容多样，易于获取。社交媒体作为获知 AI 软件的渠

道在本科生中最为普遍，占比为 52.38%，这可能反映了本科生较为频繁地使用社交媒体平台，且这些平

台上有大量关于 AI 的讨论和分享。 
然而，在报纸书刊方面，博士生的占比最高，达到 38.46%，可能因为博士生需要进行更多的学术研

究，所以更倾向于通过传统的学术资源来了解 AI 相关信息。而硕士生在通过周围人推荐这一渠道获知 AI
软件的比例最高，占比为 33.33%，这可能说明硕士生所在的学术和研究环境中，同行之间的口碑推荐具

有重要影响。 
此外，学术论坛作为信息来源，在博士生中也占有较大比例，为 34.78%，这同样反映出高学历人群

在专业和学术交流平台上活跃，利用这些平台交流信息和发现新工具。 
总体而言，这张图表清晰地展示了不同学历层次的人群倾向于通过不同的渠道了解 AI 软件。专科生

和本科生更倾向于通过现代媒介如自媒体和社交媒体了解信息，而硕士生和博士生则更多依赖于传统媒

体和同行推荐。这些差异可能与各学历阶段的生活习惯、信息获取习惯以及所在学术环境的特点有关。

了解这些偏好对于 AI 软件的开发者在市场推广和用户教育策略制定上具有重要意义。 
(八) 结果分析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结论，该问卷是一个信度和效度都较高的工具，可以用来了解大学生对 AI

的使用感受及其潜在影响。数据显示，受访者对 AI 的了解和使用频率有着显著的相关性，这表明知识水

平可能影响用户的使用习惯。同样，AI 使用频率与对 AI 性能的积极评价之间的相关性表明用户的实际

使用经验可能会影响他们对 AI 的信任和依赖程度[7]。 
结合这些量化分析结果，研究者可以进一步探讨如何提高大学生对 AI 的了解，以增加其在学术和生

活中的有效使用。同时，这也提示 AI 开发者和教育者需要加强对 AI 功能和优势的宣传，以提高其在教

育领域的准确性和推荐程度。此外，从相关性分析中可以推测，随着对 AI 了解的深入和使用频率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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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对 AI 准确性的正面评价可能会提升，这可能有助于 AI 技术在教育界的进一步采纳和整合。 
问卷调查显示本科生是 AI 使用的主力军，这表明 AI 在本科教育阶段有广泛的应用潜力。专业类型

的多样性揭示了 AI 跨学科的吸引力，尤其是在理学和工学领域，这可能与这些领域的课程内容和研究方

向有直接关系。大学生对 AI 的了解水平和使用频率的数据显示了 AI 在高等教育中的渗透率，并反映出

了解程度与使用频率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信度和效度分析为问卷的可靠性提供了强有力的统计支持。一个高信度的问卷确保了所收集数据的

一致性和可信度，而有效的效度分析保证了问卷项目真实反映了研究的构念。此外，相关性分析增强了

我们对不同变量之间联系的理解，如 AI 使用频率和对其准确性评价之间的正相关性。 
综合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大学生群体对 AI 技术有较高的接受度，且他们通过多样的途径获知相关

信息。AI 的使用在不同学历阶段和专业类型中存在差异，其中本科生和硕士生表现出较高的使用频率。

AI 技术的准确性和推荐意愿表明了其在学术和研究中的价值，但也提示有必要增加对 AI 能力的信任度。 
此外，自媒体和社交媒体作为信息获取的主要渠道，揭示了数字化媒介在科技传播中的重要性。地

理分布的不均衡可能影响了 AI 接受度和使用情况的广泛性，也可能指示了特定地区的高校和学生更积极

地采纳新技术。 
最后，这些分析结果对于 AI 技术的推广者来说极具价值，它们不仅揭示了 AI 在当前大学生中的应

用状态，还指出了未来提高 AI 在高等教育中采纳率的潜在途径，包括提升用户的认知水平和信任度，以

及针对不同群体和地区制定差异化的推广策略。 

5. 研究局限性及未来方向 

本研究可能存在的局限性包括样本选择的偏差、自我报告数据的准确性问题等。未来的研究可以考

虑采用更广泛的样本，包括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下的大学生，以探索文化差异对 AI 在教育应用效果的影

响。此外，随着 AI 技术的不断进步，未来的研究还可以探讨更多新兴 AI 工具在教育领域的应用效果和

潜力。 
通过对大学生使用 AI 工具的深入研究，本研究不仅能够为教育实践提供指导，还能够促进教育技术

的创新发展，为构建更加高效、个性化的学习环境做出贡献。随着 AI 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越来越广泛，

了解其在不同教学场景中的实际效果将对教育的未来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6. 总结与展望 

通过本次调查，我们期望能够获得以下几方面的成果：深入理解大学生使用 AI 工具的行为模式：通

过分析大学生使用 AI 工具的频率、目的以及在不同场景下的应用，我们可以揭示出大学生依赖于此类 AI
技术的程度以及偏好，为未来技术开发和教育实践提供指导。 

评估 ChatGPT 对学术效率的影响：通过调查大学生在学术研究和作业完成中使用 AI 工具的体验，

可以评估这一工具是否真正提升了学术效率，以及它在提高学习质量方面的潜力。揭示 ChatGPT 在生活

管理中的角色：了解大学生如何利用 AI 工具来简化日常生活管理任务，以及这一过程中遇到的挑战和问

题，有助于开发者针对性地改进 AI 技术，使其更贴近用户需求。 
探索 ChatGPT 在职业规划中的应用价值：分析大学生如何使用 AI 工具进行职业咨询、简历准备等，

可以揭示这一技术在帮助用户规划未来职业道路方面的有效性和局限性。 
识别大学生对于 AI 工具使用的主要担忧：包括对信息准确性、隐私保护以及过度依赖技术的担忧，

了解这些担忧有助于未来在 AI 工具的设计和政策制定中采取相应的缓解措施。 
提供针对性建议和策略：基于调查结果，可以为高校、教育政策制定者以及 AI 技术开发者提供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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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研究的建议，如如何合理引导大学生利用 AI 技术，以及如何改进 AI 工具以更好地服务于教育领域。

AI 工具的出现，为教育领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通过不断的研究和实践，我们可以更好地理

解和利用这些工具，以促进学习效率和质量，为学生提供更丰富、更个性化的学习体验。随着 AI 技术的

持续进步，未来的教育将更加智能化、个性化和互动化，这不仅将改变学习方式，也将影响教学方法和

教育体系的发展方向。 
总之，本次调查旨在全面了解大学生使用 AI 工具的现状、挑战和需求，通过收集和分析数据，提出

有针对性的建议，以促进 AI 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健康发展。我们期望这一研究能够促进对 AI 技术在高等

教育中应用的深入讨论，推动创建更加个性化、高效和安全的学习环境，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大学生的学

术研究、生活管理和职业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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