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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台中学高二(4)班 姚佳蕤

当电视画面精美的公益广告上出现
“AI 生成”的标识，我们才恍然发觉，蓬勃发
展的科技早已不是微博热搜上引人讨论的
ChatGPT 和 Sora，而是真真切切来到我们生
活中的便捷工具。在科技发展掀起时代浪
潮的当下，似乎生活中的许多问题都被高
效地解决，那么，我们的问题真的减少了
吗？

若要说科技解决了越来越多的问题，
不如说我们用科技回答了越来越多的问
题。依靠海量的数据库和运转极快的搜索
引擎，科技带领我们触碰曾经因时空、贫富
阻隔而不可及的知识与经验。从这一层面
上看，科技替我们做好了大量的基础准备
工作，把发展和前进的舞台留给了我们。
我们亦不断打磨科技这把利刃以为我们所
用，鹊桥登天、天和筑梦便是我们交出的时
代答卷。

然福祸相依，科技发展的本身也产生

了问题。既然科技能够做好简单重复的工
作，那么将有无数对劳动力素质要求不高
的岗位被科技取代，社会生态位的减缩让
失去机会的人何去何从？《娱乐至死》中曾
言：“从前人们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检索信
息，现在人们是为了让信息派上用场而制
造问题。”科技让冗杂的信息更加容易地来
到我们身边，人们的观点更加容易碰撞的
同时，恶意的价值导向也更容易传播；同
时，有不少人依赖科技检索出的答案而丧
失自我独立思考的过程，看似自己的问题
越来越少，实则隐忧越积越多。

于此细细思索，这些问题的产生背后，
正是更大的问题无法被回答导致的。加速
的信息时代，一代又一代人被催促着赶快
出发，却不知道自己心在何方；浮躁的时
代，面对“人生的意义何在”“该如何过好这
一生”的问题，人们无法静下心来思考，都
好像是在从众之中努力达成一个被社会认
可的标准答案。

可 是 ，这 些 问 题 真 的 有 固 定 的 答 案

吗？甚至这些问题最终会有答案吗？你难
道能说苏格拉底最终饮毒酒而死，留下未
竟的事业，他就不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
吗？相反，在他之后又有千千万万人不断
丰富着哲学的意蕴，共同完成着一个又一
个哲学命题，而这些命题历久弥新；你难道
能说苏轼“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在坎坷之中度过一生，他的人生就不成功
吗？相反，他的乐观旷达，他“人间有味是
清欢”的领悟都是弥足珍贵的。

人生的意义从来不在于所追寻的答
案，而在于追寻答案的过程。在信息爆炸、
光怪陆离的时代，这些宏大的命题从来不
会因为科技的出现而消弭，亦不是我们能
够轻易回答的。但当我们继前人之努力，
继续兀兀穷年地追寻人生的答案时，我们
独立思考、创新自立，一步一步接近心中理
想之时：

蓦然回首，答案早在灯火阑珊处。

指导老师 曹 榕

于科技之潮答好人生之问

东台中学高二（4）班 陈健轩

我是谁？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
这是深刻于人类文明中的究极之问。
让我们把这三个问题抛给AI，问题一下子就

得到了答案：你是某某，你由你母亲所生，最终归
于死亡。

是啊，许多问题就这样迎刃而解。伴随着时
代响起科技引擎的轰鸣，我们可以与ChatGPT畅
谈，足不出户便可以沉浸式体验世界名胜，图片文
稿一键生成，疑难迷惑一拍即解。世界躺在科技
的摇篮里，摘星揽月，下洋捉鳖无所不能。我们取
代了问题，而代之以答案。

但，我们的问题真的越来越少了吗？
答案却是否定的。问题拥有了答案，但不意

味着问题被解决。

是的，我们不得不承认，生活中不仅有那确而
又实的问题，还有那些蜉蝣一瞬、沧海一粟的刹
那。而正是我们所谈及的这些人性的刹那之美
丑，引导着我们向着深处挖掘，进而达到与真我的
交汇。从老庄的有无之辩，到帕特蒙神庙中的认
识你自己，从屈原之《天问》至卡尔萨根对宇宙边
缘的求索，我们诚是要追求一种人与心的和谐共
处。而这，并非科技之舟所能到达的彼岸。

科技的催化带来了这个世界宽度与广度的延
伸，这是否将思维的深度逐渐拉低？

那么这所谓问题的减少，确实带有一些人心
的浮躁与喧嚣。

毕竟，人之为问题所困，往往却是为其背后所
泛起的涟漪而沉思。过度关注问题的多少，而忽
略某一问题的深度，此乃真金与镀金的区别。

故依吾侪之见，科技并非万能，其亦有局限

性。若谈挥科技之剑，斩前路之荆棘，那确实再适
合不过，但若谈及风花雪月，你与AI能饮一杯无？
若是迎接晨曦，告别黄昏，你和他也应该无法一同
精神明亮，更不用说于群星闪耀时，你灵魂所拥抱
的辽阔与澄澈……

这些是问题，亦是纵然科技再强大，也无法复
刻的人性。

科技是否让你的问题越来越少？你要解决的
问题到底是什么？当赛博的大门缓缓打开，你是
否应该用人性填补那光怪陆离中的唯一真实？

在阿西莫夫的小说中，那个程序员与人工智
能终其一生所回答问题得到的答案是：要有光。

要有光，科技之光，人性之光。不求光能照亮
一切阴霾，但求有光的地方，问题能够被照亮。

指导老师：曹榕

于科技中朝圣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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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台中学高二（17）班 王欣月

Open AI 作为人工智能的佼佼者，领先
智能大潮。与之背道而驰，其创始人马斯
克提出警惕之语。自相矛盾之下，揭开了
人工智能完美的面具。

人工智能横空出世，堪称第四次工业
革命。一石卷起千重浪，人类生活方式改
天换地。众多问题易如反掌得到解答之
际，新问题也暗潮涌动。人工智能究竟是
解题者还是出题人？窃以为，智能在左，
隐忧在右，智能便捷之下也抛出新问题，
突显新忧患。

作为众多科学家头脑风暴的成果，人
工智能着实为大众生活增光添彩。智能服
务让人们真正享受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
高品质生活。对于学术问题也有了更官方
的理论，更权威的解答。“阿尔法狗”全胜

柯洁，让人们不得不承认精密程序，严密
计算的无懈可击。近年来，智能写作获得
大众欢迎。甚至莫言也成为 GhatGTP 的受
众之一，戏剧性的为余华写出一篇莎士比
亚风的赞语。潜移默化间，人工智能早已
与大众生活密不可分。数不胜数的难题得
到解决，智能真将无所不知吗？

而霍金对人类的警告也敲响大众对于
新问题的关注与认知。与之背道而驰，智
能应用产生了更多冲击性的新问题。

堪称高科技的先锋，智能为我们展示
出现代科技强大的解惑能力。但与此同
时，智能的客观表达却代替不了人类丰富
的主观情感。大众往往欣赏人工智能对理
性问题的标准解答，却片面地忽略其无力
于哲学与文化的多样。诗人“小冰”高调
发表诗集，轰动一时。而有识之士总结得
出，其内容不过是词句碎片的重新整合。

于坚曾锐评“小冰”：“无论输入多少句子
还是写不了真诗，真诗是有灵性的。”诚哉
斯言，冰冷智能机器永远无法格式出喜怒
哀乐的真实。大众一昧地提问智能 ，反
之，造成了原创危机。危机背后，是人情
绪的淡化，情感的泯灭。旧问题的残留，
新问题的产生，人工智能又何尝不对社会
造成危害？

智 能 新 时 代 ，吾 辈 青 年 更 应 辩 证 对
待。巧用智能破解理性问题，在科学世界
一展宏图。与此同时，不忘自我意识，坚守
内心情感。接续屈原天问之伟业，创新文
化，充盈精神家园。以主人的姿态接受智
能助力，开时代新篇。

智能在左，隐忧在右。我们应左手接
纳，右手亦不忘防范。

指导老师：柳一梅

智能在左 隐忧在右

特别策划

东台中学高二（3）班 刘思涵

“余立侍左右，援疑质理，俯身倾耳以请。”百
年前先人宋濂答疑解惑之难，让今天依托互联
网、人工智能就能“一搜即得”的我们感慨万千。

随着科技的进步，人工智能悄然从虚构的荧
幕世界走出，渗透进我们的日常生活。不知道怎
样做菜，互联网很快给出百万食谱大全；不明白
什么是“丁达尔效应”，百度一键查询“丁达尔效
应是胶体的一种重要的光学性质”的答案唾手可
得；就连如何设计 Logo 这样创造性极强的问题，
AI 也能手到拈来，自动生成效果图……我们惊
诧于科技发展的日新月异，但霍金先生“如果管
理不善，会思考的机器可能会给人类文明画上句
号”的告诫却越来越如梦魇般萦绕心头，挥之不
去。

于是有人慷慨陈词，为人工智能大声辩护，
强调人工智能仅仅是人创造出来的产物。亦有
人因噎废食，要求全面禁止使用 AI。笔者以为
人工智能时代的潮流不可逆转，人类当以问为
舵，扬智启航。

法国科学家苏埃尔说“机器高度拟人化，将
重新定义‘人’的价值”，诚如斯言，当今时代，人

应当把作为承载客观知识载体的价值赋予人工
智能，而把能够提出具有底层逻辑的问题作为新
的人的价值。

那么什么才是有价值的发问？
有价值的发问不是浅尝辄止，走马观花的为

了“知道”而搜索，而是打破砂锅，一问到底的为
了“理解”的探寻。袁隆平对能否种出杂交水稻
发问，学术界主流观点所认为的“不能”没有立
即成为袁老的答案。与当下甘当“墙头草”的部
分青年不同，袁老选择在稻田里寻找他心中的答
案。尽管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中袁老又遇到了科
研条件简陋等问题。但他从不急于获得所谓的
答案，而是用 10 年的时间，在稻田里走出了自己
的答案，成功研制出了杂交水稻。所以有价值的
发问可以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

既如此，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问题会
越来越少吗？

笔者以为不然。天才棋手柯洁在落败于人
工智能一年后，感叹道“人类的新智慧，以某种
形式战胜了古老智慧，这其实是人类的又一次自
我超越”。而随着这种超越人类会继续思考应对
之法，破局之策，自然就会遇见全新领域的更多
问题。“人是一根会思想的苇草”从这个角度来

看，人工智能时代我们将面临更多、也更宏大的
时代命题。

如果人类并不害怕于人工智能的发展，而把
它看作是自我的超越，那么我们在恐惧的究竟是
什么呢？

“我并不担心机器人像人一样思考，我只担
心人像机器一样思考。”库克的一番话振聋发
聩。是的，比机器越来越像人更可怕的是，人越
来越像机器。

在这个“机”智过人的时代，有人把依赖人工
智能美化为善于借助科技的力量；有人把偷懒、
不思进取，归咎于人工智能带来的压力过大；也
有人困囿于网络世界里的光怪陆离，而让自己沦
为现实生活中的一座孤岛。正如艾伦所言“他们
喜欢进步，但是却害怕变化”。这些在“温水煮
青蛙”的环境中变得麻木，丧失了人的思考能力
和创造力的人下意识地选择避开改变，却无法摆
脱焦虑。

荀子有言，“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在人
工智能已悄然到来的时代，秉烛忧思，余以为唯
有以人的发问为舵，以机器的智能为帆，方能在
时代浪潮里逐浪远航。

指导老师：孙丽华

以问为舵 扬智启航东台中学高一（2）班 顾铭萱

美国苹果公司 CEO 库克说:“我并不担
心机器像人一样思考，我只担心人像机器
一样思考。”

时代飞速发展，科技日新月异，人工智
能技术的应用不断在创新高，但在这样一
片欣欣向荣之下，是否也潜藏着更多问题
和危险的暗流涌动？问题真的越来越少了
吗？

狄更斯说:“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
的 时 代 ；这 是 智 慧 的 年 头 ，这 是 愚 昧 的 年
头。”虽然人工智能极大地造福人类社会，
但他们也以另一种形式对人类大举入侵，
机器人涌入市场，造成失业率的持续性提
高。继“阿尔法狗”战胜柯洁后，高考机器
人在语文考试科目中挑战内地作家张一的
事件再次引起关注，在工具理性普遍盛行
的现代，我们如同大机器上的小零件，日益
失去了主观能动性，我们不得不承认有些
人的创造力可能还不如一个写诗的程序，
有 些 人 工 智 能 的 服 务 比 服 务 员 更 加 人 性
化。我们获得的答案越来越丰富，但随之

而来的是更多的焦虑和疑惑在问题的海洋
里越溺越深。

若 应 库 克 所 言 ，我 们 选 择 毫 无 保 留 的
接受人工智能的观点毫无自己的思考，选
择接受人工智能的回答而不再去探索新的
问题，那么看似越来越少的问题便会逐渐
堆积起来，形成了一个黑洞，吞噬人类本拥
有的思考与判断的能力。扎米亚京在他的
作品《我们》中构造了一个一举一动都会有
AI 告 诉 你 如 何 进 行 的 世 界 。 在 这 个 世 界
里 ，人 们 没 有 悲 伤 ，因 为 一 切 都 是 量 身 定
制。人们没有痛苦，因为一切都是恰到好
处。他们只是无谓地快乐着，却不知自己
为何而快乐。他们对眼前的一切都没有问
题，所有的事情都可以被造物主解决。但
到 最 后 世 界 被“1103”推 翻 的 时 候 ，他 们 才
意识到自己生活的这片土地早已是多么腐
朽不堪。霍金先生曾说:“知识的敌人不是
无知，而是已经掌握知识的幻觉。”如说人
们躺在人工智能的功劳簿上呼呼大睡，认
为问题会越来越少而没有意识到不再会发
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我们会被蛀
虫一点一点掏空，那到最后人类的立足将

会成为一个最大而无法解决的问题。
人工智能真实的影响并重构着当下的

一切，在为我们解答越来越多的问题的同
时，也给人类摆出一道被重塑、被威胁和思
维固化的历史难题。一边重复着机械的劳
作依赖大数据为我们做筛选、做判断，一边
也 担 忧 着 自 己 明 天 的 工 作 会 被 机 器 人 抢
走。只是毫无意义的内耗与焦虑，如此这
般只会步入技术驱动、资本驱动的陷阱，是
人工智能异化为俘虏人奴役人的工具，甚
至走向资本怪兽和数字“利维坦”，面对滚
滚而来接踵而至的问题，我们不应依赖人
工智能的解答，而应不断学习，不断为自身
赋能，不断提升自身创造力，让那灵光乍现
生于我们自己思想的涟漪。

君子物物而不物于物。在与世界交手
的同时，我们应该充分发挥自己的主体性，
去寻找自己的二分尘土一分流水，去解决
更多的问题，但要发现更多的问题。如此
这般，平芜尽处是春山。

指导老师：陈桂芳

借器明我

东台中学高一（19）班 周澄璐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互联网与人工
智能如同双翼，疾速解答着世间的疑惑，然

而 疑 问 的 源 泉 —— 人 类 的 好 奇
心，却永不干涸。问题，如同潮水
般滔滔不绝，推动着我们的认知
边界不断延伸。

诚 然 ，人 工 智 能 可 以 解 决 不
少 问 题 ，我 们 无 可 否 认 它 的 作
用。但是，即使越来越多的问题
被解决，仍然有新的问题不断涌

出，因为人们生来就是在不
断好奇，进而探索，满足好
奇 心 。 我 坚 信 ，好 奇 无 止

境，问题亦无止，思
考 永 不 停 歇 。 古 有
屈 原 ，书《天 问》傲

问苍穹；憧憬未来，亦会有无数发问者，因此
问题不止，更不会越来越少。

解答问题不在多，价值诚可贵。其实，
互联网、人工智能所能解答的多是些知识性
问题，即表层问题。况且，每当输入一个问
题，各种海量回答如潮水般喷涌而来，让人
措手不及，其价值高低与否更是难以辨别，
只能淹没在信息的海洋里，难辨方向。另
外，那些深层次的问题，如探索生命之谜等
哲学问题，人工智能根本无法给出满意的答
案，毕竟机器是无情的，人却是有情的。人
类的价值永远无法替代，智慧哲人的地位更
是无可撼动。

在信息的洪流中，怀抱对思考的热忱与
对智慧的渴望，显得尤为珍贵。智慧不是从
人脑中凭空产生的，不是人工智能可以给予
的 ，它 需 要 人 从 实 践 中 不 断 探 索 ，追 求 而
得。而探索的前提又得有一颗热爱思考的

好奇之心，不断发问。正如古希腊哲学家苏
格 拉 底 说 ：“ 未 经 审 视 的 人 生 是 不 值 得 过
的。”唯有认真思考，不断探索，方能让生命
活的更有意义，社会才能不断向前发展。除
此之外，一双明辨是非的慧眼也必不可少，
这正是多数人所缺少的。揆诸当下，信息汪
洋，真伪交织。不会信息筛选，给信息“做减
法”，便会被其困住，犹如跌落泥潭，难以抽
身。所以要不断积累经验，练就过硬本领，
多一点明辨是非、筛选信息的能力。

风潮涌动，浪花滚滚，四海纵阔，鱼龙起
舞！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吾
侪青年，思考不息，问题不止，我们的问题不
会越来越少。唯有心怀追求智慧的诚心，擦
亮明辨是非的慧眼，方能站稳脚跟，行稳致
远，在波诡云谲的时代长河中劈波斩浪。

指导老师：丁育红

好奇无尽 思考不止

东台中学高二（2）班 施正杰

在科技的浪潮中，互联网与人工智能如同两
只巨大的翅膀，将我们带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知
识时代。随着搜索引擎的一键点击，或是智能助
手的轻声询问，无数问题似乎都能在瞬间得到解
答。然而，这是否意味着我们的问题会越来越少
呢？在此，我愿深入剖析这一问题，探讨互联网与
人工智能时代下的思考新篇章。

互联网的崛起，同人类发展史上的两次工业
革命一样，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是为一场彻底的
科技革命。AI的靓丽登场，ChatGPT的横空出世，
无疑极大地便利了人们的日常生活。陌生的单
词，压轴的难题，陌生的知识，这些在以往需要费
时费力解决的“硬骨头”，在智能科技面前只是“开
胃菜”。有研究表明，AI甚至可以在学术类专业知
识上有独到见解，对于日常学习工作中的疑问更
是手拿把掐。

这样看来，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出现，似乎百
利而无一害，事实真的如此吗？若我们深入思考，
便会发现，问题的数量并未因答案的易得而减少，
反而可能因此增多。对于同一个问题，人工智能
的回答有成千上万种，良莠不齐的回答使我们身
陷信息茧房，无法自拔，海量的信息让人手足无
措，不知何择。唯有清醒的认知，保持批判性思
维，才有那一份希望，破茧而出。

诚然，互联网解决了人类生活中不计其数的
问题，可孰知在这样高速发展的新时代，发现问题
远比解决问题更重要。依赖手机拍照搜题软件应
付作业，利用AI一键生成完成作文，种种问题的出
现都告诫我们要慎审互联网这把“双刃剑”。“人是
会思考的生物”。思维的能力使人类与其他物种
区分开，若是一味地依赖科技，从而失去了独立思
考的能力，也就丧失了为人的价值。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放弃互联网与
人工智能，回归到过去的生活方式。相反，我们应

该更加明智地利用这些工具，让它们成为我们思
考和探索的助力。正如乔布斯所说“求知似饥，虚
心若愚”，问题永无止境，互联网和人工智能只是
一个推手，我们应该用它们去拓宽我们的视野，去
深化我们的理解，而不是让它们成为我们思考的
终点。我们需要保持对知识的敬畏，对问题的热
情，对探索的渴望，怀揣对未知事物的新鲜感。只
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地享受科技带来的便利，同
时也得以保持我们思考的深度和广度。

问之深邃，答之无尽。在这个互联网与人工
智能的时代，我们的问题并未减少，反而可能因此
增多。但这正是我们思考的动力，也是我们探索
的源泉。让我们用科技的力量，去拓宽我们的视
野，去深化我们的理解，去追寻更多的问题和答
案。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地成为思考
者、探索者，而不仅仅是答案的接受者。

指导老师：刘金平

问之深邃 答之无尽
东台中学高一（1）班 陈宇轩

时代之水，居诸不息，在如今科技浪潮席
卷的环境下，人工智能横空出世，输入问题，
它们便会为我们呈递上近乎完美的答案。我
以为：于之我们应当反思提出问题与求索答
案时的过程，发问时以焚膏继晷之精力，求索
答案时以兀兀穷年之决心，不惮迷眼浮云，炼
就真智性。

何为发问与求索？敲击键盘，与屏幕对面
的算法相对话，对话的确以问号收尾，但我们
的思维却仍然保持着寂静，不能称得上发
问。发问，不仅仅是对答案一味的欲求，而是
赋予求索过程以价值意义的最佳途径。答
案，如同旅途的终点，登于极巅之上，而所见
风景无异。殊不知，在知识的层面上，求得结
果其内涵几乎与智能无异。而求索答案的过
程，如同旅途上的风景，人人所见不同，见仁
见智，但无一例外都闪耀着独属于人类思维

的光芒，灵感才华的火花。
在人人都可凭借着人工智能而几乎无所

不知的时代，我们又何以要发问与求索呢？
人工智能的知识储备相较于人脑，无疑是浩
瀚无边的，人类穷其一生也无法比拟企及，但
是在我们获得知识答案的同时反思：我们真
正所需的，是源自于无数次思维碰撞之后，常
思常新，求变开拓的，这样的层次与高度定不
是一次与机器的对话便能完成的。

发问莫若于植物向下扎根的过程，植物的
根为日后的枝繁叶茂蓄力。而有志者以惊人
的毅力溯问题之本源，发出时代之问。求索
莫若于花开璀璨明艳，是智性的真正觉醒。

“莫愁千里路，自有到来风”。面对新生力
量的到来，人们会在知识海洋的裹挟下迷惘，
失去方向，甚至可能扼杀了自身发问与思考
的源动力。剖究现象根源，一方面，如果总是
事事不决便搜索，我们进行思考的机会定然
会越来越少，随之而来的是对思考求索的抛

弃。人工智能有力，其力来源于无数次的计
算，这样的“智”虽不真切，但求索的过程相
同，拥有真正思维的人类也应当在求索中实
现“智”的飞跃。

另一方面，人工智能赋予我们知识领域的
“通行证”，我们何不略去一些重复劳动，转而
加深思维的深度，用这求新求变的活力冲破
暮霭迷雾，闯出一片新天地？问题，不在于多
少，更重要的是思索，有深度思考的问题数量
再少也是恢弘的，无意义的问题数量再巨大
也是毫无贡献的。同样，既然能于求索答案
的过程中真正地领悟智的兴起，那又何惧智
能之术会埋没人类之慧呢？

时代嬗变，晷刻渐移，吾侪青年不应困囿
于所谓的问题与答案的辨别与思考中，而更
应当身体力行，炼就真智性。时代洪涛起，慷
慨歌未央，且看吾辈于这红日初升时，虎啸壑
谷，试翼苍穹！

指导老师：刘彦如

发问中炼智性 求索中悟真理

东台中学高二（1）班 曹婉奕

物转星移，春秋代序，科技昌明。互联网的
普及和 AI 科技的迅猛发展，提升了人们解决问
题的速度，那么，是否问题就会因此而减少呢？

私认为，问题因时而转，顺时而变，风吹又
生，层出不穷，惟当乘科技之翼展时代新问，人
们才能充分发挥科技的强大助力，以推动社会
发展的前进。

输入问题，秒得答案，科技是解决旧问的便
捷方式。一键打开，一键搜索，一键生成，蓬勃
发展的 AI 科技，使“即搜即得”的便利成为可
能。人们不再需要跨越万水千山，只为寻得一
位高人，求得名师一教；也不需要耗费一个下午
的时间，在图书馆里翻阅书籍，只为查找一个数

据。对于了解人们已有的旧知识，互联网科技
无疑节省了大把的时间，也略去了厚重记载的
麻烦。

跨域联合，举一反三，科技是提出新问的智
能助力。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梦想，一个时代有
一个时代的问题。纵观历史风云变幻，新问题，
新思潮层出不穷。在战争年代，无数青年为了
国家富强和人民解放进行艰苦卓绝的抗争，甚
至献出宝贵的生命；在和平时期，作为先锋力量
的青年人总能第一时间出现在祖国最需要的地
方，发出坚定而又有力量的呐喊，“苟利国家生
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而科技的迅猛发展，
无疑会推动更多问题的展开，使人们的眼界更
加开阔，思维更加严谨。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运用

科技只是一种手段，问题的消亡也非人类发展
的目标，寻求发展关键在于人的思考。时代的
接力棒必将落入青年之手掌，青年需要充分发
挥主观能动性，切不可过分依赖，不动脑筋，做一
无所有的“白板”；更不可随波逐流，人云亦云，做
任凭他人书写的“黑板”。 应当保持好奇和开放
的心态，勇于探索未知的领域，敢于提出新的问
题，积极参与到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
过程中。在探索中发现答案，在实践中寻求真
理，在科技的沃土中开放出思维的鲜花。

时代赋予人类问题，问题推动时代发展。互
联网和 AI 的普及是时代之赐予，时代之问题，亦
是时代之机遇，顺势搭上科技之翼，才能让人类
的思想在新时代绽放出独有风姿。

指导老师：吴凡

乘科技之翼 展时代新问

——高中学生写 2024 高考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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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全国新课标Ⅰ卷作文题目如下：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人工智能的应用，越来越多的问题能很快得到答案。那么，我们的问题是否会越来越少？
以上材料引发了你怎样的联想和思考？请写一篇文章。
要求：选准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息；不少于800 字。

东台中学高二(19)班 沈希贝

渐入时代蹁跹之境，互联网与人工智
能云涌的势头已不容小觑，而风云变幻的
背后，一个常常引发人们深思的疑虑却愈
加明晰：是否人工智能的出现，会导致人类
探索的问题就此减少？

私以为，答案是不然。在智能化社会
日益普及的当下，我们身边盈斥着种种“触
手可及”，信息、快递、服务……无一不在追
求极致的高效与便捷，进而，一些迷失于人
工幻境的人们往往或觉，这个世界有 AI 便
足矣。其实，他们都忘记了人工智能诞世
的初衷——它是人类用以不断开拓未知的
利刃，绝非终点。在科创研发的最尽头，人
文厚度方为本初。

互联网与人工智能为人类带来的惠泽
是毋庸置疑的。此前深蓝机器人翩然出招
击败围棋冠军，极大促成了人类对围棋这
项艺术的深刻认知，而如今，ChatGPT 一经
问世，便收获学术界的极高赞誉。不仅如
此，人工智能已然渗透进烟火人间的方方
面面，仿若不出经年，人类便可解放双手。

然而，我们切莫忘记——科技以人为
本。在不可避免地依赖新兴科创技术的同
时，人类独立思考的理性之光也不应丢弃。

互联网与人工智能固然可以为我们答
疑解惑，阐释生活中或学术层面一些困惑
的问题。那么，人类对未知的探索，对真理
的苛求就应该止步于此吗？我们对这个浩
瀚的大千世界提出的疑虑，当真会越来
越少吗？自然不会。人类自远古时代至
今，便在创新探索的路途中踽踽独行。
古有王羲之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
盛，今有卡尔·萨根探寻宇宙的边疆，“人
类返回家园的长途旅行已经开始”，我们
从未停止创新与探索，而只有坚定地保
持自身理性独立思考的本初，才能在推
动科创发展的飞湍瀑流之中，自立于岿
然不败之地。

科创研发与人文厚度并不是两相对
立的。如何在冰冷的器械之中融入独属
于人类的温度？如何从科研成果中折射
人类思考的高度？唯有人文厚度与科创
研发互为本底，和谐共生，人类不灭的文
明方可绵延万里，永生于时代长河。科
创成果乃是人类精神的衍生产物，若不
能与自身文明完美契合，那么它的存在，
也便失去了其意义所在。

将人文底蕴赋予科研创新，不断探寻
科技背后人类所应当承担的重任。互联
网与人工智能并不能冻结人类追问世界

的步伐，相反，我们终将于不息的疑虑之中
开拓人机共处的篇章！

指导老师：孙丽华

开拓科创前沿 追溯人文本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