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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事件：人际到人机

一、热点概述

算法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渗透到我们的生活中。关于人们的命运是否会被算法所左右，现在似

乎也已经有了答案：今年 2月，美国一名沉迷于与 AI机器人聊天的 14岁少年自杀身亡，震惊全球。

事件的发生再次为我们敲响警钟：我们该如何看待人机关系？当虚拟世界的“手”伸入现实世

界，我们又该如何应对？

“社恐”“i人”“淡人”……这几年，各种关于不擅长社交的词条频频得到网友共鸣，在无法忽

视的社交需求和不想社交的心理压力之间，人工智能（AI）为青少年提供了新的社交“解药”。

二、答题素材

1.事实（举例）论证：

智能手机与社交媒体：人们越来越多地使用智能手机进行沟通，如通过 QQ、微信、微博等进行即时

通讯，以及通过手机购物等。这种趋势导致了“手机依赖症”，人们越来越依赖手机进行日常交流，减

少了面对面交流的机会。

人工智能在写作领域的应用：

国外某科技企业引入 ChatGPT 辅助办公，原本由 60 余名写手和编辑组成的团队开始使用 ChatGPT

辅助校阅文章、生成文章大纲，最终甚至完全由 ChatGPT撰写文章，而人类编辑仅负责润色。这个例子

显示了人工智能在创造性写作领域的应用，能够完成原本需要人类团队配合完成的任务，并且效率更高。

这些事例表明，随着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正在逐渐取代一些传统上由人类完成的工作，

尤其是在需要重复性、机械化任务的领域。这种转变不仅改变了工作的性质，也对劳动市场产生了深远

的影响。

2.危害：

（1）逐渐模糊的虚拟与现实，人们在虚拟世界中感受越“真实”，离现实生活可能就会越远。

（2）情感真实性的缺失。虽然 AI应用能够提供情感支持，但这种支持往往缺乏真实性和深度。

与真实的人际关系相比，AI无法提供真正的共情和深入的情感交流。

（3）从治愈滑向致郁，贪恋这种“快餐式”的情感满足，放弃真实的人际交往，很容易出现抑郁

症、焦虑症、暴躁症等心理问题。

三、出题方向

（一）你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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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越来越多地使用智能手机进行沟通，许多厂商推出了诸如 AI 恋人、AI 陪伴等 APP。可以通过

在手机上进行互动满足我们对日常问题的解答，并提供给我们情绪价值，人们越来越依赖手机进行日常

交流，逐渐出现了“人机代替人际”的现象。对此，你怎么看？

◎审题判断——你怎么看？（热点现象类）——答题结构【点题/破题-危害-原因-提出对策-总结

结尾】

◎解题思路

第一步——点题/破题：

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不断进步，越来越多的人依靠网络进行交流，这是时代变化所带来的必

然结果。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 AI恋人等 APP，它的本意是为我们提供更加饱满的情绪价值，但却出

现了依赖症，导致“人机代替人际”现象，对此我认为需要多措并举，才能妥善解决好此类现象。

第二步——危害：

（1）逐渐模糊的虚拟与现实。人们可以在虚拟社区中工作、买房、结婚；能够听到虚拟恋人真切

的声音，感受“Ta”指尖的温暖；所接触到的每一个“人物”都有自己的名字、性格和“人生经

历”，问题在于，人们在虚拟世界中感受越“真实”，离现实生活可能就会越远……

（2）情感真实性的缺失。虽然 AI应用能够提供情感支持，但这种支持往往缺乏真实性和深度。

与真实的人际关系相比，AI无法提供真正的共情和深入的情感交流……

（3）从治愈滑向致郁。无论 AI聊天对象多么逼真、多么善解人意，它的基础都是虚拟的网络数

据，不能从根本上满足人的感情需求。如果过度依赖 AI的陪伴和理解，贪恋这种“快餐式”的情感满

足，放弃真实的人际交往，很容易出现抑郁症、焦虑症、暴躁症等心理问题……

第三步——原因：

（1）“交往”更简单。“憋着一肚子话，说给朋友怕被吐槽，只能和陌生人倾诉”“很多现实中

没法和亲人朋友说的话，在这里得到了很有帮助的答案”。很多人将 AI陪聊机器人当作了诉说心事的

“树洞”，不需要瞻前顾后，更不用怕被人“背刺”，与 AI之间的“交往”似乎更简单、更安心……

（2）情绪更稳定。无论天气多热，AI导游甜美的声音都会稳定输出；无论孩子作业写成什么样，

AI教师总是面带微笑地解答问题；始终保持稳定情绪的 AI，是很多人向往的社交“搭子”……

（3）服务更专业。如今的 AI涉及各行各业，强大的数据造就了 AI的“最强大脑”。无论遇到什

么问题，AI总能快速地给出答案，它可以通过算法实现语境识别、意图分析、对话管理等功能，让你

感觉它很“懂”你……

第四步——对策：

（1）多“智”齐管规范发展：由我们创造出来的世界，应由我们所监管。一方面，人工智能公司

要主动加强算法监管技术，及时修复漏洞，保障用户的安全和隐私。另一方面，涉及人工智能领域的

法律法规应尽快完善，明确法律主体责任，以法律的强约束力规范人工智能的研发和应用。

（2）培养真实的人际关系：鼓励人们建立和维护真实的人际关系，比如与家人、朋友、同事等进

行面对面的交流和互动。通过参加社交活动、志愿者服务等方式，扩大自己的社交圈子，并培养真实的

情感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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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增强个人意识：努力在数字交流和现实交流之间找到平衡。适当地参与面对面的社交活动，

以维护和发展自己的人际交往能力。虚拟世界不是“桃花源”“乌托邦”，不能逃避现实躲避其中，

寻求“镜中花、水中月”般的慰藉，更不能做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彼得潘”。

第五步——结尾：

可以预想到，未来我们的生活会和 AI机器人有越来越多的连接，AI也必能更好地帮助我们。但始

终需要牢记的是，无论 AI变得多么“聪明”，它都只是一款工具，不是亲人、友人、爱人。真正能帮

助我们治愈内心、圆满生活的，依然是源自真实生活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