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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

进入21世纪，大数据技术和硬件性能的提高大大促

进了AI的发展，促进学术研究向学术选题精准化和学术

写作智能化发展（谢炜等，2023）。在信息化时代的背景

下，学术研究和项目申请的复杂性与规模日益增大。传

统的课题申报书撰写方法往往需要研究者亲自进行大量

的文献综述、数据分析和文本撰写工作，这不仅耗时耗

力，而且受限于个人的知识和技能范围，可能导致遗漏

重要信息或未能全面展现研究价值随着人工智能（AI）

技术的迅速发展，尤其是自然语言处理（NLP）和机器

学习（ML）的进步，AI不仅被应用于数据分析和预测，

还开始在文本生成和语言理解中发挥重要作用（周青，

2023），这为提升课题申报书撰写效率和质量提供了新的

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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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设计

有研究者针对 ChatGPT 在留学生的学术汉语写作课

程中的具体应用开展了研究，提出 ChatGPT 有助于协助

留学生确定学术写作的选题、把握其核心文献、改进学

术写作摘要、校正学术写作语言和预测反方观点（李姝

姝等，2024）。也有研究者采用实证研究方法，以大学教

育学专业大学生为对象，探讨 ChatGPT 助力学术写作的

表现，研究发现本科生主要使用 ChatGPT 锤炼语言、确

定选题、制定方案、获取信息、梳理文献和开展评价

（金皓月等，2024）。本研究依托星云企业级 AI 平台，以

“沈阳文体旅多语种对外传播平台的构建与优化研究”

课题申报书撰写为案例，探究 AI 技术在课题申报书写作

中的实践应用范围与效果，同时基于反思为其未来拓展

应用提供展望。

二、AI助力下课题申报书的创新应用

（一）应用范围

1. 课题选题查询与筛选

选题质量是课题研究质量和成效的重要保证（李韦

等 2023）。星云企业级 AI 平台，接入并持续更新国内外

多个主流的多模态大语言模型、图像生成模型、视频与

音乐生成模型等并提供企业级智能体接口。AI 技术作

为研究工具，在辅助选题中的应用正逐渐崭露头角。有

研究者对 AI 驱动平台开展了研究，认为 Answer This 平

台通过先进的语言模型可为学者提供便捷而全面的学

术文献综述与信息整合服务，创新了文献研究的方法

（McCarroll，2024），从而帮助研究者选择具备科学价值

和新颖性的课题。以“沈阳文体旅多语种对外传播平台

的建构与优化研究”为题，在撰写课题申请报告书之前，

AI助力高校课题申报书写作的创新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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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研究依托星云企业级AI平台，以“沈阳文体旅多语种对外传播平台的构建与优化研究”课题申报为例，

探究了人工智能（AI）平台在在高校课题申报书撰写中的创新应用、分析了具体效果、反思了应用局限、提出了应

用启示。研究结果显示，AI技术显著提高了课题申报书写作效率和内容质量，增强了课题申报书中文本的逻辑结构

和深度，确保内容的科学性。同时也引发了原创性与伦理性问题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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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在平台提示语输入框输入研究相关背景介绍，以开

放式描述调动 AI 平台数据涌现。可先输入相关课题申报

总体指导意见，然输入你选择的项目课题方向。为了更贴

近研究需求，可在角色预置中进行AI身份限定，如：“你

是国家哲社科项目申报及评审专家，非常熟悉辽宁省各项

发展情况。请为我拟定一些有关“沈阳加强对外传播能力

建设的对策研究”方面的研究选题。星云企业级AI平台

输出一系列选题题目，同时给出选题简单介绍（见图1）。

2. 查询数据拓展与整合

本案例星云企业级 AI 平台，接入并持续更新国内外

多主流的多模态大语言模型，自动提取和分析大量背景

资料，助力“沈阳文体旅多语种对外传播平台的构建与

优化研究”申报书撰写。使用星云企业级 AI 平台辅助完

成课题申报书撰写任务时，数据查询与处理提示语应遵

循“从开放提示语向聚焦提示语、拓展提示语、优化提

示语”过渡原则，以实现数据全面性、相关性、充实性

和优化性。此外，在使用 AI 平台辅助研究者完成课题申

报书撰写任务时，应遵循有效的查询步骤，以确保获得

高质量、相关和可靠的信息。继续输入整合提示语，AI

平台可按照一定逻辑性重新整合所查询过的相关信息，

大大缩短了重新整理信息的时间。

3. 文本生成

机器学习模型通过训练大量文本，可以自动生成

内容框架和初稿。深度学习技术进一步优化了写作功

能，特别是在模拟人类思维和逻辑构建方面卓越（LeCun 

etal，2015）。 根 据 实 证 数 据，AI 生 成 的 内 容 在 一 致

性和创新性上优于人工撰写，实验对比也证实这一点

（Goodfellow，2016）。从本质上来讲，Al 生成式写作是

人与 AI 的交互，通过输入更为准确的提示语，使 Al 更

好地理解写作者的意图及后期的提示语调试（郑迦文，

2024）。在“沈阳文体旅多语种对外传播平台的构建与优

化研究”课题申报书撰写中，AI 技术实现从数据到文本

图1　推荐选题示例图

图2　文本生成示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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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无缝转换，大幅提升撰写效率和质量。如输入提示语：

“提供不同选题图片，请 AI 分析图片中哪个选题更具有

前沿性，并陈述理据”。如图 2 所示，星云企业级 AI 平台

通过对比分析给出回应，具体输出内容如图 2。

4. 文本优化

智能推荐系统通过分析文本结构和需求提供合理建

议，结合 AI 校对系统，在语法和文风优化方面实现提

升。这些系统不仅减少了传统校对成本，还通过深度学

习大幅提升文本流畅性，确保报告的专业性。智能校对

工具将语法错误率降低，显著提高了文本的可读性和学

术水平。智能推荐系统在内容选取和段落构建带来新的

优化策略，使写作更加高效。结合实际应用，这类系统

改善写作质量，提升文本整体水平。如发出提示语：“如

果你是省级及以上课题评审专家，选择请最具前沿性的

选题并陈述选择理据”。AI 平台输出最终选择结果，同时

给出了优化理由（见图 3），为研究者决定选题提供了可

信的参考依据。

图3　文本优化示例图

（二）应用效果

传统撰写课题申报书时，研究者需处理大量数据和

信息，面对耗时长、逻辑不严密等问题。随着 AI 技术的

发展，尤其在自然语言处理（NLP）和深度学习领域，

为这些问题提供了全新解决方案，应用效果显著。

1. 提高写作效率

AI 在写作效率的提升方面具有显著优势，特别是在

“沈阳对外传播能力建设”课题中，通过自动化的数据

整理，减少了重复性工作，节省了时间。AI 文本生成能

力帮助快速形成报告初步框架，以节约时间用于深层次

分析。可见，AI 在提升团队协作效率的同时，降低了项

目研究成本。有效工具支撑确保研究团队专注于创新思

考和策略优化。

2. 改善内容质量

人工智能是一个特殊的机器主体，其文本生成是基

于算法而编织的信息语言，依据提示词做出模式化的回

应（谭旭东，2024）。在课题申报书撰写中，AI 的自动化

语法检测和修正工具确保了文本的准确性和一致性。通

过人机协作，文本的逻辑性和严谨性得以提升，减少人

为错误，实现高质量成果输出。通过逐步调整输入和反

馈，AI 生成文本在实用性和连贯性上达标。AI 的灵活应

用不仅改善了文本初稿质量，也提高了撰写效率和准确

性。通过 AI 应用，课题申报书中文本表达的逻辑性和整

体质量显著提升。AI 在学术写作中的潜力，为未来研究

开辟了新的可能性。

3. 丰富写作资源

AI 辅助写作过程中，快速获取和整合丰富资源成为

可能。数据分析和可视化工具帮助研究者识别信息趋势，

为报告提供实证支持。这种技术有效提升了报告的科学

性和说服力。AI 技术在学术研究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

色，为研究提供持续的创新动力和资源支撑。

三、反思与展望

AI 技术在课题申报书写作中的应用，展示了其广阔

的前景和创新贡献。AI 技术在提高效率、改善质量和丰

富资源整合的方面，为课题申报书撰写带来了新的实现

路径。随着技术进步，也涌现新挑战，首先，AI 助力课

题申报书写作可导致写作内容原创性不足问题，现有技

术在理解上下文和创造复杂内容方面存在不足，这可能

导致内容偏离或不一致。其次，AI 助力课题申报书写作

可引起数据隐私伦理问题，应坚持“以人为本”的基础

上确保人工智能“向善”发展（张平，2024）。

AI 在课题申报书写作中的应用潜力巨大，但也需要

在技术和伦理层面共同发展以克服当前挑战。首先，通

过技术手段，增强内容生成的原创性；其次，通过具体

政策制定，提升数据运用的伦理性。未来的 AI 系统应不

仅仅提供自动化便利，更应成为研究者的智能助手，增

强而不是替代人类的创造性和决策能力。

通过技术与伦理的双轨发展，AI 在课题申报书写作

中的应用将不仅仅是一个提高效率的工具，更是推动学

术创新和诚信发展的重要力量，推动跨学科研究的创新

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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