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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人工智能背景下大学生陷入网络诈骗频发的
原因与对策研究

谈静怡　许程杰　左增强

江苏大学京江学院，中国·江苏　镇江　212114

【摘　要】本研究聚焦于AI人工智能时代大学生频繁遭遇网络诈骗的现象，深入剖析其背后的多方面原因，涵盖大学

生自身特质、AI技术的不当利用、高校教育与管理的短板以及社会环境的复杂因素等。并基于这些原因探讨相应的解决对

策，旨在构建一个多层次、全方位的防范体系，以有效遏制网络诈骗在大学生群体中的蔓延，保障大学生的财产安全与身

心健康，维护高校及社会的和谐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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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AI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深刻改变了社会的诸多方

面，在带来便捷与创新的同时，也为网络诈骗活动提供了

更为隐蔽和高效的手段。网络诈骗案件在大学生群体中的

频发，不仅给学生个人及其家庭带来了经济上的巨大损

失和精神上的沉重负担，也对高校的正常教学秩序、声誉

形象以及社会的稳定有序构成了严峻挑战。因此，深入探

究大学生陷入网络诈骗的根源，并寻求切实可行的应对策

略，已成为当下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1  大学生陷入网络诈骗频发的原因

1.1 大学生自身因素

1.1.1 社会经验匮乏与认知局限

大学生大多处于从校园到社会的过渡阶段，生活环境

相对单纯，对社会的复杂性和阴暗面缺乏足够的认知与体

验。在面对网络诈骗分子精心设计的复杂骗局时，往往难

以迅速辨别真伪，容易被表面现象所迷惑，从而陷入诈骗

陷阱。例如，在一些虚假兼职诈骗中，诈骗者以高额报酬

为诱饵，大学生因不了解市场行情和正规兼职流程，轻易

相信并缴纳各种所谓的“手续费”“押金”等。

1.1.2 心理弱点易被利用

①贪图小利心理。部分大学生存在不劳而获或轻松获利

的侥幸心理，容易被网络诈骗分子抛出的“小恩小惠”所

吸引。如一些“点赞返现”“抽奖赢大礼”等诈骗形式，

看似简单易行且回报丰厚，使不少大学生在利益诱惑面前

丧失警惕；②盲目信任权威与从众心理。大学生往往对一

些所谓的“官方机构”“知名企业”或“专家学者”具

有较高的信任度。诈骗分子便利用这一心理，伪装成相关

权威身份，如假冒银行客服告知学生账户存在安全问题，

需要进行资金转移操作；或者借助从众心理，声称某投资

项目已有众多同龄人参与且获利颇丰，诱导学生跟风参

与；③碍于情面与不好意思拒绝。在一些涉及人际关系的

诈骗情境中，如诈骗分子冒充同学、朋友借钱或请求帮忙

购买物品，大学生由于碍于情面，未进行充分核实便轻易

答应，导致被骗。

1.2 AI技术助力诈骗手段升级

1.2.1 智能语音与视频诈骗

AI语音合成技术能够逼真地模仿他人声音，诈骗分子可

借此拨打诈骗电话，冒充学生的亲属、朋友或老师等，编

造紧急情况，如“生病住院急需用钱”等理由，骗取学生

的信任并诱导其转账汇款。AI视频换脸技术则进一步增强

了诈骗的欺骗性，通过制作虚假的视频通话，让学生亲眼

看到“熟人”的面容，从而降低心理防线。例如，曾有诈

骗分子利用AI换脸技术伪装成学生的海外亲戚，以遭遇意

外事故需要资金救助为由实施诈骗。

1.2.2 精准信息推送与诈骗场景定制

借助大数据分析和AI算法，诈骗分子能够收集并分析

大学生在网络上留下的海量信息，包括个人基本信息、消

费习惯、兴趣爱好、社交关系等。基于这些精准的用户画

像，诈骗分子可以针对性地制定个性化的诈骗方案，推送

高度契合学生需求和心理预期的诈骗信息，使诈骗更具迷

惑性和成功率。比如，针对有网购习惯的大学生，推送虚

假的电商退款链接，利用其对购物流程的熟悉感和对退款

的期待心理进行诈骗；对于有升学或考证需求的学生，则

发送虚假的培训课程优惠信息或考试包过骗局等。

1.3 高校教育与管理体系的不足

高校的安全教育课程在内容更新速度上难以跟上网络诈

骗手段的快速迭代。许多高校的安全教育教材和课程内容

仍然停留在对传统诈骗形式的介绍，对基于AI技术的新型

诈骗手段涉及较少，导致学生在面对实际发生的新型网络

诈骗时缺乏有效的应对知识和技能。例如，对于AI换脸诈

骗、智能语音诈骗等新型诈骗方式，学生可能在遭受诈骗

后才首次知晓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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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应对大学生网络诈骗频发的对策

2.1 强化大学生自身防范意识与能力

2.1.1 开展系统的网络诈骗防范教育课程

高校应将网络诈骗防范教育纳入大学生综合素质培养体

系，开设专门的必修或选修课程。课程内容应涵盖网络诈骗

的历史演变、常见类型、典型案例分析、基于AI技术的新型

诈骗手段解析以及防范技巧与应对策略等方面。通过系统的

课程学习，使学生全面了解网络诈骗的全貌，掌握识别和防

范诈骗的基本方法和技能。例如，在课程教学中，可以组织

学生观看真实的诈骗案例视频，进行案例讨论和分析，让学

生在实践中提高对诈骗的敏感度和辨别能力。

2.1.2 培养健康的网络行为习惯和心理素养

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网络价值观和消费观，培养健

康的网络行为习惯。教育学生在网络环境中保持谨慎和理

性，不随意透露个人敏感信息，不轻易点击来路不明的链

接，不盲目参与网络上的各种“诱惑性”活动。同时，注

重培养学生的心理素质，增强其心理抗压能力和挫折应对

能力，避免因心理弱点被诈骗分子利用。例如，开展心理

健康教育讲座和心理咨询服务，帮助学生认识自己的心理

特点和潜在的心理风险，引导他们学会自我调节和情绪管

理，在面对诈骗诱惑时能够保持冷静和理智。

2.2 提升对AI诈骗技术的应对与反制能力

2.2.1 加强技术研发与应用

政府、高校和企业应加大对网络安全技术和反诈骗技术

的研发投入，联合建立专门的研究机构或实验室，集中力

量攻克基于AI技术的网络诈骗防范难题。例如，研发基于

人工智能的诈骗信息智能识别系统，该系统能够实时监测

和分析网络信息流量，自动识别和拦截可疑的诈骗电话、

短信、邮件和网络链接等。

2.2.2 提高公众对AI诈骗技术的认知与识别能力

通过多种渠道广泛开展科普宣传活动，向大学生及社

会公众普及AI技术的基本原理、应用场景以及在网络诈骗

中的常见手段和防范方法。例如，制作生动有趣的科普短

视频、动画、漫画等，在社交媒体平台、网络视频平台、

校园媒体等渠道进行传播，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向大众介绍

AI语音合成、视频换脸等技术的特点和识别技巧。举办AI

技术与网络安全知识讲座、研讨会和培训活动，邀请专家

学者、网络安全技术人员为大学生进行专业讲解和技术演

示，提高他们对AI诈骗技术的认知水平和识别能力。

2.3 完善高校网络诈骗防范教育与管理体系

2.3.1 优化网络诈骗防范教育内容与方式

高校应及时更新网络诈骗防范教育教材和课程内容，

将最新的网络诈骗案例、诈骗手段和防范技术纳入教学体

系。同时，创新教育方式方法，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手段，

如案例教学法、情境模拟法、角色扮演法、互动游戏法

等，增强教育的趣味性和实效性。例如，组织学生开展网

络诈骗情境模拟演练活动，让学生分别扮演诈骗分子、受

害者、警方等角色，通过模拟真实的诈骗场景，使学生在

实践中亲身体验诈骗的过程和应对方法，提高他们的实际

应对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

2.3.2 加强校园网络安全管理与监控

高校应建立健全校园网络安全管理制度，加大对校园网

络基础设施的投入和建设，完善网络安全防护体系，如安

装防火墙、入侵检测系统、防病毒软件等网络安全设备，

定期对校园网络进行安全检查和漏洞修复，防止诈骗分

子利用网络漏洞入侵校园网络系统。加强对校园网络平台

的监管，建立网络信息审核机制，对在校园网络内发布的

信息进行严格审核，及时发现和删除可疑的诈骗信息，净

化校园网络环境。例如，安排专人负责对校园社交网络平

台、论坛、贴吧等进行日常巡查，对发现的诈骗信息及时

进行处理，并向学生发布预警提示。

3   结论

AI人工智能背景下大学生陷入网络诈骗频发是一个复杂

的社会问题，涉及大学生自身、高校、社会等多个层面的

因素。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各方共同努力，形成合力。大学

生要不断提高自身的防范意识和能力，自觉抵制网络诈骗

的诱惑；高校要加强网络诈骗防范教育与管理，为学生营

造安全的校园网络环境；社会各界要加强网络空间监管与

执法力度，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从源头上遏制网络诈

骗的发生。只有通过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网络诈骗防范

体系，才能有效地保护大学生的财产安全和身心健康，维

护高校及社会的和谐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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