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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神器”让学生懒得思考
中小学解题手机软件悄然风靡，老师不认可这样的学习捷径

□记者 张鹏

生活日报5月26日讯 近日，一批专
为中小学生解题的手机软件悄然风靡起
来，“问他作业”、“作业帮”等手机APP火
了，最多的已有34万下载量。手机安装了
这类“神器”后，学生只要将作业题用文
字或照片形式上传，几分钟后就会有“热
心学霸”给出具体答案。不少家长开始琢
磨，这样的学习方式到底靠不靠谱？26
日，记者对市区内的多处中小学展开了
走访。

调查：

15名学生11人用过
26日中午，记者分别在济南市第十

四中学、第十一中学、育才中学三所学校

门口，随机采访了15名中学生：“你有自
己的手机吗？你手机里装了能传作业坐
等答案的软件了吗？”令人略感意外的
是，15名学生中有11人承认曾用过类似
的软件。

“一个人在家做作业，经常会遇到做
不出来的题，用手机拍下来一上传，答案
就有了，感觉很方便。”济南育才中学初
二学生王浩告诉记者，一个多月前，他在
同学的提醒下装了“作业帮”，这种软件
在同学中流传得非常快。除了“作业帮”
以外，还有“问他作业”、“嗒嗒作业”等软
件，王浩所熟悉的同学中几乎有一半人
用过这些软件。

体验：

满屏都是初中数学题

26日，记者下载了这款名为“作业
帮”的手机APP，该软件欢迎界面打出了

“手机拍照提问，学霸免费解答”的标语。
注册完成后，记者发现充斥屏幕的绝大
多数都是方程、函数等初中数学题目。点
开软件的问答页面后，几乎每隔一二分
钟就有新的问题上传，大多数问题下面
都附有一个或多个解答。

随后，记者又下载了三款类似的解题
软件，发现每款软件都包括了从小学一年
级到高中三年级数学、语文、物理等学科
题目，有的甚至还贴出了英语作文题和日
记写作题，提问者以初中生最多。

“小学生的课业负担相对较轻，同时
年龄太小也很少会拥有手机，而高中生
受学校的管控最为严格，一般也很少会
用到这类软件。”济南锦苑学校大队辅导
员刘玉强告诉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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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款名为“作业帮”的手机APP中，类似的题目常见。

家长

其实这是在抄作业
记者发现，众多“解题神器”软件都有一个共

同的特点，那就是通常不会给求助者提供解题的
具体、详细思路，而是直接给出答案。虽然在不少
学生看来，这些“解题神器”手机应用软件能够帮
助快速地解答难题，但它的使用却遭到了许多家
长的明确反对。

26日中午，对于这类“作业神器”，胜利大街小
学家长周瑞晨表示，孩子正上三年级，还没有听说
过作业软件，平时遇到不会的难题也是由家长辅
导，“即使我们俩都不能辅导她，也肯定不会让她
用这种软件，这完全就是自欺欺人地抄作业嘛。”

另外还有多名家长也表达了类似的担忧，他
们担心孩子使用作业软件后，非常容易形成依赖
性，“上瘾”以后会变得越来越懒地思考。

老师

让学生丧失独立思考能力
“得到了答案并不等于获得知识，因为对于学习来说，学生最

需要的不是答案，而是如何解答，也就是审题、解题的具体步骤
和思路。以数学为例，老师们能根据作业里学生答题步骤，分析
学生对这一知识点是否已经掌握。但是假如缺少了中间思考的
环节，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反馈交流就没有了，也就失去了做作业的
意义。”济南锦苑学校中学部数学老师李敏表示，和基础题相比，
一些难题往往需要更多的时间思考，如果学生不花功夫琢磨难
题，甚至几分钟做不出题就去求助手机，不利于思维的发展，更
谈不上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

据了解，随着近年来智能手机普及，学生过度依赖电子产品的
问题，已引起学校老师的重视。为应对这一问题，济南市不少学校
已明确规定学生不能带手机进校园，即便如此，实施效果并不理
想。有老师坦言，“学生对手机和互联网的依赖已成为不可避免的
现实，只有引起了家长的足够重视，这些问题才能真正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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