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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题软件，敢让孩子用吗？

家长孙先生求助：我的孩子上初二了，出于安全考虑给他配了一部
手机。最近他听同学介绍下载了一个做题软件，一有不会的题目就立马
拿出手机搜题。我总觉得这样下去不好，制止过他可不太起作用。

请问各位老师，搜题软件会不会助长孩子的惰性，成为他们抄作业
的帮凶？怎样才能正确使用搜题软件？

李宏照（平顶山市第二高级中学副校长，高级教师，心理咨询师，国家高级家庭教
育指导师）：

李海潮（市四十三中高级教师，省骨干教师，市教育专家，市教科所特约研究员）：
市民杨女士：
考试结束，在领通知书时，校园里

通常会出现两种情况：分数高的欢天
喜地，分数低的垂头丧气，更有家长在
校门口便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轻则
吵骂苛责，重则武力相向。

这些现象我都见过，我觉得说到
底就是父母的虚荣心在作怪，成绩好
家长就感觉有面子，成绩差他们就觉

得脸上挂不住。
其实，我多想天下所有的父母都

有一个平和的心态，意识到在孩子的
成长过程中，分数并不能代表全部，不
要因为成绩的好与差来完全肯定或否
定孩子，毕竟教育的最终目的不是考
试和分数。请父母也多关注孩子的心
理成长，因为健全的人格比成绩更重
要。

我是猫爸，对于儿子的学习很少
“插手”。

一天中午，我刚进家门，就看见妻
子和儿子俩人大眼瞪小眼，像两只斗
架的公鸡。我心想：“坏了，坏了！”

斜眼看儿子的作业本，歪歪扭扭
有几行拼音，本子已被铅笔扎了几个
洞，橡皮擦过的地方“深沟”的痕迹依
然还在。看来，是儿子写作业又开始
糊弄了。

我记得儿子嘟囔过，就算写一百
遍他也记不住拼音怎么读；就算写得
再认真他也得不到“优”，更得不到“小
红花”。前些时，他曾表示想要一朵老
师发的小红花，这几天没听他念叨，但
却见他用红色卡片为自己剪了好几
朵。我知道他嘴上不说，但心里分明
还很渴望。由于学习一天不如一天，
他干脆破罐破摔，想得到小红花的信
念也一点点被蚕食掉。

对于儿子来说，拼音太难了。他
在作业本上晃动的小手，就像一头翻
地的小牛，鞭子甩过去，不仅没有加快
步伐，反而停下，瞪起牛眼，满眼都是
泪花。看着儿子可怜的模样，我真想
帮帮他，可又无能为力。

记得我小时候，学拼音也非常吃
力，都上小学四年级了还在背韵母表，
整个小学阶段一直分不清b、d、p、q。
儿子学不会，可能也和遗传有关。总

之，儿子的拼音学习就是一项机械运
动，没有进步，没有激情，有的只是循
环往复的郁闷。

下午，我带着遗憾离开家时，俩人
还干挺着，尽管到单位很快就投入到
了紧张的工作中，可心里还是放心不
下他们母子俩，这俩人不会升级到“武
斗”吧？

最后，我还是决定抽空儿赶回家
一趟，没想到，眼前的一幕让我大吃一
惊。妻子悠闲地看着文摘，儿子正专
心致志地写作业，一笔一画，认真得
很，从笔道的自然顺畅度分析，肯定是
一气呵成，一次橡皮都没用过。

我正纳闷儿，妻子悄悄告诉我，原
来是她答应儿子要找老师为他申请一
朵小红花。

一朵小红花真有这么大魔力吗？
可事实就在眼前，让你不容置疑。

表扬激发兴趣，兴趣催生效率。
看来，困难面前还是很需要鼓励的。
每个孩子既是一棵树，又像一条河。
剪得太过，树会枯萎；堵得太狠，河会
改道。我们不能以爱的名义，把树剪
得太过，把河堵得太死，一味地严，可
能会适得其反。适当奖励、增强信心，
效果会更好。

话说回来，既然小红花这么管用，
那就找老师申请一朵小红花吧！

（李京晶 整理）

近年来，搜题神器等高科技新生事物
越来越快、越来越深入地影响着学生的学
习和生活。对此情况，不明就里的家长忧
心如焚，而天性善于接受新生事物的孩子
却用得得心应手，那么怎样解决这对矛盾
呢？在这里，几点看法或许能给家长和同
学一些启发和改变。

第一，按照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要求，
学校是不提倡学生在校使用手机的，那么
更不提倡在校使用一些所谓搜题神器的软
件。家长出于安全考虑给孩子配备手机的
现象各校各班都有，禁是禁不住的，但应以

“不在校内公开使用”为底线，这一点，家
长、学生必须明确和做到。

第二，手机及其衍生物搜题神器毕竟
是高科技产物，非常契合未成年人求新求
异的心理，但要区别对待。对于那些自制
力强、自控性好的同学来说，手机和搜题神

器在家是可以使用的，合理地使用甚至可
以高效便捷地解决疑难问题，提高学习兴
趣，如此，孩子的学习就如虎添翼、如有神
助；可是，对于自制力薄弱、自控性欠缺的
孩子来说，还是在家长的监控下，让他们有
限使用搜题神器为好，以减少可能产生的
依赖性。

第三，对于学生来讲，在家学习时如果
必须使用搜题软件，一定要注意正确使用，
即不能看一眼抄一字，应该是在遇到难题
百思不得其解之后，再借助做题软件来打
开思路，或作业做完后，为确定正误时使
用，只有这样才能回归搜题神器学习辅助
工具的身份。

基于以上三点，搜题神器不是不能用，
而是要在正确的场合和时机使用，这样才
能发挥它的积极作用，使它真正成为提高
学习成绩的利器。 （李京晶 整理）

合理使用，让神器成为利器

这种“做题神器”之所以引起家长的焦
虑，主要是因为现在有一大部分家长过于
关注孩子的学习，甚至介入孩子的学习过
程，瞻前顾后，替孩子“分忧”，一旦发现新
鲜事物，不是想办法善于利用其特长，而是
担心由此带来的负面作用，比如担心“做题
神器”是否会演变成孩子抄作业的工具，担
心孩子会不会因此养成懒惰、不思考的坏
习惯。

对于一些文化程度不高的家长，学生
在家里遇到学习难题时无法求助，“做题神
器”的出现就成了合理存在。

然而，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这就注
定了这个“神器”极有可能会成为孩子应
付作业的帮凶。但如果主流是好的，就有
可持续性发展的动力，就像电脑，虽然引
发了“网瘾”，却丝毫没能影响它们的使用
和普及。因此，我们要看“做题神器”的主

流是什么性质的，它是否顺应社会的发
展。

目前国内仍然是着眼于分数来选拔人
才，这就难免导致学生们过分关注答案的
对错，而对学习失去钻研的热情。如此，以
目前的形势来看，这种“神器”在短时间内
还有一定的发展空间。

其实，对于这样的新生事物，家长大可
不必惊慌失措，它并非什么洪水猛兽，就仅
仅把它当作一个多功能电器吧，只要运用
得当，是可以帮助孩子学习的。

此外，家长要加强和孩子的沟通交流，
尽量不要额外布置作业。因为这样很容易
导致作业时间拉长、孩子精力不够，难保他
们不会拿出“做题神器”应付了之。如果作
业量适当，学生写完后还有富余的时间，一
方面他们会有成就感，另一方面也没有必
要再劳神费力去搜答案了。

“做题神器”并非洪水猛兽

成绩，真的不值得过分看重

期末考试结束了，有
些家长不是特别看重分
数，所以不会因为孩子成
绩的优劣而表现出喜忧；
但有些家长就不同了，他
们视孩子的分数为命根，
会对成绩表现出超乎寻常
的关注，甚至采取奖和罚
的“非常”行为。希望本期

“第三只眼”能对父母们有
一定的启示。

市12355青少年心理健康服
务中心主任赵迎春：

家庭应该成为孩子幸福安宁的港
湾，而不是一个惩罚站。特别是孩子
考砸了的时候，懊悔悲伤之情流转心
中，此时他们最需要的就是父母的抚
慰。但有的家长完全沉浸在恨铁不成
钢的愤怒之中，失去了理智，大发雷霆
者有之，拳脚相加者也有之。身处苦
痛之中的孩子，在最爱的父母那里尝
到的却是投石下井的苦涩与冰冷。

希望家长们学会大度与淡泊，如
果真的关心孩子，最好在考试结束后
报以笑脸，同时与孩子一道分析考试

成败的原因，进而帮助他们树立起继
续努力的信心。如此，考试成绩就不
再是孩子唯一追逐的目标，健康的心
态、高效的学习方法，会让他们越来越
积极、乐观。 （李京晶）

帮儿子申请一朵小红花

感谢新华区联盟路小学
张志立提供的育儿故事，也欢
迎广大家长朋友积极为本栏
目提供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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