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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董吕平

李先生说，女儿用手机拍照搜题找答案的情况，
至少已有半年。

李先生的女儿今年读六年级，班上很多孩子都
用了智能手机，他女儿也有一部。

刚开始，女儿回到家后做作业、学习累了会用手
机玩会小游戏，李先生觉得很正常，后来他发现，女
儿一边做作业一边还捧着手机，就觉得有些奇怪。

有一次女儿在做作业，李先生发现她每做一道
题都会用手机拍个照片，看过女儿的手机后，他发现
不对劲——她手机里有好几个关于“作业帮忙”之类
的App（手机应用软件），只要把题目拍照上传到软
件，马上就能搜索到答案。

女儿之前也经常向他“讨教”，问数学题怎么做，
作文怎么写，可李先生自己才是小学文化，这么多年
基本在外做生意，经常答不上来，即便知道答案，也
说不出个所以然。

“我孩子成绩中等吧，她不敢问老师，也很少跟
其他孩子交流，所以她这么做我其实是理解的，但总
觉得这样不好。”李先生说，这种软件我也不好说它
好或者不好，毕竟除了拍照搜题以外，软件里还有练
习、知识点解答、错题本等其他工具。但我是这样想
的，孩子做作业本来就是培养独立思考的过程，现在
软件答题过程确实方便了，拍张照马上就能出结果，
但把孩子独立思考的过程忽略了。

拍照上传题目，一秒不到得到三种解答
李先生所说的“作业帮忙”App，在手机上很容易

下载，而且免费。
昨天我使用苹果手机搜索类似App时，搜索到

的结果不下20个。
例如某App这样介绍其产品：作业不会写？用

作业X搜题，1秒出答案⋯⋯
另外一款产品介绍更加诱人：宇宙最棒的作业

辅导神器，潇洒搞定作业题，让老师对你刮目相看，
让男神女神对你心生崇拜⋯⋯

这类App都有相似功能，主要包括拍照搜题、语
音搜题、同步练习、老师答疑、答案解析、作文搜索、
求助学霸等。

登录这些App无需认证，只要提交个人手机号
码就可以。

昨天我下载某产品的App后，在网上随便找了一
道六年级学生的数学题，拍成照片上传，一秒钟不到，
就搜索到了三种不同答题方式，答案都相同。

也有一些题目解答得相对“粗暴”。特别是把一
些文科类的题目拍照上传后，只能找到答案，而没有
答题思路介绍。

那么，在软件那一端提供答案的都是谁？
据了解，就是所谓的“学霸”，这些“学霸”只是一

个“统称”，他们当中有的是在校学生，有的是上班
族，甚至也有很多老师。他们通过帮助用户答题目
可以获得“财富值”，另外还可以通过邀请好友、发表
精华帖、每日签到打卡等形式获取“财富值”，当“财
富值”积累到一定程度后，通过该软件上的“商城”可
换取不同价值的“奖励”。例如某“学霸”在3个月内
帮其他用户解答了22336道题，累计财富值31万多，
兑换了一台苹果笔记本。

题为什么答这么快？一般认为，软件平台是利
用了大数据、图片识别等技术，用户上传照片后，可
以从“学霸”完成的题库中快速识别，在线匹配相同、
相似的问题以及解答过程。

女儿拿着手机做作业
每做一题都拍照上传……
答题App悄悄风靡学生手机
老师：除了自控能力强的学生
用这类软件易变得拖延、懒惰、不爱动脑子
前天20:20，李先生来电：我女儿上小学六年级，最近我发现一个现象，只要她作业不会做，就用手机拍个照，答案就会在手机里跳出来。
这个情况老师是不是知道呢，虽然作业做好了，但孩子们还是不懂。时间长了，他们做作业都不思考，专去网上搜，这个习惯很不好。

昨天我拍照上传一道小学六年级数学题，三
秒钟得到了手机App的在线解答。

一位家长：我把儿子这些软件全卸了
昨天我问了两所学校的老师，他们都表

示，学生当中确实有很多在用手机软件帮忙做
作业，有些学生手机里还下载了好几个，这个
软件答不了题，还有其他备选软件可用。

老师说，使用这些软件主要是两种学生。
一种是学习成绩比较好，自控能力很强的

学生，他们平时在解答作业或参加兴趣班遇到
难题时，会通过搜索题目的难点及解答思路，
借此分析出自己在哪些知识点上出现不足，加
以改进。

还有一些学生成绩属于“中等”或“中等偏
下”，他们下载这些软件主要是为了做作业找
答案时图方便，却并不关心解答过程。这类学
生并不在乎自己到底有没有弄懂，下次遇到同
类型题目时还是一头雾水，甚至忘了自己有没
有做过这类题。

此外，部分家长也在用这些软件，他们
中部分人学历不高，想借助这类软件辅导孩
子学习。

不过我昨天采访了几位家长，他们几乎都
表示不希望或反对孩子用这类软件。

一位家长深有感触地说：“我儿子现在读
初一，现在不用这类软件了，不过他在读小学
六年级时，曾经对这类软件非常依赖，而且吃
过亏！当时有几次考试下来，老师发现一个问
题：平时经常在作业里做的题目他都会，可一
旦考试中遇到类似问题就完全不会答。后来
才知道是平时这种软件用多了。后来，我把他
手机里的这些软件都卸载了！”

网上也有家长质疑，答题软件或许为学生
学习抄袭作业提供便利。对此某App负责人回
应，使用软件的大多为成绩中等偏上的学生，他
们并不想要一个简单的结果，更想要答题的过
程和思路，而且软件设定了严格的反作弊机制，
一个账号一天只能提问十次，系统还会自动辨
识学生拍照上传的图片，如果是一整张试卷而
不是单个问题将会被驳回。

中学校长：这是新潮的抄作业的途径
昨天我就用App搜索出来的一道数学题

的答题过程，咨询了杭州两所小学的数学老
师，他们都看了，肯定答题思路、方法和答案都
正确，但又都同时表达了担忧。

“网络学习有它的好处，但也存在弊端。”
其中一位老师说，“做习题和做作业原本是为
了让学生巩固所学知识，但有了这么方便获取
答案的方式，很多自控力差的学生就会不经过
思考，甚至连题目都不看，直接用软件搜索答
案，这样作业也失去了意义，还容易让孩子们
产生依赖，变得拖延、懒惰、不爱动脑子。但自
控能力好的学生使用这类软件，可以通过看讲
解过程吸收成自己的东西，但这类孩子毕竟是
少数。”

采荷中学副校长赵骎则直接表示不赞成
学生用这种软件来完成作业。“我甚至觉得这
是种新潮的抄作业的途径。”

“我的想法是，既然孩子都不会答题了，想
用这个软件来找答案，多数情况下，他自然更
加不会用这个软件来做软件上所谓的辅导练
习或其他辅导工具了。”赵校长认为，她宁愿看
到孩子答错题，这样至少老师能及时发现孩子
学习中存在的问题，可以针对性地加以辅导，
如果孩子在平时的基础作业题中，利用软件把
本来不懂的题目做对了，那么遇到重大考试例
如中考、高考，刚好碰到了同样或同类型的题
目，该怎么办？我认为还是学生遇到不懂的，
多问问老师或同学，这本身就是一个自我体验
的学习过程。”

不少答题App已融到巨资抢占市场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学生求教求助的方式日

益多元化。前几年不少人会去社交网站上发布
“求助帖”，不过有时无法得到在线快速解答，有的
要等5到10分钟甚至更长的响应时间，因此，通过
拍照搜题的App逐渐如雨后春笋冒了出来。

李先生女儿使用的那款App，2014年 1月先
在Android系统正式发布，不到半个月有 30万人
下载，后通过母公司宣布分拆，A轮获得两大资本
投资，随后成立公司独立运营。去年该App研发
产品负责人接受媒体采访曾表示，截至 2015年 8
月，该App产品题库数据已超过 9500万，累计解
决问题超过 40亿次，它还与 113家教育机构开展
了业务合作，覆盖全国37万所中小学。

市场上另两款有搜题功能的App，分别宣称
已有 5000万用户和获得了 6000万美元的B轮投
资。

昨天我下载并免费成功注册了某款答题
App，拍照搜题免费，不过如果要咨询某个具体问
题，需要支付悬赏费。

某答题App负责人表示，搜题应用的发展会
像搜索引擎一样，最终发生行业整合和优胜劣汰，
市场排名达不到前两位的产品，或许都将失去竞
争机会。

这个领域的所有参与者现在还都面临着同样
问题，即如何把家长们引入到平台上，完成商业化
——毕竟，最终能够付费的还是家长。

市场里还有另一款面向家长的答题App，免
费注册为普通会员后，可以免费使用 1张作业券
和1张可用问题券，如果想享受包月服务，可以申
请为VIP，付费套餐有六种，价格从 10元到 4480
元不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