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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的到来让孩子们可以畅快玩耍，但也有暑假作业令他们感到头疼。然而随着科技的
发达，孩子们也逐渐找到了应对之法。一种“搜题软件”在近些年来迅速传播开来，虽然搜索题
目速度极快，但在准确率上有很大不足。不少老师建议，“搜题软件”不仅会给孩子带来极大的
依赖性，而且还会误导孩子，家长一定要保管好自己的电子设备，以免影响孩子的学业。

近些年，随着电子设备以及智
能手机的普及，各种各样奇形怪状
的APP应用软件层出不穷，从微信、
美团、天气预报、美颜相机等APP可
以看出，人们的生活已经与很多APP
紧密结合在一起，再也分不开。而
这种“搜题软件”的盛行，也是与孩
子们头疼暑假作业脱不了关系的。

为了测试这种“搜题软件”，记
者体验了一把做题的全部过程。首
先记者从一位中学生处借来了一份

初二学生的暑假作业，记者拿出手
机搜索了一下，发现了很多款“搜题
软件”。记者随便选取了一款搜题
APP，点击下载后记者发现，10兆宽
带下载该APP仅用了不到一分钟的
时间。随后记者打开该APP，用手机
号注册了账号以后开始使用。安装
APP要求，必须将手机横着拍摄题目
的全部内容，如果同一屏幕内存在
多道题目，那么该 APP 会提示通过
截取图片大小的方式确定只选择一

道题目。随后记者随机选择了一道
填空题，点击确定后一秒钟就在网
上找到了原题，并附上题目的答案
与解析，内容丰富又清晰。

随后记者又测试了多款类似
APP，发现均和“学霸君”有异曲同工
之效。而且在调查中记者发现，随
着暑假的来临，近段时间以来“搜题
软件”的下载量均有质的飞跃，令人
深思。

那么这些“搜题软件”正确率到
底怎么样呢？记者对此再次做了一
个实验，分别拿不同年级的试题反
复进行测试，然后发现一个问题，所
谓的“搜题软件”并不是百分百的正
确率，二十道题有十二道题存在答
案错误或者答案不准确的情况。而
且多数题目还存在搜索不到原题的
现象，只能找到类似或者有同样关
键字的题目，让不少学生直呼坑人，
那么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对此记者咨询了我市软件工程
师鲁先生，据鲁先生透露，“搜题软
件”其实就是各种搜索引擎的化身，

只是外表稍作改变而已。“这些APP
利用图片解码技术，把照片中的题
目解码成文字内容，再把文字内容
放到互联网或者该APP内置题库里
面搜索，有的题目经常出现所以一
搜索就能搜索到，而那些很少见的
题目就搜索不到，APP会‘智能’地将
和题目类似或者有相同关键字的题
目列出来，所以会有搜索不到原题
的现象存在。”鲁先生表示，互联网
上的内容有真有假，一旦以互联网
为基础进行搜索，则很难保证题目
的正确性。

当下“搜题软件”盛行，与家长

不够重视有关。“我们都没学过电脑
技术，也不会玩智能手机，每次孩子
都会拿我俩的智能手机玩，我们也
没当回事，可能就是这个时候他学
会了使用这些软件的吧。”家住市中
区文化路上的赵女士表示，前段时
间发现她的手机出现了一款搜题
APP，她一直没放在心上。直到近日
她看到电视上播放这款“搜题软件”
的广告，才知道这款 APP 的作用。

“电视上也有很多宣传这些 APP 的
广告，孩子们想学不会都难。”赵女
士担忧地说。

互联网内容有真有假 正确率不高

“搜题软件”盛行，孩子喜欢使
用“搜题软件”来解答暑假作业，这
种现象到底对孩子产生哪些不好的
后果呢？

薛城区临山小学的张老师告诉
记者，科技发达本是好事，但也要看
是如何使用。就“搜题软件”一事，
张老师认为这不仅对孩子的成长与
学业没有多少帮助，反而有着不小
的负面影响。

“首先孩子们对这种 APP 的依
赖性太大，这种情况很常见，一旦出
现什么难题，孩子们不是费心解答，
而是直接拿出电子设备进行搜索，

更别说那些连看题都不看，直接进
行搜索然后抄袭答案的孩子了，孩
子独立思考和努力钻研难题的习惯
没有了，反而养成了懒惰、不愿动脑
筋的坏毛病。”张老师表示，除了养
成依赖性以外，“搜题软件”的正确
率也令人堪忧，而这对于没有经验
的孩子们来说，很容易形成误导。

“以前上学的时候我就遇到一回这
样的情况，上课时我在讲解一道题
时，一位同学打断我说我讲错了，原
因只是因为我与‘搜题软件’上面讲
的不一样，宁愿相信莫须有的说法，
也不愿意相信老师的解答，可见‘搜

题软件’对孩子毒害之深。”张老师
担忧地说。

张老师表示，暑假作业的存在
是让孩子们在假期不要一味地放松
疯玩，而是在休息的同时学业得到
巩固，不要因长时间不学习而遗忘
了以往所学到的知识。“如果只是为
了做完作业而抄袭答案，这种应付
作业的方式完全失去了暑假作业应
有的意义。”张老师建议广大家长，
假期一定要肩负起监督孩子的义
务，同时管理好家里的电子设备，莫
让“搜题软件”影响了自家孩子的成
长与学业了。 （记者 寇光）

老师：家长请管理好家里的电子设备

搜题软件一秒出答案 WALN下载仅需1分钟

搜题软件在手 暑假作业不愁？
二十道题错了十二道，同学们就别用了

薛城姑娘小王两年前购
买了一辆私家车，虽然时至今
日，这款私家车已经不再是新
车，但在小王的细心照料下，
两年的汽车却保养得很好。
可是对于小王来说，除了保养
汽车之外，审车、检查车子毛
病，她并不在行，就因为知识
欠缺，小王在审车方面栽了跟
头。

一个月前的一天，正值小
王爱车两周岁的“生日”。在
这一天到来之前，小王本该拿
着汽车的相关手续去车辆管
理所审车。就在小王打算去
审车的时候，途中遇到了一位
朋友，听闻小王要去审车，这
位一知半解的朋友竟然告诉
小王，前段时间已经出了新政
策，两年的新车可以不用审
了。

听到朋友说得头头是道，
小王竟然信以为真，便放弃了
去审车的计划。小王原以为
可以省掉繁琐的审车手续，休
息一下午。可是让她没有想
到的是，就是因为省下了她一
下午的时间，却让她事后后悔
莫及。

小王告诉记者，最近她遇

到了一件棘手的事情。原来，
一周之前，因为不小心，小王
驾驶她的私家车在路上和一
辆电动车发生了刮擦，导致该
电动车车主手臂、头部受伤，
虽然经诊断，该电动车车主无
大碍，但小王还是要赔偿电动
车车主3000元的医疗费。

本以为买了全险的小王，
这笔医疗费可以由保险公司
承担。可是让她没有想到的
是，当她拿着手续去保险公司
理赔时，却被保险公司告知，
她的私家车已经在一个月前
脱审。听闻保险公司工作人
员的说法后，起初小王还以为
保险公司搞错了，之后通过保
险公司多名人员的解释，小王
才知道自己上了朋友的当。

小王的私家车虽然已经
缴了全险，但是因为车辆已经
脱审，保险公司方面不能为小
王承担赔偿，无奈之下，小王
只好自己为这次交通事故买
单。“如果当初我能多咨询些
人，或许打电话去相关部门咨
询一下，也许就不会造成车辆
脱审。”小王郁闷地说道。

（记者 董艳）

听信谣言汽车脱审
发生事故保险难赔

暑假期间，凉爽、安静的书店和图书馆成为学生们的好去处。7月14日，记者就亲身感受了暑期书店的“热
闹”。在薛城区临山中路新华书店内，许多孩子或站或坐或倚或靠地在读书。

（记者 苏羽 特约记者 王翊宇 摄）

书店“补课”

近日，家住薛城区燕山国
际小区的彭女士晚上在家用
棉棒掏耳朵，当把棉棒从耳朵
里拿出来时，棉棒上的棉花却
不见了踪影，原来棉花脱落掉
进了耳朵里，第二天去医院才
拿了出来。

彭女士今年47岁，退休赋
闲在家，平时晚上没事的时候
经常会用棉棒掏耳朵。“我一
般每隔两三天，就会掏一掏耳
朵，用掏耳勺掏的话，有时候
会疼，所以我基本上都是用这
种棉棒掏耳朵，现在是夏天
了，每天晚上吃完饭，我都会
出去散散步，回到家之后都要
冲个澡，有时候洗完澡后耳朵
会进水，我就习惯性地用棉棒
吸吸耳朵里进的水。”彭女士
说。

前几日，彭女士晚上散步
回到家，洗过澡后，感觉耳朵
进了点水，就顺手拿起一根棉
棒掏耳朵，本想要把耳朵里的
水吸净，可掏完之后拿出来
时，却发现棉棒上的棉花不见
了，然后感觉耳朵里有东西，
甚是难受，才知道棉花掉进耳
朵里了。彭女士先是用手反

复掏了掏耳朵，非但没有把棉
花掏出来，反而把棉花弄得越
来越深。于是，彭女士又想了
好多办法，用镊子夹，用掏耳
勺掏等，但始终没能把耳朵里
的棉花拿出来。最后，彭女士
只得无奈地放弃了，到了第二
天，彭女士一早就跑去医院挂
了耳鼻喉科，在医生专业器械
的帮助下，留在耳朵里的棉花
被顺利地取了出来。

“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
情况，耳朵里进了棉花，又痒
又难受，这种感觉很难描述，
让我翻来覆去一夜都没有睡
好，幸亏医生帮我拿出来了，
这事现在想想还有些后怕。”
彭女士说道。

医生告诉彭女士，用棉棒
掏耳朵非但不能去除耳垢，反
而会把耳垢推向更深的地方，
而且棉签上的棉花也极易脱
落，一旦掉进耳朵里，自己很
难拿出来，还特别容易伤到耳
朵。此外，耳垢还有若干用
途，包括提供良性菌栖息处。
这是耳内天然的防御措施，所
以，不要经常去掏耳朵。

（特约记者 王翊宇）

棉棒掏耳朵 舒服
棉花掉耳内 难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