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拍照搜题”作业类 APP 真的下线了
吗？在手机应用市场中，记者以“拍照搜题”
为关键字进行检索，发现使用率位居前列的
“作业帮”、“题拍拍”等APP 依然存在，还
有一些下载量不高的APP更是直接以“拍照
搜题”为名字，吸引学生家长直接下载。

靠拍照搜题起家、随后切入在线教育业
务的“猿辅导”，已经改名为“小猿答疑”和
“猿题库”两款 APP，其中“小猿答疑”APP
在苹果手机应用市场里的下载量已经高达
140万。
在长期使用这类“拍照搜题”APP 的家

长眼里，目前没有一款 APP 彻底下架，日常
功能均可使用，有些APP 在主页设置上把惹
眼的“拍照搜题”，改成了“视频答疑”、“搜
索答疑、”“作业检查”、“作业批改”等字眼，
以此来规避监管风险。

在教育部印发的通知里，主要针对的还
是学生使用作业 APP 现状。目前，像“作业
帮”、“题拍拍”、“小猿答疑”等 APP，都在
开机页面增设了“青少年守护”模式，有些甚
至还会让用户选择“学生、家长、老师”的身
份。记者发现，无论是选择青少年模式、还是
家长模式，其主页栏目设置都是相同的，有些
APP则明确，学生模式搜索答疑功能不提供
答案及解析。

如果学生以家长名义进入该模式进行搜
题呢？

记者发现，大部分APP 在选择家长模式
登陆时，不仅可以跳过部分注册环节，登录也
只需要手机号码验证后，就可以选择家长模
式。这样的模式区分，让人觉得形同虚设。

事实上，“拍照搜题”功能除了教育类

APP 有，搜索引擎“百度”APP“扫一扫”居
然也能扫出解题答案来。在“百度”APP 里，
无论是主页栏目设置还是页面里，均没有提
到过任何有关“拍照搜题”的字眼。但在学龄
童家长圈内，这根本不是什么秘密。只需要使
用“扫一扫”功能，就能实现“拍照搜题”。

目前，“拍照搜题”类APP 在形式上，增
设了“青少年守护”和“家长模式”，但这之
间并没有很明确的界限，学生很容易就能切
换到家长模式，进行拍照搜题看答案。

最近，“拍照搜题”类APP 要整改下架
的消息，在家长圈内不胫而走，不少家长表
示：“随着孩子就读年级上升，有些题目确实
有难度，不求助搜题APP，都不敢保证自己的
答案是正确的。”

崔女士的孩子上初中了，“拍照搜题”是
她每天给孩子检查功课、讲解题目的一款“神
器”。每天晚上八点半，她雷打不动地要给孩
子讲不会的数学题目。最近，孩子已经学到代
数解题了，崔女士会事先用“拍照搜题”功能
搜出至少 3种以上的解题方法，然后再给孩
子一一讲解。
随着孩子年级越来越高，题目越来越难，

崔女士坦言真的不是所有的题目都会做，尤
其是物理等学科，很多知识点早忘了。她表
示，对于自觉性高的孩子来说，自己使用“拍

照搜题”功能未尝不可。但对于自家的娃，自
制力有限，她还是倾向于自己用“拍照搜题”
帮他解决难题。

像崔女士这样使用智能软件功能，给孩
子辅导功能的家长不在少数。但在采访中记
者发现，还有更多的学生，使用“拍照搜题”
纯粹就是抄答案了事。

王同学小学四年级了，父母工作繁忙，给
他配了手机以便联系。但自从他发现了“拍照
搜题”功能，不会的题目就选择照抄了事。时
间一长，王妈妈发现：儿子的作业完成度还可
以，但一到考试就暴露。最终，她才在其他家
长的指点下，发现了儿子的小秘密。

在王妈妈看来，“拍照搜题”这种工具，
对于缺乏自制能力的孩子来说，是弊大于利。
久而久之，自己主动思考做题的能力只会越
来越弱。“儿子很难体会到我们小时候那种冥
思苦想后终于解出难题的快乐。”

事实上，“拍照搜题”这一类的APP 从
面市起，就存在争议。

开发商和运营商认为，“拍照搜题”类
APP，就好比老师或一个成绩优秀的同学在
身边，便于学生获得解题思路。而质疑者认
为，这非但不便于学生自主学习，还让学生偷
懒，直接通过 APP 获得答案，有不少学生下
载这类APP，就是为了抄袭答案。

对于“拍照搜题”类APP 的监管并非首
次，要求这类作业 APP 暂时下线，也是执行
“双减”的规定。今年 7 月，中办、国办印发
《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
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明确线上培训机
构不得提供和传播“拍照搜题”等惰化学生
思维能力、影响学生独立思考、违背教育教学
规律的不良学习方法。

学生对“拍照搜题”类APP 的大量应
用、甚至是依赖，对学校的教育教学已经开始
产生负面影响。
“学生学得怎么样，以往教师通过作业批

改就能一目了然。现在学生学得怎么样，作业
并不能真实反应学生的学习情况。还有些学
生甚至出现了平常作业都很好，一到考试就
不行的情况，无疑给日常教学带来了新问
题。”上海市甘泉外国语中学副校长郝晓刚认
为，对于“拍照搜题”类 APP 应该对学生进
行限制使用。
网络学习工具是把“双刃剑”。在 21 世

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看来，问题不在于
作业类APP，而在于使用作业APP 的学生，
如果学生有自主学习能力，就会发挥网络学
习工具的积极作用，因此，不是要取消“拍照
搜题”APP，而应该加强对学生的监护、引导，
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和自主管理能力。但培
养学生的自主学习和自主管理，并不容易，而
“拍照搜题”类 APP 的存在，又在刺激学生
的依赖性。因此，很多家长呼吁取消这类
APP。

此次对“拍照搜题”类作业APP 进行暂
时下线处理，并非不允许所有作业类APP 存
在，而是要趋利避害，限制作业APP 的弊端，
发挥作业 APP 的优势。熊丙奇表示，作业
APP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大数据技术，在布置
个性化作业、弹性作业，反馈学生作业效率等
方面还是具有其优点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双减”治理“拍照搜
题”类APP 后，有的教育培训机构转向开发
具有类似功能的“实体产品”，把线上培训内
容、APP“产品化”，号称某某智慧学习机，卖
给学生和家长，而产品功能和以前的APP 差
不多。对此，需要把这类产品也纳入统一规范
治理，防止机构打擦边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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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照搜题”APP被喊停
用家长模式进入仍可搜

教育专家：作业类APP存在有其积极意义，关键在于趋利避害
晨报记者 荀澄敏

如今，大部分的学生、家长的手机
里，都有几款“拍照搜题”APP。虽然这些
应用程序自问世以来就备受争议，但一
点都没能阻挡其在扩张步伐上的高歌

猛进，甚至将“搜题讲解”做成了付费功
能，成为了一种新的商业模式。

教育部近日印发通知，对于提供和传
播“拍照搜题”等惰化学生思维能力、影响
学生独立思考、违背教育教学规律的不良
学习方法的作业 APP，暂时下线。 整改到
位并经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审核后，方可恢
复备案；未通过审核的，撤销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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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我是家长”就可随意搜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