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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子宝典

“完全下线我也不赞成。”长沙家长燕子妈妈的女儿正上初三，

她坦言，日常遇到不会的习题，女儿会找她借手机搜题找答案。

虽然，也曾担心经常使用搜题软件会让孩子产生惰性和依赖，但

毕竟孩子现在的功课，他们已经辅导不了，如果作业不会做就空

在那里，日积月累就很难消化。

“老师会在课堂上会讲解题目，但孩子遇到不会做的题目都

是个性化的，搜题软件的帮助，起码能帮孩子完成作业。”燕子

妈妈担心，如果下架拍照搜题 APP，女儿遇到不会的难题会“求

助无门”。

星沙小学生家长刘先生对拍照搜题 App 也是“又爱又恨”。

由于工作繁忙，他很难有时间给四年级的儿子检查作业，一开始

看到搜题类 App 时简直“如获至宝”，“忙不过来的时候，就让

孩子手机拍一下对照着检查，真挺好用的。”

但后来，他发现有点不对劲了。“作业本上写得工工整整的，

问他怎么答出来的却讲不出。”一番“拷问”之下，儿子才承认，

自从发现这款“好工具”后，他都会借“机”做题。

记者在在今日女报 / 凤网家长

群里调查，发现多数家长都觉

得：“一刀切”的做法，会误

伤一些学生和家长的刚需。

网友“可可豆”表示：

‘一刀切’确实不太

好，可以进行身份

检验， 让 家长注

册 使 用， 而 且

软件里的题目

必 须 带 解 析，

只 出 答 案 的

那 种 App 确

实 可 以 下

架。”

网 友“ 涩

郎”表示 ：“暂

时下线没问题，

但教育部门应该

给 出 整 改 方 向，

比如，对于认知能

力较 强的高中生和

大学生可以使 用， 小

学生和初中生不允许。”

麻醉后会“一醉不醒”吗
文 / 李玲（长沙市中心医院麻醉科）

麻醉前常有人怀疑“我不会麻醉了，就

醒不过来了吧？”其实，如果术前一个人的

机体基本正常，一般很少发生麻醉后不醒的

情况，但还真有“一醉久久不醒”的情况发

生。医学术语称之为“苏醒延迟”。主要有

以下几点原因。

第一，麻醉药用量过多或者其他原因导

致麻醉药物的代谢慢，多余的药物在体内蓄

积；

第二，患者机体内环境的紊乱，存在二

氧化碳蓄积、低血糖、低体温等，影响脑细

胞功能的恢复；

第三，患者自身的原因或麻醉管理不当

致脑供血供氧不足；

第四，患者原有的神经系统的疾病，比

如脑梗死，脑出血等均会导致苏醒延迟。 因

此，当麻醉医生询问病史时，不能隐瞒，让

麻醉医生有充分的准备才能减少这种“一醉

久久不醒”的情况。

 

 宝宝骨折后吃什么好
文 / 唐璐（湖南省儿童医院骨科）  

骨折的患儿术后需卧床休息，饮食应以

清淡、松软易消化的食物为主，因为要预防

术后小儿便秘，像是米粥、面条等是不错的

选择。还应多吃些清淡的有营养的食物，如

鱼汤、鸡汤、排骨汤、骨头汤等可促进骨骼

愈合。骨折的患儿平时在行动方面会受到一

定的阻碍，所以很容易出现便秘症状，宜多

食含纤维素多的蔬菜，吃些香蕉、蜂蜜等促

进胃肠消化排便的食物。骨折的患儿常伴有

局部水肿、充血、出血、肌肉组织损伤等情

况，化瘀消肿的原料靠各种营养素。适当多

吃一些西红柿、苋菜、青菜、包菜、萝卜等

维生素 C 含量丰富的蔬菜，以促进小儿骨痂

生长和伤口愈合。

拍照搜题软件被叫停，几家欢乐几家愁
“拍一拍”“搜一搜”学习无烦忧？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章清清

遇到难题怎么办？只要“拍一拍”“搜一搜”，答
案就能跳出来，甚至连解析过程都“贴心”附上……“拍
照搜题”App 问世以来，始终备受争议。

日前，教育部印发通知，要求对于提供和传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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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调查发现，下架拍照
搜题 APP，对于家长们来说可以是几家欢乐几家愁。

这样的做法，到底是“因噎废食”，还是“对
症下药”呢？

对于搜题软件的态度，目前业界存在两种声音。

支持者坚持 ：“搜题软件有改进的空间，但主要的

问题出在不自律的学生身上。就好比有人用菜刀伤了人，

总不能因此禁用菜刀吧？”

质疑者则认为，拍照搜题 App 非但不利于学生自

主学习，更会造成学生偷懒，直接通过软件获得答案，

助长惰性。

湖南省常德市石门二中副校长冯仁炅对今日女

报 / 凤网记者说 ：“搜题 APP 只是一个工具，关键

在怎么用。”冯仁炅认为，如果孩子们做完题目自查，

或者是还想看看其他的解题思路，那么就是好钢

用在刀刃上，但如果只是一味地应付作业抄答案，

那么反而限制了孩子们自我思考能力，就变成了

一件坏事。有些家长辅导孩子作业的时候，也用

搜题 APP，对于家长来说是一种方便利器。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认为，教

育部的文件只是说暂时下线，但并非不允

许所有作业类 App 存在，而是要趋利避害，

限制弊端，发挥优势。毕竟，作业 App

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大数据技术，在布置

个性化作业、弹性作业以及反馈学生作业

效率等方面还是具有其优点的。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也

建议，对于搜题软件，要用其利、避其害，

尽可能按照相应的规则来用，一个是密码的

管理，通过技术解决一部分问题；另外，现在

很多学校要求学生在校一个小时把作业完成，作

业量减少后，使用搜题软件的可能性也大大降低了。

事实上，“拍照搜题”App 存在的争议已引发各方

关注。

2021 年 7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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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也明确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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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后，部分“拍照搜题”App 已经悄然转型，包括

好未来旗下的“题拍拍”下架拍照搜题服务、“小猿搜

题”App 更名为“小猿答疑”。这些学习工具类 App 在

应用商城中的介绍均已加上诸如“中小学家长作业检查

和辅导工具”“ 家长老师智能检查作业好帮手”等标识，

其针对的目标用户已由学生调整为家长及老师。

2021 年 12 月 13 日，教育部再次发文，要求对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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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1 月11日，记者在苹果商店输入“搜题”发现，

相关拍照搜题软件仍能在苹果商店正常下载。下载安

装“小猿答疑”App 后，记者发现使用时页面会弹出“青

少年守护”，确认使用者是否已满 14 周岁。如果未满

14 周岁，则需要选择“监护人已同意”，方可继续使用。

进入首页，已无“拍照”或“搜题”等关键词，取而代

之的是“视频答疑”。点击后，用户依然可以使用拍照

搜题功能。只不过，如果身份为“学生”，结果仅显示

视频讲解，且需要开通 VIP 会员方可完整观看。而题

目解析部分，则显示“家长认证成功后可查看完整解

析内容”。

百度 App 手机端的搜题答疑功能也可照常使用，

只是增加了一个身份选项，分为学生和家长。如果选择

家长，会要求进行面部扫描认证。

家长的爱与恨：
能帮到学习又怕孩子依赖

部分“拍照搜题”App
已经悄然转型调查

政策还需考量
家长实际需求专家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员 王杏芬）
12 月 30 日，由湖南省公路事务中心主办、

湖南省报告文学学会承办、湖南教育出

版社和岳阳市作家协会协办的湖南公路

长篇报告文学《湘路》作品研讨座谈会

在长沙举行，作家、学者共计 60 余人

参加了会议并展开研讨。

《湘路》一书记录了作者方欣 来从

2020 年以来，自驾汽车，辗转奔波 2 万

余公里，足迹遍布湖南 14 个市州，采访

全省公路战线各级干部职工 200 余人的

公路故事，采访笔记达 20 余万字。在

半年多时间里，她以顽强的毅力投入创

作，用散文笔法，创作了这部饱含情感、

凝聚心血的真实记录湖南公路百年沧桑

巨变的长篇报告文学《湘路》。

研讨会现场，专家一致认为，《湘路》

既真实记录了湖南公路发展的艰辛历程，

也展示了中国“交通强国”的非凡战略

眼光，同时展现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中，湖南公路人“甘为路石、敢承大重”

的“湘路精神”。

现状

《湘路》作品研讨座谈会
在长沙召开

■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