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问他作业”、 “作业帮”、“快作业”、“作业宝”、
“魔方格”……近来一种新的手机 app 风靡校园，“解
题神器” 以帮忙中小学各科题目为产品诉求， 将全国
各地学生收纳其中，最快速度可以达到“秒回”。

（4 月 26 日《扬子晚报》）
事实上，任何一个学科，不管是题目内容是简易还是

疑难，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让学生学会思考，学会消化和巩
固自己所学的知识，并拓展和延伸学习效果，助推个人更
好更全面更广泛的掌握文化知识，提升自身素养。

但在“高科技”的干预之下，这个解决问题、享受成
长过程的思考之路，变成了简单的询问、复制乃至是抄
袭之路。

面对软件风靡校园，学校与老师应该加强教育，让
求学者知道怎么对待作业， 怎么完成功课。 也要引导
他们正确对待“解题神器”：可以将其作为检验作业成
效、深化学习内容、提升学习效果的工具，但切不可深
陷于依赖当中，导致自己的思维僵化、学习主动性和积
极性下降、 体会不到健康长大的快乐。 同时应加强家
校沟通，让父母学会监督孩子科学完成作业，避免养成
敷衍了事的畸形心态。

更关键的是，教育机构还应该改革作业方式，在探
究性、创新型、动手力等方面下功夫，既减轻学生过重
的学业负担，从而不至于有人出现被动应付的尴尬，更
不至于因为重复机械性习题过多过滥，而导致“解题神
器”大显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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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城南明德 8 英里小区的小
学生都去学校了，可 6 岁的闹闹 (化
名)却耍起脾气，待在家里不肯走。妈
妈急得团团转，舅舅也在旁边不停地
劝。 闹闹为啥闹情绪不愿意去学校？
因为他的爸爸开走了丰田霸道越野
车，他不得不坐舅舅的普通小轿车上
学。

（5月 6日《华商报》）
孩子心理错位的背后，家长无疑有

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家庭条件许可的情
况下， 父母对子女的投入高于一切，给
他们最好的衣食住行，不让其在物质上
输给其他孩子，同时还不忘和周围的邻
居比，比谁家的汽车豪华，比谁家的房
子大，比谁的职务高……儿童天生具有
很强的模仿能力，这些言传身教都在不

知不觉中影响着他们以后的行为。
只认霸道车不认普通车，其实是当

下一种浮躁的价值观，很多时候人们都
是要从虚伪的称赞中获得满足，盲目地
认为世人觉得好的东西就是好的, 而不
关心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只是一味地迎
合社会风气， 觉得学生分数高就聪明，
就有前途，就让人羡慕，觉得有钱有权
就代表着成功，代表着高地位，在这样
的氛围下，小孩岂能不受侵染呢？

无处不在的成人世界对孩子的有
形无形的强大侵袭，使得我们的“花蕾”
无法抵御外界的强烈刺激和诱惑。 所
以，作为监护人更应该以身作则，放下
面子和虚荣，给后代提供一个公平公正
的成长环境，方能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
价值观。

据美国《纽约每日新闻》5 月 3 日报
道，西班牙一公共学院近日出台新禁令，
男生被禁止进入洗衣房， 使用洗衣机将
被驱逐出校园。 男生应将脏衣服交给女
性朋友，让她们代洗。

———男神的衣服，有女生争着洗。普
通男生的衣服，有女性朋友帮忙洗。苦了
男屌丝，从此没有干净衣服穿！

永州市零陵区菱角塘镇网友最近给
自己立了一个特别的“读书规矩”：周一
到周五晚上 19:30 至 21:30 之间，只允许
阅读纸质书籍， 不允许玩手机、 平板电
脑。该网友还请各位网友监督，如果发现
其在此时间段内刷微博、发微信，他就请
客吃饭。

———2 个小时不上网， 抓狂的心能
静下来看书？在下建议，这位网友不如每
天写一篇读书笔记， 上传网络让网友评
论打分，是不是比监督来得更赞？

龙山三小的田俊老师最近发现，随
着一波波动画片、电视剧的热播，学生们
的作业也发生了变化。 用“ABB”组的词
语是“喜羊羊”“、 懒羊羊”、“慢羊羊”，

“ABCC” 写成了“后宫娘娘”、“皇后娘
娘”、“昭仪娘娘”。学校老师们边笑边感
慨：“我们可没这样教学生啊！ ”

———电视节目对孩子的影响可见一
斑，希望他们童年的记忆里，多一些聪明
善良的小羊，少几位蛇蝎心肠的恶娘娘。

点评人：余娅

炫富热的冷思考

科技与人文断裂之思

英国中小学计算机课程老师最近是轻松不起来了。
根据最新课程修订方案， 学生自 5 岁入学即开始学习
编程，11 岁前能够设计简单应用程序，高中毕业可以编
程解开数独问题。

（5 月 12 日《光明日报》）
实际上，在美国，去年也开展了声势浩大的“一小

时编程”活动，包括通过网络教授《植物大战僵尸》《愤
怒的小鸟》两款经典游戏的编码技术等，号召全美教师
向学生介绍计算机基础编程知识， 包括纽约在内的多
个城市已将编程教学列入中等学校计划之中。

重视前沿科技的教育固然是件好事，但忽视人文素
质培养的损失也是难以估量的。 对外国语言文化的学
习、接受和包容，反映了一个国家的开放程度，不能仅
从功利角度衡量利弊。 萨里大学法语教师道恩·马利认
为，学习外语所收获的不仅是语言知识，也是与他国人
沟通的可能性，更重要的是通过语言学习，可以认识一
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文化，这将极大地丰富我们的
生命。 同理，计算机程序语言也不仅仅是工作的加分条
件，还是逻辑思维以及创新能力的加油站。

同是“语言”，一个是“人文之钥”，一个是“科技之
匙”，并无优劣之分，也不应相互替代。 计算机时代的教
育目标，需要人们深入思考。

□ 白杨

朋友圈会变凉么
事件回放：近日，人民日报官方微博一则“该不该戒掉‘朋友圈’”的微博引发广泛讨论。 代购、集赞、心灵鸡汤……交流平

台充斥着的这些东西，令人相当反感。 有大学生认为，朋友圈只是一种工具，我们要充分管理它，而不是反过来被利用。
（4 月 29 日《重庆商报》）

短 评

PK台

为求职丢底气不可取
□ 赵兵

作业神器最好别用
□ 许朝军

毕业季将至， 一些寺庙里竟多了些临
时“抱佛脚”的年轻人：“赐我一份 offer 吧！ ”
“求增加人品，保我‘过关斩将’，拿下这份工
作”……听来有些滑稽的祷告，背后却是自
信的缺失。

年轻人烧香拜佛， 也并非就信奉宿命，
大多数求的可能只是心理的安慰，想在竞聘
时多几分底气罢了。 可是，本该敢想敢干、敢
为人先的年轻人，怎么连把握自己命运的底
气都没有了？

笔者也刚从学生时代走过来，大学校园
里，清晨不乏激情的演讲与朗诵，夜晚多是
刻苦的研读与写作。 然而，也有不少年轻人
过得并非如此充实。 或沉迷于游戏，或漫无
目的地上网，或“黑白颠倒”地熬夜。 学业无
所成，又提不起兴趣来参与社团活动，时光
就这么溜走，只剩下混沌。 一旦找工作、硬碰
硬，才突然发现简历“黯淡无光”，只得去网
上搜寻速成的竞聘面试“攻略”，或去寺庙求
个保佑。

特别是“拼爹现象”的存在，会加剧年轻
人的迷惘与不自信。 年轻人思想活跃，但同
时也容易走偏。 因为有人“靠关系”，便放大
了对社会阶层流动性不足的判断，进而不再
相信奋斗，不相信通过努力可以有满意的结
果。 其实理性想一想，大时代提供大舞台，身
边固然有人走偏门上位，但也不乏自强自立
的“牛人”，绝大多数人还是靠双手奋斗，开
拓着自己的发展空间。

不管时代如何变幻， 有些格言历久弥
新，比如“是金子总会发光”。 相信大多数年
轻人内心深处也是认同的，难就难在知易行
难。 匡衡“凿壁借光”、司马光“圆木警枕”，古
人的标杆树在那里，如果觉得有些难，鲁迅
先生“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用来写作，总该
可以努力而至吧？ 除了奋斗，我们还能靠什
么？ 只要多一些努力，多一些勤奋，多一些积
累，你终究会把自己锤炼成熠熠生辉的“金
子”。

■新闻漫画

4 月 18 日是南京市规定的小升初跨区借读生回原籍登记的第一天，
在不允许跨区择公办校的严规下，名校云集的鼓楼区，报名的人特别多。 记
者发现，有些孩子根本不符合户口、实际居住地及房产证三个条件，但不少
家长拿出了近期才办的离婚证，有的还是登记前一天才离的婚。 他们都是
一方放弃婚后房产，带着孩子迁回住在名校学区房的父母家。

（4月 25日《北京青年报》）
每个家庭一般只有一个孩子，他们就是自己的未来与希望，在教育资

源有限的当下，两夫妻为了小孩读一所好学校似乎也别无选择。
这个难题难道没办法解决吗？其实不是。日本为了解决教育资源不均

衡的现象，每所学校都按同一标准配备设施，就像肯德基、麦当劳一样，装
修风格、教师力量基本都差不多。 这样，就不会出现师资不均的情况。

被 离 婚

【正方】
Say�Yes
� � � � 李元：心灵鸡汤的文字看多了会觉得腻味，虚假；炫富秀恩爱
的照片，可能会得到衷心的祝福，但也可能会让别人产生比较，戳
中别人的痛处； 各种各样的代购广告， 更是让人觉得对方重利轻
义，把自己当做推销的对象而不是真正的好友。 以上种种，正是朋
友圈渐失人心，遭到质疑甚至是“抛弃”的关键。

刘肇庆：现实中的朋友，是经过岁月沉淀，经过感情洗礼
之后留下来的“真金”，而“网友”却缺乏这样的岁月选择与情
感洗礼，实践也证明，当我们遭遇困难与烦恼的时候，真正能
够带给我们抚慰与帮助的，也总是身边人，而不是虚拟世界里
的伙伴。

魏英杰：在这个新社交应用大行其道的同时，各种麻烦也
随之而至。例如，有人很烦上司加微信，怕大半夜给派活儿；还
有人担心父母加微信后，可实时掌握其生活动态。 一个人的账
号往往和 QQ 或手机捆绑， 这意味着很难把这部分人排除在
外。 如果把对方加入黑名单的话， 被知道了说不定会饭碗不
保。 种种纠结，让许多人士吐槽无力。

【反方】
Say�No
� � � � 王军：“新朋友”大量涌入，让我们感到很纠结，但
我们大可不必以逃离这种略显极端的方式远离微信，
毕竟那里还有好多老朋友。 而且，设计者也考虑到人多
必杂等等因素，专门开发了屏蔽、用户分组等功能，我
们完全可以利用这些功能，给朋友圈来次清扫，果断屏
蔽垃圾信息的制造者。

可乐瓶子（网友）：戒掉这个分享地，还有下个交流
群等着你，这是信息爆炸的时代，学会如何筛选对自己
有价值的信息才是明智之举。 况且，不管是对手机还是
对微信，人们身处移动生活新方式中，“又爱又恨”的无
奈情绪的确普遍存在。

张毅：从以前的开心网、人人网到微博的发展历程
来看，快速普及、深受欢迎的互联网应用产品往往也面
临着快速衰落的可能。 这就要求微信团队不断思考和
了解用户需求与体验反馈， 并及时调整产品设计、服
务，才能提升用户的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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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