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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班里的同学都在搜

韩小姐到姐姐家做客，外

甥小明正在电脑前写作业，并

不时摆弄几下鼠标上网。韩小
姐问小明为什么开着电脑写
作业，小明不假思索地回答：

“刚刚有个题目不太懂，就百

度找找答案。”

小明说，每天晚上老师给

布置的作业太多，碰上不懂的

题目，要一个一个地翻书太麻

烦，还不如上百度输入题目搜

索答案来得方便又正确。听了

小明的一席话，韩小姐很惊

讶，小小年纪就如此依赖网

络，学习成绩怎么能提高呢？

无独有偶，家住东营市安

和南区的张女士告诉记者，有

天她下班回到家，看到儿子在

电脑网页上的百度栏里赫然

写着“在线翻译”四字，原来他

正用百度搜索引擎做老师周

末布置的英语翻译作业。在发

现了儿子的这一“秘密”后，刘

女士很生气，“但是教育儿子

以后不要再用这种网络工具

的时候，儿子却振振有词地说

他们班上的同学大部分都在

用，自己不用在线翻译就经常

出错，出错了还会被老师罚抄

写作业。”

小学老师：不能让孩子形成依赖

记者就此咨询了东营实

验学校的宋华主任，宋主任告

诉记者，要一分为二地去看待

这个问题，目前一至四年级的

学生回家一般都要做家庭作

业，但是小学生在遇到不会的

问题时，在家长的帮助下一般

都能解决。“学生遇到不会的

问题，家长可以教孩子做题的

思路、做题的方法，孩子也就

会做题了。”宋主任说，孩子做

作业的过程，是对知识点掌握

的过程，遇到不会的问题是正

常的，但是关键是看待不会做

的题目的态度，“一道不会的

题目，经过思考后还是没有得

到解题思路的话，再借助百

度，搜一下解题思路，看一下
别人是怎么做的，自己也知道

了。”她介绍说，孩子们在做题
的过程中，看到题目还没有思

考就想通过百度来得到答案，

就让孩子养成了不好的习惯，

这个时候家长应该对孩子进

行正确的引导，可以在跟孩子

一起做题目还找不到答案时，

跟孩子一起百度，而不是让孩

子自己一味地依赖电脑来做

题目。“这就像孩子使用计算

器一样，孩子会觉得用计算

器做数学题，又快又简单，多

好啊，有时候孩子不知道对

错，但是在家长和老师的引
导下，家长和孩子一起探讨，

孩子就会对这个知识点感兴
趣，就会觉得自己必须要先
独立思考、练习，用计算器只

能解决眼前这道题，而掌握

不了知识点。”

→

→

作业网上搜渐成依赖症
如何应对学生变招写作业成老师家长难题
本报记者 李沙娜 见习记者 王参

“真是害人啊，现在连小学生都学会上网搜
作业答案了，自己根本不思考，这怎么行啊！”近
日，有许多家长反映，他们的孩子在做作业的时
候，一碰见不懂的就上网搜索，这种行为让家长
很是头疼。

“有事问百度”成为很多人的口头语，网络无
疑已经成了找资料的一个极为便捷的途径，有不
懂的问题或者需要查阅的资料只需要点击几下
鼠标就可以找到自己想要的答案。在百度上，不
仅能搜索到简单的提问式回答，还有百度文库、

百度词典、在线翻译等各种便捷的搜索样式。

中学生：网络让我接触更多的题型

河口区教初中语文的杨
老师说，有一个周五他布置

了一篇题目为《痕迹》的作

文，要求学生们利用周末写
出来。“周一我看学生们的作

文，全班 46 个学生竟然有 20

多个都引用了‘天空没有翅

膀的痕迹，但鸟儿已飞过’这

句话，并且大部分作文的观

点和主题都很雷同。我问了

几个学生究竟是怎么写的，

他们说是百度了一下，挑了

个觉得好听的句子，就以此

为主题开始写了。这样靠网

络来找例子写作文，学生自

己不动脑，我们当老师的也
是很着急。”

马上就要高考的冯同学
说，他们基本上每天都要做

模拟题，每周也有至少一次

的模拟考试，“题量这么大，

如果上网把不会做的题搜一

下，然后经过自己的思考加

工，就能在相对比较短的时

间内做对更多的题目，我并

不觉得在网上搜答案有什么

不好，但前提是对照答案前

自己必须思考。”冯同学对自

己这种做法很有信心，“通过

上网搜答案的做法，我感觉

我接触的题型更多了，很多

不会做的题目也能有所掌

握。”

→

中学老师：家长和老师要做好监管
→

河口区第一中学陈树智

老师认为，学生写作业问百度

的做法可以理解。陈老师说：

“我认为在网上找资料找答案

确实很方便，对学生来讲，如

果能通过在网上找资料得知

更多的信息，未尝不是一种很

好的学习方法，当然了，学生

必须经过自己的思考研究才

能有效果，这种方法对于那些
思维快学习好的学生，我还是

比较支持的。对于那些在网上

拿来答案就直接抄的学生，我

的感觉就是，抄一遍总比什么

也不写强，收获多少还是有

的。”

东营市实验学校的刘庆

川主任告诉记者，平时给学生

布置一些查看阅读资料的

题目，比如语文课上就会需
要查阅作者、出处、古诗词

典故、节日的来历、手抄报

等，这需要学生去上网查

阅，“但是每次有这种需要
上网的作业，老师都会先跟

家长联系，学生上网时都必

须在家长的指导下一起上

网查阅材料”，学生的自制

力不是太强，上网的时候都

会自觉不自

觉地贪玩，家

长一不注意，

他 就 会 玩 游

戏，贪玩起来的

话对孩子也不

好，“所以希望家

长和老师沟通

好，对孩子上网

做一些监管。”

他说。

大学生：

网上拷贝，省事不少

滨州学院中文系的尹同

学大四一直忙于工作，学期

末快要交毕业论文了就在网

上买了某论文库的通行账

号，在网上七拼八凑地写出

了自己的毕业论文。“平常实

在是没时间写论文，弄一篇

比较完整的论文首先得读很

多书，再就是得查阅很多资

料，并且论文要自己一遍一
遍地修改，对于我这种一心
找工作的学生来说实在是

太浪费时间了。在网上论

文库搜一些文章，用自

己的语言稍加修改一
下，凑凑就能弄出一篇 很

好的论文来。”尹同学表示他

看过很多文学类书籍，论文

并不是完全照搬网上的，“我

并不担心老师

会说我这是抄

袭，因为我凑的

这些内容就是关

于我很熟悉的小
说，找到相似论文自

己稍微理顺一遍就能

变成自己的东西，所以
在论文答辩的时候，我

也能得心应手地应对老

师的提问。”

烟台大学土木工程专

业的兰同学说：“我们这个专

业，不在网上找资料根本没法

学习，有很多作业必须通过网

上提供的资料和工具才能做。

至于毕业论文，现在哪个大学
生不在网上‘拷贝’，只要百度

一下，能搜到很多论文呢！”

→

→

东营职业学院赵云华老

师认为，大学生通过网络来搜

集材料是必要的，毕竟现在网

络上的知识量和信息量是非

常巨大的，但是在搜集到相关

的观点材料之后，一定要通过

自己的学习、凝练、加工加以
提升，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

中创新。赵老师说：

“大学生论文

一 定 要
有

自己的观点，不应该在网上照

搬他人的说法，就算是自己的

观点有误，自己写的论文质量

不高，那也比在网上‘复制粘

贴’好一百倍，抄袭现象是对

学术的玷污。”

大学老师：

照搬无益，创新最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