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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尹晓玉

“果然是科技改变生活，现
在连检查批改作业的软件都有
了。孩子的速算作业一秒检查完
毕，妈妈们再也不用每天晚上掰
着手指头算数了。”12 月 24 日，
网友“芥末”在朋友圈发消息
说。记者调查发现，用这种被称
作“神器”的 APP 检查作业，
秒出结果，能省去不少批改孩子
作业的麻烦，因此受到不少家长
欢迎。

“作业神器”受欢迎

12 月 25 日，记者采访了 30
名小学生家长，其中有 21 名家
长表示使用过或正在使用这类检
查作业的APP。

网友“浅若深海”是一名二年
级学生的妈妈，在她的手机里有
3 个专门检查孩子作业的 APP。
她告诉记者，为了培养孩子的计
算能力，她让孩子每天速算 100
道题。以前，孩子做完后，她都是
一道题一道题地口算去检查对
错，直到她发现了一款APP。

“今年 8 月份，在看一档综

艺节目时，了解到有专门批改作
业的APP，我就在手机上下载了
一个。”网友“浅若深海”说，
没想到特别简单好用，打开这个
软件，对着孩子的速算作业本拍
照，答案正确或错误很快就分辨
出来了，再也不用自己一道一道
算了。

近段时间，网友“紫彤妈
妈”一直再用一款 APP 来检查
女儿的数学作业。“把数学作业
拍照上传，错题直接就被圈出
来，还给出了正确答案，这对家
长来说简直就是伟大的发明。”
网友“紫彤妈妈”说，这类软件
在数学方面挺管用，但检查语文
作业就不太行。

也有家长不放心

随后，记者在手机上的下载
商城中输入“检查作业”关键
词 ， 搜 索 到 了 很 多 “ 作 业 神
器”APP。随后，记者下载了其
中几款，发现有的是免费的，有
的还需要收费，有的还要用手机
号码注册，并需要填写班级、学
校等信息。

记者在手机上打开一款免费
的批改作业APP，用来检查一份
小学二年级学生的数学作业，大

约一秒钟，扫描结果显示全对，
并生成了一张电子奖状。再次扫
描另一份数学作业后，出现两处
错误，被用红线标了出来，点击
红线框可以获取正确答案，确实
比较快捷。但一些复杂的数学
题，软件识别不出来，无法给出
正确答案。

“这些APP我手机里也下载
了几个，用过一段时间后，现在
不用了。感觉不太放心，总是怕
软件检查得不准确，耽误孩子学
习。还是自己一道一道地看比较
放心，而且自己检查能及时发现
孩子的一些问题，比如字迹工整
与否和做作业的用心程度，再说
检查作业的过程也是陪伴孩子、
了解孩子的过程。”网友“春华
秋实”表示。

不能完全依赖软件

记者采访发现，老师们还是
希望家长能亲自为孩子批改作
业，建议把这类“作业神器”当
成辅助工具，而不是完全依赖。

市区一所小学二年级语文老
师宋苗苗表示，如果家长在检查
作业过程中，遇到不会的题目，
在没有老师指导的情况下，这些
软件可以帮家长解决难题，也挺
不错。但也不要完全依赖这种软
件，建议孩子的作业，尤其是语
文作业，还是要亲自检查，可以
在遇到难题的时候再使用。

另一位小学一年级数学老师
张明会表示，就数学作业而言，
这种软件确实能提供方便，免去
了家长计算核对的过程，尤其是
批改口算题。但大多数批改作业
的 APP 同时具备扫一扫就给出
正确答案的功能，家长在使用过
程中要注意，防止孩子偷用。如
果遇到稍有难度的题目，就拿
手机寻找答案，时间长了会影
响孩子独立思考的能力。“从这
个角度来说，这样的软件是不
被老师欢迎的。”张明会说，总
之，家长要慎用，同时防止孩
子偷用。

神器帮忙改作业 这事儿靠谱吗

□本报记者 张玲玲

近日，网友“向日葵”在朋
友圈发消息称：“公交车上人挤
人，有位大妈拿物品占座位，而
且理由还挺多，真让人无语。”

网友“等风来”：这种人太
自私，欠缺文明素养。

网友“石榴君”：真把公交
车当自己家的了？太不应该了。

看到消息后，记者联系了网
友“向日葵”了解情况。据她介

绍，12 月 20 日上午，她乘坐一
辆105路公交车去市区交通路附
近办事。因为车上人比较多，她
上车后就站在公交车的前门附
近。当车辆行至市区辽河路与泰
山路交叉口附近时，她听到车内
有争吵声。

“我仔细听过之后才明白，
原来一名女乘客用自己的物品霸
占着一个座位，车上一位乘客看
不过去，就劝她把东西拿下来，
把座位让给其他人。但她不听，
还说那是她的座位，她想坐就
坐，想放东西就放东西。”网友

“向日葵”说，听到争吵后，不
少人也劝说这位女乘客，认为她
做得不对。

“这位女乘客声称她已经50
多岁了，而且腿走路不方便，自
己有权利坐这个座位，座位怎么
处置是自己的事儿。”网友“向
日葵”告诉记者，“当时车上人
很多，有的老年人还站着没有座
位，这位女乘客的行为真是太不
文明了。”

“以前公交车上都有乘务
员，出现不文明行为，乘务员可
以上前劝导，现在公交车上就司
机一名工作人员，所以文明乘车
更多地需要靠乘客自觉。”市公
交集团办公室一位工作人员说，

“公交车上的座位有限，希望大
家乘车时能把座位让给有需要的
乘客。”

□本报记者 杨 旭

12月22日，网友“你
好！宋先生”在朋友圈发消
息称：“才健身没几天，身
体就吃不消了，健身卡这是
要报废的节奏啊。”

网友“小岛说”：坚持
一段时间就好了。

网友“风筝上的羊”：看
来你不适合去健身房，卡送
给我吧，哈哈哈。

健身对健康有诸多益
处，但是如果运动过度，也
可能对身体造成损害。12
月 23 日，记者联系到网友

“你好！宋先生”，他叫宋玉
龙，因为运动量突然增大，
出现了胸闷、恶心等不良反
应。

宋先生说，他一星期前
跟同事一起办了健身卡，想

着结伴健身。令他没有想到
的是，大概锻炼了三四天，
身体就开始出现不适。“主
要症状是胸闷、恶心，有时
候头会疼，还食欲不振。”
宋先生说，“但情况还好，
不影响生活。”

由于症状较轻，宋先生
起初并未放在心上，认为身
体长期不运动，需要适应
期。但一周时间过去了，症
状不仅没有减轻，还有持续
发展的趋势。

宋先生说，他决定去医
院咨询医生。医生告诉他，
之所以出现胸闷、恶心，很
可能是因为心肺功能不足所
致，运动量的大小与心肺功
能的强弱不匹配。“医生叮
嘱我运动过量可能损伤肌
肉、骨骼，严重的还会损伤
器官，让我不用每天都锻
炼，先从一周二到三次开始
练起。”宋先生说，“看来这
事还真有必要引起警惕，练
出好身材的目标只能延期实
现了。”

大妈拿物品占座 惹其他乘客不满

初入健身房 身体响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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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亚杰

12月23日晚，网友“倾
颜”在朋友圈发消息称：“这
20 块钱买的‘福盒’太坑
了！里面的东西根本不值
钱。”

网友“小乖”：我上次
买了个“福盒”，开出件女
性短T恤。

网友“小静”：我20块
钱开出了个小手电筒。

网友“丫丫”：这个看
着就很坑，反正我是不会
买，感觉买了就上当。

12 月 24 日，记者联系
到网友“倾颜”。她告诉记
者，市区交通路一家商场，
有个自动售卖机，上面写着

“幸运礼盒”，机器里面放着
一个个纸盒，纸盒上写着

“福盒”，然而并未介绍里面
是什么物品。由于好奇，她
花 20 元钱买了一个，结果
打开一看，“福盒”里就是
一个塑料盒，虽然名为暖手
宝，但无法充电，感觉实在
是太坑了。“我购买后，一
个女孩也买了个‘福盒’，
里面是一个廉价的戒指。这
算不算欺骗消费者？”网友

“倾颜”说。
“这是商家租我们的场

地，把自动售卖机放在这里
了，如有什么疑问和纠纷，
应该找商家。”该商场一位
工作人员说。

河南澜业律师事务所蔡
俊涛律师表示：“作为产品
来销售的情况下，盒子里是
什么，商家应该进行提示。
哪怕什么都没有，也得有特
别提示。部分消费者可能会
存在一种赌博心理，如果上
当，也负有一定的责任。同
时，如果商场内出现违规销
售的情况，商场也是有一定
责任的。”

20元买福盒 网友喊太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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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款在一款APPAPP上上，，作业答案正确与否被不同颜色的痕迹标了出来作业答案正确与否被不同颜色的痕迹标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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