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有小儿上学，有时会为题目一筹莫
展，经朋友告知，得知网上有家长辅导作业
的神器——搜题软件。下载试用，果然好使，
但有次碰到孩子做作业时也在用，不免想了
很多，觉得要说道说道。

所谓搜题软件，就是用手机对着题目拍
张照上传，马上就能看到答案和解析。对于
这样的神器，家长和孩子却持有不同态度，
孩子满是欢喜，家长忧喜参半。

当下，孩子学习任务比较重。搜题软件
的出现，让孩子、家长扫一扫就能够找到答
案，从表面上看，能够提升孩子学习效率，但
是，谁能保证这个答案是孩子学会解题技巧
后自己解答出来的，还是根据软件结果照猫
画虎做出来的。若是后者，孩子大脑根本没
有进行过深度加工，很难产生相应学习效
果，而一切未经长时间注意和思考而获取的
知识，最多只能算“接收”而绝非“接受”。这
时，搜题软件给的答案，并不会转化为其他
技能，更难以做到举一反三。

不仅如此，搜题软件很容易让孩子产生
依赖思想。学习本就是需要孩子积极主动，
不断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避免各种惰性思
维。我相信，很多人应该有过解出一道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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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针对人大代表提出的“改革我国对博
士生、硕士生毕业考核体制，给予导师决定博士
生、硕士生能否毕业的自主权，释放研发能量”
的建议，教育部在《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
第9546号建议的答复》中表示，今年下半年还
将出台《研究生导师指导行为准则》，明确规定
研究生导师的指导职责。（9月27日澎湃新闻）

研究生人才培养，到底采取何种模式？这么
多年过去了，相关探索一直在进行，而今似乎隐
约正在“接近答案”。从数年前开始推行所谓“导
师负责制”，到如今放出信号“要让导师自主决
定研究生能否毕业”，一套越发完善的权责体系
渐露雏形。当然了，硬币的另一面是，借着此轮
研究生教育方式的重构，导师们得以极大“扩
权”。而这，已经引发了公众尤其是学生群体下
意识的警惕与反弹。其中的某些担忧合情合理，
有关方面绝不可视而不见。

应该承认，国内绝大多数高校导师的个人
品行、职业素养，都是过硬的、可靠的。但问题在
于，由于近年来极端案例和丑闻频频曝出，少数
道德沦丧、风气不正的“导师”，给公众留下了极
其深刻的负面印象，让大众对“导师”的敬意与
信任感大打折扣。在此大背景下，给导师扩权，

赋予其决定研究生能否毕业的自主权，难免会
缺乏广泛的民意基础。

事实上，从研究生立场看，导师们原本的权
力已经很大了，甚至大到几乎足以“生杀予夺”
的地步。为了“不得罪导师”，现实中不少研究生
不得不给导师跑腿办私事，乃至是搞科研、做课
题当“免费劳动力”。更有甚者，把导师奉为“老
板”，单纯的师生关系变成了庸俗的隶属关系、
依附关系，“师门”俨然成为了内卷的小圈子、小
团伙，而导师则扮演着“大掌门”“大家长”呼风
唤雨——当导师拥有了卡“弟子”毕业的大权，
此类乱象会否愈演愈烈呢？

今后，随着相应新规落地，导师将获得前所
未有的权力。但是，在导师扩权同时，如何强化
师德师风监管，如何拓展学生维权的路径，如何
建立独立公正的“导学矛盾”裁决机制，都必须
一并考量才是！任何时候，保护好学生切身利
益，都是先决性的。

导师的权力与责任必须对等，与此同时，师
德与师权也必须对等。若是只顾效率不讲公平，
只顾扩权而不加制衡，导学关系只会进一步失
衡，长远来看，这势必会给研究生教育构成根本
性伤害。

然玉

前段时间，河南南阳男子龚某吹
牛称有亲戚在市教育局上班，从小学
到高中，交钱就能择校，骗得数十万元
后参与网络赌博。目前龚某已落网，案
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9月27日澎湃新闻）

每年开学季，都会有这样的荒唐
闹剧。

并不高明的骗局，老掉牙的套路，
为何依然有不少家长上当受骗？说到
底，当向上社会流动的渴望和“上好学
校”直接挂钩，为了能够让孩子们接受
优质教育资源，家长们往往使出了浑
身解数；当依靠自己的熟人网络难以
成功，一些家长便把希望的目光投向
那些不太熟悉的半熟人乃至素不相识
的陌生人。

美国社会学家格格兰诺维特提出
了“强关系”和“弱关系”两个概念。强
关系是指和联系频繁的人的关系，与
之相对应的就是弱关系。在发达国家，
求职者更多地通过弱关系来实现工作
匹配；而在我国，在就医、子女升学就
业等问题上，强关系的力量更为强大。
只不过，那些渴望让子女上名校的家
长们，自身的熟人网络也大都是缺乏
人脉和社会资本的普通人；当熟人指
望不上，他们只能退而求其次地寻求

“弱关系”的帮助。
一些家长对教育公平缺乏深层次

的尊重与敬畏，他们先入为主地断定
有人可以绕开规则，通过“花钱找人择
校”就可以实现自己并不合理的教育
诉求。面对骗子“表舅在教育局上
班，能帮忙办理入学事宜”的谎言，
这些家长轻易地托付信任。

骗子们能够得逞，不仅有社
会流动加速导致人与人之间的

信息不对称，也有家长们
存在焦虑心态、规则意
识淡薄等“软肋”的因
素。此外，家长们风险
防范意识的缺失，也
是上当受骗的重要
原因。从生活常识
上来说，如果真有

人可以“交钱任意择校”，自然也是秘
而不宣、暗渡陈仓地私下进行，怎么会
明目张胆地在微信朋友圈发广告？事
出反常，必有蹊跷；如果不是“病急乱
投医”，家长们或许不会承受物质和精
神的双重损失与伤害。

伴随着制度的篱笆越扎越紧，那
种“交钱任意择校”的权力幻觉和阴暗
想象，变得越来越不合时宜。忽视孩子
客观的学业成绩，漠视一个城市关于
升学的制度规则，渴望通过“交钱任意
择校”来实现教育分层上的“更上一层
楼”，被骗在所难免。

在升学的道路上，明明有正大光
明的前门，有的人却看不见，有的人却
找不到；他们只好另想办法找门路开
后门，最终撞到了骗子的怀里。少一些
教育焦虑，多一些对规则的认同和信
仰，“交钱任意择校”的骗局才会失去
生存空间。

杨朝清

百姓话语

今日金评

高校导师扩权，权责必须对等

别让方便的搜题软件
替代孩子思考

不吐不快

请多些对规则
的认同和信仰

漫画 严勇杰

数学题时的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而这道题也会
深深刻在脑海中，而且解题的自信也会越来越
强。如果过度依赖解题软件，很容易滋生应付心
态，一旦遇到难题，就会退缩，不肯开动脑筋，只
想走捷径。正如一些教师提到的，不少学生平日
里的作业情况表现非常好，完成准确度高，思路
也清晰完整。但一遇到有监考的测验环节，不少
学生就表现得无所适从，答非所问。

其实，搜题软件的初衷是为了方便孩子学
习，而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因
此，一方面，教师在布置作业的时候，一定要坚持
合适原则，不搞题海战术，对一些题目可以给予
适当提示，鼓励孩子独立完成，尽量避免孩子依
赖搜题软件解答。另一方面，家长一定要严格监
督，引导孩子正确对待课后作业，鼓励独立思考
解决问题，不要一遇到难题就让搜题软件替代思
考，只有这样，才能有效避免滥用“作业神器”。

林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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