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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出现了一种帮助学生解决课后作业的搜题软件，笔者针对这种类型的软件进行了调查研究，并

从软件使用的基本情况和学生使用该软件的认知角度进行了分析得出搜题软件在高中生群体中的使用现状，并

针对该现状提出了软件结构的改进建议，以期在信息化学习环境下，该类型软件能更好的辅助学生提高学习绩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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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cently, there has been a searching questions software, to help students solve the problem of homework.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udents’ basic use and cognition towards this type of software. The author conducts an 

investigation to analysis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searching questions software using in high school and puts forward the 

suggestions for improving the structure of the software, in order to help students improve their learning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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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日来，被称为“答题神器”的搜题软件可谓风光无限，受尽学生喜爱。但很多老师和家长

对于搜题软件的看法并不乐观，包括一些教育专家也对该软件持质疑态度。本文从分析搜题

软件发展现状的基础上，针对目前使用搜题软件最大的高中生群体，进行了多维度的使用现

状分析，并针对该现状提出了搜题软件设计结构的改进建议，以期在信息化学习环境下，该

类型软件能更好的辅助学生提高学习绩效。 

2. 搜题软件概述 

 搜题软件的实质是基于题库的学习系统，包括搜索模块，在这个模块中学生可以使用识

别技术搜索到相应的解析和答案；练习模块，在这个模块中学生可以结合智能诊断进行知识

点练习；回答模块，在这个模块中学生可以对网上有待回答的问题进行回答；社交模块，学

生可以以讨论题目为主题，建立社交圈。 

3. 研究问题 

1.学生在信息化学习环境下使用搜题软件的情况如何？ 

2.教师、教育专家等群体对于搜题软件的看法以及对于学生使用搜题软件持何种态度？ 

3.学生对于使用搜题软件的动机认知、情感态度与元认知分析等。 

4.搜题软件如何改进才能更好的实现它的教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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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究方法 

4.1. 问卷设计及访谈设计 

笔者围绕高中生使用搜题软件的“基本情况”、“了解与认知”、“选择与使用”及“评价与反馈”

四个方面进行问卷设计，以认知负荷理论和泰勒的教育目标分类理论为理论基础，从知识维

度和认知过程维度进行划分并结合针对教师和专家的访谈。 

4.2. 调研情况 

本次问卷调查以问卷星的形式在江浙沪三省信息化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开展调查，共回收

有效问卷 144 份；访谈主要针对 2 高中教师和 1 位高校专家。 

5. 研究结果及数据分析 

数据显示，73.61%的学生认为课程作业难度高，31.25%的学生认为作业量过多，76.39%

的学生表示使用搜题软件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学校布置的作业，说明搜题软件基本上还只是一

个作业完成工具。值得一提的是，只有 40.28%的学生认为自己只是参考软件中的解析，做题

中还是会自己思考，说明超过一半的学生并会直接抄袭答案。 

36.81%的学生使用了练习功能，26.39%的学生觉得使用搜题软件拓展了知识，但仅有 10.42%

的学生表示搜题软件可以提高成绩。说明将近搜题软件未从实质上帮助学生学习。 

这些数据反映出了当代教学的一些弊端，现在的作业题海使得学生没有精力与兴趣去完成，

反而压的他们喘不过气来，做作业的目的变成了应付老师，而非真正的提升自己。 

6. 软件结构设计的改进建议 

6.1. 学生，教师，家长三者融合形成学习生态圈 

笔者认为学习不是个体的事情，只有融入了家长监督，教师辅导，同学交流的习题学习才

是能同时带给学习良好体验并提升学习效果的学习，故建立以个性化自主学习为主，在线教

师辅导，在线同学协作学习，在线家长监督为辅，并与现实教学相融合的混合学习生态圈才

是当前提高社会各界对搜题软件的认可度之关键。 

6.2. 软件改进概念图 

 

圖 1 搜题软件发展概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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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1 可以发现，搜题软件的核心竞争力是基于题库的学习型软件，融合了基于多种识别

技术的搜题型自主学习；基于个性化诊断的操练学习；基于题目讨论的协作学习；基于奖励

机制的答题学习。最后由于学生学习能力的有限性和自觉性方面的不足，软件应该进入在线

教师辅导系统和在线家长监督系统。 

7. 小结 

总体来说，本次研究的目的已经达到，得出了使用现状分析结果，以及提出了该类软件未

来发展的框架图，但是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任需改进，在测试学生对于该类软件的评价等主

观题方面，设计的题目对学生来说有点模糊，需要修改成更具体的题目；研究对象只集中于

杭州和宁波，数据也只有 140 份，需要扩大研究对象所在的地域范围和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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