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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凤凰网报道：“杭州：11岁女孩因作业没完成跳楼身亡”；
央视新闻频道报道：“拍照搜题出答案‘解题神器’引人忧”。一
方面是学生面临着巨大作业压力，另一方面是解题神器给学生，
家长带来各种困扰。面对这些问题？我们该如何办呢？
近日，一款名为“名师快答”的APP在各大应用商店上线后引
起疯狂下载。“名师快答”究竟是做什么的？跟以往的应用相比
又有哪些不同？在4月1日举行的“互联网+教育”作业辅导的
变革与创新新闻发布会上，记者采访了开发这款APP的郑州
市方舟教育科技有限公司CEO程旸。
郑州晚报记者 吴幸歌 文/图

据方舟教育科技有限公
司 CEO 程旸介绍，“名师快
答”是一款由真实教师快速
给学生提出的课业问题，提
供正确答案及详尽解析的移
动应用。也是通过移动手机
或 IPAD 由学生提出课业问
题后，再由专业老师积极抢

答，在最短的时间内给出正
确的答案和解题步骤，同时
会附带深入浅出语音讲解，
让学生快速地理解并掌握解
题的思路和方法，提升了学
生的学习效率，减轻了老师
的教学负担，解放家长朋友
的业余时间。

据悉，目前市场上针对
k12 的移动产品很多，但像

“名师快答”这样由一线授课
老师亲自参与解答的却很少
见。“优质的师资队伍不仅保
障了辅导的质量，确保学生
有更高效的学习效果，同时
也成为产品的卖点之一。”

“互联网+教育”，开启移动学习新潮流

作为一款专门针对中小
学生的辅导神器，程旸介绍，

“名师快答”有三大优势。
首先，一线授课教师亲

自解答，快速反应、语音讲
解。“名师快答”涵盖k12学科
体系，针对学生学习中的问
题最快59秒给出答案。数百
位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名师

在线解答，是名师快答的核
心功能。

其次，错就赔。“错就赔”
是名师快答给大家的郑重承
诺，答案错一个赔付10元，如
果老师给出的答案或解析有
误，只要学生提出来，就会赔
付该同学 10 元账户金额，既
鼓励同学们积极思考，又有

效保证了老师们给出答案的
正确率。

最后，无限次追问。不
同理解能力的学生学习接
受 能 力 不 同 ，如 果 在 提 问
过程中该同学没有听懂老
师 的 讲 解 ，他 可 以 不 限 次
数 的 提 问 ，直 至 把 知 识 点
全部吸收。

三大优势，打造你身边的好老师

2015年，“互联网+”写入
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
告，这意味着“互联网+”正式
被纳入顶层设计，成为国家
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

据专家介绍，从表面来

看，“名师快答”是在线教育行
业的又一次试水，也顺应了互
联网时代发展的浪潮，但更深
层次的原因是中国的教育培
训行业在经过二十几年的发
展后旧的格局已经清晰，新的

格局正待建立，而在建立秩序
的过程中，类似“名师快答”的
产品也会越来越多，它们所带
给人们的不仅仅是生活、学习
上的改变，还有更多理念和思
维等着我们去学习。

在线教育行业的又一次试水

面面俱到、一味求全、没有计划……

艺术生抢分文化课
需避开这些“雷区”

每年因盲目听信他人介
绍，选择一些不正规的辅导班，
最终导致升学失败的艺术生不
在少数。因此，陈中高考学校
杨冬莲校长提醒那些还没有选

择辅导机构的学生，在选择时
一定要多加注意，不要盲目听
信他人介绍，最好亲自到学校
感受一下，试听一下老师的课，
看学校的氛围，老师的授课方

式是不是适合自己。
此外，选择学校时，最好选

择一些专业的艺术生文化课补
习学校，他们有多年的艺术生辅
导经验，专业更强、针对性更强。

伴随着省统考的陆续结束，大部分艺术生开始进入文化课的冲
刺。每年高考都有一部分艺术生因为对文化课不够重视等原因
导致与理想大学失之交臂。本周，我们再次邀请业内专家就近年
来艺术生在文化课冲刺中的误区作一总结，提醒艺术生在最后的
冲刺中多加注意。 郑州晚报记者 吴幸歌

由于艺术生文化课成绩普
遍不高，再加上之前将过多的时
间都用在了专业课的学习和考
试上，因此，大部分艺术生对文
化课信心不足，特别是在最后的
冲刺阶段，有的甚至产生听天有
命、自暴自弃的心理。

对此，国师高考李从钦校
长提醒考生，艺术生文化课成

绩不高，这是不争的事实，艺
术生一定要正确看待自己的缺
点，但同时也应看到自身的优
点，其在专业上的优势是普招
生所不能比的。虽说艺术生文
化课成绩不高，但高考对艺术
生文化课的要求也不高。最后
一个阶段一定要树立起学习信
心。有信心，才会赢。

往年，很多参加完高考的学
生都很疑惑：我的专业成绩和文
化课成绩都不错，为什么还不能
被录取？

“其实，这很正常。”新世纪高
考补习学校招生办贾主任说，艺
术生高考除专业分数和文化课分
数要同时达到所报院校要求的录
取分数线外，个别学校对英语、语

文也有限分要求，如：有些学校要
求考生的英语成绩一定要达到70
分以上，有的则要求更高，考生报
考中央美院语文成绩不过关，也
不能录取。因此，考生在最后的
冲刺中一定不要产生骄傲心理，
以为自己的某一项成绩很好，就
心存侥幸，需要所有条件同时具
备才有可能被录取。

“面面俱到，一味求全是大
多数艺术生在文化课冲刺上最
容易犯的错误，文化课成绩不
高使他们在复习过程中生怕错
过了某一个知识点，继而会影
响到高考成绩。”陈中高考学
校杨冬莲校长说，对于每个考

生来说，无论从全局的角度，
还是从单科的角度，都不可能
做到面面俱到。况且，由于高
考试卷受卷面、考试时间的限
制，不可能涉及所有知识点，
必定是有重有轻，有主有次。

因此，杨冬莲提醒考生在

备考的过程中，一定要重点突
出，主次分清，必要时还要有所
舍弃。对于自己的强项科目、
提分空间较大的科目，可多安
排一些时间。对于自己的一些
弱项或零基础的科目，可少安
排时间或不安排时间。

虽然大部分艺术生文化课
成绩不高，但其中也不泛一些
400 分、500 分以上的好学生。
他们知识掌握程度不同，分数
差距比较大，升学目标也相差
甚远。因此，新世纪高考补习
学校贾主任提醒考生在复习的

时候也不能照搬同一模式，而
应根据他们的需要来设定复习
计划。

对于成绩偏下的学生应该
把复习重点定位在给分题和
基础题部分；成绩中等的学生
应该在确保前两种题拿分的

同时关注中档题和部分综合
题的复习；准备冲刺名校的考
生则应更多关注中档题和综
合题的强化训练。“最后阶段
的复习方法是高考的关键，应
遵循因人而异、不可求同的原
则。”专家表示。

雷区一 对文化课信心不足

雷区二 不重视英语、语文

雷区四 没有计划，盲目跟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