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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电商平台上一款名为“写字机器人”的仿手写产品成为热销品。只需在电
脑输入电子文档，写字机就能在几分钟内“写出”一页“神还原”手写笔迹的纸质文稿，
吸引了不少“体制内人士”购买。写字机器人热销的背后，是基层各类工作考评“手写
癖”倾向。这种以技术手段应对考核要求的做法及其背后根源，须引起关注。

在“无纸化”办公渐成趋势
的今天，为何仿手写机器人热
销？那是因为一些人用写字机
器人完成手写稿，只是为了应付
各种“要求必须手写”的材料检
查。

以教育行业为例，虽然教育
部门没有明确规定教案必须手
写，但不少学校仍如此要求，给
一线教师增添了很多负担。一
名中学老师吐槽，学校要求每节
课都要写教案，一学期要写七八
十份，满满四大本，校领导会不

定期抽查，“检查完还要在教案
本封面和侧面盖章，第二年发新
样式的教案本，防止你重复使
用”。

在现实教学中，由于几乎所
有学校都实现了电子化教学，老
师们都用PPT或者“希沃”等电
子应用程序制作教案。多名老
师说，手抄教案的唯一作用就是
为了应付检查，教学根本不需
要。

一些教师反映，有的学校要
求教案必须写满五六页，而且有

二次修改教案的痕迹，还要用不
同颜色的笔做批注等。“可是现
实课堂很灵活，不可能按教案逐
字逐句念，没有必要写这么细。”
有教师直言，一节课备课两小
时，写教案一小时，二次改教案
又花一小时，很浪费时间。

一些基层机关单位也有较
多的手写材料任务。一名乡镇
干部说，上级部门要求必须手写
理论学习笔记，并发放了统一的
笔记本，要求写满，每年至少检
查两次。“每逢检查前，我们都要

没日没夜地补笔记，对着原文大
段抄。白天忙工作，晚上抄到凌
晨2点。”这名干部说，往年只发
一本笔记本，去年连发了两三本
本子，抄到手痛，“为了少写点，
尽量把字写大点”。

有的地方还要求村干部抄
“普法笔记”，直接抄写法律条
文，抄哪部都行。“好多法律条文
我看都看不懂，抄了一遍也记不
住。”一名村干部说，村上有的干
部文化水平低，年龄也大了，就
找人代抄，普法最终流于形式。

手写材料只为检查 实际工作中几乎无用

手写考评手写考评 火了写字机器人火了写字机器人
谨防用科技手段完成形式主义任务倾向

打开电脑软件页面，复制
粘贴电子版文字内容，填入纸张
长宽等数据，勾选想要的字体，
写字机夹着笔的机械手臂便开
始在纸上一笔一画地书写。短
短几分钟，一页看起来十分自然
的“手写稿”就完成了。

这是一些电商平台上热销
的写字机器人轻轻松松就能实
现的效果。一家店铺直播间的
主播称，凡是需要手写的文件
材料，包括备课教案、会议记

录、施工日志、签到表等，只要
在电脑上设置好模板，机器人
都能写。字体包里有上万种仿
手写字体，“丑的也有”，中英文
皆可，还能模仿本人笔迹。

部分商家在广告语中以
“体制内”“班主任”“公务员”等
关键词定位产品，“解放双手”

“无痛手写”的宣传吸引了不少
人购买。市面上的写字机价格
在200元到 1000元不等，有的
店铺销量超过3万单。

实际购买一台“写字神器”
体验后可以发现，写字机更像
是“AI+3D打印”的集成——在
电脑上设计好“图纸”，写字机
便能照图“打印”。客服表示，
想要字迹看上去不那么机械生
硬，可以在同一篇文档里混合
使用多种相近的字体，同一个
字就能随机呈现不同写法。模
仿本人笔迹则需要下载另一款
软件，亲自写字拍照上传，生成

“私人订制”字体包，“想写得更

像，就多写字给算法‘喂料’学
习”。

不少买家在店铺评论区直
呼写字机是“教师之光”，“3个
晚上补完了一学期的教案”“不
是熟人的话看不出来”。有的
买家留言“买来抄学习笔记”。
在小红书等社交软件上，还有
一些博主专门出“教程”，交流
如何用机器写得更逼真，有人
甚至用写字机挣起“代写笔记”
的外快。

几分钟一页“手写稿”还有人交流如何更逼真

无论是教案、笔记，还是其
他各种工作材料，手写原本是
为了帮助工作者深入学习和思
考。但设定不合理的量化考核
指标，只检查留痕结果，不管实
际效果，这就偏离了初衷。

2019 年，中办、国办印发
《关于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进
一步营造教育教学良好环境的
若干意见》，要求“遵循教育教
学规律，聚焦教师立德树人、教
书育人主责主业，坚决反对形
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在一些
教育工作者看来，在电子设备
普及的当下，硬性规定手写教
案就是一种形式主义任务。

“写字机器人与教师之间

形成的需求，也是形式主义制
造的伪市场需求。”教育学者熊
丙奇认为，用科技手段完成形
式主义任务，无疑进一步加剧
了形式主义，对提高教育教学
质量并无益处。

受访教师建议，与其硬要
求手写，不如把更多时间留给
备课和思考。在西部地区，不
少学校就规定，由集体准备共
同教案，教师再根据班级学生
情况备个案，在打印稿上修改
或批注即可，这一举措受到教
师欢迎。多位教师期盼取消手
写教案的硬性任务，深入了解
教师需求，把科技手段用在“刀
刃”上，通过共享优秀教案等更

实际的方式，帮助教师提高教
学水平。

一些基层干部认为，如果
理论学习、法律普及等仅沦为
应付检查“抄笔记”，没有带
着问题、联系实际深学细悟，
自 然 是“ 年 年 反 思 、年 年 如
此”，也容易造成“重痕迹轻
实绩”的不良导向。例如对于
基层普法工作，受访村干部表
示，比起干抄法律条文，结合
基层治理的难点、堵点、痛点，
采取“以案释法”等方式，更能
降低普法“门槛”，加深受教育
者的印象，真正促进基层工作
的开展。

加强政治理论学习是基层

干部提升政治素养、增强工作
本领的必然选择，更应在创新
学习组织方式、增强学习者内
生动力等方面下功夫，做到真
学真懂、真信真用。把基层干
部从“抄笔记”中解脱出来，把
更多时间投入到干事创业中，
才是真正“解放双手”。

此外，还有不少受访的基
层党务工作者表示，如今公安
办案的询问笔录和法院审理案
件的记录都已经实现了电子化
记录，基层党组织会议等党建
材料也应该实现电子化，这样
既节约环保，也能为基层党务
工作者减负。

（半月谈 张亮 马丽娟）

用好工具 基层期盼真正“解放双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