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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完的暑假，一定要做这8件
事，不做真的会后悔！”短视频平台
上，有博主将“考驾照”列在清单中的
首位，并给出充分的理由：“高考完的
暑假是考驾照的黄金时间，不仅有毕
业生优惠，脑力、体力也在巅峰期，开
学后你的假期就会被课业、比赛、实
习、考研、考公完全塞满。等你工作
后，更没有精力分心。趁18岁，赶快
拿下驾照，实现自驾游！”

在今年的高考生小宇家里，“考
驾照”也是早早被提上议事日程。“他
的同学里面，好多都打算这个假期学
车，他多少有点受影响，再加上几个
发小约着一起学车，他更是跃跃欲
试。”在小宇妈妈看来，难得有发小可
以做伴，学车不至于太过枯燥，再加
上漫长假期，如果孩子不去学车，很
可能会在打游戏中荒废掉。“与其那
样，还不如让他有点事做，反正现在
开车也已经是一项基本的生活技能，
早晚都要学。”

不过，小宇爸爸提出了反对意

见。“爸爸不太希望他这么早学车，倒
不是觉得孩子能力不够，而是觉得孩
子这么多年只是埋头学习，对现实生
活的危险性认识不足，对生命缺乏足
够的敬畏心。”提到安全问题，小宇妈
妈也有点动摇，“现在好多孩子都很
喜欢追求新鲜刺激，确实容易出现危
险驾驶行为。”

小宇爸爸认为，可以等到大四的
时候再考虑学车，但小宇妈妈觉得到
时候未必能挤出时间。相比之下，似
乎还是这个暑假更适合。

“孩子知道驾校离家有几十公
里，需要坐班车往返，有时候可能还
需要起大早，但他说这些都不是问
题。”眼看孩子已经做好了吃苦的准
备，并且答应考完驾照也不会贸然上
路，小宇爸爸这才同意他去报名。

作为过来人，小程倒觉得未必非
得赶着高考后就去考驾照。十多年
前，刚刚走出高考考场的她，便在亲
戚的撺掇下到驾校报了名。“那时候
也没多想，只觉得早点拿驾照是件挺

酷的事，就稀里糊涂去学车。”
来到驾校，小程发现教练只顾着

赶进度，并没有给学员留出足够的练
习时间。“最后侥幸算是过关了，但学
得不扎实，好多操作都只是机械地记
住点位，离开特定场地就不知道该怎
么办了。”拿到驾照后，小程开始了四
年的大学生活，之后又读了三年研究
生，“在那期间基本没摸过车，等到工
作以后，当年学的东西早已经忘得一
干二净。”如今，三十多岁的小程依然
是个“本本族”，“时间越长越不敢
开。”

考完大学考驾照不必“轧闹猛”
专家提醒：学生速考驾照，合法更要合格

考驾照，被不少家长列入孩子高考后“必做清单”。记
者探访发现，主打省时高效的速成班正成为热门之选，VR
（虚拟现实）、AI（人工智能）等技术已广泛应用于驾驶培训
中。专家提醒，报名学车应根据实际需求理性选择，不必盲
目跟风。拿到驾照后，也要重视驾驶安全，切莫将辅助驾驶
等同于自动驾驶。

“高考后是否要马上学车，最好
根据实际需求理性选择，不必因为
从众心理而盲目跟风。”作为机动车
驾驶员培训行业资深专家，国家车
辆驾驶安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专家
委员会副主任范立曾先后参与编
写、起草《机动车驾驶培训教学与考
试大纲》等诸多规定及文件。他认
为，大多数学生即使在这个暑假拿
到驾照，也马上要迎来少则四年，多
则六七年甚至更长的大学生活。对
于家里没车，暂时也不需要开车的
学生来说，很可能意味着长时间不
具备开车机会。等到未来真正需要
开车时，所学技能已经生疏，还需要
花费时间和金钱找陪练重新学。

“现在很多驾校专门为学生开
设速成班，的确可以快速考取驾照，
具备合法上路资格，但一些学员并
没有练好基本功，未必是真正合格
的驾驶员。”范立谈道，以科目一为
例，不仅需要学员掌握相关的法律
法规，还要能看懂各种道路交通标
志。“这些看似枯燥的知识，背后有
着很多血的教训。现在有的人只是
机械刷题，并没有真正理解，等到实
际开车时，很容易出现驾驶不规范
的情况。”

范立说，在科目二中，主要是学
习对车辆的控制能力，一些驾校只
从应试角度出发，让学员死记硬背
特殊点位，结果实际开车时频频出
错。“有学员考完驾照，却不会把车
倒进自家车库。最后，不得不在车
库门口插上两根杆子，这才把车倒
进去。”

他提醒，学车不宜短期突击，要
想把基础打牢，必须投入足够时间
进行练习。“有的学生觉得现在很多
车的智驾很炫酷，误认为考驾照可
以随便学学，开车时可以放手不管，
其实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范立
说，目前市面上销售的车辆，“智驾”
仍然属于辅助驾驶。“也就是说，驾
驶人对车辆运行安全负主体责任，
切不可放松警惕。”

（北京晚报）

在短视频平台上，小宇妈妈发现
直播间里专门推出学生速成班。“说
是仅限年龄在18到19周岁的高考生
使用，专为学生假期快速拿本打造，
价格有优惠。”

报名以后，小宇妈妈得知现在的
学车安排与过去有着很大不同，“科
目二是先在家附近的营业点上VR
课，之后才去总部开实车。”

记者探访多个驾校，发现类似安
排十分普遍，五花八门的“黑科技”已
纷纷登场。

“科目一通过以后，可以来这边
上一节模拟器的课程，之后再有五次
实车课程。”在一家驾校的模拟器教
室，教练正指导学员练习操作。“像调
座椅、系安全带、调后视镜等上车准
备工作，还有起步、停车要领以及操
作顺序，都可以先在这儿讲明白。”

教练说，驾校也有VR设备，但试
过以后普遍反映不太行。“会稍微有
点晕车的感觉，没有这种模拟器效果
好。有的驾校上来就是几节VR课
程，开实车的次数很有限。相比之
下，实车成本显然更高，其中既有油
耗成本，还有教练成本，所以我们的
价格比一些驾校要高几百块钱。”

即使是开实车，现在也有了新花
样。在智能教学区，记者看到有学员
正在练习侧方位停车，但教练并没有
坐在车内。

“这种主要靠车上的电脑教，如
果实在学得慢或者看不懂的话，才需
要我过去。”教练说，教练车配备多个
雷达，可以感知周围环境。如果监测
到障碍物，会自动触发制动，确保学

员安全。
“现在多半都是智驾，教学效果

更好。”在报名处，工作人员也表示，
车里有电脑可以进行实时纠错，“发
现哪个点位做得不对，哪个地方压
线，都会直接报出来，还可以看回
放。”

在另一家驾校，VR、AI等技术同
样已广泛应用于驾驶培训中。“自动
挡最快30天拿本，手动挡最快40天
拿本。”教练带记者参观了VR教室，

“在这边上三节VR课程，再到下面开
三次实车，就可以考科目二。”

记者观察到，VR教室内有数十
台VR设备。“如果戴VR头显觉得
晕，可以选择用大屏幕。”教练说，“在
这边熟悉一下基本操作，到下面开实
车好教。”

据教练介绍，具体班型分为智能

班和传统班。前者在车内为AI教学，
教练在车外同时为多名学员提供辅
助。后者则是教练坐在车内，进行一
对一指导。“传统班要贵800块钱，效
果肯定不一样。”

既然传统班效果好，为什么不选
择全部开设传统班？“现在油价一升
要六七块，以前一升才三四块钱。”教
练说，“再加上以前教练工资低，现在
工资高，保险也高，驾校得考虑成本
呀！”

在室外训练场内，记者看到数
十辆智能教练车。“这种主要看屏
幕、听指令操作。”当记者问到效果
时，另一名教练脱口而出，“肯定没
有人教得好，人教得多细呀！”科目
二只开三次实车，真能练好吗？教
练略显无奈地说了句，“差不多吧，
现在都这样。”

同学相约报名 父母心存顾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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