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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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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科技进驾校，智能班价更低

探访

  在短视频平台上，小宇妈妈发现驾校直播间里
专门推出学生速成班。“说是仅限年龄在18周岁至
19周岁的高考生使用，专为学生假期快速拿本打
造，价格优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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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去总部开实车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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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有五次实车练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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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后视镜等行车前的准备工作，还
有起步、停车要领以及操作顺序，都可以通过模拟
器了解。”
  该教练说，他所在的驾校也有VR设备，但试
过以后普遍反映不太行。“会有点晕车的感觉，没
有这种模拟器的效果好。有的驾校上来就是几节
VR课程，开实车的次数有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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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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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需要我过去。”该教练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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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开三次实车，就可以
考科目二。”
  记者观察到，这家驾校的VR教室内有数十台
VR设备。“如果戴这个（VR头显）觉得晕，可以
选择用大屏幕。”教练说，“学员在这里熟悉基本
操作后，教练教实车操作更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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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0元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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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油价一升要八元左右，以前一升才三
四元。”教练说，“再加上以前（教练）工资低，现在

（教练）工资高，保险也高，驾校得考虑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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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教得更详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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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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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高考生即
使在这个暑假拿到驾照，也要迎来少则四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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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着长时间不具备开
车的机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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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立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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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开车上路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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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驾校仅从应试角度出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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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把车倒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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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北京日报客户端

拿到驾照≠会开车，“智驾”仍属辅助驾驶

探访

◎相关新闻

　　高考结束，期待已久的超长假期来了，不少
高考生计划趁这段时间考驾照，但也要警惕学车
过程中的套路，选择正规驾校。

　　●套路一 “外地班”暗藏多种风险 

　　“外地班”指学员在本地报名、练车，但注
册在异地的驾校，考试前再将学籍转入本市，其
核心卖点是“快速拿证”“考试简单”，但暗藏
法律与安全风险。例如：个别驾校为了避开监
管，推出了“外地班”套餐。驾校为学员在距离
报名点近200公里的外市注册，学员留在报名点
练车，考试前再将学籍转入，驾校工作人员称该
方式可以代刷学时。
　　这类学车套路存在以下三大风险：
  合同无效，维权无门。异地培训违反法规，
合同不受法律保护。如某驾校因异地培训被法院
判决违法，学员退款困难。
　　学时缩水，“马路杀手”隐患。部分外地班
学时造假（如科目三仅培训1小时），技能不达
标即拿证，交通事故风险陡增。
　　隐性费用高。表面报名费低，但交通、住
宿、模拟费等隐性成本远超本地班，总学费可能
翻倍。

　　●套路二 低价揽客，后续加价 

　　一些驾校以显著低于市场平均水平的价格招
揽学员报名，此类“超低价”背后往往隐藏着诸
多额外收费项目。待学员报名后，驾校便以燃油
成本上涨、场地使用费用增加、考试服务费等理
由，要求学员支付高额附加费用，使得学车总费
用远超市场正常价格。
　　建议学员报名前，多渠道了解当地驾校收费
标准，对明显低于市场价的“优惠”保持警惕。
可通过咨询已毕业学员、查询本地驾培行业协会
公示信息等方式，掌握真实价格区间，避免因贪
图低价而陷入后续加价的困境。

　　●套路三 虚假承诺，违规诱导 

　　部分驾校为吸引生源，宣称“包过”“一个
月快速拿证”“与考场有特殊合作关系”等违规
承诺。在实际操作中，这些承诺根本无法兑现，
甚至可能涉嫌诈骗，不仅浪费学员时间和金钱，
还可能使学员卷入违法违规行为。
　　驾驶证考试需严格遵循国家规定的考试流程
和标准，不存在任何“捷径”。切勿轻信此类虚
假承诺，选择驾校时，优先关注其教学质量、师
资力量及学员口碑，而非不实承诺。

　　●套路四 合同模糊，条款不公

　　不规范的驾校在与学员签订合同时，常使用
条款表述模糊、权责划分不明的合同。合同中对
收费明细、培训内容与学时安排、考试安排、退
费条件及标准等关键内容未作明确规定，当学员
因各种原因需要退费或遇到教学纠纷时，难以依
据合同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与驾校签订合同前，务必逐字逐句认真阅读
合同条款，对不明确的内容及时要求驾校作出书
面解释。必要时，可咨询法律专业人士，确保合
同条款公平合理。若发现合同存在不合理条款，
应要求驾校修改完善后再签字，切勿草率签约。
                本报综合

了解常见驾考套路

VR、AI设备涌入驾校

不必盲目跟风“赶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