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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绝有害 App�家长作用不可少
“学习类的 App 很多时候还是

有作用的，可以减轻一些简单重复
的劳动，重要的是如何合理地使用
它，” 一位中学老师表示，“比如里
面的类型题库，可以很直观地展示
学生的知识盲点，集中补足短板。 ”

教育学者熊丙奇告诉科技日

报记者 ，在互联网时代 ，学校和家

庭在学生利用网络和手机 App 学
习时，要加以积极引导 ，培养孩子
健康的作业习惯。 “这次《通知》主
要针对如何禁止有害 App 进校园，
强调的是教育部门和学校、教师的
责任 ， 而家长的作用也不可或
缺。 ”熊丙奇表示 ，一是学校在推
荐学生使用 App 时 ， 应该通过家

长委员会的审议 、同意 ，让家长知
晓学生使用 App 的情况 ， 并告诉
家长应该履行的监护责任 ； 二是
家长在学生使用 App 时，要切实尽
到监护责任，及时查看 App 的内容
更新，引导学生养成健康使用 App
的习惯。

(据《科技日报》)

停！ 教育部为有害校园 App踩刹车

监管缺位
行业火爆催生乱象

校外辅导一直是广受家长们青睐的学习方

式。 作为课堂教育的补充，家长们希望用这种方
式来提升孩子的成绩、学习能力。 随着中国智能
手机用户数量的节节攀升，移动互联网技术迅速
融入到教育行业中，催生了一批学习类 App。

但由于行业缺乏监管，导致出现各类负面现
象。 2017 年 8 月，学习类软件涉黄的新闻就成了
媒体关注的焦点，而同行之间互相抹黑、登陆对
方软件发色情内容的指责也首次让教育类 App
的乱象浮出水面。

这种现象并没有随着媒体的关注而被斩草

除根。近日，有媒体对 30 家热门在线教育类 App
进行测试，发现在“学习宝”“天天乐乐课”等软件
的社区板块中发现了软色情内容。

除此之外， 教育类 App还被指责加重了课业
负担和经济负担，成了变相的课外教育辅导。这与
教育部门近年来大力推行的减负政策背道而驰。

“我们使用的这款软件就有会员功能，”沈阳
市民王猛表示，他的女儿今年上中学，“花费 300
多块钱开通会员， 就能查看成绩分析报告和排
名，还有一些诸如在 App 里做题等功能。 ”

采访中，许多家长表示虽然并不需要强制购
买付费功能，但令他们担忧的问题仍然存在。“软
件中设置了许多 PK 类的游戏，还有论坛，里面
有人发布小说、帖子。 我也听说了有的软件中存
在不健康的内容，因为帖子实时更新，我们也很
难知道孩子究竟看了什么。 ”王猛说。

政策踩刹车 打响校园“保卫战”
行业的混乱很快引起了相关

部门的重视。 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
在 2018 年护苗行动中， 首次专门
提出了严格整治教育类 App 的要
求。2018 年 10 月，根据媒体报道和
举报线索，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
联合多部门开展学习类 App 专项
整治工作，着重处理传播低俗色情
内容问题。

北京市依法关停 “互动作业”
App，对经营单位作出行政处罚；上
海查处了“纳米盒”教育 App，责令

其进行整改并关闭涉事内容板块，
并对涉案单位予以行政处罚。

近日 ， 教育部办公厅下发了
《关于严禁有害 App 进入中小学校
园的通知》。 《通知》对教育类 App
的监管已然升级，从内容到准入门
槛， 再到收费和学生数据隐私保
护，以及管理主体都提出了明确的
要求。

这份被称为 “最严学习类
App”监管令出台后，对业界造成了
巨大的影响。 上海祖庭教育科技有

限公司董事长王斌介绍，早在一年
前， 各地的教育部门就开始了摸
排。 “这次整顿对资源类在线教育
软件影响最大，想要进入学校的门
槛变得更高了。 ”

王斌介绍，目前相当一部分教
育类 App 依赖置入游戏、 广告赚
钱，而《通知》明确指出，凡包含网
络游戏、 商业广告等内容及链接，
要立即停用，并将涉嫌违法违规的
App 交由当地公安部门查处 ，“坚
决杜绝有害 App 侵蚀校园”。

教育部近日下发了《关于严禁
有害 App 进入中小学校园的通
知》(以下简称 《通知》)， 为教育类
App 乱象踩下了刹车 ， 并明确指
出，将探索长效管理机制，今后此
类 App 想要进入校园， 先得带上
“紧箍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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