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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APP有了规范引导
严守底线也留足空间

如今， 大部分家长的手机里， 都会装着几个和教育相关的
APP。有的用来接收老师的通知，有的用来辅导孩子的作业。为引导
教育移动互联网应用（以下简称教育 APP）有序健康发展，近日，教
育部、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等部门联合印发了《关
于引导规范教育移动互联网应用有序健康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

这是国家层面发布的首个全面规范教育 APP 的政策文件，覆
盖各学段教育和各类教育 APP。 “教育 APP 是‘互联网+教育’的重
要载体，规范教育 APP 管理是促进‘互联网+教育’发展的重要内
容。 ”教育部科学技术司司长雷朝滋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在有些高校， 学生的感受是被 APP 绑架了。
打水要一个 APP，跑步要一个 APP……教育 APP
过多过滥，使用教育 APP 应用陷入形式主义。 对
此，雷朝滋指出，根据他们今年 3 月开展的专项
调研， 确实有个别高校开发引进的 APP 超过了
20 个。

雷朝滋表示，为切实治理教育 APP 泛滥等问
题，教育部将于近期启动专项行动。 明确学校行
政部门或教师开发教育 APP 并要求学生使用的，
需经学校批准立项， 不得擅自开发； 选用教育
APP 要充分征求师生、家长意见，并经领导班子
集体决策同意；要严格控制本单位教育 APP 的数
量，同一业务、不同层次不得开发多个 APP。

他强调， 需要加强教育 APP 数据的统筹管
理。 “采集个人信息应遵循最小化原则，大范围采
集个人信息应经领导班子集体决策同意，第三方
APP 采集个人信息应与学校签订数据安全协议。
不得向用户重复采取个人信息，严格限制采集个

人生物识别信息。 ”
对于 APP 的商业行为，《意见》也做出了明确

限制———“强制的不商业，商业的不强制”。 作为
教学、管理工具要求统一使用的教育 APP，不得
向学生及家长收取任何费用，不得植入商业广告
和游戏。而推荐使用的教育 APP 应当遵循自愿原
则，不得与教学管理行为绑定，不得与学分、成绩
和评优挂钩。

雷朝滋告诉记者， 教育 APP 仍然处于发展
期，对教育 APP 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下一步，教
育部将会同有关单位研究制定教育 APP 的标准
规范，细化落实工作要求。 “我们也会建立意见反
馈和投诉举报渠道，在规范行业管理和自律的同
时，发挥专业机构、专家、家长等主体责任，加强
社会监管。 ”雷朝滋说，监管的出发点是促进有序
健康发展，教育部将加强和相关职能部门的沟通
协调，减少重复检查，避免对企业的正常运营造
成不必要的干扰。 （据《科技日报》）

采集个人信息应遵循最小化原则

《意见》界定了教育 APP 的内涵和外延：教育 APP
是以教职工、学生、家长为主要用户，以教育、学习为主
要应用场景，服务于学校教学与管理、学生学习与生活
以及家校互动等方面的 APP。

它分为三种 ：市场竞争提供 、师生自主选用 ；学
校企业合作 、学校组织应用 ；学校自主开发 、部署校
内使用。

雷朝滋说，根据国家“放管服”改革精神 ，对教育
APP 实施包容审慎监管，不设置准入许可，加强事中事
后监管，在严守底线的前提下为新业态发展留足空间。

而备案制度，是《意见》明确的一项重要制度。
教育 APP 的备案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各省分头

实施、 企业属地备案” 的原则开展。 教育部制定教育
APP 备案管理办法，明确备案主体、备案时间、备案内
容和备案流程。 以省为单位推动备案，由省级教育行政
部门组织本地区的教育 APP 提供者和教育机构进行
备案。 教育 APP 提供者为企业的要到注册地的省级教
育行政部门备案，“一省备案，全国有效”；而教育 APP
提供者为学校的， 则要按照隶属关系到所属教育行政
部门备案。

雷朝滋表示，教育部接下来将制定并出台《教育移
动互联网应用备案管理办法》，备案工作将实现全程网
上办理。 备案结果网上公示，公众和机构均可查询。

监管基调鼓励支持并实行备案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