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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去年年底发布《关于严禁有害App进入中小学校园的通知》以来，大量严重违规的App已经下架。
“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仍有部分App顶风作案，出现涉黄信息，有些不良App换个马甲以公众号、

小程序的形式链接游戏和商业广告，有的学校暗示家长装App查分数看考卷，有的还有付费陷阱。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郑天虹

2018年 12月，教育部发布《关于严禁有害
App进入中小学校园的通知》，明确要求停止使
用含有色情暴力、网络游戏、商业广告等内容
及链接，或利用抄作业、搞题海、公布成绩排
名等应试教育手段增加学生课业负担的App。

目前，大量严重违规的App已经下架，仅苹
果应用商店下架的教育类App超过 15000个。

2019年 1月，江苏、浙江、四川、云南等地
纷纷排查、清理各类已进入中小学的教育类
App，动员家长举报，形成日常监督机制、审查
备案制度等，防止有害App接近青少年。一些在
线学习App运营商发布了App进校服务的行业自
律倡议。

然而，记者调查发现，仍有部分教育类App
出现黄色内容。一款号称“中小学生学习好伙
伴”的 App“作业狗”上，在其有社交功能的

“遛一遛”版块中，常常可以见到“全网处 cp”
“刷赞送会员”等信息。记者在其“醉校园”聊
天区，发现有用户不断发黄色图片和引诱性文
字，多次投诉仍然封不住。记者发现，其聊天
区基本是不设防的，任何人都可以注册为用户
发布照片和言论。有些涉黄内容 2017年就出现
了，运营商一直没有采取任何屏蔽措施。

还有一部分违规App转战微信公众号或者小
程序，有的甚至“山寨”一些知名App，获取流
量关注，继续传播游戏和广告。

记者在微信小程序里搜索“作业帮”，结果
出现 180多个跟“作业”有关的小程序。其中一
个叫“作业答案新版”的小程序，点开就进入
包含了 20 多款网络游戏的界面；“作业帮小助
手”“作业帮搜题答案”小程序首页打开就有广
告链接直接进入某商城；“作业帮在线答题”页
面有公众号广告链接。记者发现，这些小程序
很多都是个人开发的，属于“山寨”“作业帮”。

教育部门已经明令禁止通过App公布学校考
试分数和排名。但有家长告诉记者，学校暗示
家长可以通过有关App查询孩子的期末考试分数
和排名，登录一看，如果需要了解个性化信息
如孩子学业诊断等则需要付费，其中还嵌入了
培训机构广告。

严厉整治之下，
有害教育类App为何依然活跃

整治之下又现有害教育类App1

经查询，存在黄色信息的App“作业狗”，其运
营商为深圳万利达教育电子有限公司。国家企业信
用信息公示系统网站显示，该企业已于 2018年 6月
注销。但其产品“作业狗”未被封查，也未在软件
市场下架，运营至今。

业内人士表示，应用商城对 App的上线应该负
起监管责任。据了解，苹果公司目前对于违规 App
实行“黑名单制度”，要有相当多的用户在线投诉，
获得苹果公司的关注进而被列入黑名单，再经过苹
果公司审核后才能禁止运行。但一些开发企业花钱
刷好评淹没差评，让应用商城的监管也很无力。

南华大学经济管理与法学学院副教授欧阳爱辉
说，适当的社交软件、教育软件对学生学习生活存
在一定价值，这就要求产品开发企业承担起监管责
任，严格甄别涉黄有害信息。

业内人士介绍，近年在线教育兴起，大量资本
涌入，但教育类App的开发准入门槛低，无需教育
机构资质，公众号或小程序的开发者甚至可以是个
人。这些开发商为了获取更多收益，会把端口开放

给互联网广告分发平台，让其在页面投放广告。
一些游戏开发商深知青少年是网络游戏的重要

消费群体，在App中链接游戏，以学习之名吸引更
多流量到其游戏界面，进而得到更多“变现”机会
和广告开发价值。

对此，有微信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微信作
为公众号、小程序等的运营平台，虽然负有一定的
监管职责，但是审核监管难度大。公众号、小程序
运营商开放端口给广告分发平台，微信平台很难都
掌握。虽然技术上可以实现屏蔽，但是难度大，有
时候也容易造成“误伤”，所以当前审核主要还是靠
人工抓取，但面对海量的外部链接内容，审查很难
面面俱到。

对于依然有学校要求通过 App查分查排名，教
育界人士表示，这是学校和App运营商切中了部分
家长需要掌握孩子成绩和排名的“刚需”。不少家长
表示，中考、甚至有些小升初民办学校招生等都是
凭分数择优录取，家长需要准确了解孩子在学校的
排名，以便“对症下药”。

开发准入门槛低 缺乏日常监管2

加大对违规App的处罚力度 多部门联动加强监管3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教育类App运营商

的违法成本很低，一旦出了问题，最多就是封号、
封域名、封 IP地址等，有的运营商被封后变换域名
或口令很容易就卷土重来。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说，涉黄信息
对未成年人的伤害是长久的，哪怕有一点点涉黄，
都必须追究App运营方的责任，加大处罚力度。

业内人士表示，教育App行业经过初期的快速
发展，转型升级势在必行，应回归教育本质，更加
重视内容，提升产品质量。

专家建议，要实施有效监管，在准入阶段，监

管部门应对App开发商明确资质、提高门槛，对其
产品内容的设计提供指引；在运营阶段，监管平台
或部门要借助切实可行的信息技术手段实施甄别，
依法依规做好审查和监督，一旦发现问题要严格执
法，定期向社会公布黑白名单，畅通举报渠道。

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客座研究员夏学民说，
学校、家长要及时了解学生手机等的使用情况，对
中小学生使用网络终端设限，借助数字化技术手段
屏蔽有害信息，引导他们合理使用，避免伤害。同
时，公安、文化、教育、网信、工信等多部门应联
合执法，共同为净化青少年网络环境负责。

海量App，选择都犯愁 京九晚报全媒体记者 贾晶晶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