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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院杨 乐

制版院包聪颖

在线教育的“坑”亟需法律填平
去年以来袁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袁在线教育逆势而上迎来爆发

式增长遥

野停课不停学冶作为疫情防控的应急之举袁使在线教育市场规模呈
现野井喷式冶发展态势遥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 47次叶中国互

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曳显示袁截至 2020年 12月袁我国在线教育用户

规模达 3.42亿人袁占网民整体的 34.6%遥 还有数据显示袁截至 2020年 7

月底袁我国当年新增近 3.7万家在线教育相关企业袁平均每天新增约 170

多家遥
可以预见袁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之后袁用户持续增长尧线上线下融合尧

校内校外融合将会成为教育新常态遥 但在线教育市场火热的同时袁问题
也逐渐暴露袁行业乱象频发袁各类虚假宣传尧诱导消费尧师资造假尧野拿钱

跑路冶尧维权不明等突出问题引发各方担忧遥 因此袁今年全国人大会议期

间袁在线教育成为热议点袁多位全国人大代表特别关注到这一问题袁并有

代表专门提出有关在线教育立法的议案遥

今年来京参会前袁 全国人大代表尧
重庆市九龙坡区谢家湾小学校长刘希
娅对在线教育进行了调研遥

刘希娅发现袁 部分教育 App 与在
线学习平台由于缺乏专业性袁 不但没
有提升学生的学习成绩袁 反倒使得学
生的学习能力与学习效果下降遥 比如袁
部分 App 可以模仿本人笔记直接代替
抄写曰 一些线上教学产品夸大师资力
量袁大肆宣传野清北冶师资袁而现实是清
华北大在校生袁 有的甚至未获得教师
资格证 曰一些 野在线名师 冶只讲所谓解
题大招尧 只教学生如何套用公式却不
讲解公式原理噎噎

野疫情催生了各类学习 App 与线上
学习平台大规模涌入市场袁但目前大部
分产品形态为耶互联网+教育爷而非耶教
育+互联网爷遥 快餐式尧浅表式学习直接
惰化了学生思维袁这样的教学方式不但
没有让学习真实发生袁学生的独立思考
能力尧高阶思维能力也没有得到发展遥 冶
刘希娅说遥

野在以培训机构为主要力量的资本
运作之下袁 完全将教育引向商业化尧教
学引向套路化尧学习引向刷题化尧评价
引向考试化袁学生学业负担尧家长经济
负担成为压在就学子女家庭的两座大
山遥 冶在刘希娅看来袁目前已经形成了

野线上加线下尧 实体加虚拟尧 口灌加电
灌尧学校加社会冶的全方位立体式应试
刷题教育常态遥

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袁在资
本助推之下袁在线教育领域的企业竞争
加剧袁层出不穷的在线教育宣传广告充
斥各大社交平台尧电视综艺尧地铁公交
等公共场所袁每天的黄金时段袁各种教
育类 App 广告铺天盖地袁野找一线名师袁
学解题大招冶野想要好成绩袁 就找好方
法冶等广告词不绝于耳遥 在很多小区的
电梯间尧停车场里也遍布着各类在线教
育广告遥

野这些广告中不乏夸大宣传尧虚假
宣传的内容袁无疑会对青少年的价值观
产生不良影响袁对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和
成长发展十分不利遥 冶全国人大代表尧陕
西省律师协会副会长方燕认为袁当前对
于教育培训类广告尚未形成专门的尧体
系化的法律规范袁 也缺乏有效监管袁教
育培训类广告还存在发布前审查不严
的问题遥 互联网广告发布者尧经营者为
了谋利袁较少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对互联
网广告进行认真尧审慎审查遥 此外袁工商
管理部门对教育培训类广告的事前审
查力度较小 袁多采取 野以罚代管 冶的方
式袁难以从根源上肃清教育培训类广告
夸大宣传尧虚假宣传尧内容低俗的乱象遥

行业飞速发展 各类问题凸显
作为蓬勃兴起的新兴产业袁 在线

教育监管是全新课题遥 乱象频发的背
后袁与在线教育领域缺乏有效的准入尧
监管尧约束及退出机制不无关系遥 中国
消费者协会发布的 野2020年十大消费
维权舆情热点冶指出袁一方面需要在线
教育平台尽快从资本竞争中回归教育
本位袁强化行业自律袁为广大消费者提
供优质服务曰 另一方面也需要有关部
门进一步强化行政监管袁 联合消协等
相关社会组织制定在线教育服务标
准袁夯实维权制度保障袁规范在线教育
市场发展遥

2020年 8月袁 中央网信办依法查
处了多家网站网课学习平台尧 学习教
育类 App袁 但目前针对此类问题依然
未建立有效的准入机制遥

野人工智能与教育依然普遍存在

耶两张皮爷现象袁没有一个部门对线上
教学的教师教育专业性尧 教育内容科
学性等进行专门的常规监督袁 导致出
现管理真空遥 冶刘希娅说遥

鉴于此袁 刘希娅建议完善智能技
术运用于基础教育领域的准入机制尧
监管机制和退出机制遥 由教育部牵头袁
联合工信部等相关部门袁 完善准入机
制袁超前介入袁特别是针对线上学习平
台尧App 的教师资格尧课程内容袁要建
立上架审核机制遥 同时袁建议教育部门
牵头袁加强对各类线上学习产品尧人工
智能进校园的持续监督袁 可成立由教
师尧家长尧社区人员等相关利益群体组
成的社会监督部门袁开展专项督导袁在
常态化尧即时性尧持续性的督导中袁对
于不合格不科学的产品采取相应强制
措施遥

缺乏有效管理 建议加强监管

在今年全国人大会议期间袁 全国
人大代表尧 山西工商学院院长牛三平
提交了有关在线教育立法的议案袁呼
吁出台专门的在线教育法律遥

目前袁 对于在线教育平台及教学
内容袁除了现行的电子商务法尧民办教
育促进法等有所涉及外袁 相关部门还
出台了一些专门的监管政策遥 2018年
11月袁教育部印发叶关于健全校外培训
机构专项治理整改若干工作机制的通
知曳袁提出面向中小学生的利用互联网
技术在线实施培训教育活动的机构袁
需要向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备案袁野线上
线下同步监管冶遥 2019年 6月袁教育部
等部门联合印发 叶关于规范校外线上
培训的实施意见曳袁 提出健全监管机
制袁 对面向中小学生的校外线上培训
开展综合治理遥 2019年 9月袁教育部等
11部门出台 叶关于促进在线教育健康

发展的指导意见曳袁提出适应在线教育
跨领域尧跨区域的特点袁加强部门协同
和区域协同监管遥

野但这些约束性条款散见于不同
文件中袁 且绝大部分针对中小学课外
培训袁 存在覆盖面不够广泛尧 不成体
系尧执法依据不足等问题遥 冶牛三平说遥

野迫切需要一部专门法律来监管
在线教育遥 冶牛三平指出袁一方面袁对于
市场主体来说袁 能有效避免劣币驱逐
良币现象袁 保证优质教育市场主体的
发展空间袁 遏制劣质教育资源带来的
冲击遥 另一方面袁对于消费者来说袁立
法加强监管能提升在线教育市场的教
育质量袁 消除不良教育资源带来的消
费风险袁保障消费者的权益遥 教育尧市
场监督管理尧 公安等相关部门就可以
此法为据袁 依法进行业务管理和市场
监管遥 渊朱宁宁冤

呼吁专门立法 规范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