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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扰乱教学秩序？
野网课爆破冶入侵在线课堂的背后

谁在扰乱教学秩序

新郑三中教师遭野网课爆破冶的事件,让很多人开始警
惕,教师也成了网络暴力的围猎对象遥

遭受野网课爆破冶的新郑三中老师的亲属介绍,该教师
原在新郑三中教授历史课,一段时间以来,她的网课经常遭
遇野入侵冶和野爆破冶遥 10月 28日晚在上网课时,再次有陌生
网友闯入网课直播间对其进行辱骂,干扰课件投屏,迫使该
老师退出网课遥两天后她被发现在家身亡,死亡证明鉴定为
猝死遥目前,当地公安尧教育等部门正在介入处理调查此事遥

野网课爆破冶是如何实施的钥 记者调查发现,一场野网课
爆破冶往往有几位乃至十几位参与者,并非野恶作剧冶般简
单遥

何为野网课爆破冶,目前尚未有明晰的定义遥 根据已发生
的案例进行归纳,野网课爆破冶是一种恶意入侵网络课堂尧扰
乱网络课堂秩序的行为遥 当网课会议号和密码被泄露后,有
些人有组织地野入侵冶在线课堂,通过强行霸屏尧刷屏发送骚
扰信息,甚至辱骂师生尧播放不雅视频等方式,恶意扰乱教学
秩序遥 这些入侵课堂的人,在社交媒体上被称为野爆破手冶遥

野爆破手冶通过社交媒体,有组织地发起一场场野爆破冶,
有些野爆破冶来自学生本身,也有些来自明码标价的专业组
织遥有组织的野爆破冶由知情人泄露网课时间和房间号码,专
门的野组织者冶下达野爆破令冶后,参与者在固定时间集合野爆
破冶网课遥根据已有报道,无论是内部泄露的学生,还是专门
的野爆破手冶,野网课爆破冶的参与者以青少年学生居多遥

叶2021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曳显
示,2021年我国未成年网民规模达 1.91亿, 未成年人互联
网普及率达 96.8%遥 未成年网民在网上遭到讽刺或谩骂的
比例为 16.6%; 自己或亲友在网上遭到恶意骚扰的比例为
7.0%遥

数字时代,人们很难离开互联网,网络技术的不断革新
也给了网络暴力发展的空间遥 复旦大学网络空间国际治理
研究基地主任沈逸接受采访时指出:野耶网课爆破爷并非普通
的网络暴力,而是网络暴力向正常课堂教学活动的渗透,是
一种新型网络暴力遥 目前,耶网课爆破爷显示出两大新特点:
第一,具备耶干扰性爷特征,即试图阻断正常的网络沟通和交
流,使授课无法继续进行遥 第二,具备耶暴力性爷特征,即使用
攻击性的语言尧骚扰性的视频乃至违反公序良俗尧带有人
身攻击性质的不雅言辞, 攻击特定的目标或泛化的非特定
目标,以达到扰乱秩序的目的遥 冶

野网课爆破冶这一恶意行为,经过互联网的放大传播,往
往成了伤人利器遥 11月 4日,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罗翔发布
视频称:野这种行为真的让人感到非常愤怒, 因为同为教育
工作者,我时常能够把自己代入进去遥 我在想,如果我面临
类似的情境,会如何作为?冶

野与网络暴力普遍表现为朴素正义感不同,耶网课爆破爷
表现为参与者在扰乱课堂秩序过程中的无理性狂欢, 其参
与者以青少年学生居多遥冶中国传媒大学主流融媒体研究中
心主任唐远清接受采访时说,野网课爆破冶 对课堂秩序而言
有着不可忽视的破坏性,给学生和老师都带来巨大的伤害遥

野网络课堂作为学校进行教育教
学活动的重要场所, 其教学质量必须
得到保证遥耶网课爆破爷的治理,需要多
方面的合力: 公安机关依法打击破坏
网络课堂秩序的违法犯罪行为, 依法
惩治形成有效震慑; 学校要重视对学
生的引导和教育, 也要加强对老师应
对网课突发事件能力的培训; 有关部
门要通过健全监管监督机制, 促进平
台履行主体责任遥 冶唐远清说遥

目前, 多个网络会议平台已有相
关应对措施,开展巡查和处理 ,清理掉
了相关违规内容并封禁了部分违规
账号 ,并对野网课爆破冶设立相应阻止
功能遥 例如 ,腾讯会议提供了多种会
前尧会中尧会后的权限设置方式 ,保障
在线课堂安全性 ,满足课堂尧研讨会尧
答辩等多种场景的教学需求 ;在钉钉 ,
老师可通过设置耶仅主持人可邀请成
员爷, 限制参会学生把会议号分享给
陌生人遥 目前 ,记者在一些社交平台
上搜索 ,发现此前以野网课爆破冶为关
键词活跃的部分社交小组已无搜索
结果遥

与此同时 ,校方也行动起来 ,努力
做好预防预警和事后处理工作遥 部分
地区教育部门已关注到 野网课爆破冶
情况频现 , 并要求学校采取措施加强

在线课堂安全, 包括实名授权学生进
入 ,要求每个学校设置网络监控员 ,加
强一线教师培训等遥课堂之外,也要通
过宣传尧教育的方式,重点引导学生正
确认识网络,养成良好上网习惯 ,遵守
网络规则, 规范自己在互联网上的言
行遥 野整体网络环境是其中每一个个
体互动建构的结果, 每个人都要为自
己在网络空间中的言行负责遥 预防
耶网课爆破爷 不仅需要校方的努力,还
需要政府从更宏观的层面提高治理
能力尧 建设治理体系 , 为校方提供支
持遥 冶沈逸说遥

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 维护网
络课堂秩序,惩治网课暴力乱象 ,刻不
容缓遥罗翔表示,对于扰乱正常的工作
秩序尧教学秩序,现行法律提供了许多
规制之道,无论是教育法尧治安管理处
罚法 , 还是刑法 , 都有相应的惩治措
施遥尤其是对公然侮辱他人,现行刑法
第 246 条就规定了侮辱罪 , 以暴力方
法或其他手段公然侮辱他人, 情节严
重的,最高可以判处 3 年有期徒刑遥

近几年,网络安全法尧个人信息保
护法尧电子商务法以及有关司法解释
等,都对打击网络水军尧治理网络暴力
等问题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支撑遥 在
今年的网暴专项整治行动当中, 重点

网站平台累计拦截涉攻击谩骂尧造谣
诋毁等信息 6541 万余条 ,处置违法违
规的账号 7.8 万个遥在去年 11月份正
式实施的叶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
保护法曳中,明确提到了要加强重要互
联网平台的义务, 以及强化侵犯个人
信息的惩罚机制和力度遥

日前,中央网信办印发的叶关于切
实加强网络暴力治理的通知曳指出,网
站平台要根据自身特点, 建立完善紧
急防护功能, 提供一键关闭陌生人私
信尧评论尧转发和 @ 消息等设置遥 用
户遭遇网暴风险时, 网站平台要及时
发送系统信息,提示其启动一键防护 ,
免受网暴信息骚扰侵害遥 在网站平台
评论尧私信等位置设置网暴信息快捷
投诉举报入口 ,简化投诉举报程序 ,网
站平台对于明确为网暴信息的应在
第一时间予以处置遥 向用户提供针对
网暴信息的一键取证等功能 , 方便当
事人快速收集证据遥 坚持最有利于未
成年人的原则 , 优先处理涉未成年人
网暴举报遥

野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 ,认清耶网
课爆破爷的本质与危害,保障网络课堂
的安宁,筑牢校园网络安全防火墙 ,离
不开多方发力,久久为功遥冶唐远清说遥

渊据叶光明日报曳常莹冤

维护网课秩序仍需多方发力

互联网已成为当代未成年人重
要的学习尧社交尧娱乐工具遥 以野网课
爆破冶为代表的网络暴力行为是如何
蔓延和发展起来的钥

网络的匿名性是野网课爆破冶存
在的原因之一遥 野网络世界天然的治
理难点在于 , 即便是引入了 耶白名
单爷机制的软件 ,也不可能完全解决
实名制问题遥 而即便解决了实名制
问题 ,顶着 耶数字化面罩 爷与他人交
流的体验也完全不同于线下面对面
交互的体验 ,人们在不使用真实身份
时更容易肆意释放内心的极端情
绪遥 冶沈逸说遥

野教师在操作层面的水平不同 ,

对网络熟悉程度也不同 ,这些都是不
可忽略的因素遥 与此同时 ,校方和平
台方在预案预警方面缺乏相应的响
应机制遥 冶唐远清如是说遥

沈逸也表示 ,野教学行为自线下
向线上的大规模转移 ,是在新冠肺炎
疫情暴发的大背景下开始的 ,所以也
是在缺少事前准备的前提下展开的 ,
而对网课的管理 ,没有跟得上网课的
发展冶遥

随着野网课爆破冶现象不断浮出
水面 ,其背后的组织化 尧黑产化的趋
势值得警惕遥 沈逸阐述了自己的担
忧 :野我们需重视耶网课爆破爷发展趋
势遥 一是耶生态化爷态势遥 一些参与的

学生理所当然地认为 ,只要自己不喜
欢某一门课 ,就可以找人进入课堂捣
乱 ,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做法的不正确
性遥 二是耶组织化爷态势遥 有一些依托
社交软件形成的群体或圈层正在承
接这些耶爆破爷的订单遥三是耶流量化爷
态势的前兆 遥 某种程度上 ,耶网课爆
破 爷已经具备了 耶流量化生存 爷的前
兆遥 所谓耶流量化生存爷,即通过获取
流量来提升或真实或虚幻的影响力 ,
为此不惜游走在违反公序良俗或法
律法规的边缘遥四是网络暴力的参与
者能够从对正常社会活动秩序的扰
乱尧 冲击和破坏中获得所谓的成就
感尧归属感和宣泄负面情绪的快感遥 冶

缺乏应急预案与管理办法

近几年,网课已成为不可或缺的教学方式,

不少学校通过会议软件尧直播平台等开展教学
活动遥而以野网课爆破冶为代表的网络暴力也开

始入侵在线课堂,不少师生深受其扰遥 前段时

间,河南新郑三中老师网课遭入侵后离世的消

息引发广泛关注遥这一事件将野网课爆破冶一词
推向公共视野遥

日前,中央网信办印发叶关于切实加强网

络暴力治理的通知曳,提出野建立健全网暴预警
预防机制,强化网暴当事人保护,严防网暴信息

传播扩散,依法从严处置处罚冶,旨在切实加大

网暴治理力度,进一步压实网站平台主体责任,

健全完善长效工作机制,有效保障广大网民合

法权益,维护文明健康的网络环境遥
野网课爆破冶究竟是什么?为何在网络课堂

中出现?我们又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制止野网
课爆破冶,保障网课安全?记者就此展开了采访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