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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艳

“中小学在线一对一” “补课高中， 39年辅导经验的精华学校” “0元注册试听， 孩
子的私人欧美外教” ……您给孩子报在线课程了吗？ 如今， 插上互联网翅膀的学科类补习
班、 培训课程 “飞” 进了中小学生的视野里， 坐在家里带着耳麦盯着电脑已经成为一种学
习新状态。 但是， 这些网课的教授内容、 教学好坏、 师资优劣， 甚至有无资质， 您了解
吗？ 有业内专家提出， 在线学习存监管空缺， 需健全制度， 加强动态管理。

在在线线上上课课渐渐成成常常态态
监监管管空空白白谁谁来来补补位位？？

【现象】
互联网学习便捷高效

家长乐于接受

不管是视频课、 直播课， 还
是一对一指导， 越来越多家长看
中了互联网学习的便捷性， 认同
孩子今后需要这样的在线学习能
力。 身边不难发现， 一些尚处于
学龄前阶段的孩子， 就已能熟练
地在 iPad上操作各类学习APP，
与老师在网上交流畅通无阻。

今年上初中一年级的佳佳，
在暑假期间， 试听了40天的拔高
数学课， 每天晚上在家里坐在电
脑前， 在线老师详细的讲解着解
题步骤， 有不明白的还可以跟老
师互动交流。 课程结束后， 发现
学习能力确实提高了一大截 。
开 学 后 ， 妈 妈 立 即 买 下 了 全
套课程。

佳佳妈妈告诉记者， 她现在
非常认可在线学习， 比学校老师
相比， 网络老师教得快而且一对
一交流比较畅通， 与实体培训机
构相比， 网课价格要便宜的多，
而且还省去了接送的麻烦。

据佳佳妈妈说， 这位网络老
师的数学课非常受欢迎， 他教的
孩子里， 考上重点高中的比例不
小呢， 而且都是数学成绩突出，
“算是网红老师呢， 听说是重点
高中离职专门做在线教育的， 听
他课的学生特别多， 收入应该很
可观。”

网课老师资历难以考证
准入门槛难把关

“您好， 网上外教一对一学
英语， 免费试听一个月， 您给孩
子报名吗？” “我是某某培训学
习平台的老师 ， 在线一对一辅
导， 现在课程五折优惠， 您可以
让孩子试试？” 这样的推销电话，
相信大部分家长都接听过。 面对
五花八门的网课， 也有家长对授
课老师的真实履历、 从教经历、
授课质量等提出疑问。

记者调查发现， 从事网课教
学的老师本人从教经历、 个人教
学水平良莠不齐 。 有的网课教
师， 号称自己是从公办学校离职
后专职从事互联网教学， 这样的
老师比较受家长欢迎和信任。 有
的老师则来自社会教育培训机
构， 还有些语言类的网络课程，
家长们比较喜欢的外教一对一，
师资虽说是外籍人士， 甚至身处
国外通过互联网授课， 但其资历
无法验证， 监管也难以入手。

有业内人士爆料， 还有不少
老师根本没有教师资格证， 也不
是师范类专业， 更没有正规教学
经验， 仅凭个人的兴趣爱好或看
中了互联网教育的前景， 便开始
尝试网络教学。

家长王女士的微信好友里就
有一位网络教师， 此前是一家外
企的职员， 二胎出生后辞职当起
了全职太太， 在家闲来无事， 对
网上英语教学起了兴致， 便通过
微信圈好友的方式， 凭借自己英
语八级的水平， 每天免费通过微
信群进行英语故事会， 主要针对
学龄前孩子。 “先尝后买”， 群
里的好多孩子慢慢喜欢上了这位
会讲英语故事的老师 ， 三个月
后， 开始进行少量收费， 虽说退
群了一部分学生， 但留住的还是
有一部分打算跟这位老师继续学

习英语。
“她的教学方式虽说受孩子

们喜欢， 但授课质量和标准， 家
长们确实拿捏不好。” 王女士说，
现在这样的个人学习平台正在快
速兴起， 这类学习平台的准入门
槛是否能严格把关， 不得而知。

【专家解读】
在线教育近年保持升温

态势 却陷入无序态势

在线学习是通过计算机互联
网， 或是通过手机无线网络， 在
一个网络虚拟教室与教室进行网
络授课、 学习的方式。 首都师范
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蔡可介绍，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 ， 现在的4G
甚至5G时代的来临 ， 只要有一

个大流量通的手机， 我们就能实
现在线学习。

随着信息通讯技术突飞猛
进， 互联网+教育蓬勃兴起， 学
习者规模呈加速增长趋势。 据中
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 《中
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显示， 截至2016年12月， 我国在
线教育用户规模达1.38亿， 比上
年增长25%。 其中， 手机端在线
教育用户为9798万人， 同比增长
84.8%； 手机在线教育用户使用
率达14%， 同比增长5.5%。

资料显示， 各类网络课程日
益成为正规教育、 课堂学习的有
益补充， 课程资源日益丰富， 来
源渠道与课程内容越来越多元
化。 调查显示， 2016年底， 在线
学习的用户中， 中小学教育用户
占比最高， 共7345万人， 占在线
学习人数的53.4%， 年增长率达
76.9%。

在线学习的一个好处就是不
受时间、 地点、 空间的限制， 并
且可以实现和现实当中一样的互
动。 在线学习的局限性表现为，
缺乏人性化的沟通。 网络人为的
拉大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为直
接的情感交流设置了障碍； 缺乏
员工间、 讲师与员工之间的情感
交流、 情绪沟通， 学习的效果可
能大打折扣。

蔡可谈到， 在线教育近年在
保持升温态势的同时， 争论也持
续不休。 不少在线教育产品， 只
是针对学校的学科本位课程体
系， 在所谓 “效率” 方面做足功
夫。 超前、 拔高、 抢跑的补习课
程或悄悄被转移到互联网上， 可
能面临进一步蔓延的趋势。

环顾当前在线教育领域发生
的种种创业、 关张、 并购、 重组
的浪潮， 并没有带来丰富的产品
线和教育体验， 反而是同质化的
在线教育产品越来越多。 在蔡可
看来， 在线教育陷入的尴尬， 都
认为这里是蕴含着巨大潜力的蓝
海， 却少有弄潮儿能改变传统的
泳姿， 找到让人眼前一亮的变革
支点。

【政协建议】
健全相关制度 加强动

态管理

全国政协委员、 上海教科院
副院长胡卫就在线教育问题专门
向全国政协提交了一份 《提案》，
他呼吁目前在线培训出现监管空
白， 课程提供者与用户主权意识
淡漠， 课程内容缺乏主权边界，
影响受教育者价值观形成尤其会

对未成年人成长产生潜移默化的
影响。

近两年， 随着手机在线教育
的兴起， 调查发现， 在微信平台
中， 以美、 加中小学课程和英国
牛津树阅读系列教材等国外原版
教材资源为卖点， 来吸引中小学
家长作为主要用户的公众号， 也
层出不穷、 花样多多。 通过朋友
圈转发获得下载权的方式， 进一
步扩大了此类课程传播及使用
率。 同时， 部分英语在线培训课
程， 还提供外教远程授课方式，
传授国外课程内容， 也处在无人
监管状态。

为此， 胡卫建议， 完善在线
教育机构审批及课程审查制度。
在线教育培训机构脱胎于线下培
训机构， 在逐利的资本推动下逐
步壮大成为独立的教育培训形
态 。 但这种新型的教育培训形
式， 从机构注册到培训内容尚缺
乏统一监管。 仅参照互联网信息
服务经营许可 、 互联网出版许
可、 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
等资质要求， 无法满足教育培训
管理的特殊需求。 建议由工商、
教育、 互联网管理等多部门联合
成立专门的在线教育培训机构审
查管理机构， 出台在线教育资质
标准、 加强对在线教育机构的资
格审定与内容管理， 禁止在线教
育机构和个人整套引进和分享原
版的国外课程。

按网络课程提供方实施分类
管理。 按网络课程的提供主体，
对网络课程内容进行分类管理。
网络课程提供方主要包括赢利性
机构、 公益性机构和个人。 对于
政府相关职能部门、 高校等公益
性机构， 在其提供的网络课程上
传之前对关涉主权的内容进行自
查。 对于英语在线培训、 国际职
业认证等赢利机构， 加强对其进
行网络教育的资格审查， 并对其
课程内容加强审查与监管， 尤其
对于历史人文类资源， 加强主权
内容审核。 对个人提供的网络课
程资源加强宣传引导， 强调 “主
权意识， 人人有责”。

健全相关制度， 加强动态管
理。 与传统的学校课程相比， 网
络课程相对灵活， 来源多元、 更
新速度快、 内容庞杂。 建议加强
动态监管。 建议建立健全事前审
查 、 随时举报与事后追惩等制
度。 对于由机构提供的课程内容
加强事先审查， 对由个人提供的
课程内容加强主权相关内容违规
举报， 建立对主权内容违规的网
络课程的撤回和追惩制度等， 通
过动态监管方式加强对网络课程
的主权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