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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直面新课题，
也要有关怀关爱

□李 平

令人痛心的是，刘老师的课堂教学在遭遇了

“爆破手”长达半个月的干扰后，悲剧无声无息地发

生了。

刘老师的课堂上，到底是谁向“爆破手”泄露的

房间号及密码？他们为何要这样做？我们目前还

无从得知。或许是某个学生为发泄封控在家持续

上网课的不满情绪，或许是这些玩着网游长大的孩

子，在“反杀大人”中寻求刺激、寻找存在感……网

络匿名特性，让少年们的无知放纵成了“罪恶”。

“网课爆破”并非个案。尤其是当它出现在年

长教师的课堂上，受限于自己并不突出的技术手

段，担心着学生们的学习进度，为课堂上出现的扰

乱行为陷入自责……这些都成了难以承受之重。

面对悲剧的发生，除了严查及严惩始作俑者，更应

警醒的是：“网课”时代，如何才能更好地保护教师

们不再受到类似的冲击及伤害？

网课的本质是课堂教学，除了是在线上发生，

网课的进度、内容和对教师的教育教学要求，与发

生在校园里的每一堂课并无二致。但当课堂从现

实搬到网上，意味着必须要直面“网课安全”等更多

的新课题。

欣慰的是，相关部门正在发力。近日，中央网

信办印发《关于切实加强网络暴力治理的通知》，要

求网站平台建立完善紧急防护功能，提供一键关闭

陌生人私信、评论、转发和@消息等设置；对首发、

多发、煽动发布网暴信息的账号，依法依规采取关

闭账号等措施，情节特别严重的，全网禁止注册新

账号；严处借网暴恶意营销炒作等行为。多家互联

网企业也针对多款主流音视频会议软件开发相应

功能，帮助保障在线课堂的安全。

如何加强网课安全，有必要引起学校高度重

视。学校务必对教师进行相关培训，指导每位教

师学习“防破”指南，熟悉各种操作并勤加练习，同

时配备技术人员或辅助人员，为教师解答技术上

的困惑，帮助一些确有困难的教师顺利上好每一

堂网课。

“网课爆破”折射了什么？

近日，在一则广为传播的短视频中，一男子以“高一年级
班主任”身份在讲台上训话，其打扮“社会”、面相凶恶、语气严
厉，被不少网友戏称为“史上最凶班主任”。当地教育局工作
人员回应，男子是网红，冒充教师拍视频，已报警。该视频账
号作者发布声明称，作品纯属虚构，初衷为宣传正能量。眼
下，不少视频博主为了流量无所不用其极，不是教师却假冒教
师，配以浮夸的形象及台词，损害教师整体形象，误导大众，引
发巨大负面效应。对于这一类虚假视频，监管部门当加强管
理，以正视听。

（王 铎 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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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 彪

11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会同最高人民检

察院、教育部发布《关于落实从业禁止制度的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按照最有利于未

成年人的原则，就依法严格执行犯罪人员从业

禁止制度，进一步加强司法保护与学校保护、社

会保护的衔接作出了规定，旨在为净化校园环

境、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切实保护未成年人提供

强有力的司法保障。

我国教师法规定，受到剥夺政治权利或者

故意犯罪受到有期徒刑以上刑事处罚的，不能

取得教师资格；已取得教师资格的，丧失教师资

格。为防止犯罪人员“重操旧业”、再次犯罪，

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增加了从业禁止制

度。为强化对未成年人保护，2020年修订的未

成年人保护法新增了第六十二条，针对密切接

触未成年人的工作规定了终身禁业制度。从业

禁止制度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不仅限制了犯罪

人员的再犯能力，同时也对相关行业的从业人

员作出了警示。

但是，由于教育行政部门不能及时掌握教

职员工犯罪的判决结果，导致有的教师犯罪后

隐瞒犯罪情况仍从事教师职业。就在日前，深

圳龙华检方一项入职查询行政公益诉讼引发外

界关注，检察机关在办理培训机构教师猥亵儿

童案过程中发现，涉案机构不仅缺乏办学资质，

涉案教师亦未进行入职查询。这反映出相关行

政机关落实从业禁止制度存在漏洞，犯罪教师

刑满出狱后仍可能混迹于教师队伍，或从事相

关职业，继续心存侥幸实施犯罪行为。

此次发布的《意见》明确，教职员工实施性

侵害、虐待、拐卖、暴力伤害等犯罪的，法院应当

依法判决禁止其从事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工

作，即终身不得从事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工

作。教育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如此判决，既能让

被告人明确知晓自己被禁业的范围，也能让用

人单位更好落实入职查询义务，还能向社会宣

示，起到监督和警示作用，有利于堵塞可能出现

的漏洞，进一步加强社会治理，为未成年人保护

增加“隔离带”和“防火墙”。

那么，如何确保法院对从业禁止的判决落

到实处，避免犯罪教师隐瞒身份继续从事相关

职业？《意见》从健全工作机制、强化工作衔接方

面提出了明确具体的要求。比如，法院判决生

效后，要确保裁判文书及时送达教育行政部门，

教育行政部门按规定及时作出收缴犯罪教职员

工教师资格证书等后续处理；人民检察院应当

就落实情况进行监督；对于有关单位未履行犯

罪记录查询制度、从业禁止制度的，法院、检察

院应当向有关单位提出建议。

《意见》最引人关注的是，用人单位应落实

从业查询制度。最高检发布的《2018—2022年

检察改革工作规划》提出，建立健全性侵害未成

年人违法犯罪信息库和入职查询制度。2019

年，上海市政法委、市检察院等16家单位联合

发布《关于建立涉性侵害违法犯罪人员从业限

制制度的意见》，提出在教育、医疗、训练救助等

与未成年人密切接触行业开展入职审查时，对

拟录用人员是否存在涉性侵害违法犯罪记录情

况进行强制查询，一旦发现有相关记录，将不予

录用。各地也有必要探索建立强制查询制度，

防止被禁业人员进入教职队伍。

筑牢未成年人保护屏障

●在“双减”如火如荼的背景之下，严防

换个马甲就重出江湖的违规赛事兴风作浪，

这也是为学生及家长切实减负的题中之义。

查处违规赛事仍须重拳出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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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海建

近日，教育部发布关于面向

中小学生违规竞赛问题查处情况

的通报，点名“奥林匹克英语大

赛”“希望数学”等均未列入教育

部公布的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

竞赛活动名单，属于违规竞赛。

此外，近年来通过网络和培训机

构大肆宣传的“数学花园探秘”

“华数之星”“走美杯”“美国大联

盟”等，皆系违规办赛。

一段时间以来，“纯洁”的学

科竞赛越来越少，敛财的赛事生

意越来越多——在这个黑灰产业

链上，面向中小学生的各类“野鸡

赛事”不仅成了家长们的沉重负

担，而且为“内卷”的基础教育平

添了万分焦虑。

2018年以来，教育部持续规

范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活

动，连续4年公布通过审核的竞

赛清单，取消了学前教育阶段各

类竞赛和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竞

赛，大幅削减了竞赛数量，基本斩

断了竞赛与招生、考试、培训挂钩

的利益链，有效遏制了竞赛横生

的乱象。

遗憾的是，一些违规赛事仍

在“野蛮生长”。说到底，离不开

三重肇因：一是主办方“胆太肥”，

有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有打一

枪换一个地方的，有蹭热度玩山

寨的，利益链条难以彻底斩断；二

是家长们心存侥幸，总想着缴了

参赛费就可以“弯道超车”，硬是

把没意义的事情弄成了“刚需”；

三是监管者疏于惩戒，违法成本

太低，也是违规赛事屡禁难绝的

根源之一。

事实上，判断竞赛是“黑”还

是“白”的标准很简单。比如教育

部公布过2022—2025学年面向

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名

单，其中包含自然科学素养类、人

文综合素养类、艺术体育类3个

大类共45项大赛，面向小学、初

中、高中、中专、职高等不同学

段。凡是未列入面向中小学生的

全国性竞赛活动名单的均是违规

竞赛，且名单内没有面向义务教

育阶段学生的学科类竞赛。换句

话说，拿着“白名单”的尺子量一

量，谁都能知道赛事究竟合规与

否。更别说，类似所谓的“JEA

China”“国际双语教育协会英汉

专业委员会”“奥林匹克英语大赛

组委会”等办赛主体甚至都未经

合法注册。

与其教育学生和家长要火眼

金睛，不如事前重拳查处违规赛

事。盘根错节的校外培训机构都

能迅即治理得“风清气朗”，难度

系数更小的违规赛事何以屡屡

“返场”？比如根据教育部门通报，

“希望数学”对外号称原名为“希望

杯”，通过豆瓣、小红书、知乎、微信

公众号等开展招生宣传。可见，

这些违规赛事，非但有蛛丝马迹

可循，简直是明目张胆吆喝——

有的弄了官网，有的整了公号，更

有甚者全平台引流……如果我们

能畅通投诉举报通道，辅以雷厉

风行的查处机制，绝不至于让其

逍遥法外、挖坑设套。因此，对于

违反《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

赛活动管理办法》的违规赛事，建

立流程化、常态化查处机制，与通

报警示同等重要。

当然，针对少数学校将招生

与竞赛挂钩等乱象，还需从源头

纠偏。地方监管部门当进一步

规范赛事活动，斩断违规竞赛与

招生、培训的利益关联，及时查

处违规竞赛。在“双减”如火如

荼的背景之下，严防换个马甲就

重出江湖的违规赛事兴风作浪，

这也是为学生及家长切实减负

的题中之义。

立德树人，规则为本。违

规赛事会否批量卷土重来，这

个问题考问着教育治理能力。

要让违规的竞赛无容身之处，

监管部门就当全面细致排查、

主动重拳出击——让无资质的

赛事主办方“无市场可招摇”，

让违规赛事的宣传“无平台可

宣发”，让违规赛事的证书奖杯

“无价值可兑现”，违规者才可

能真正偃旗息鼓。

●大学运动会是体育大课堂的重要组成部

分，对于培养人的荣誉感、意志力、体育精神、审

美意识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大学运动会怎么能成
少数人的“自娱自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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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振伟

近日，各大高校相继举办秋

季运动会，不难发现，中小学生几

乎人人参与的运动会，到了大学

却常成为小部分体育特长生的

“自娱自乐”，相当一部分大学生

对学校运动会或其他体育比赛

持漠不关心态度。如何让体育运

动在大学校园蔚然成风，成为不

少高校面临的课题。

学校举办运动会，既有检验

运动成果之考量，也有“以仪式感

展示运动之刚、之美、之魅”，促更

多人从事体育运动的实际功用。

作为运动文化之“集大成”的运动

会，并非如网友所说的“以运动会

之名，行学生变相放假旅游之

实”。教育部《高等学校体育工作

基本标准》规定，学校每年组织

春、秋季综合性学生运动会（或体

育文化节），设置学生喜闻乐见、

易于参与的竞技性、健身性和民

族性体育项目，参与运动会的学

生达到50%以上。

那么，运动会在中小学成为

“运动狂欢节”，而在不少高校成

了“鸡肋”，越办越冷清，何也？对

中小学生的管理，强调纪律性、规

模化。教师一声令下，无论是学

生还是家长，都会积极参与运动

会。当然了，中小学生上课长期

以班级为单位，很容易带来运动

会“以班级为竞争单位的风风火

火”。而大学侧重于培养学生的

自我学习意识和自我管理能力，

运动会的组织动员一般以个人自

愿为主，乍看之下，就成了“只是

运动爱好者的自娱自乐”。

体育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

也不为过。“文明其精神，野蛮其

体魄”，被无数有志之士视为圭

臬。“野蛮其体魄”，就是通过体

育运动来实现。清华大学的“无

体育，不清华”，浙江大学的“本

科生每一学期都有体育课”，彰

显了这些名校的底蕴。大学开

展体育，体育课是小课堂，运动

会则是大课堂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培养人的荣誉感、意志力、

体育精神、审美意识起着举足轻

重的作用。

要让体育精神在校园里“发

光发热”，要让运动会成为彰显、

弘扬体育精神的最佳课堂，首先

教师们要带头参加。试问，学校

里的师长们鲜少参与的运动会，

怎能引来学生的广泛响应？其次

营造体育文化氛围要做到“功在

平时”，让阳光长跑、各种体育活

动开展得轰轰烈烈，辅以相应的

奖励、荣誉体系，运动会时将其推

到最高潮，让大多数学生有参与

感、获得感。再次是要在运动会

上不断加入新元素，比如在运动

会现场植入学校特色表演等。

新闻回顾 近日，“新郑三中老师网课去世”的词条登上热搜，据该刘姓老师

家属提供的视频和图片，刘老师在上网课时，直播间被人故意播放刺耳音乐，有捣

乱者恶意威胁，话语不堪入耳。目前，新郑市公安局、教育局、网信办等部门已成立

联合调查组，调查结果将向社会公布。在网上，入侵网课捣乱的行为被称为“网课

爆破”或“网课入侵”，“入侵者”被称为“爆破手”。

▲

求智论见求智论见求智论见求智论见

要严查，也要打好“组合拳”

不该玩，也不能玩

□卞广春

“网课爆破”事件频发，已经到了触目

惊心、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

除了此次上热搜的刘姓老师事件外，

今年9月6日，沈阳城市建设学院大学生上

网课时曾遭他人恶意闯入，教师几番叫停

无果，教学秩序受到严重破坏。广东深圳

高中生小薇也回忆，前不久的一次网课，突

然有个网名为“梦泪”的捣乱者冲出来怪

叫，紧接着网络教室一下多出十几个人一

直吵闹，放视频挤掉老师的屏幕，刷屏语言

极为粗俗……

在疫情防控的背景下，在线上课已经

成为学校教育的常态之一。“网课爆破”频

发，严重扰乱了教学秩序，不仅上课的教

师因为无奈、无力以及愤怒产生极大的心

理压力，学生也很难全神贯注地投入到学

习中。

“网课爆破”现象，必须引起公安、教

育、网络平台等多方重视，打好“组合拳”。

“爆破手”入侵网课，不论是对某个教师发

泄不满，还是出于其他目的，都扰乱了教学

秩序。“爆破手”无知无畏，其公然侮辱、诽

谤教师，传播淫秽物品，扰乱教学秩序等行

为，涉嫌违反民法典、治安管理处罚法及刑

法。有关方面要对“爆破手”予以严肃的处

罚。此外，家长应教育孩子不要参与其中，

把违法犯罪当好玩；平台应优化功能，加强

防“爆”，提高安全性。同时，“网课爆破”事

件频发是对网络教学的挑衅，要提醒和督

促教育部门强化网课管理。

□夏熊飞

入侵或爆破网课，往往需要掌握网课

房间的账号与密码，除了一部分“黑客”通

过“撞库”的方式破解账号与密码外，大多

数以内部成员邀请外人的方式进行。无论

是发起邀请的内部成员，抑或是实施爆破

者，大多没有什么利益诉求，更多的是觉得

好玩，将“网课爆破”当成了一种恶作剧，在

被入侵的网课上展示的也多是年轻人常用

的网络梗。

种种迹象表明，参与“网课爆破”的主

体为青少年，甚至不少还是在校上网课的

学生，他们可能压根没有意识到其行为的

危害性与严重后果。殊不知“网课爆破”不

是恶作剧，而是网络暴力，严重者甚至涉嫌

违法犯罪。

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克，杜绝“网课爆

破”也要从减少内部成员参与着手，毕竟

“撞库”成本高、难度大，如果没有内部成员

提供账号与密码，“网课爆破”不会轻易得

逞，实施的难度成本也将倍增。无利可图

甚至还要倒贴钱，“爆破手”自然也就少了

实施不法行为的动力。

因而，在严厉打击“网课爆破”行为、增

强网课安全性的同时，要加强对青少年群

体，尤其是参与网课学生的教育引导。一

方面向他们讲清楚“网课爆破”的危害，如

影响正常教学、给教师造成心理上的伤害

等；另一方面则要让他们意识到参与“网课

爆破”的严重后果，不仅有违公序良德，更

涉嫌违法犯罪。只有不断加大宣传和普法

教育，从观念上改变青少年的整体认知，他

们才会自觉抵制这种行为。

“网课爆破”像一颗毒瘤，让疫情之下

的网上教学难上加难。可以说，“网课爆

破”闹剧中没有赢家。“网课爆破”的梗，不

该玩，也不能玩。


